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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識取代驚慷及恐慌
時報基金會贊助戰慄土石流的調查研究及出版

在土石流每每成為颱風
, I斗A與豪雨來臨，掠奪人

命最主要的殺手後，不但國

人談土石流色變，土石流更

成為台灣災難的代名詞 。 就

連副總統呂秀蓮在談到台灣

亂象時，還將 「土石流」 做

隱喻，提到台灣一共有政

治 、 經濟、社會、自然、道

德等五種土石流， 言談中

「 土石流 」 彷彿是台灣最險

惡的災難 。

台灣最慘痛的土石流記憶

開始於花蓮銅門村 ， 民國七

十九年歐菲利颱風侵襲台灣

東部，花蓮秀林鄉銅門村發

生土石流事件，共有三十六

人慘遭活埋，當時曾挖到孩

子的手，大人的腿，哀痛哭

聲迴盪在天地間 。 在山林

間，原住民已多次和土石流

擦身而過，只是，他們不知

道這個令人驚嚇的名字就叫

做「土石流 」。 有些人能夠

活著口述土石流的種種軟

事，還是值得慶幸的事 。 到

八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賀伯

颱風峙，士石流就成為熱門

話題了 。

但因為土石流發生時，那

種萬馬奔騰的場面，簡直是

束手無策，誰也不敢到現

場 。 專家無緣親眼目睹土石

流的生成與流程，台灣卻無

法迴避對土石流的研究 。 台

灣早就有土石流，只是多半

被以 「 山洪爆發 」 稱呼 。 近

代台灣知名的土石流災害最

早應追溯到民國四十八年的

「八七水災 J '許多學者各自

從自己的領域跨界過來進行

研究 。 在似懂非懂間到逐漸

進入狀況，學界、行政單位

不少人都投入土石流的研究

與臨床實務工作 。 學界跨地

.由時報文教基金會出版之戰慄

土石流一書 。

質 、 土木 、水利、森林、農

工、水土保持 、 地理等學

者，均有人投入土石流的研

究中;農委會 、 國科會 、 就

連原住民委員會也都投下對

土石流的關注 。 但是民眾對

土石流的認識只有驚|束，卻

極度缺乏概念 。

民國八十年時曾有學者到

花蓮就土石流進行演講，聽

完後 ，台下有聽眾舉手問:

「土石牛 」 是什麼東西?竟

然需要預警系統另外台東也

有某農業總幹事把 「土石流

專家 」 聽成 「 土石榴專

家 J '還特地解釋台東現在

都是種釋迦，已經不種石榴

了 。
因為土石流的災情日愈嚴

重，社會終於開始集體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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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見睛村遭受土右流侵襲的景象。

這個難以預測、又難以防範 了 。 J (這其實應該只是一 究也不斷在地震與新的崩塌 石崩塌，使得原本不穩定的

的災難，卻又無法避免誇大 個小規模的山崩現象)又 地問尋找關聯性，大致上幾 山坡更加脆弱，其崩塌之力

與浮濫的運用;賀伯颱風之 或者任何泥土的災害，就稱 乎已可以肯定，地震後崩塌 量正是引發土石流的重要因

前，大家對土石流一無所 為「土石流」 。 而 「 洪水」 面積將大為增加 。 美國地質 素 。 以日本關東大地震後的

知，就把它與 「 山洪爆 與 「土石流 」 在人們口中也 學者Keefer就曾經研究指 資料顯示，在地震四十年

發」、「洪水 」 、「山崩」等 一再混用，這種「土石流」 出，在他收集的地震級數從 內，土石流災害必然層出不

現象全部混在一起;賀伯颱 濫稿的現象一直延續到現 五到九共四十個地震中，地 窮 。 由此來看，土石流恐將

風之後 ，不論是媒體或一般 在，但好像混淆了也無所 震規模大於七時，崩塌地的 是南投一帶，無法逃脫的宿

民眾，又把所有有士、有 主H田罔 o 面積會超過一萬平方公星 。 J口Kp uR 

石、有水的現象，全部都稱 而台灣在九二一大地震災 台灣在八十八年九二一大 然而，在土石流已成為台

為 「土石流 J '例如 ，- 山 難稍歇後，土石流反而愈見 地震崩塌面積便如此不斷擴 灣無法迴避的災難後，卻不

坡上崩下一塊土石流來 惡化之勢 。 目前許多國外研 增，而且，地震後大規模土 能不知道，沒有土石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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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份二山在經歷了九二一大地震後的殘破景象 。

沒有今日台灣 。 人們在愧 拜土石流之賜 。 生機 。 眾落，居民在河床上築堤

目驚心土石流的危害時， 由此可知，土石流是台 台灣肯定會發生土石 防，以增加更多耕作與居

更驚訝人類活動的舞台， 灣島很重要的一部分，土 流，有悠地方還會一再發 住的土地 。 在緊落尚未出

竟然也是由土石流所醋 石流造成台灣的平原，我 生，若當地沒有住人，未 現的年代中，土石流是千

釀 。 因為有土石流，地球 們的文化等於是在土石流 釀成災情，就屬於土石流 萬年時序中的 「 自然現

上才有那麼多的沖積平 中臨育而生 。 如果沒有土 的 「 自然現象 J 但人類 象 J '是洪水夾帶大量土石

原，並成為人類文明的精 石流，就沒有平原、農耕 若入侵到土石流發生的區 在谷口堆積形成沖積扇 。

華區 。 台灣峻秀的高山縱 地，農地也不會肥訣 。 又 域，就會形成土石流的 現在，緊落在谷口的沖積

谷，卻都由土石流辛苦走 因為有水才會發生土石 「自然災害」 。 嚴重的是， 扇上形成了，人們擁簇在

過 、 切割出來，其中供先 流，所以土石流可以帶來 目前在山林問許多不該住 山區傍水而居，卻失去了

民居住耕耘的平地，更是 豐富的有機質，帶來更多 人的地方，卻已發展成為 危機意識 。 只是，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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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卻使她的面貌變得萬般

可怕，當這個自然現象引起

人們生命財產的損失時，就

叫做 「 自然災害 」 了 。

土石流為何可怕?有人以

為土石流有土又有石，大概

都是慢慢流動，這是許多民

眾錯誤的認知 。 事實上，土

石流的歐動時間快，發生的

速度迅如雷，很難事先察覺

或預防，才會形成現在人人

聞之色變的土石流 。 如果以

速度來看，士石流崩塌後最

快可以每小時幾百公里的速

度前進，已非一般汽車速度

可以比擬 。

除了具有驚人的衝速之

外，土石流具有極強的破壞

力，當土石流引爆衝擊力

時，會刷寬兩旁的土石，也

會同時向下刷深，所經之處

會很快佈滿直徑達數公尺的

巨大石頭，所有位在土石流

路徑的房屋、農作與脆弱的

肉體，立刻被摧毀殆盡 。

現在，土石流己多次在台

灣造成嚴重災害，並成為颱

風前的夢魔 。 但台灣民眾對

土石流的認知依然非常陌

生，傳播媒體也多著重災情

慘重等悲憫傷亡之報導，對

土石流現象並沒有深刻的介

紹;而在學界，年輕的「土

石流學」在不同領域各有發

展，雖各有各自甘心得，卻多

停留在學界的研究階段，很

少向民間擴散 。 一般民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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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土石流沖刷後的火焰山。

緣經歷土石流，只能從傳播

媒體報導去推測曾有的瘋狂

與肆虐 。 這些，都突顯出版

「戰慄士石流」一書，系統

介紹士石流的迫切性 。

但在土石流問題逐漸受重

視的同時，山上居民一如往

昔常以弱勢姿態出現，而同

時山林間亦不斷發生嚴重濫

墾、濫建與超限利用問題難

於解決時，台灣社會必須面

對「弱勢者正義 」 與「環境

正義 」 兩種正義的嚴重衝

突 。 弱勢者正義看似具體而

微，環境正義則是抽象且

廣;然而，數十年以來， 山

上不確定 、 與不定期發生的

災難讓政府投下無數的硬體

整治經費，也因此吸引更多

人上山 。 但入山的人固然迫

於生活，卻也常是濫墾濫建

的始作俑者，由於山上的災

害常難以區分是天災或人

禍，每當災害發生峙的救難

工作，必然都是政府的責

任 。 同時，又因為災害常是

突如其來，政府往往在爭取

時間之下，先行救濟災民，

而在事後，卻忘了回頭檢討

責任歸屬 。

當然，相對的，災民個性

的養成與國內泛政治的選舉

文化有關，也與政府 、政黨

等政治人物的思考邏輯有

關 。 多年來，我們的一切行

事邏輯全是清一色的政治考

量，連治山防土石流這樣的

大地思考，都難以擺脫政治

的介入 。 同時，山上的濫

墾 、 濫建現象無法扼止，其

實都在於執政者對山地政策

缺乏一個具有理想的核心概

念 。 其中的盲點是， 山坡地

開發者的利益所得歸於個

人，但災難發生時的整治經

費卻是來自中央，等於開發

風險竟然是由全民來負擔，

相當不合理 。 而中央經費理

應應用於全民，現在卻大量

投注在山上，也不符合資源

共享原則 。 因此，政府目前

的施政固然是以愛心出發，

卻嚴重違反 「使用者付費 」

的理念 。

土石流當然可怕，但更重

要的是，土石流問題讓我們

深思山地開發的問題，等於

要我們再想想，在統獨、發

財等春秋大夢之外，台灣如

何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