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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與
生命

從已知的33個門的生物分類中，

海洋就占有32個門來看，海洋生物的物種的確比陸地豐富。

探討海洋與生命，不只是要了解自然生命，

還包括知識生命、文化生命及教育生命，

畢竟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母親。

■演講人／方力行



是深邃、詭譎、神秘、征服，還是浩瀚、無垠、遼

闊、靜謐？對於海洋的描繪，你會採用哪一類屬性的詞

彙？

被喻為世界文壇強者的海明威，用的是「lamar」這

個西班牙字表達海洋那種糅合包容、任性、陰晴不定多

樣化的個性。在《老人與海》名著中，有一段細膩的文

字：「⋯⋯他想到海洋，老是稱她為lamar，這是人們對

海洋抱持著好感，用西班牙語對她的稱呼；有時候，對

海洋抱持好感的人也會說她的壞話，不過說起來總是拿

她當女性來看待。⋯⋯他們提起她時，拿她當做是一個

競爭者或是一個去處，甚至當做是一個敵人。可是這老

人總是拿海洋當做女性，她給人或者不願給人莫大的恩

惠。如果她做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兒來，那是因為她由

不得自己。月亮對她起著影響，如同對一個女人一樣，

他想。」

十九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赫爾曼‧梅爾維爾，在

其著作《白鯨記》中，則是強烈地述說著搏鬥生死觀：

「『我（百戈號的大副史達波）為了生活在海洋中捕殺鯨

魚，而鯨魚又何嘗不會為牠們的生活而吃掉我呢？』史

達波很清楚地知道，成千上萬的人曾被魚所殺害。」

文學家令人動容、驚歎的筆觸，轉換到海洋學者彼

得‧威怡（Peter K. WeyI）的思維中，卻是嚴謹的「相互

影響說」。最膾炙人口的真知灼見發表於一九七○年：

「就海洋學的主題，我的主張不在對海洋的描述，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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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演化地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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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載人類歷史的時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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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表層形成了薄薄的地殼；而大氣中的水蒸氣遇冷凝

結成雨，降落在地表上，雨水長期累積在窪處，形成原

始的海洋。

為什麼我們相信早期生命是出現在海洋中（其實用

「水裡面」更為適合），因為當時的環境，水中比陸地來

得友善。陸地的溫度不是冷，就是熱；不是狂風，就是

暴雨，變化很大，相較之下，雨水形成的海洋環境顯得

十分穩定，非常適合生命的誕生及繁衍。

最早的地球生命大約出現在三十二億年前，這些生

命只是最簡單的生命物質，必須要用顯微鏡才能看得到

的單細胞體。經過數十億年不斷地演化，形成了現在各

式各樣豐富的生命。

有關地球生物演化過程，可以用24小時的時間表加

以說明。午夜零時，最初生命剛開始，但是直到晚上九

點，生命才爬上了陸地，之前所有的生命都存在於海洋

中，顯示在地球歷史上，海洋中生命的豐饒，自古已

然。

據估計，現存的物種約為五百萬到五千萬種，但被

記載的僅有一百四十六萬種，尚未記載的大多數仍存在

於海洋中的未知角落；而全世界生物分類一共有33個

門，海洋就占有32個門，而其中的12個門，只存在於海

洋中，陸地上根本找不到。經常親近海洋，就會發現海

洋生物的物種的確比陸

地上豐富許多。

海洋表面有許多微

小的浮游植物、浮游動

物；中層海域有迴游的

鮪魚、鯖魚、魚參魚；海

底層的熱泉區有美麗魚

蝦貝介；潮間帶有藤

壺、笠貝、海藻；河口

紅樹林有幼魚、稚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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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海洋如何安定地球表面的環境更為重要，它是一個

總體環境與生命所發生的自然現象。我不希望知道海洋

有多深，而是要知道它為什麼是深的；我對海床形狀的

興趣不高，而是要知道它是如何構成的。我的工作不在

於準備一張海洋生命的分類清單，而是要了解海洋中生

物如何彼此相互影響，以及海水、大氣和海床間的相互

關係。」

其實，無論採用哪一類的詞彙或觀點論述海洋，都

只能敘述一部分而已，畢竟她那歷經億萬年匯集而成的

豐沛生命力，以及千變萬化的面相，是人類窮畢生之力

都難以著墨書盡的。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母親

從生命演化論的角度來看，雖然各派學者對生命起

源的主張不同，但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母親仍是主流看

法。

在地球形成之前，宇宙間有許多小行星圍繞著太陽

旋轉，行星彼此之間會相互撞擊，原始的地球就是在撞

擊下產生的一顆火球。地面到處是火山，布滿滾燙熔

岩，天空中充滿著從地球內部發出來濃密的水蒸氣，形

成地球早期的大氣。

隨著碰撞次數的減少，地球開始由外往內逐漸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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鮪魚是中層海域迴游魚類

的代表，圖為海洋生物館

所飼養的黑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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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之所以能夠容納數以百萬種、色彩繽紛，又各

具特色的豐富物種，和多達三∼六級的海洋食物鏈，與

生存空間的廣闊有很大的關聯性。

海洋食物鏈是指在海洋生物社群中，從自營性細菌

或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機物開始，經浮游生物、草食性動

物至各級肉食性的動物，依次形成捕食者與被食者的需

求關係。食物鏈的結構和金字塔類似，底座很大，而每

上一級就比前一級縮小，整個網路是由多種複雜的食物

鏈所形成的。

浮游植物是食物鏈最主要的初級生產者，如藻類。

在陽光下，浮游植物透過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和水變

成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把太陽能轉變成化學物質中的化

學能貯存起來，並供應給第二級的浮游動物（如磷蝦）

及其他草食性、雜食性動物攝食。由於大部分的浮游植

物是一群小到用肉眼都很難分辨的生物，很不容易瞧出

它們的型態，但從衛星照片中所呈現的大片光合作用分

布區來看，牠們才是海洋中的巨人。

小魚、蝦子是屬於海洋食物鏈的第二、三級，牠們

攝食浮游植物或浮游動物。第四、五級則是處在食物鏈

金字塔的上層，如鯊魚、鯖魚、金槍魚等。

就生存空間而言，海洋生物比陸地物種幸運多

了。地球總表面積是五億一千萬平方公里，海洋就占

了71％，達三億六千一百萬平方公里；而海洋的平均深

度是3,795公尺，差不多是玉山的高度，在如此遼闊的空

間中，海底地形和陸地一樣，有高山、狹谷、火山。從

沿岸起，可分為大陸棚、大陸坡、海洋平原、海底山、

中洋脊、深淵和海溝。縱使深度不同，壓力相差極大，

但是理論上海洋生物只要做好壓力調節，就可以很悠遊

地在大海中沉浮、覓食、求偶、繁殖。

海底熱泉附近的奇特生命形態

不同緯度、地形和深度的海洋，具有不同的物理及

化學條件，因此造就了特色不一、各式各樣的海洋生

物。

在一九七九年以前，許多科學家都認為深海海底是

永恆的黑暗、寒冷及寧靜，不可能有所謂的生命。但是

一九七九年，科學家首次在2,700公尺的海底發現熱泉，

並觀察到和已知生命極為不同的奇特生命形式，進而改
海洋中不同棲所的不同食物鏈形態

湧升流區（三個營養階層）

吃魚的魚類

（如鮪魚、烏賊）

（如燈籠魚）

（如橈腳類動物）

（箭蟲類動物）

（如原蟲類）

（如雙鞭藻類）

吃浮游動物的魚類

巨型浮游動物

大型浮游動物

微小型浮游動物

超微小型浮游動物

吃魚的魚類

（如鮭魚、鯊魚）

（如鱈魚）

（如蚌殼、淡菜）

（如矽藻、渦鞭毛藻）

底棲性

底棲性肉食性

底棲性草食性

（如鯡魚）

浮游性
吃浮游動物的魚類

底棲性

（如橈腳類動物）

大型浮游動物

浮游性

微小浮游生物

吃魚的

魚類

（如浮游毛蝦）（如鯷魚）

（如鬚鯨類）

（如鏈狀矽藻）

吃浮游動物

的鯨魚

大型浮游動物吃浮游生物的魚

大型浮游植物

大洋區（六個營養階層）

大陸棚區（四個營養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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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對地球生命進化的認知。二○○○年十二月四日，

科學家又在大西洋中部發現另一種熱泉，結構完全不

同，他們把它命名為「失落的城市」，再度引發了科學家

對海底熱泉的研究熱潮。

海底熱泉是指海底噴泉，原理和火山噴泉類似，噴

出來的熱水就像煙囪一樣，目前發現的熱泉有白煙囪、

黑煙囪、黃煙囪。在宜蘭龜山島所發現不斷往上噴出的

海底熱泉，是一種黃煙囪，這是因為海底冒出大量硫磺

所造成的現象，也是近年來發現最大的近海海底熱泉，

水深從二、三公尺到三十幾公尺，約有八、九處之多。

在深海熱泉泉口附近均會發現各式各樣前所未見的

奇異生物，包括大得出奇的紅蛤、海蟹、血紅色的管

蟲、牡蠣、貽貝、螃蟹、小蝦，還有一些形狀類似蒲公

英的水螅生物。即使在熱泉區以外像荒蕪沙漠的深海海

底，仍出現了蠕虫、海星及海葵這些生物。

熱泉生物能夠生存完全是依靠化學自營細菌的初級

生產者。在黑煙囪噴出的熱液裏富含硫化氫，這樣的環

境會吸引大量的細菌聚集，並能夠使硫化氫與氧作用，

產生能量及有機物質，形成「化學自營」現象。這類細

菌會吸引一些濾食生物，或者是形成能與細菌共生的無

脊椎動物共生體，以氧化硫化氫為營生來源，一個以

「化學自營細菌」為初級生產者的生態系便形成了。

依照目前研究熱泉生物的

了解，牠們的生長速度非常快。

以貝殼來說，由於牠們是濾食性

動物，會有鰓、消化系統及進出

水口器官；可是海底熱泉的貝殼

不一樣，牠們消化系統及進出水

口已經呈退化現象，海底細菌則

會住在牠們的鰓裡面，等到繁殖

多了，就會被貝體利用，於是貝

殼的生長速度也變得非常有效

率。

無奇不有的特異魚類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在

深海海底，可以發現許多奇形怪

狀的魚類，例如眼睛朝上面長的

燈籠魚。為什麼眼睛不長在身體側方而會長在上面？這

和牠們的生活習性相關。在白天，燈籠魚生活在八、九

百公尺的海底，到了晚上，牠們會上游到50∼200公尺之

間的海洋表層覓食，天亮前再潛回海底。對牠們來說，

深海是牠們居住的環境，十分安全，游到淺處的海洋表

面卻有各種生物會捕食牠們，所以演化成眼睛長在上

面，就是要特別看清楚海洋表面環境中的危機。

一般來說，深海生物的眼睛都特別大，或是離嘴巴

都很近，為什麼呢？答案十分簡單，因為深海光線少，

大眼睛可以看得更清楚，或是只要看到了獵物，一定會

咬得到、吃得到。

有一種魚安魚康魚生長在深海底部，不容易遇見配偶，

所以演化成「海枯石爛，終生不渝」的最佳典範。牠們

為增加族群遷移的機會，魚安魚康魚產下的卵會飄浮到海洋

表層，孵化後的小魚會再慢慢沉回到海底棲息地。在往

海底潛游時，只要遇到了母魚安魚康，公魚安魚康魚就會緊緊咬

著母魚不放，因此終生相伴，永不分離，這個做法就是

為了確保繁衍後代的機會。

為什麼大多數深海的生物顏色是紅色的？因為陽光

照射到水中，紅光很快就被水分子吸收掉了，所以紅色

在海底看起來是黑色，一旦牠們浮出海面，在陽光照射

下，紅色又自然顯現。對人類而言，紅色具有討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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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島的近海熱泉是一種黃煙囪，這是海底冒出大量硫磺所造成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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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意義，所以紅色的魚貝類反而難逃饕客的饞嘴。

有一些海洋生物會發出生物性螢光，根據科學家的

研究，這些光是辨認、溝通、求偶，或是迷惑敵害之用

的。

潮間帶生物具十八般忍功

潮間帶是指陸地與海洋交界之處，由於受到潮汐的

影響，每天都各有幾個小時會處在不是被海水淹沒，就

是曝露在空氣中的規律現象。所以生活在潮間帶的海洋

生物必須具備耐熱、抗旱、抗寒、抗鹽、固著力強、耐

低氧量、生活及繁殖能夠掌握自然規律的十八般忍功。

螃蟹是潮間帶的代表性生物，目前世界上已有紀錄

的螃蟹超過五千種，屬於海洋系的螃蟹高達九成，在潮

間帶生存的螃蟹則以沙蟹科及方蟹科為主要成員，其中

以每天背著一個家（殼）四處游走的寄居蟹最讓人印象

深刻。寄居蟹有「隱士」的意味，意指牠像個隱居的蟹

類，常常躲藏在貝殼裡面，而這個殼就像是一個活動洞

穴，能夠提供寄居蟹在各種惡劣的環境中一個棲息之

處。

由於河水和潮汐的長期交互作用，在河與海的交會

處，往往形成寬廣的沼澤地形。沼澤區內具有河川沖擊

陸地所帶來豐富的營養鹽，又加上海浪會移走廢物，帶

來氧氣，數量龐大的生物和藻類遂在此處繁衍生長，因

而吸引了許多鳥類來此覓食，最主要的是鷺科和鷸行鳥

科，牠們均擁有一雙細長的腳和一張細長的嘴，可以很

輕鬆地在滿是積水的沼澤區覓食。

螃蟹是潮間帶的代表性生物（圖為紅斑瓢蟹），為了適應差異

性過大的環境，牠們必須具有特強的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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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珊瑚礁中，可以看見色彩繽紛的珊瑚及多樣性物種，所以被喻為海洋中的「熱帶雨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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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處的潮間帶，都具有不同的微環境形態，所以

居住在其間的海洋生物也各異其趣，獨特性非常強烈。

珊瑚礁生態系的多樣化

珊瑚是一種生態和經濟價值都很高的海洋腔腸類動

物，多種珊瑚及石灰質藻類經過千萬年的生物累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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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歡到沙灘上撿貝殼，結果讓貝殼少到寄居蟹必須住在破碎的廢棄瓶內，令人惋惜！

後形成珊瑚礁，雖然目前珊瑚

礁分布面積占全世界海洋總面

積不到3％，但在所有的海洋生

態系中，珊瑚礁的生物多樣性

是最豐富的，所以被喻為海洋

中的「熱帶雨林區」。

在珊瑚礁中，不但可以看

見色彩繽紛的珊瑚，還有海

星、龍蝦、海葵、海綿、貝

類、蝦、蟹、多毛類、旋鰓蟲

等其他物種。除了觀賞用途

外，珊瑚礁中還有許多天然資

源可以製造各種藥品、化學物

質及食物，例如海綿動物就可用來製造一種可以治療皰

疹及癌症的新藥；而某些特定珊瑚的組織，類似人體的

骨骼，自一九八二年開始，有些外科醫生已使用珊瑚替

代骨頭。

當珊瑚礁被破壞了，許多物種及牠們所具有的獨特

基因型就會消失殆盡，所以保護珊瑚礁不只是在保護自

從以深海為家的魚安魚康魚體內，都可以挖出塑膠袋，足見人類對海洋破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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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態，同時在確保人類生命的延續及發展。

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類

人類對海洋有非常高的依賴度，全世界有四分之

三的大城市（人口數以千萬計）是依靠海洋生存的，

有60％的人口居住在沿著海岸線一百公里以內的土地

上。全世界同時有八萬艘船載滿各種交易物品在海洋上

航行，以滿足人類的需求；每年人類從捕獲的一億噸海

洋生物中，取得最基本的蛋白質營養素維生。

我們是這麼需要海洋，但另一方面卻對海洋極度不

友善，就以垃圾為例，三年前有一艘深海遙測潛艇前往

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深度為11,034公尺）進行研究，結

果沒有發現任何新品種的魚類，倒是發現了塑膠袋的蹤

跡。還有很多人到海岸沙灘遊憩，喜歡撿貝殼，結果讓

貝殼少到寄居蟹必須住在破碎的啤酒瓶內。由小窺大，

足見人類對海洋的不重視及破壞的程度，所以探討海洋

問題，不是只有自然生命的問題，與海洋息息相關的，

還包括知識生命、文化生命及教育生命。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成立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能夠

看到台灣海洋的生命，並且以教育、研究來引導社會重

視海洋文化和保育觀念，所以從館址的選定、建築物的

結構、夜晚照明的設計、展示生物組合的設計，在在都

以海洋生命主題為核心。海洋生物博物館不僅要讓參觀

者看到海洋生命的豐富性，同時還要讓大家瞭解為什麼

要用最友善的態度對待多樣性的其他生命與物種。

演講人／方力行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文字整理／梁雲芳
本刊特約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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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是一種運用邏輯思考的方法和追根究

柢的精神，去解決在日常生活上和宇宙探索中所遇見的問題的態

度。為了讓社會大眾了解科技發展的趨勢，由國科會主辦，中央大

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承辦的「2003展望系列演講」於焉誕生，本

篇為秋季「探索未知」系列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六場講座

的演講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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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在夜間照明設計上，頗具巧思，看不到璀璨光亮，目的就是要融入到大自然主體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