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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思儒〈川流之島流域學校創辦人〉
圖／吳思儒、川流之島流域學校

從公民科學到科學公民—
川流之島流域學校

河川除了是台灣地貌最重要的自然營造力
外，同時伴隨著農耕、航運、電力及污水

乘載等功能，都深刻影響著台灣歷史與文化，是
自然與人文平衡重要的場域之一。

「流域」則是集水區的意思，亦即所有在這
些土地上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因為地表逕流導入
河川，而在這樣的概念下，幾乎涵含括居住在河
川旁邊的自然與人為的行為，也慢慢成為一種面
對永續的管理單位。

換言之，全島就是由大大小小的流域範疇
所組成，「川流之島流域學校」談便是在這塊土
地上生活的總和，審視著過去當代，也遙望著未
來。如何透過跨域的多元學習，就是「川流之島 -
流域學校」其中一部分，而最重要的第一步，就
是科學培力。
從公民科學為起點的科學公民社會  

台灣環境長期缺乏完整生態資料，往往有重

大的開發案時，才匆匆進行科學調查與分析，演
變成了有開發才有資料的困境。近年來，政府雖
然開始補助民間單位，或是配合政策逐漸累積環
境資料，並建立資料庫，但由於單位多元，格式
不統一，導致在環境管理運用時，困難重重。近
年，國土計畫法推動時，就遇到了此狀況。

而更現實的狀況是當代的決策，不得不同
步考量社會、經濟與環境衝擊，是相對複雜的過
程，但在此之前，如果連對於人文生態等環境資
料都不足時，相關的決策都具有相對高的風險。

另一方面，台灣透過非營利組織與公民自發
紀錄與調查累積不少資料，近年更因行動裝置的
普及，讓更多民眾可以快速的取得資訊與地理位
置，也慢慢透過科學家的投入，建立相當豐沛的
公民科學能量，逐漸形成一股監督與協助政府的
民間力量，但由於方法的限制，雖然可以提供名
錄累積，但實際運用上也仍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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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地總記錄數量

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組成，較少能夠聘僱研
究人員，學術單位也只能關注少數地點與議題，
相關資料的品質仍無法更加科學化，上述原因等
會讓投入的資源打折，也造成相關保育議題討論
的落差。所以如果可以透過科學化的訓練公民協
助監測，除了能增加有調查能力的公民數量、提
升調查品質，更可以讓公民理解科學調查的極限
性，讓公共議題的討論可以更加聚焦。
台北市大理高中濕地社的經驗學習

    2007 年起大理高中濕地社部分學生參與
了「台北市華江濕地守護聯盟」的志工培訓，透
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並以標準方法進行底棲生物
的調查，並且延續到大學跟研究所時期，同時，
底棲調查因較為繁重，所以長期也都是由這群學
生承擔。該經驗除了證明高中學生透過訓練之
後，可以進行科學調查，也顯示大專學生是相關
公民科學工作的重要人力資源。

私公協力的三峽河鳥類監測活動
三峽河鳥類監測活動，源自於第十河川局於

地方辦理相關河川議題的工作坊，在地居民、志
工、家長與教師進行滾動式的討論，在眾多議題
之中，慢慢發展出生態監測的想法，並且辦理了
培訓與監測行動。但由於政府專案的時間在當年
底即告中止，為了讓這難得的火苗延續，當時即
發想出，如何讓專業者在沒有政府資助下協助這
項工作的討論，也間接促成了「川流之島流域學
校」的創立，透過專業鳥類調查人員協助，每個
月進行監測同時訓練，期望在一年後可以培訓出
至少三位以上的專業辨識人員，並期望兩年後該
監測可以在沒有外力支援下，自主運行。
以目標為導向公共行動

綜合上述，慢慢可以理解，目前社會是有很
多人關注生態，但缺乏足夠的能力去進行科學調
查，同時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極需要更多的生
態基礎資料作為民主社會判斷的依據，政府資源
有限而民間組織又沒有經費聘請大量科學人才，
而這些系統性的培力工作也受限於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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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報導：民間自發培養 三峽河生態觀察員 聯合報 2021/2/8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208000894-260107?chdtv

所以我們提出了一個運作架構，在部分特
殊專案可以用募資取得資金，但常態性則以台北
記憶倉庫中的川流之島賣店營收 5% 作為經費來
源，並同時結合專業團隊與人力提供技術支援，
希望可以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1. 進行公民科學訓練與教育，包含人文與生態
2. 實際支持地方生態調查，包含自辦以及支援其

他組織
3. 定期產出科學報告與教育行動
4. 建立流域人文生態資料庫
5. 推動流域環境傳播工作
摸著石頭渡河的做中學歷程

川流之島流域學校背後是十多年的公民參與
科學調查觀察，以及一個 2021 年才付諸行動三
峽河鳥類調查行動，希望在既有政府與非營利組
織之間找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此刻，仍然是
一個摸索的方向，但我們深信這是一個無悔的方
向，也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