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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專訪第 7 輯 

熱愛地球的火星人 --- 游牧迪先生 

 

受訪人 : 099 級 游牧笛系友 

訪問者 : 105 級 侯詠文系友 

 

  本次系友訪談邀請到知名部落格《地球上的火星人-下巴(野地

旅)》(注 1)作家，師大地理系 99 級的游牧迪，來分享他的寫作經驗

以及他如何從生活中訓練自己的地理素養。  

 

    從師大地理學系獲得學士 、碩士到現在攻讀博士學位，他對地

理學的熱愛與執著是無庸置疑的，在他的部落格自介裡寫著一段話： 

『「在一連串的奇遇與緣份之下，地理已是身體的一部分，或許您無

法和我一同探索世界，但希望我探索的結果，能成為大家有用的資

訊。」』 

 

    他的部落格常被作為地理科科普或教學的案例，豐富的寫作經驗

及深入淺出的文章風格也獲得了齊柏林導演的肯定，受邀擔任紀錄片

《看見台灣》教育公播版 DVD《導覽手冊》的作者。 

 

  下巴學長一直是我很景仰的一位學長，從大一剛入學開始便因為

加入地形實驗室而有幸認識他，常常纏著學長問一些問題。學長給人

的印象就是兩個：爬山、攝影，大有「他不在山上，便在前往山上的

路上」的傾向。過去總是很羨慕下巴怎麼連出遊都可以創作，漸漸的

才明白學長是因為擁有雄厚的地理背景，才能出口成章。在本次的訪

談中，我將替大家訪問一下，下巴學長的創作之路，以及培養其地理

素養的歷程與方法。 

 

____________ 

(注 1) 《地球上的火星人-下巴(野地旅)》的網址 : http://theericel.blogspot.tw/ 

 

http://theericel.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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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考察筆記到兼具地理專業與感性，培養地理視野的觀察紀錄 

 

(一)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撰寫部落格，當時有明確的動機或目標 

     嗎？ 現在的發展有達到當時所設定的目標嗎？ 

 

一開始寫這個只是為了要交考察筆記，順便當作期中考複習的方

式，後來發現老師竟然會上網看、還會跟我討論，漸漸地就算不考

試，這個部落格也成為紀錄考察、出遊的地方。我從高二就開始寫部

落格，大概瞭解部落格的文化及寫作技巧，而且部落格具有社交功

能，可以認識更多有相同興趣的人，當你越常寫就越能產生固定觀

眾，當知道有很多人在看時，就會讓自己一直持續下去，而且還能增

加自己的專業度及知識廣度。 

 

(二) 您是研究自然地理的，部落格會特定去寫哪些固定的主題嗎？  

 

我在寫「地球上的火星人」時並不會特意去局限於哪個主題，因

為我興趣很廣，加入地形實驗室只是會讓我對地形的專業度更高，但

不會因此將自己的文章主題受限。偷偷告訴你，「地球上的火星人」

其實是小時候的一個「天文」領域的專題報告主題呢！ 

 

(三) 部落格如何豐富您的生命經驗？現在的生涯規劃以及念博士班

與部落格有關嗎？ 

 

   念博士班絕對跟部落格無關，因為學術訓練與部落格這種寫小品

文的東西完全是兩碼子事，學術訓練本身是非常專精，它需要深入的

去瞭解一件事情且須要有科學邏輯及適當的方法。其實有時候做研究

是你還沒開始，大概就可以想到結果的，但是你必須要證明它。 

部落格當然不是這麼一回事，部落格你可以有很多推論、很多文

學創作，你可以加入無數個人情感，這與學術訓練完全不同。但是可

以預期的是，我不會停止寫部落格，只是依照目前的狀況進展下，我

之後可能會很忙，或許會降低部落格寫作的頻率與速度，但不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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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因為學術研究是一件很理性的事情，我希望自己除了理性的那一

面外，感性的那一面也不要消失。畢竟我原本高中在練習寫作文的時

候，是被訓練成一個非常感性的人，我現在的寫作風格並不是我原本

的模樣，希望透過部落格寫作，讓我能在非常理性的環境下、還能保

有感性的那一面，說不定未來會對我有所幫助。 

   寫部落格這件事情讓我的生活多了很多「工作」，這可以分成兩

部份，一是寫部落格；二是傳播地理專業。我之前就曾回我的高中母

校分享如何經營部落格，這是社群經營的部分，所以我對網路社群經

營多了一點概念，可以和大家作些粗淺的分享。第二個就是地理專

業，寫部落格只是一種方法，我覺得自己可以展現(地理專業)的地方

很多，尤其是在 FB 這個很強大的社群網站，它的演算法可以讓很多

志同道合的人遇到一起，當然其中有點意外的就是與齊柏林的合作。 

 

(四) 是偶然也是必然，部落格一方面磨練了文筆，一方面成為與齊

柏林先生合作的契機 

 

  雖然之前在地形室協助編寫《臺灣全志土地志地形篇》時，因為

書前面有很多空拍照是齊柏林拍攝的，所以當時為了要取得照片的授

權，有跟齊柏林導演接觸，可能也因為齊導演廣結善緣，作為他的小

粉絲看到齊柏林 FB 帳號就加為好友了。地理人看到他的照片總是會

特別有共鳴，有時看到他拍的一些很好的照片，就會忍不住想借過來

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或許因為在借照片時都會跟他打聲招呼，他也

慢慢發現我好像可以寫出一些他覺得有興趣的東西，後來在《看見台

灣》拍攝完成但還沒發行的時候，他就問我能不能合作，一起為看見

台灣這部影片寫本小小的導覽手冊。此時，我之前寫部落格的經驗就

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之前累積了大量寫作經驗，因此才有辦法在這

個時間點與齊柏林合作。如果我前面沒有這樣(寫部落格)的練習，後

面是絕對寫不出來的！ 

   所以這(與齊合作)是機緣巧合，我現在有足夠的能力，然後我們

又剛好認識。我剛剛說了，部落格經營的好的話會有很多人一起看，

其實這也有點有趣的事情可以說。當時齊柏林也有問他們的製片，製

片說〈看見台灣〉的主要贊助商是台達電文教基金會，基金會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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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他推薦「地球上的火星人」這個部落格的作者，無巧不巧就兜在

一起，剛好製片想的與齊導想找的都一樣。當初在寫網誌的時候根本

不會想到有這樣的效果，但就是發生了！當然寫部落格對我在寫這個

(導覽手冊)也是幫助很大，剛剛提到我希望我的部落格可以有感性、

人文情懷在裡面，這與齊柏林的需求很接近，加上齊柏林很希望這些

空拍的東西能變成教材能對學生有更多的影響，所以我的教育學程經

驗也變成我在寫這篇的時候可以運用的能力。 

   與齊柏林合作這件事情，用佛教的話來講就叫：因緣俱足。剛好

我練習得夠久、有寫作的經驗、有地理專業、又有修畢教育學程，一

切都符合他(齊)的需要，剛好人脈關係又拉得上，許多機會就是這樣

出現的，這個是我在與齊柏林合作時的契機。 

 

二、地理是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不論是看新聞或出遊都要多問問題， 

    從生活中訓練自己 

 

(一) 您認為建立地理素養的好處是什麼？ 

 

   先說說地理素養的好處是什麼吧！我記得吳進喜老師和陳國川老

師都曾在課堂上提到：「地理是一種看世界的方法。」對這花花世界

總是要有自己的切入點，就像學法律的人會去看各式各樣的法條，學

地理的人可以去看地景啊、文化啊之類的，我覺得這是以地理為專業

的人看世界的方式，有了地理專業素養，我們可以講許多有趣的、因

為人地交織發展出來的故事，豐富自己與他人的人生，這是比較情意

上的表現。如果你未來不走學術這條路的話，這是地理可以給你帶來

的好處，讓你走到哪裡都可以欣賞這個世界，你不會覺得這地方就是

窮、破、爛、髒，你會去欣賞這個地方，會去好奇為什麼這個地方會

變成現在這個模樣。每一個地方都是值得你去的，甚至不同天氣都值

得好好體會，不論是下雨天或大太陽，雖然有點辛苦，但是任何情境

都是地理系的人可以去體會這個世界的時機點，所以你會覺得到哪裡

都可以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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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學弟妹如何培養深厚的地理知識？ 

     

   我覺得培養地理素養不難，重要的是堅持。地理是一種看世界的

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要多練習。 

第一、多看新聞 

   主動接觸國際脈動、地理時事，任何新聞都可能是地理時事。雖

然現在很多人說新聞是製造業，但如果新聞是製造業，你能不能判斷

哪一些是真實？哪一些比較偏離(事實)？你新聞看多了就有這種能

力。 

第二、試著提出自己的觀點 

養成看新聞的習慣後，你還要試著評論、提出觀點。一開始的評

論一定是很不成熟的，所以很多人一開始都不敢講話，但不踏出第一

步就永遠沒有機會練習。在提出觀點時要有心理準備，被批鬥是正常

的，因為觀點比你更深入的人在這世上大有人在。但如果你不斷的去

做，鍥而不捨的去累積，總有一天你就會成為那個觀點獨到而深入的

人。你看得東西評論的東西越來越多，你就越能觸類旁通，很多時事

看起來沒有關係你卻可以把它們連在一起，這就是比別人厲害的地

方。這都是在家都可以做的，上網就可以做的。 

第三、出門之餘，給自己一個主題去探索吧！ 

  讀地理系的人不要排斥出門，而且出門後不要只是走馬看花，試

著去找找看有趣的、自己喜歡的事情，可以是主題性的。像我很喜歡

看神社，所以我每次出門都會去找找神社遺跡。其他像是爬山或出去

玩，出發前或回來後，你可以設定給自己一到三個問題，例如：這座

山為何是這樣子？一開始的問題肯定很粗略，但當相關知識背景越來

越多，你問的問題會越來越精準，例如這座山的坡面為何是上陡下

緩？總之就是要自問，然後自答，自答尤其重要，你可以多去查相關

資料，雖然很多資料不一定完全正確，但累積久了你就能判斷哪些是

正確、哪些不是，重點是你要踏出那一步，第一步總是最難。 

總括上面的建議 :  

A. 養成看新聞的習慣 

B. 試著評論時事 

C. 每次出門都給自己一些主題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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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做這幾件事，大學四年下來累積的量是很多的。我記得自己

曾跟別人提過，從大四上學期修習「教材教法」課程，到準備去考

「教甄」，大約有將近兩年的時間，這兩年的時間每天看兩篇新聞，

每篇新聞都寫一篇心得，兩年累積下來有一千四百篇，還不夠嗎？ 

  重點就在恆心和毅力，說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就像慢跑一樣，持

之以恆便能維持住體力，而我們這樣的努力以赴，維持住的可是地理

專業喔 ! 

 

  

圖二、採訪記者與游牧迪系友合照。 

圖一、游牧迪系友也有逗趣的一面。 



 

7 
 

後記：採訪記者的心得 
  自從進入地理系後，便一直被問一個問題：「地理系的專業是什

麼？」不僅僅被非地理系的人問，即便在系內的課堂上，老師們也常

常問我們這個問題。一開始只會很直覺得回答老師教過的「形候水土

生、人經交聚政」。但是，仔細想想，這十個字每一個拆開來個別都

可以成為一門專業學科，哪還有我們地理人的舞台？直到後來拜讀了

一些大師文章，到外面(業界)走了一小圈後，才發現當時的回答其實

很膚淺。地理學不應該只被當成一種專門的學科學習或討論，因為這

樣會限縮了它的潛力與發展性。沒錯，乍一看我們確實有點「雜家」

學派的風格，彷彿任何只要與環境沾上邊的我們都能說上幾句，但真

要深入探討卻又沒有其他專門的科學專業。不過這也許正是我們的特

色，只要是「人與環境」的事便是我們地理人關注的事。在訪談下巴

學長後，我突然明白一個道理：「學地理其實就是提供了我們看事情

的觀點。」  

  人與環境的關係一向複雜，就像一張由機率織成的蛛網，但地理

學提供我們理解這張網的著力點，思考單一事件彼此的關聯並預測未

來可能的發展趨勢。是啊！回歸地理學的發展，不就是為了讓人們能

更快地掌握一個地方的資訊並做出最好的決策嗎？感謝這次系友會給

我訪談學長的機會，讓我獲得遠超過訪談內容的思考能量。也希望大

家在看完這篇訪談紀錄後，可以對地理學有更多的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