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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  佳 作   謝政融             

個人簡介：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創作組碩士班四年級 

    畢業於成功大學心理學系，曾獲奇萊文學獎佳作。 

--------------------------------------------------------------------------------------------- 
 

我們到過的新阿姆斯特丹 

 

1. 

鐵草原： 

你有看過鐵灰色的草原嗎，雅里？阿爸去的這個地方，地上的草、土壤都

是跟鐵一樣的顏色。除了草原，那裡還有好多星星，浮在半空中的星星離地面

很近，伸手就可以抓在手中，只不過一旦抓下就會發現它們也是灰色的，一點

都不起眼。 

那個地方的居民一整天蹲坐在地上，一手提麻布袋，一手拿短鐵鎬翻挖草

原，從黯淡的土壤中挖出食物。因為這些食物，他們的身體也堅硬得像鋼鐵一

樣，就算是斷掉的手腳都可以恢復強壯；聲音也像被鐵砂磨過般沙啞，才能在

那麼吵的鋼鐵撞來撞去、鐵鎚敲敲打打，還有瓦斯切割的聲音中交談。 

雅里，阿爸去了很遠的地方，不是一天兩天回得來的。不過等他回來，一

定會帶幾個雅里的木腿船長人偶。 

 

2. 

早期我爸、貴叔和一群工人們真的出去過。三次或四次吧，在太平島，去

打撈二戰時候的沉船，就地拆解，在那裡待了十幾天。 

我爸到後來不拆船了，只做買賣。留下一張照片，當作他事業版圖拓展的

證明。至今相片還收在我抽屜裡：十幾個人和一個紀念碑，一面寫「南沙群島

太平島」，一面寫「總統萬歲」。 

有關太平島，我是從貴叔那裡聽來的。在他口中很像電影裡的無人小島，

細白沙灘、椰子樹。夜晚沙灘上寄居蟹佔據手電筒光圈，無處不在。海龜上岸

產卵。貴叔跟著島上駐紮的阿兵哥，拉開困住海龜的鐵絲網。黑暗中海龜用四

肢在沙灘上划動，抖落殼上的沙像個老人搖晃滿頭白髮。 

除了那幾次，他們大都沿著城市港口邊拆船。我從小和拆船工人的孩子混

在一塊，看著父親們對孩子們大小聲，看著孩子臉上出現父親的表情。我那時

所知道的拆船，不是吊車，不是切割用的氫氧吹管，只知道哪個叔叔打自己的

太太、哪個阿伯喝醉倒在水溝。 

誰也想不到起初政府獎勵業者打撈沉船，為了清理戰爭過後一百多艘沉在

港底的各式軍艦，解體沉船的廢鐵廢銅帶動鋼鐵、五金產業的發展。人們發現

拆船是此城的天賦：風浪平靜的內凹良港、海水終年不結凍的熱帶氣候。誕生

好幾位從事拆船致富的富豪，有的涉足政壇，還當了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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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是當時發家的一員，不是靠開吊車、不是割鐵，而是看船，或是說，

看傳真過來的船況明細表，然後他閉上眼，再睜開，說出一個數字，不懂還以

為報明牌。某一次的出價後我問他，閉上眼時想了什麼？他頭搖得神秘，說看

見那船慢慢開過來，這就對了。 

港口曾拆了不少名船，加拿大航空母艦、荷蘭的新阿姆斯特丹號郵輪。船

上的廢鋼重新熔鑄成鋼材，不乏製成鋼筋，如同城市的骨骼血液隱藏在水泥底

下；有些廢鐵散落在拆船碼頭邊的地上，總有些婦人、孩子在那翻翻撿撿；船

上的家具、電器流入二手市場，成為人們家裡用具或西餐廳的擺設。 

或是有些，來到貴叔的手中，如今擺在他女兒雅里的客廳、房間，以及她

和搬離此地鄰居借放的房子。 

客廳中，此刻留聲機播送古典鋼琴樂曲，大概某一首夜曲。我不懂古典鋼

琴，那是一種你聽來似曾相識、好像聽過的音樂，事實上你可能真的有聽過，

或因為被用在流行歌裡，聽習慣了。 

雅里告訴我現在都是由過去重組的，有些地方組裝得完整，但通常都只留

下一堆碎片。她的頭髮至今還是淡金色，對這片土地上語言的流利掌握讓人吃

驚。還記得貴叔常指著她一頭金髮，說這孩子注定要去國外。 

 

3. 

時間棄置場： 

這裡沒有任何東西能提醒我們時間，沒有日曆、時鐘、手錶、懷錶。人們

在這裡用壞掉的東西來記得時間。例如說房屋上的裂痕、大船上的生鏽和藤

壺，人們知道它們十年應該是什麼樣子，十二年、十七年又該是什麼樣子。 

雅里，時間棄置場本身就是一個越來越舊的地方。以前，很久以前這裡是

個大城市，你知道大城市是什麼嗎？就是有很多餐廳、戲院、理髮店——阿母

的涼水攤嗎？也有，有好多涼水攤，有很多雅里愛喝的青草茶，是不用自己拔

草、不用自己曬，也不用自己煮的喔。有一根長長的管子，青草茶、紅茶、彈

珠汽水就直接會從裡面流出來喔。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舊了，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像是一朵花，一片一片

在掉花瓣。阿爸在那裡，就是要讓花瓣慢慢掉光，才能結出果實來。不過這不

是一朵花，而是一座城市。城市和花不一樣的就是，城市有人。有人在他習慣

待的那個角落，每天畫自己喜歡的女孩；有人每天走同一條路去工作，和他負

責操作的同一台機器說話。 

有一次我問阿爸，為什麼來找他的客人，捨不得那些舊東西。阿爸說他們

不是捨不得東西，是捨不得自己。 

 

4. 

印著新阿姆斯特丹號郵輪的絲巾，如今懸掛在雅里的櫥櫃裡，被好幾個木

腿人偶簇擁著。我記得這艘船在港口邊拆解時，還有外國媒體前來拍攝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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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不知道每天拆船碼頭拆那麼多船，竟有一艘能受到這種關注。 

雅里拿出絲巾在桌面上鋪開。絲巾上有了黃斑，和她口中所說這艘船的故

事，有股同樣的霉味。 

新阿姆斯特丹號是艘 1937 年建造的荷蘭郵輪，命名來自 17 世紀時荷蘭人

在新大陸建立的城市——新阿姆斯特丹。這座城市在 1664 年被英國佔據，改名

為紐約，「新阿姆斯特丹」在將近 300 年後成為了一艘郵輪的名字。有人說一艘

船就是一座城市，新阿姆斯特丹號郵輪上有銀行、醫院、郵局、圖書館、托兒

所，每天發行一份報紙。 

在二戰期間荷蘭被佔領，新阿姆斯特丹號成為盟軍的運兵船，將年輕的士

兵載往戰場。戰爭結束之後，她對於荷蘭人來說，已擁有民族英雄的地位，郵

輪公司想將她重新整修，作為客輪之用。 

郵輪公司的人踏上這艘船，裝潢損壞，到處都是前往戰場的士兵留下的粗

糙塗鴉。整修後，新阿姆斯特丹號又從 1947 年航行到 1974 年，終於由原本之

十分之一的船員操作，踏上最後的航程——前往這座城市的拆船碼頭。 

即便到了最終，新阿姆斯特丹號仍吸引人們慕名前來。相反有些船沒沒無

聞地被拆掉，卻不代表這是件小事。雅里接著告訴我另一艘船的故事。 

有天晚上，貴叔和另外幾個工人負責看顧一艘待拆的貨輪。每個人輪流拿

著手電筒和棍棒到甲板上。貴叔站的是半夜一點到三點這兩個小時，公認最想

睡的時間。正當產業興盛，碼頭停滿待拆的船隻，「海豬仔」光顧也是常有的

事，貴叔就碰過一兩次，有一次開著小貨車來，有一次開著小船正準備從船的

另一舷上船，他拿手電筒一照，人就嚇跑了，像夜晚海灘的寄居蟹一樣。 

今晚格外安靜，貴叔沒有打開手電筒，四周漆黑，只有遠處信號塔和船隻

的燈火，星星看不見幾顆。那時雅里還在他太太肚子裡，雅寧姊十歲，今天這

種不能回家的日子，他會想像那些燈火就像女兒的睡眠一樣，緩緩駛入港，用

纜繩固定。他想著該有一個引水人在做這偉大的工作。他想著，他也開始想睡

了。 

有一瞬間，貴叔以為自己幻聽，拆船工人誰沒有點臭耳聾。等腳步聲越來

越接近、清晰，他打開手電筒往腳步聲的方向照去，大約二十公尺有一個白髮

老人。老人似乎也看著他。「什麼人？」沒有回應。不知多久，他發現那是一個

淡色頭髮的外國人，並不算老人，大概是美國人，這是他少數有概念的種族，

那是 1970 年代，港邊的阿豆仔雖不少見，他還是第一次在拆船碼頭見到。外國

人似乎有什麼話對他說，或有太多話不知對誰說。 

我們不知道，當兩個不同語言的人相遇，是否存在一種成功的溝通典範，

光靠比手畫腳，到底能夠彼此理解多少。或許外國人的滿面淚水，比任何動作

更能傳達。貴叔漸漸明白了。 

竊賊就是這艘船船長，開了這艘船二十年，踏上這趟船公司安排的航程。

行程是讓船長將船開過來，搭飛機回去，船留在港口解體。顯然船長不知道這

安排，他把貨輪開進四處是船隻殘骸的港口。客輪、貨輪、軍艦。大多從船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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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拆，展示了船隻的解體進程，船長這才了解接下來要發生的事。 

貴叔帶著船長走進船艙，傢俱已被船東賣給二手家具行，偌大一艘貨輪顯

得空蕩蕩。反倒是船上人人能順手拿走的小東西都還在，甚至留下一套潛水

服。最後船長拿走了一面船上的時鐘、一隻潛水員配備的小刀，而那套潛水

服，如今就擺在雅里的客廳裡，直挺站著，不時被來訪的孩子當作太空人的衣

服，而本在船長桌上的木腿船長人偶掉在地上，船長撿起來放在貴叔手中。 

外國船長名字叫做 Bud，家住在美國芝加哥，隔天晚餐接受貴叔夫婦的招

待。那陣子貞姨懷著雅里，貴叔和貞姨習慣叫他「巴肚」，後來我們習慣叫他

「巴肚阿伯」。 

這個插曲開啟貴叔的收藏嗜好，從此他工作時會在船上撿些紀念品，特別

是我爸的船。我爸和貴叔少年時就認識，工人間常提起他們一起工作、追求同

一個女孩的往事。女孩選擇貴叔作為丈夫，但要說生意頭腦，貴叔就比不上爸

了，我爸老早就看到這一行的潛力，再加上交際手腕，和主管機關關係都不

錯。 

我爸只對那些船殼、螺旋槳、錨鍊、壓艙物感興趣，在他閉上眼看見的船

當中只有這些，其餘船上的那些東西就賣給二手業者，小東西他從不干涉貴

叔，甚至珍貴儀器如羅經臺、天文鐘都任由貴叔搬去。 

不知道誰傳出去，有些船長、船員會找到這間不起眼的小房子來，向貴叔

買拆船貨作紀念，不少還交上了朋友。多數時候，貴叔甚至沒有收錢，只為了

看見那些人和老友相逢的表情。東西不見得有什麼特別，只有在失而復得時才

格外耀眼。 

那年十月我媽生下一個男孩，抓週時，我爸把他那台計算機塞到我手中。

幾個月後雅里出生了，長了一頭金髮，她第一件握在手上的東西，就是那第一

個木腿船長人偶。往後的幾年裡，雅里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潛水服、船

舵、羅經台以及爸先前在網路上讓我看的船錨，會堆得整間屋子無路可走。 

爸過世前，曾讓我看過一張網路上的照片，做子女都知道，這是父母在說

「我要我要我要」。困擾是照片裡不只有一樣東西，我花了一點時間釐清這張照

片的成分。角落裡不太大的船舵倚靠在一面牆上。前景是一根柱子，上面掛了

寫英文字「SHIP ANTIQUE」的招牌。招牌的側邊有一個巨大的船錨。我頭有點

痛了，不會是那個古老生鏽的船錨吧？當時我一句，這不是賣的吧，就打發

了。 

終於可以稍微解釋我在客廳的沉默，原因之一：我以為賣家是和我一樣有

點肚子、滿面油光、頭髮結塊——再說下去就冒犯了。想不到賣家不但是女

性，還是個舊識；不但是舊識，還是幾十年沒見的舊識。我承認自己就是無法

接受，一個女人竟會將自己的房子堆得沒有路能走。 

「不知道哪裡來的偏見，總有人覺得收藏是男人的嗜好。就像有女人說跟

你說她喜歡釣魚，或說她喜歡野營，你們就以為是性暗示。除了你看到的這些

以外還有更多。」她用一種知道你小時候尿過幾次褲子的眼神看我，「你還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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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藏室嗎？」 

儲藏室上鎖前，我進去過不到十次。有些時候是自己偷偷闖進去，看見跪

在地上修理東西的貴叔，就蹲在他旁邊。貴叔會把手往褲子一擦，摸摸我的

頭。這不到十次的印象，成為我夢境常出現的場景。我能記得每個角落擺放的

物件，哪怕只是隻死蟑螂，期間收藏偶爾增減挪動，蟑螂永遠在那裡。 

記憶中那是一切新奇的地方。貴叔對機械有獨到的天賦，看他用螺絲起子

把螺絲轉鬆、拿下，然後把那東西的一部份也拿下。他會把東西拆掉，再組裝

起來。這就是他說的修理，我沒看過比他更懂修理東西的人，拆開來再裝回

去，這動作彷彿魔術。我問貴叔，他的工作就是做這件事嗎？那時我以為他的

拆船工作也就是把船拆開再裝回去，船就會和全新的一樣，繼續在海上走。 

我爸呢？從不信仰修理。他只修理一樣東西——他的兒子。其他事物則被

他以一種刻意的粗心置之不理。想是本來我不知道的那起意外，一輩子他都不

打算告訴我。 

 

5. 

拼裝城市： 

雅里小心，很危險。你沒見過這隻嗎？它在我們家，也可以算是寶貝。但

是，對，它也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 

那座遙遠的城市裡，居民習慣用這支噴出火焰的刀，將它當作一支畫筆。

畫畫時，你不是喜歡用鉛筆描邊嗎？只不過用這隻筆描邊時，反而邊界會慢慢

消失。邊界是什麼嗎？雅里，想像你在畫畫的時候，是不是畫了紫色的一塊、

綠色的一塊，紫色綠色中間就是邊界。 

這些邊界是——嗯，不知道誰畫上去，或是本來就在那裡。顏色就好像待

在原地，就好像我們住在自己的房子一樣。其實我們也是一樣，通常待在邊界

裡面，除非像爸爸那樣坐船到很遠的地方。雅里，爸爸的工作就是拿這一支畫

筆——對，坐船也是，但是其中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拿著畫筆，沿著邊界描

邊。 

一畫下去，本來原地不動的東西，都想要到別的地方看一看，雅里也討厭

被罰站在一塊磁磚上不是嗎？現在他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這時也有人說，如果邊界不見，紫色就會跑到綠色那裡，綠色也會污染紫

色，一切都會變得濁濁的。其實誰想要髒髒濁濁呢？但是如果有個地方，除了

黑色就是白色，難道不該把世界的色彩帶過來嗎？ 

 

6. 

來雅里家的車程花了一點時間，比地圖上看起來要遠。這村莊坐落於半島

地形的沙洲上，下交流道以後經過機場，以及一段很難界定算是市區或郊區的

路程後，進入這個海港都市的工業心臟，汽車道上有半數是聯結車，在壓過路

面坑洞時發出令人擔心的聲音。繞過右手邊的廠區，往北，經過另一個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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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 20 年前的村莊，才到達雅里住的社區：一個看起來停留在 40 年前的村

莊。 

這也是為什麼，到達這裡所花的時間比想像中來得短，從街景的變換上，

會以為度過了有半個世紀吧。傳言說漁村過不久就要拆遷，而傳言也已經傳了

好幾十年，如今漁村人口大多外移，不再是孩子會在街道上奔跑遊戲的那種鄉

村了。即使我仍記得有過這種時候，有過一個孩子，在狹窄的巷道、別人家的

門戶中間穿梭。 

我不知道雅里是基於什麼原因住在這裡，這問題就像一個人為什麼收集。

也許她的心中仍記得姐姐帶她沿著通往市區的大馬路，拔路邊的草；或揹著裝

了曬乾青草的布袋，走向貞姨賣涼水、乾麵的攤子。她們母親煮青草茶的青草

都是兩姊妹假日在路邊拔的，曬乾裝在麻布袋裡面幫她送過去，她用自來水煮

過，加糖再加冰塊，這就是那些工人喝的青草茶。 

但雅里從來沒有進去過鐵仔埕，也沒有去過貞姨在碼頭邊的涼水攤。總是

姊姊揹著布袋進去找母親，讓碼頭外的警衛阿伯看著小雅里。 

雅寧姊第一次來拆船碼頭時已經十歲，雖然碼頭就在小學對面。她摀住耳

朵，看著眼前剩下船底和前半截的貨輪，接近船底部是一層紅色的漆，往上有

一層白色的漆，鏽蝕從船漆脫落處浮現。慢慢她才看見貨輪上細細小小的人

影。 

媽，這船開得出海嗎？她問貞姨。貞姨正忙，不知是沒想到怎麼回答，還

是沒弄懂這個問題。機具的噪音漸漸停止，工人們爬下繩梯，走向貞姨的涼水

攤。陽春麵、菸、保力達。人們坐下來休息。不過船上還有一個人，雅寧姊一

直注視著他，或許因為距離的關係，看起來一動不動蹲在原地，似乎實際上是

在傳動著整艘船，要讓貨輪開始航行。雅寧姊當時是這樣想的，她幾乎不敢呼

吸，等待貨輪動起來。 

貨輪沒有動。那男人站起來，走向船舷的繩梯，從繩梯慢慢爬下來，朝母

女走來。男人身形輪廓變得清晰，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雅寧姊才認出這男人

是她父親，原來阿爸就只是在這工作，從沒乘船旅行各地。貴叔的手張開，掌

心有枚硬幣。 

這是哪一國錢？她問。 

美國。貴叔說著把錢幣拿給雅寧姊。後者看了半天。 

這花。她指著錢幣背面浮刻的花：敢若有像煮青草茶的黃花仔草。 

敢有？貴叔拿過來：喔，既然如此。貴叔走到貞姨的涼水攤前，把硬幣放

在攤子上：頭家娘，請來一杯青草茶。 

貴叔踏上從地球彼端拖回的美國船、印尼船、阿拉伯船、賴比瑞亞船。雅

寧姊拓印錢幣，把同一個國家的東西都放在一起，寫上國名：日本的留聲機、

英國的潛水頭盔、土耳其的擺鐘。對小時候跟著爸看船況明細表的我來說，哪

裡的船看來都大同小異，直到我爸帶著我拜訪貴叔時，走進那間儲藏室。 

眼前的儲藏室，收藏的似乎比那時更多，多到幾乎不再能辨認事物的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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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自從我上次偷跑進這個儲藏室已經好幾十年。那時貴叔的收藏，現在已經

被挪得更裡面。 

那次意外之後，貴叔在醫院躺了幾天，那幾天，雅里每天問姊姊，爸爸去

哪裡了。貴叔過世後，這裡就被鎖起來了，沒有人願意開啟這個房間。 

產業衰退的幾年裡，父親依舊從國外買進船隻，那幾年我並不知道，他在

腦中想像的船除了船板、廢五金以外，還有船艙裡的廢油。船艙裡本不該有廢

油，待拆船隻需有國外檢附的清艙證明，才能進入港口。但廢油價值也高，石

油價格由國營企業壟斷，尤其石油危機時，轉賣廢船裡的廢油成為解體船商的

一大收入來源。不說別的，光是漂浮在港邊海水上的那一層油都有人開小船

撈。這種行情下，偽造清艙證明在船商之間就心照不宣了。 

 

7. 

黑夜國： 

一年四季無時無刻都是黑夜的國家，人們隨身都要帶著燈火。住在此處的

人已經忘記時間了，所以他們從來都不睡覺，他們太害怕了，如果睡著時燈熄

滅了，恐怕就會再也點不起來。 

雅里，在黑夜國你可能會遇見兩種人，一種是小偷、一種是守夜人。遇見

小偷的好處是，你們都想要某一個東西；遇見守夜人就要小心了，因為他們要

的不是一樣東西。 

如果在黑夜國遇見了守夜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躲起來，躲在所有光線都無

法穿越的黑夜中。阿爸就躲在那裡，不是說阿爸就是小偷、是海豬仔。接下來

這段，應該是要寫給稍微長大一點的雅里看的。雅里，有天你會知道世界上不

會只有兩種人，只有會把人分成兩種的人。 

昨天，我想把美國錢拿給英文老師看，但是我怕，他們知道又會說我是去

偷來的。 

阿爸在人家船上，這沒說錯；他本來不該出現在人家船上，這也是對的。

他為什麼在那裡？大家都會這樣問我們，想讓我們懷疑自己，讓我們心虛閉

嘴。我也會問自己好幾次這個問題，得不到答案的時候，我會想到巴肚阿伯，

想到那些來找阿爸的人。我在想，說不定阿爸只是把大家忘記的東西保存起

來，等到我們想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我想，說不定阿爸正躲在什麼地方，等著出現。 

 

8. 

我沒說的是，我偷偷跑進儲藏室的那天，看見貴叔了。 

當時我只當這是一次尋常的拜訪，如果有一丁點嚴肅，是因為媽媽的那條

黑色裙子，她平常不會穿它。 

我對女人臉上化的妝還沒有概念，對悲傷也是，臉色黯淡的貞姨，我以為

大概是疲倦。雅寧姊的表現，才讓我意識到發生不尋常的事情。那天儲藏室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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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只讓我們待在房間。 

我問雅寧姊貴叔是不是在儲藏室裡呢？雅寧姊搖搖頭。我又問那他去什麼

地方了？ 

阿爸坐船到很遠的地方了，要好幾天才會回來。雅寧姊好像是在對雅里，

而不是對我說。 

下午光線昏暗，雅寧姊坐在床上，碎花洋裝的裙襬開散，我和雅里在兩邊

躺著。看著雅寧姊垂在我身邊的手臂，微微曬黑的臉在陽光下呈深橘色，我意

識到她不再是會讓我鑽到裙子底下的姊姊了。可能出於哀傷，想要最後掙扎的

決心，我獨自下床，走到儲藏室門前。 

我打開儲藏室的門，輕手輕腳進去。第一步就後悔了：裡面沒開燈卻透出

光線，一支手電筒對著門的方向，除了這以外我什麼都看不到。我被逮個正著

了，我這孩子不但嬌生慣養，連做壞事都很無能，我想。冷汗沁出身體像螞蟻

在爬，我轉身幾乎爬行地離開儲藏室。 

回到房間時，雅寧姊正在和雅里說話，大概是近期我也聽了不少的那些，

關於她們父親坐船到遠方的故事。 

那幾天裡，雅里似乎相信阿爸只是出遠門去了，雖然也許，她還是不太懂

那些故事，那些滿地廢鐵空中佈滿石綿粉塵的鐵仔埕、人們試圖忘記的時鐘、

不斷被重新點亮以對抗黑夜的燈，就連阿爸用來切割廢鐵的氫氧吹管（後來她

才知道這個名字）在姊姊的故事中，都像來自某個遙遠神祕的地方。 

不過那天雅寧姊沒在講故事，只是反反覆覆一直說她在拆船碼頭看見阿爸

的往事。她一直說，好像正把她們的父親反覆拆開來，再裝回去，希望有什麼

辦法可以把他修好。後來我才知道，貴叔那天過世了，此前他已躺了將近一個

星期。 

我不敢告訴任何人在儲藏室裡，一個身穿潛水服的人向我走來。我認不出

是什麼人，他伸手摸我頭的感覺好熟悉，像是要安撫我再等等，接著就會騙

我，說他只要輕輕搖幾下，就能修好停住不動的機械懷錶。 

我記得離開前我們向母女三人道別。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爸猶豫，他站在貞

姨面前，張開手臂。貞姨沒有反應，似乎從得知消息那刻起，臉上就無法容納

其他表情。爸於是擁抱了貞姨身邊的雅寧姊，雅寧姊嚇了一跳，僵硬地把手掌

放在爸的背上，然後爸又蹲下來，抱了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雅里。 

我們沒有太談到意外的始末，或許雅里不願談，或她以為我很清楚，比較

可能是我自己怯於開口提起這件事。多年來我已經習慣以客觀事實，不加以臆

測（或刻意視而不見）的句子，記得這起意外。 

我們總因為造成意外的各種巧合而狐疑，哪有那麼巧的事？也有人說，要

兩個粗心的駕駛才會造成一場車禍。那天晚上有一艘廢棄、噸位不大的待拆油

輪停在拆船碼頭，碼頭邊有一輛油罐車、一輛小貨車，那艘船上還恰好有另外

幾個工人，有人目睹貴叔爬繩梯時踩空了。他們把貴叔送到醫院，但發生經

過，沒人說什麼，只供稱他們是在船上輪流看顧廢船，避免有人「彼个」。那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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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又在那裡做什麼呢？眾人又語焉不詳，只有一人，即是剛好也在場的我爸事

後向貞姨表示，那輛小貨車是貴叔開過來的，車主也證實是他的友人。 

仔細想想，這樣描述事件的口氣，還真有那個年代的風格。沒有人懷疑我

爸和那些工人在拆船碼頭幹嘛，也沒有人好奇貴叔為什麼開小貨車到這裡。大

家都心知肚明，不願意張揚罷了。 

 

9. 

海底國： 

一個位在海底的國家，所有人要穿著潛水裝，抓海底的魚吃。比你還要小

的孩子，雅里，就要學會游泳，要學會鯨魚的語言，要辨識鯊魚的影子。那裡

的人無法抱抱、親吻，怕弄壞彼此的潛水衣。他們用手勢溝通，用吐出的泡泡

寫字。 

海底國充滿遺落的碎片，或是也可以說，住在殘骸碎片中。這些殘骸會給

你一種，你好像在哪裡見過的感覺，因為它們都曾經是什麼東西，或曾經在什

麼東西上面，一部分，你懂嗎？有時候你會看到似曾相識的人，似曾相識的動

作，到後來你會覺得，別人一定也把你當作似曾相識的人。他們和你打招呼，

不是真的認識你。 

潛水最初，是為了採集洗澡的海綿或珍珠什麼的。不過我一直很奇怪，人

會沒事潛到海底找海綿？一定是自己的東西掉到海裡了，像湖中女神的故事。

斧頭、寶藏、小孩，人就是不甘心不是嗎？就是忍受不了弄丟東西啊。開始想

像河底、湖底、海底其實是要為我們保存重要的東西，只要我們潛入海底去，

遺失物就會在那裡。 

 

10. 

喪禮那天他們沒有帶我去。現在問雅里，其實她自己都大多忘了，尤其在

她記憶中，那也是離開家鄉的日子。雅里事前全不知情。 

巴肚阿伯在葬禮上現身，先是和貞姨在角落談了一下，然後告訴雅里，他

要帶雅里去市區看一場電影，還要吃冰淇淋。雅里上飛機時，還以為那是電影

院呢。巴肚阿伯擅長善意的謊言，這件事想起來諷刺，他自己就曾受謊言所

苦。 

雅里成年不久，很快就回到故鄉。我問她雅寧姊的近況，我問的不是近

況，像我這樣只認識她人生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她的近況對我來說也只是一塊

碎片而已。我之所以問，因為某段時間我偶爾會想起雅寧姊，想起她握住我的

手的修長手指，乾燥粗糙地在我手背上摩擦。她的膚色是漁村那種黝黑，腳底

總是骯髒，胸部稍微突起後就停止發育。再次遇見雅里之後，這些懷舊相片的

色調就全改變了。我無從解釋，為何總想像雅寧姊如今過得不幸福，她生來就

不幸的樣子，縈繞在青少年的前幾年，炎熱無聊的午後裡。 

我們和貴叔家完全斷了聯繫，我始終不知道關於她爸去世的消息。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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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踏上尋找雅里家的路，路上總不停在想最後的一次見面，有時想了一整天，

直到晚上睡覺或直到隔天凌晨，才在天亮時睡著幾個小時。升上國中之後，幾

乎把這整件事情都忘了，不知是因為籃球、漫畫還是手淫，總之那是段我活得

和身邊的人無甚差別、難以回憶的時光。 

聽說有一種病叫做囤物症。囤物症的人很少覺得自己有囤物症，他們收集

各種用不到的東西捨不得丟，總覺得東西還有價值。我想心理學的疾病從來不

管人覺得自己有病沒病。 

幾年後所有人都說，是一年後的那次鐵片飛進鋼鐵公司員工宿舍的爆炸，

終結了拆船產業的氣數。在那之前，我父親就不再經手任何廢船解體了，不去

公司後還是照常坐在客廳的長桌後閉著眼。我問看見什麼，他往往只是搖頭。 

從那天起，我爸好像也在我家的地下室放東西。他在世時我從來沒機會看

一眼他的收藏，只知道通常在半夜，爸打開廚房地板上鋼板，進入地下室。前

幾次非常笨拙，發出巨大的聲響將我驚醒；後來他慢慢練習得熟練，通常我會

醒著，聽見鋼板開關聲，像夜晚一道細細的疤痕。爸小心保管地下室的鑰匙。 

幾十年後的一天早晨，我到廚房弄早餐。通往地下室的鋼板開著，迫使我

走近地下室的入口，往裡面張望，爸以一種無意間醉倒的姿勢趴倒在樓梯下方

的地板，送醫已經來不及，他從半夜就昏倒在那裡，不知道哪一刻停止呼吸。

地下室唯一看來有點蹊蹺的，是一個放在地上的皮箱。 

皮箱，我在開車回家的路上一直想著皮箱。我沒有真的買船錨，不管那是

不是賣的，我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真的買船錨。即使爸對過往再怎麼悔恨，也

未必會想要和生鏽的笨重船錨一起沉入海底。 

我想到曾有個新聞說，號稱拆船大王的潘孝銳直到老年，有一天把他兒子

叫到面前，打開一個箱子，箱子裡面有假的名片、假的結婚證書。那時他兒子

（已是知名酒店的創辦人）才驚覺自己的父親是個特務。 

一陣遲來的恐慌，讓我站在地下室大約有五分鐘或十五分鐘，直到站不穩

蹲下，意識到爸留給我的悲傷不因為親近，而是疏離。 

半小時前還能嘴硬，聲稱我父親錯過的一切搶救、一切無法挽回，都是他

自己造成的。就像他聲稱，貴叔的意外不是他的責任，是他擅自上一艘待拆貨

輪。我發現父親的倔強、他的秘密、他的軟弱，我永遠無法和他親近的部分，

都在那個皮箱裡：幾封信件、幾張清艙證明、一份報導油輪爆炸的報紙。 

有幾封信來自爸的一個老朋友。我小時候見過幾次，只知道他是政府機關

裡坐辦公室的官員，後來才知道他的單位負責檢查國外提供的清艙證明，也就

是皮箱裡另外那幾張紙，我當然看不出有哪裡偽造。信件上沒有談什麼重要的

事，想來也合理。有一張信紙上面只寫了「阿貞，對不起」五個字，就被粗魯

地劃掉。還有卡納利號油輪爆炸的報導，那時他已經不幹這行快一年，在事

後，大家都說是這場意外終結這個產業的。 

有一張照片從其他紙張中滑出，掉在地上背面朝上，寫了一個地址，有點

眼熟的地址：雅里家的地址。我翻到正面，那是貴叔、貞姨、雅寧姊、雅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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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四口的照片，證實我的想法，爸從頭到尾都沒要我買船錨，只是希望我走這

一趟。 

 

11. 

美麗家： 

裝在糖果桶裡的，是外國的錢幣。阿姐這輩子應該不可能去什麼國外了，

以前爸爸出去工作晚回來，我就會把裡面的錢幣數一次，一共是 1924元。好大

一筆錢對不對？但是阿姐也搞不清楚是哪裡的錢，拿去問阿爸；阿爸也不知

道，就問英文老師；英文老師也不知道，就問地理老師。地理老師也不知道，

阿姐就只好自己猜了。前幾天阿姐才想到，為什麼不拿去問巴肚阿伯？雅里會

幫阿姐這個忙嗎？幫阿姐拿去問巴肚阿伯好嗎？ 

雅里，你即將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你的新家。一定是個很美的地方，是

一個有好多和巴肚阿伯一樣金頭毛、大腹肚的地方。 

你知道，巴肚阿伯是阿爸的好朋友，他會對你很好。你會有彩色筆可以畫

畫、一個禮拜可以去看一次電影，還有你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情，或是不做你

不喜歡做的事情。可能過一陣子，你就會變得比較開心。你會和巴肚阿伯一樣

天天開開心心的。你會變得很美麗，像電影明星。其實阿姊好羨慕我們雅里。 

雅里，你會記得阿姐嗎？阿姐會常常寫信給你，你如果覺得孤單，阿姐會

讓你看看我們這裡，等阿姐賺了錢就可以拍照給你看，我們的房子、阿母、阿

姐工作的地方，還有阿爸，阿爸會在某個地方等我們。 

對，阿姐要去工作了。阿姐的同學說到加工區，都一副多了不起的樣子。

她們穿得好時髦，騎著好漂亮的淑女車。 

 

12. 

貴叔過世之後，貞姨也跟著病倒了，接著雅里去了美國。雅寧姊國中畢

業，到加工區的電子廠當作業員。把這個決定寫在週記上那週，理化老師、數

學老師、歷史老師都把她叫去約談。 

身為英文小老師，到英文科辦公室拿考卷時，老師叫了她的名字，她再也

忍不住了，父母相繼過世的那段時間她再難過也沒有那樣。幾年後當英國籍主

管對同事咆嘯「Cry me a river!」時，雅寧姊總會想到那天在英文科辦公室，她

拋下平時在師長面前的沉穩，哭得不顧一切的樣子。 

一開始雅寧姊最害怕的是顯微鏡，她還記得自己小時候，貴叔讓她看古董

單筒望遠鏡，她不喜歡望遠鏡，有種死人的味道（後來才知道是黃銅的味道）。

第一次碰顯微鏡她就吐了，邊吐邊哭。正當以為自己第一份正職要結束在眼前

的顯微鏡時，拿塑膠袋給她接吐的那位主管，給了她一顆薄荷糖。 

五年後在他們的婚禮上，花童手上的盤子裡有滿滿這種薄荷糖。那天，有

兩個意外訪客，一個禿頭的中年外國大叔，和一個十幾歲的淺色頭髮少女。在

新娘化妝室裡，雅寧姊這輩子至今最後一次哭泣。在場除了雅寧姊沒有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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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人，新郎有點不放心敲了休息室的門，那時他才知道雅寧姊每個月寫信的

筆友是誰，也才知道她有個妹妹。 

雅寧姊常慶幸，自己在電子公司的二十五年，讓她幾乎實現了小時候夢想

的所有事情：在現實生活中講英文、存錢出國、跳電影《熱舞 17》中那種國標

舞……也有時她不太滿意。有些，能運用她的聰明解決，丈夫不准她參加社交

舞班時，她謊稱有氧舞蹈人數不夠，才跟社交舞合班的；但有時聰明恰恰就是

問題，像是發現那些男主管其實沒有她聰明時，除了不甘心，她一點辦法也沒

有。 

十年後她終於升到主管，負責和其他主管開會，不太需要再盯著顯微鏡

看，再十年她的兩個孩子都成年了，再五年她退休了。領到退休金，她又在另

一間電子廠找到工作，某個週日，她坐在家中的沙發上，門鈴響了，這次意外

到訪的是我，從她妹妹那裡拿到地址。 

雅寧姊拿出一疊大小不一、凹凸不平的紙張，大都有大塊的髒污。那不是

髒污，仔細看，那是用鉛筆把硬幣拓印在紙上的圖案。雅寧姊遞給我第一張，

硬幣圖案上明顯不是英文，中間有五片鋸齒狀的葉子。旁邊有一行文字說明，

小孩子努力想寫端正那種字。 

德國芬尼，正面是 10芬尼，背面德國和五片橡樹葉子。巴肚阿伯說換成我

們以前用的錢，大概一塊半。一塊半可以買七顆糖、兩顆水餃。 

「阿爸跟我說它是美金。」雅寧姊笑，「以前的事情有些我可以猜到，不過

現在講這些有什麼用呢？」她說。她的丈夫把茶葉夾進茶壺，倒熱水。 

我問她，是否受得了一輩子不瞭解自己的父親。 

「我當然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我不懷疑。就算他為生活偷過東西又怎

樣。」 

不。我打斷她。他從沒偷過東西。 

我告訴她一切，貴叔替我爸將解體船隻裡的殘留柴油賣到地下油市，那晚

作業卻不慎摔死了。我接著說到其他幾個工人，雅寧姊也認識，不過我自己也

搞不清楚為什麼提到他們。他們不拆船後去了北部，那時興建的科學園區需要

敢爬高的工人，但新竹的大風將好幾個人吹得摔落在地。 

我一直說、不停說，沒注意到眼前的茶杯傾倒，茶水慢慢擴散，等我發

現，已經接近茶几的邊緣了。 

 

================================================================ 

評語 

朱國珍老師： 

 

「新」阿姆斯特丹一點都不新，它是一艘功成身退即將被拆解的油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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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形式以書信（對話者）交織第一人稱（自述者）呼應「新」與「舊」、「收

藏」與「拆解」等多重隱喻。人物性格描繪精準，尤其「貴叔」一角十分動

人。開創小說書寫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