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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到极致就只是一声叹息    李伟文    南北极、沙漠、喜马拉雅山，这些名词对现代人而言，是既熟悉
却又陌生的地方。
说熟悉，是因为几乎每天在各种媒体与不同议题中不断出现，说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人可以亲自探访
，甚至我们周边认识的朋友，也很少有人去过。
    这些地方又称为极境，地球上极端的环境，要么冷得无法想象，要么又干又热，不然就是高到无法
呼吸。
这些极境，对任何生物而言，都是非常恶劣艰困的环境，可是就算是有人，包括维沧兄，常问自己，
也是别人常问他的：“明知其艰苦，为何偏向艰苦行？
”    的确，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决心，多深的渴望，才能在六七十岁的年纪，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
以及肉体的困顿疲惫接受挑战？
四次到南极，三次到北极，以及难以计数的沙漠与高山之行，这些动力，一定是来自生命里更深沉的
呼唤。
    我相信这种热情绝不是那种“我来，我见，我征服”的炫耀式的游览，而是当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
把自己逼迫到最极端的绝境下，才能彰显出生命的深刻与意义，甚至寻得精神上与肉体上的重生与复
而。
    维沧兄正是荒野保护协会义工们的典范，毫不藏私地把他毕生的经验与体会；加上他拍摄的精彩动
人的照片，分享给大家，或许我们没有机会到这些极境之地，但是看完书，相信你也会如同我一样，
深深地叹一口气，因为，人们在面对极致的美与感动时，往往也只是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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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由行走喜马拉雅、南极、北极以及沙漠的历程组成。
图文并茂的讲述了作者行走过程中的艰辛和感悟。
通过高质量的图片，展现了自然风貌之美，却也掩盖不住了环境日益被破坏的现状，陈先生的文字也
蕴含着淡淡的忧虑和对人类社会的警示。
书中穿插了社会知名环保人士、极地探险专家等对陈先生此行此举的想法和感受。
此外，书中还向读者介绍了很多关于极地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的科普知识，为对极地极为陌生的我们打
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打开书本，这些地球上的自然之极境像张开双臂，迎接作为地球上一员的我们去
他宽广的胸怀里，去享受自然的美好与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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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年轻时，他卖兄弟牌英文打字机、担任兄弟棒球队内野手、办杂志、筹组合唱团、玩摄影⋯⋯
　　50岁那年，他事业有成，从商场急流勇退，成立非营利性机构，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他投身文教
公益活动，并背起相机，踏遍地球上的天涯海角，透过镜头，凝结每个感动的瞬间。

　　60岁为亲眼见珠穆朗玛峰，到尼泊尔4150米高山健行，从此展开人生壮游的极境之旅；70岁在南
极跳入-5℃海水中，庆祝人生开始。

　　摄影旅行23年来，四探南极北极、五访印度新疆、六到西藏、远赴沙漠、非洲草原、喜马拉雅山
，以及达尔文研究物种起源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旅行和摄影几乎成为他的宗教信仰，一次次艰难的旅行、长时间等待每一个触动心灵的画面，是
他不断超越和重生的养分。

　　至今，74岁的他仍整装待发、继续追逐。
追逐时光，追逐幸福，追逐人生的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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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探险旅行，我的超越与重生    破冰船像一座孤岛，随着海浪飘飘摇摇。
眼前这片北极冰海，不正是所谓的“天涯海角”？
放眼望去，迎着冰冷海风，悠然独立，自然有一份清洗沉淀后的情思。
我常思考，为什么我会站在这里？
在这一片汪洋冰海中？
    我爱旅行，骨子里填满了探险的基因。
旅行“Travel”这个字，拉丁文的字意包含“hard work”与“rebirth”的双重含义。
旅行于我，是一件辛苦的工作(hard work)，我习惯于从旅游中的艰苦与经历，深入地回顾与反省这一
生，探索自我的弱点，不断地追寻重生(rebirth)。
    是我的母亲，把探险的基因，遗传给我。
    我的母亲，既传统，又超越传统。
早在70年前，年方18岁的母亲忍下心把三个月大的我留在台湾的外婆家，独自一人远赴日本东京昭和
药专留学，只为了追寻梦想。
那时，在船上望着大海的母亲，不知是何等的心情？
她，流下了眼泪吗？
    母亲多才多艺，当过教员，开过药厂，而且厨艺一流，有时我怀疑她上辈子是西方人，因为她只喝
咖啡当饮料，而且不吃稀饭。
她永远在学习新的事物，绝不停滞。
她62岁移民美国，开始学习绘画和雕塑，并在洛杉矶的绘画比赛中得到第二名，初期的油画，成熟的
技巧和色彩运用，竟然看不到新手的生涩。
我的母亲个性豪爽，喜欢购物和馈赠亲友。
她往生后，我在她房里找到了87个包包，百多条围巾。
我那好脾气、勤劳、简俭的父亲对她一向包容，不但容忍她满屋子的画笔、颜料，还支持她买电窑从
事陶艺创作。
    这一生，我从未见母亲流下一滴眼泪，即使在父亲与妹妹的告别式上，也仅止于双眼湿润。
在母亲患大肠癌的那段日子，她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从不向人诉苦，即使她逐渐衰弱举步维艰时，
仍婉拒女儿协助上洗手间。
    母亲生财有术，家里的经济多半仰赖母亲，她为事业锲而不合，但也懂得犒赏自己。
40年前，她运用父亲的退休金凑足了24万，一次全数花光，只为追逐梦想——环游世界30天。
那24万，对于那时刚大学毕业的我来说，必须不吃不喝地工作12年才能赚得。
    母亲遗传给我勇于尝试、追求梦想的基因。
然而，更让我感动的是父亲给予我的——慈悲的身教。
表面乐观的父亲，一生任教于中学，他总是笑脸红润，学生都称他“不倒翁”，但实则抑郁不得志。
在家族同辈中，他的两位堂兄都是当时台北帝国大学(现为台湾大学)的医学博士，不但自己开医院，
事业还扩展到武汉。
父亲不但屈居堂兄弟们的光彩之下；在自己的小家庭中，他也不及母亲在事业上的活跃。
但是，他的慈悲，让学生们一生感念，让我愿意来世再生作他的孩子，孝敬奉养他。
    除了教学，父亲更注重生活教育。
父亲是我的太太Sumi的中学导师，Sumi常与我聊及，很怀念中学时代周末看电影的日子。
父亲每回看过好的电影，便会替学生谈半价优惠电影票，到了周末，领着全班学生去看电影。
在过去以打骂教养的年代，我经常看见堂兄被伯父抽皮鞭，甚至听说过堂兄曾被伯父将头压入水缸中
。
但我这辈子，父亲从未打过我，他尊重孩子的选择，我相信，这深刻地影响了孩子们的性格发展。
    父亲也很孝顺，尽管祖母始终较偏袒伯父，但却是由父亲奉养祖母。
有一回，我们陪祖母去南投中兴新村接受全省模范母亲表彰，回家后，父亲因为尊敬兄长，把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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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与锦旗都送交给伯父。
后来，遗产也全由伯父分配，在诸多名贵的古董、家具中，父亲只取了一口老钟，母亲为此非常不悦
，认为犯了习俗中“送终”的大忌，但看在我的眼中，父亲此举仿佛是在教导我要珍惜人生和光阴，
而他所表现出来的洒脱，对我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他去世后，我才从镇公所那儿得知，几十年来，他把每个月学校配给的白米、食油全都捐献出去送
给游民，他的无缘大悲及默默行善的人生，深深影响了我。
    出门在外倍思亲，每每想起了父亲，如果他还在世，一定要带父亲来此一游。
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总让我潸然落泪。
    在船上欣赏着极地美景，我又思考着，为什么我来到了这里？
感谢极地赐给我最美好的生命礼物，但我能回馈给他什么呢？
    我所乘的破冰船行驶在大海之上，必会对海豹、北极熊，甚至是看不见的、更多种的生物的生活带
来或多或少的影响。
在南极时，在破冰船上也常见浮冰上的企鹅们慌张地逃跑，让我不禁省思到观光旅游有时对环境也是
一种伤害，甚至曾看见船员刷洗轮船机具后，将大量乌黑的废油直接倾泻冰海中。
    过度的观光是对环境的耗损，如果能限制造访极地的人，需以特定目的提出造访申请，或对极地以
研究、报道等带有正面意义的目的前来，而不只是为了观光享乐而来，或许可将地球的消耗减到最低
。
    几趟的极地之旅，清净无污染的视野，洗涤了视网膜，也过滤了心灵。
今日的北极海是否一如洪荒初创的原始风貌，谁都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绝少受到人类文明
的污染。
所幸，地球上还有两极净土，是我们可以引颈回归的原始圣地。
    佛言：“心净，国土净。
”但是，一介凡夫如我，要得自净其意，谈何容易，只好长征无尘之境，在纯净壮阔的大自然中，从
国土净，反求心净。
天地八方开阔，只有皑皑白雪将身依托在靛蓝沉静的北极冰洋上，我将一切摄入广角镜头，也存入我
心底。
    这片冰雪封印的白色大地，百万年来，依循着它特有的节奏，孕育了丰富精彩的生命。
如今，这寂静的大地，却留下全球变暖最深刻的痕迹。
在不久的将来，北极夏天的冰河将全部消失，依赖浮冰生存的物种也将全数灭绝。
极地的美，深深地烙印在心田，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每个人都应更努力节约资源，爱护地球，才能
留住这清净无染的一幕。
愿极地的冰清圣洁，沁人人心，永远作为世间的美好存在。
    P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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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行行觅觅，抓住了什么？
    摄影，是为抓住那一方世间之影！
我的第一张被抓住的影像，是在家族照片簿里，一张襁褓中、零岁的独照，是现存可见的、我的第一
张被摄取的照片。
    后来有一张小学时期，穿着日式制服的照片，背着后背式书包，侧身，回眸向镜头，很有精神，有
一股“人小志气高”的架势。
在那传统的、古典氛围充盈的时代，我，被抓住了一个不落俗套的pose，自觉小有个人特色。
    第一张被我抓住的影像已不记得了，也没保存下来。
记忆中，大学时期，在我预定受洗作基督徒的那一天，突然奉父亲之命，赶去台中中兴新村，为当选
模范母亲而接受表彰的祖母拍照。
照片今已下落不明，也许存在族亲长辈的家里。
而我，也因此无缘当一个真的“陈弟兄”！
  (注：大学时代的我，热衷参与基督教团契活动，被同学戏称“陈弟兄”。
)    第一次踏上摄影旅途，是1989年，到中国西陲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大漠黄沙，纵横天际，在晴空无风之下，沙形曲线万千、优美婉约。
这个维吾尔语称为“鸟也飞不过去”的中国最大沙漠，在公元4到7世纪时，曾让西出阳关、到天竺取
经的苦行僧众备尝艰辛，苦不堪言。
    之后，年年复行行，我就像老骥伏枥一般，肩上挂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行行复觅觅，摄取穹苍之下
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貌。
美国的黄石公园、大峡谷；加拿大的枫叶、瀑布；中南美印加文明遗址；南非的动物世界；爱琴海荷
马史诗的众神国度；欧洲捷、奥文艺复兴的古典风华；印度的宗教艺术石窟；柬埔寨吴哥窟；中国敦
煌的莫高窟、九寨沟、云南和桂林；日本北海道的阡陌花田⋯⋯    尔后是纵身三极的极地之旅：搭乘
破冰船拍摄南极的企鹅、冰山和海鸟；在北极圈白日守候北极熊，夜晚枯等北极光；在中极踏上了“
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秘境。
    我不是专业摄影，也没有要成就专业的压力。
摄影于我是一份兴趣，自娱并且分享身边的亲友。
之所以唯独钟情摄影，在于那份透过镜头，取景构图的美感和悸动。
画家作画，多半是在呼吸均匀的柔软中酝酿；摄影构图，却是当下意和境的交会，有时从容取镜，有
时就抢在那一刹，当按下快门的片刻，一定是屏气凝神、呼吸止静的。
因此，那份“抓住了”的欣喜之情，可以一路延续到回家之后，在灯箱上一一细看冲出的正片。
    这份狂热，是学生时代文艺青年爱美好艺的遗绪？
也许是吧！
    所以，与其说爱上摄影，毋宁说，爱上构图！
此外，旅游带给我的，除了一般的行遍天下增广见识之外，更重要的，它是一趟“hard work”，也是
一趟重生“rebirth”的生命之旅。
为旅行加上了摄影的任务，那更是超载的重度“hard work”。
为了追逐光线和气氛，早起、枯等；为了更突出的构图角度，攀高、伏地、卧冰；有时浑然不顾那颤
巍巍的立足点，心甘情愿地难行能行，长途跋涉，忍受严酷的气候和大自然无情的洗礼。
    行过三极、五大洲，更真实地体会到：寰宇无疆界。
无论是在沙漠、在极地冰原、在汪洋大海之上，四界无边，唯与天接。
人，真真实实就是天地间一芥子。
世界民族、文化、国土的边疆在千古大自然中，原是混沌一隅，唯一不二的本然。
(人之渺小，何足言“人定胜天”！
)    天涯游子，东西南北，行得远、走得长；踏沙也行、冰山也过；身在凶猛恶水上的一艘破冰船中，
五脏随巨浪而翻滚；天地之壮美、之酷厉，人与大自然的角力搏斗，如是我见，如斯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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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多年来辛苦的“hard work”，的摄影成绩，精挑细选，先后付印出版了《飞鸿雪泥》、《梦想南
极》两本书，因书而掀起了社会效应，而几度接受专访刊载于报刊和杂志，以及受邀校园和公益演讲
，现场放映影片，有幸将旅行中的感动与省思分享给大众，期望能回馈世间一丁点儿的力量。
    一份兴趣，一份不畏辛苦的坚持，凭借精神与意志之力，为自己退而不休的生命旅途，一程一程地
竖立起里程碑，自我领受，同时也分享出“世界真奇妙”的绮丽风光，岂不“快意人生”！
    从童年时被拍摄留下纯真的影像；从中年行旅过花甲，拿起相机摄影大千万象；我这沧海一粟的“
老顽童”，仍然对世界怀抱好奇，即使有一天势必要放下超载的摄影行囊，换上口袋型的傻瓜相机，
也是服膺生命的自然律，又何尝不可“自歌自舞自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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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不畏艰辛、持续不歇前往极境壮游，他的热情与信念，不仅成为年轻人的典范，更能鼓励银发朋
友走出户外开拓新视野。
    汀秀真(台湾十大杰出女青年、两度珠穆朗玛峰攻顶)    历经过人生关卡、生死磨难的人，可以跟随着
作者的脚步，领略一段极为清净又暗藏玄机的人生切片。
    林义杰(极地冒险家)    Richard(维沧)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摄影师，我们2003年在南极相识，印象很
深的是：他自谦自己不是摄影家，只是摄影爱好者。
我见他拍照也多是one shot，不讲究包围曝光，也不讳言自己对相机的功能发挥甚少。
他不拘泥摄影框架的态度，以及他对摄影的执著与努力，在我看来，是他在追求作品“美”的背后的
善与真。
    Steve Bloom(英Ⅲ摄影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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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维沧是荒野保护协会义工们的典范，在《那些极境教我的事》一书中，他毫不藏私地把他毕生的经
验与体会；加上他拍摄的精彩动人的照片，分享给大家，或许我们没有机会到这些极境之地，但是看
完书，相信你一定会深深地叹一口气，因为，人们在面对极致的美与感动时，往往也只是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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