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讀桃花源的安全防衛機制 

1887年德國社會學家杜尼斯(F. Tonnies)著有「兩個對比的社會」乙書，最早提出「社區」的概

念，意指「社區」是由具有共同價值體系的一群人組成的；他們守望相助，彼此關懷，休戚相關，

禍福與共 。社區的人民最關心的，是整個群體的存在與價值，而不是個人的利益。有人以「風

雨同舟」、「同舟共濟」、「船沉了什麼都沒有了」來形容社區的精神，真是十分貼切生動。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陶淵明筆下的漁人，很可能就是一位經驗豐富，並負有任務

的線民或臥底警探，目的在「知敵之情」，絕非尋幽訪勝，遊山玩水的泛泛之輩。 

嚴密的防衛空間 桃花源社區的安全防衛機制，值得我們學習的具體作法有：  

一、天然屏障的防衛空間 

我們試讀《桃花源記》，一開頭就是：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

若有光，捨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我們可以看出桃花源的天然屏障，社區外有群山、山林有一個小口，山外又有樹林、樹林外有花

草樹木、又有桃花林，林外又有溪流。重重疊疊的天然屏障像迷宮，容易讓外人迷路。而且，桃

花源出入口，只有一處，又很狹隘，只能容許一人通行，是一道天然的管隘口。對照現代的公寓

或大廈，出入巷道四通八達的衢地，上下班、上下學固然方便，盜賊歹徒出入逃逸也很容易，如

果設計成只有單一的進出口，必然可以嚴密管制進出的人車，閒雜人等就不得擅入，那麼，居家

安全就有保障了。陶淵明又接著說：「先世避秦時亂，乃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

外人間隔。」可見這正是封閉式社區地形地物的寫照。 

二、服飾辨識系統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太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

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以上的描繪，一幅農家風光已經呼之欲出，而田園之樂的景象也栩栩如生。最值得一提的是，我

們可以看到桃花源的子民穿著的服飾自成一格，與外人截然不同；因此，如果有外人闖入，必然

迅速被發現，大家很快地提高警覺，他並不是我們社區的人。 

近年來，地方自主性高，社區發展蓬勃，有些社區協會，或活動性較強的社區，里長或理事長帶

頭設計別出心裁的帽子或背心、夾克、旗幟，或繡或印出自己的里名，秀出所屬的社區特徵。平



時或外出活動時穿戴，讓人一目了然，如果有心人混入，必然容易辨識揪出，值得用心經營社區

工作的人參考，一來可以識別「敵」我，二來可以凝聚向心力，加強社區內部團結，有利無弊。 

三、溫馨自然的嚇阻方法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 

漁夫「不小心」闖入桃花源，社區人土見他服飾與眾不同，談吐怪異，大吃一驚之下，詢問來路，

證實並非不善之類，乃熱情邀請回家，殺雞宰羊外並以美酒盛情款待。全文意涵發人深省。 

現在，都市公寓大廈的管理委員會大多聘有保全或警衛人員。我們多次到訪，和他們探討社區問

題時，總是再三叮囑：要多小心，不要每天呆坐在小辦公室看報或看電視，只守在守望相助崗亭

內。一定要出來走動走動，四面察言觀色，問東問西，兩眼精光搜尋，必然可以嚇阻不軌的偷盜

之輩了。 

四、快速反應的通報方法 

通報快即通訊快，比出勤更重要。「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

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

言 ，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漁夫闖入桃花源社區，自然引發區民的一陣騷動，由「問所從來」到「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在臺灣鄉下，凡是陌生人，進入庄頭，庄尾很快就知道。村民雖然沒有無線電或電話通報的現代

科技通訊系統，但是傳統老社區的口耳相傳，依然能夠很快的讓全村大大小小得知有外地客人進

來了。社區居民早有利害與共的生命共同體觀念，或是早就相沿成習，自我防衛的觀念；所以，

一見到外地人，自然而然的就會提高警覺，例如：左顧右盼，東張西望；看得他心慌，望得他心

虛。問東問西，問長問短，問得他不敢有所隱瞞。 

由於桃花源社區，家家熱情，戶戶好客，在敬酒夾菜，酒酣耳熱之餘，「酒入舌出」漁夫自然就

樂得掏心挖肺，無所不談了，即使有不良企圖，也無所遁形了。桃花源社區遇事通報快、反應快，

值得學習。 

五、察知不軌企圖，統一明確的告誡詞 

「此中人與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桃花源居民個個熱情大方，家家競相請客，讓漁夫遊府吃府，遊縣吃縣，走到哪裡，吃到哪裡，

酒食不缺的快活了好幾天。漁夫一定覺得，這個地方就是人間天堂，世外的桃源，必然喜形於色，

流露出依戀不捨的神情。「對於危害國家或社區安全的可疑人或事，不能保持沉默」。居民察覺

出他可能已有不軌的念頭，於是，不論是誰，只要碰到漁夫，就眾口一詞的告誡他：「不足為外



人道也。」知道就好，放在心底，不必說出去。可惜，漁夫畢竟是個凡夫俗子，還是有心的說出

洩密去了。 

六、憂患警覺的危機處理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船，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

誌，遂迷不復得路。」 

漁夫即使不是小偷，至少他還是心懷不軌，不聽社區居民所勸，讓敏感的桃花源的善良子民真是

放心不下。漁夫是有心的，他在回途中，像狗一般，沿路作記號，方便將來有「跡」可循。 

桃花源一開始的設計，就是一個封閉的社區，刻意要塑造是一個與外人區隔，與世隔絕的善地。

當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雖然善待漁夫，但對他仍不放心。唯恐他吃好鬥相報，引來一批觀光

客，留下一堆垃圾，製造髒亂，污染純淨的桃花源。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漁夫一出社區，必然有

人在後跟蹤，監視他的一舉一動。果然發現，漁夫居心不良，做出不利桃花源社區的動作－「處

處誌之」。 

社區居民唯恐漁夫下次帶大批人馬干擾社區的生活品質，於是有了反制動作，將漁夫所作的記號

一一消除乾淨，讓漁夫再來，自然迷路。 

現代的社區公寓，常見有可疑的信件、廢紙；或在大門、後門、門牌被人「點名」、「作記號」

等等。現代的小偷既分工又合作，往往作記號的是專人，循記號作案行動的另有其人。所以，我

們要主動發現可疑，提高警覺，大家一起來認真查明真相，以免受害而不自知。 

桃花源的危機處理，太棒了。既有布置，又有監控，執行力又是一流的。值得我們學習的，是社

區全民悍衛社區安全的全民警察精神，遇有危及社區整體利益的不法行為，自然主動舉發不法，

讓歹徒成為全民公敵，讓犯罪行為無所遁形。 

結語 

首先，警察越少越好，讓警察無所事事，無案可辦，每天吃飯，散步兼巡邏。這是安全社區的典

範。因為，轄區安全人人自我防衛，全民警察，人員內控健全，人人都是安全的「防火牆」，自

然建立社區銅牆鐵壁的堡壘。出入自得，動靜皆宜的桃花源的子民，真正做到「善守者，藏於九

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的萬全境界！ 

其次，現代有桃花源，就在我們的心中；實在不必盲目追求，或移民國外。就個人所知，臺北市

信義區的海華社區、內湖區的綠大地、松山區的慶城社區，還有不勝枚舉。高雄縣有桃源鄉，人

人安分守己，樂天知命，當地警察「怡然自樂」。 

最後值得一記的，南投縣信義村，人人有情有意，安居樂業，當地只有一名警察。嘉義縣阿里山

鄉有警員溫英傑，謙虛沉靜，組成巡守隊護川愛魚，讓山美村起死回生；達娜伊谷的●魚再生復



育，造成新商機，榮獲陳總統頒發「玉山獎」。還有不及備載的社區，曖曖內含光，為善不欲人

知，成就許多現代的「桃花源」呢！  

轉錄自清流月刊 93 年 4 月號作者陳連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