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0 9 年八八風災重創南臺灣，也使得台灣國土規劃和原住民文化承傳、土地遷村等議題討論得沸沸揚揚... 

到底，在台灣小小的土地上，多元民族要怎麼互相尊重共處?共用這塊土地？ 到底，面對未來社會，一個流傳兩千年的民族

文化其未來性是什麼？ 在觀光掛帥經濟政策下，「觀光」和「在地居民生活」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在齡瑯滿目農業實驗充

斥，但卻導致台灣寸土寸毒，國人大腸癌比例衝新高的同時，適合我們土地的農業方式到底是什麼？ 在花了幾十年將祖先流

傳下來的土地破壞殆盡後，人與土地關係崩壞，問題到底是出在哪？ 
 
 
會不會，褪盡鉛華，在中央山脈尾巴古老的文化中，重拾以上問題的答案？ 

在經歷滅村、遷村、文化迅速流失的殘骸裡，反而找到困境的解鑰？ 
 
 
 
 
 

Dalabai 登山學校基地位於中央山脈尾巴的 Kouchabugane(舊好茶)部落，舊好茶部落是台灣西魯凱群的文化發祥中心，於

民 國 67 年遷村至新好茶，2 0 0 9 年風災新好茶全毀，再次遷村至瑪家農場永久屋群內，重建禮納里-古茶柏安村。 
 
 
目前魯凱族人同時面對的危機除了舊部落的存亡，還有資本主義與民族認同的雙面夾殺，老生代身有古老智慧但迅速凋零 

，中生代在資本社會中拼命賺錢載浮載沉，新生代對自身文化模模糊糊...讓這種情形持續下去的話，二十年後台灣人共同面 

對的就會是「魯凱族」三個字不再帶有特殊的深遠含意，只是課本上單純的名詞或某些人身上參雜的少許血液！ 
 
 
 
所以，我的設計便是希望從魯凱文化中經過設計整理和學習，找到未來台灣與土地共存的方法之外，也與魯凱族人一起找 

到接軌未來社會，永續魯凱文化的方法。並且，運用建築所學，也找出屬於我們這個世代的「石板屋」建築設計。 

 

圖/88 風災後新好茶 2013.0 5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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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對魯凱族來說， 

所有的名字都有他的意涵、歷史、力道和期望， 老實講，

「Dalabai」這個名字其實是在設計做完時才終於獲得的... 



前言

 
 
 
 
老實講，「Dalabai」這個名字是在今年五月(20 1 3.5)才獲得的， 

距離我開始了解魯凱族，進入部落， 踏入舊好茶的

土地開始做設計以來，已經快兩年了... 
 
 
這個歷程和以往我們從大一到大五進行設計，先有設計題目才有內文的狀況，非常不一樣， 

我永遠忘不了當我終於鼓起勇氣問邱爸(邱金士)說： 

「我們的登山學校能夠有名字嗎?」 

他毫不考慮的和我說： 

「孩子啊！我老早就在琢磨這個事情了，我們的登山學校就叫 Dalabai 吧！ 這是

魯凱民族英雄伯愣在收復舊好茶失土時，所取的榮譽的家名， 登山學校就叫

Dalabai 吧!我以後再來和你慢慢說清楚關於 Dalabai 家名的故事...」 
 
 
對魯凱族來說，每一棟石板屋都有生命， 都有自己的名字和

靈魂， 當我的石板屋有了名字，代表的不是門牌號碼這麼簡

單， 代表的是，她在兩千年的古老部落中， 竟也擁有了她

立足的餘地，可以齊身與祖先的石板屋並列。 
 
 
我永遠也無法忘記獲得 Dalabai 這名字時難以言喻的激動， 

以及因她輝煌意涵，一時之間不敢接受的心情... 
 
 
伯愣因收復了 kouchabugane 失土而獲得 Dalabai 這名字， 

今天，你要因回復了 kouchabugane 的文化，不辜負這名字。 
 
 

邱爸這樣告訴我， 

而我也這樣想著。 
 

佇立守護舊好茶千年的 Tamaonale 聖石   攝/戚雅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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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abai 登山學校基地位於中央山脈尾巴的 Kouchabugane(舊好茶)部落，舊好茶部落是台灣 

西魯凱群的文化發祥中心，於民國 67 年遷村至新好茶，200 9 年風災新好茶全毀，再次遷村

至 瑪家農場永久屋群內，重建禮納里-古茶柏安村。 
 
 
 
山上的舊好茶部落是目前全亞洲保存最完整最大的石板屋群，已設為國定二級古蹟，像是一 

個時間忘記流逝的地方，舊時的文化氛圍與知識完全凝固，等待子孫重新挖掘。但在遷至禮 

納里後，現只剩少數幾戶人家，努力維護不讓部落陷入荒煙漫草中，但海拔 900M 動植物豐富 

，自然環境回收部落的速率無比驚人！ 
 
 
 
目前魯凱族人同時面對的危機除了舊部落的存亡，還有資本主義與民族認同的雙面夾殺，老 

生代身有古老智慧但迅速凋零，中生代在資本社會中拼命賺錢載浮載沉，新生代對自身文化 

模模糊糊...讓這種情形持續下去的話，二十年後台灣人共同面對的就會是「魯凱族」三個字 

不再帶有特殊的深遠含意，只是課本上單純的名詞或某些人身上參雜的少許血液... 

 
 

II. 基地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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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簡介 
 
 
 
 
 

Kouchabugane 部落歷史大事記 
 
 
 
 
 
 
 
 

 
 

 
 

 
 
 
 
 
 
 
 
 
 
 
 

Kouchabugane 交通位置  Kouchabugane 文化位置 
高雄縣 

 
 
 
 
 

三地門鄉 

霧台鄉 
 
 

舊好茶 

茂林鄉 
 
萬 多 
山 納 

茂
 

 
 
 

Kouchabugane 部落為西魯凱群文 

化發源中心，在魯凱族精神地位中 
 
 
 
 
 
 

高雄縣 

 
 
 
 
 
台東縣 

屏東市 瑪家鄉 
 
 
 
 

北二高 車

子可行 

新好茶  

 
 
 
 
 
屏東縣 

林 
 

霧台鄉 

霧 

台 阿 
禮 

，具有象徵性指標，也是舊時西魯 

凱群最大的強大部落。 
利 
嘉 

東 台東縣 

 
屏東縣 

需步行 目前主要對外交通為，從三地

門鄉進入水門的原 

住民文化園區後，走已變成河床的好茶道路抵達 

舊好茶登山口。 

好 溫 卑南鄉 
茶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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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基地策略 



 
 
 
 

基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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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基地旁水源地：太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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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hic 人魚の幸福玩味、原住民網路大辭典、Jessica 的異想世界 

 

 

 
 

 
 

 



 
 
 
 
 
 
 
 
 
 
 
 
 
 
 
 
 
 
 
 
 
 
 
 
 
 
 
 
 
 
 
 
 
 

III. 建築設計 



統

石 

析

例 

分 

空 

演 

傳 祖靈柱/中柱 
家屋當中最神聖之處，為家屋的 

守護神。通常柱前有一石板搭的 

家 祭台，祭台內有一塊石頭稱為 

(Loumuton)，魯凱相信首錄神 

 
 
 
 
阿禮頭目家屋平面圖 

 
 
 
 
 
 
 
底圖來源《山地建築文化之展示》 

 
棚

 

屋 依附其中。(資料來源:《大南魯凱家族支持續》 

空 
穀倉 

間 穀倉前常堆置臼、桶、壺罐等器 

物，而頭骨多集中放置在穀倉上 

配 
方屋蓋下。資料來源《山地建築文化之展示》

 

板 
置 

食物儲藏桶 

親柱後方置物空間 木床 爐灶 
 
 
 
 
 
 
 
 
 
 

床    床 

石凳 
扶柱 

窗 

屋 分 

案 
 

1。起居室與臥室只用高差和 

鋪面區隔空間。可從隱私和 

保障被褥較不容易弄髒的方 

向去思考改良的可能。 

析 2。無衛浴設備，可思考現代 

衛浴設施與傳統空間的結合 

│ 方式。又傳統文化中，豬隻
 

代表的經濟，地位象徵，在 

撤除養豬習慣之後，該如何 

保存其文化意義及精隨？ 

間 
3。從前利用爐灶製造出的煙 

瀰漫整間屋子，來達到保暖 

的效果，可思考煙霧帶來的 

變 健康問題及解決的辦法？又 

須防鼠患的東西都可收納其中。 

由整顆原木手工挖空，僅留一圈 

不算厚的外壁，像個大木桶般使 

用。桶壁施刻細緻的薄肉雕人形 

、蛇形、螺旋形圖案。 
資料來源《山地建築文化之展示》 
 

 
 
 
 
 
 
 
 
 
 
 

神龕 後牆上設竹棚架，或在石

牆上留 下橫長的凹龕，用來放東

西以及 祖先傳下來的古壺，另有

一大小 約 3 0 公分見方，深約

2 0 公分的 小龕，為守護家族的

神祇所在。 資料來源《山地建築文化之展示》 

 

 
 
 
 
 
 
 
 

祖靈柱 

主屋與附屬屋各有一出口  

 
 
 
 
 
 
 
 
 
 

Drulane 家廚房小屋修復後景 

 
 

豬圈/廁所 豬（beke）為魯

凱族主 要經濟 來源之一，過去

沒有貨幣，全以 物易物，進行交

易。豬的經濟功 能很廣，貴族頭

目常以豬隻交換 耕地，一塊耕地

換出半隻或一隻 豬。

（padadavace）。 
 
 

起居空間 
為平常吃飯及雨天工作的場所。 

火光照明不足時，現代的燈 爐 

綜合起居室       灶 

綜合起居室 
 

祖靈柱  爐 
灶 

臥台   臥台 
爐 

灶 
浴廁 

臥台 
 

儲藏室
 

臥台 

 
祖靈柱 

ex.1 具是否該入場？又要以什麼 
儲藏室  

浴廁 
儲藏室   浴廁 

臥台 
儲藏室 祖靈柱 儲藏室 綜合起居室 

綜合起居室 
浴廁

 
爐灶 

綜合起居室 
儲藏室 p.4-1 

臥台  
綜合起居室

 爐灶  
浴廁  爐灶 

浴廁 

傳統家屋空間，於日據時期配合改善居民健康和環境衛生問題，在空間配置上產生大幅度的調整。 



例 

分 

析 

間 

演 

日 

據 改變 1：室內起居空間 

出現似現代起居室(餐廳+客廳)的 

改 空間，有別於傳統家屋睡眠空間 

和起居空間無明顯區隔的配置。 

建 

家 

石 屋
 

配 
改變 2：爐灶設計 

板 置 日人將傳統魯凱爐灶的形式，改為
 

類似漢人閩南樣式的爐灶。整體為 

一長方量體，有一圓洞放置鍋子，
 

 
 
 
 
 
 
 
 
 
 
 
 
 
 
 
 
 
 
 
 
 
 
 
 
 
杜爸家屋室內透視圖 

祖靈柱 改變

4：廁所 

將原來工作間和廁所、衛浴設 

備的功能結合。並使用現代的 

陶瓷馬桶嵌入石板的設計，廁 

所空間大小約 1*1.5m。 

 
 
 

改 變 5 ： 儲 藏

架 
乾溼分離的廁所和淋浴間之中 

，設有架高的儲藏架，可收納 

農作工具等。推估此空間可用 

屋 分
 

析 

案 
 

杜爸家露臺種植了許多精彩的景 

觀植物，特別是種植了兩歌很高 

的椰子，在魯凱文化中椰子於喜 

慶時是中意的禮品，但是村內相 

傳，若在部落內種植椰子的話， 

容易招有颱風，來源已不可考， 

但在進行登山學校的景觀配置時 

，要特別注意植物與文化之間的 

圓洞下面的槽便為放置炭火的位置 

，炭火並不直接放在地上。 

 

 
 
 

改變 3：爐灶配置 為改善

室內空氣品質，將爐灶位 置改設

在窗邊，讓煙霧不再瀰漫 

起居空間 

爐灶 

臥台  衛浴空間 

祖靈柱 
來原來小工作間的功能。 
 

改變 6：淋浴空間 杜爸

家屋空間較特別的是已有 衛浴

設備乾濕分離的設計概念 

，此為日治時期便已如此設計 

，還是後來修復時修改的空間 

配置，尚待考察。 
 

石板長椅 
室內空曠空間可做雨天工作用 

，也可用作人多時的睡眠空間 

。四周圍了一圈石椅，有收納 

│ 淵源。

 

室內，並用戶外光線照亮爐灶。 
杜爸家屋戶外透視圖 
室內空間容量 舒適 15-16 人 /滿載 21-22

人 

的使用功能，此空間特性推測 
也可做室內會議室。 

靠窗光源充足之外，不須煙囪也 

空 可排煙，人多時內外交流也方便
 

。缺點是若風向不對，煙會整個 
灌進來。 

 
浴廁採乾溼分離，將需求區分開 

來，就較不會出現間數不足的問 

題。且具有兩個出入口，這樣在 

雨天和夜晚時方便許多。 

變 

 
 
 
 
 
 
 
 
 
 
 
 
 
 
 
 
 
 
 
 
綜合起居室 

 
 
 
 
 
 
 
 
 
 
 
 
 
 
 
 
 
 
祖靈柱 

爐 

灶 

 
 
 
 
 
 
 
 
 
 
 
 
 
 
 
 
 
 
 
綜合起居室 
 

祖靈柱  爐 
灶 

 
 
 
 
 
 
 
 
 
 
 
 
 
 
 
 
 
 
 
臥台   臥台 

爐 

灶 
浴廁 

 
 
 
 
 
 
 
 
 
 
 
 
 
 
 
 
 
 
 
臥台 
 

儲藏室 

 
 
 
 
 
 
 
 
 
 
 
 
 
 
 
 
 
 

臥台 

祖靈柱 

ex.2 
儲藏室  

浴廁 
儲藏室   浴廁 

臥台 
儲藏室 祖靈柱 儲藏室 綜合起居室 

綜合起居室 
浴廁

 
爐灶 

綜合起居室 儲藏室 p.4-2 
臥台  

綜合起居室
 爐灶  

浴廁  爐灶 

浴廁 

傳統家屋空間，於日據時期配合改善居民健康和環境衛生問題，在空間配置上產生大幅度的調整。 



家

例 

析 

│ 
空 

間 

變 

1 9 8 0  

年 

代 

重 

建 

石 
屋 

板 配 

屋 置 

改變 1：爐灶配置 邱爸出生時，

石板屋爐灶已多改設置在窗 邊，但在重

建家屋時，邱爸對灶說「灶啊 

！我需要窗邊的陽光來寫作，所以，對不 

起，請將您的位置讓給我吧！」遂因應使 

用需求，產生新的爐灶空間配置關係。 
 
 
 
 
 
 
 
 
 
 
 
 

改變 2：爐灶設計 自製現代

化的煙囪，配上傳統爐灶 類型，邱

爸創造出一種新型態的魯 

 
 
 
 
邱爸家屋透視圖 
 
 
 
 
 
 
 
 
 
 
 
 
 
 
 
 
 
 
 

起居空間 

 
 
 
 
 
 
 
 
 
 
 
 
 
 
 
 
 
 
 
 
 
 
 
 
 
 
書房 臥房 

改變 5：淋浴空間 內有一約 90

公分高的台子，上架一枚 巨大炒鍋，

便是山上燒水洗澡的裝置 

。地板鋪面利用石板高差和斜率，產 

生了很棒的排水系統，使整個淋浴空 

間完全沒有積水問題，十分乾爽。 

改變 6：廁所 屬於半乾濕分離，

特製蹲式馬桶容易 清洗，一直流動的

山泉水，產生沖水 馬桶的效果使廁所

非常乾淨整潔。 

分 

案 析 
 

1。新型壁爐好處是可新增大的起居 

空間方便使用，同時排煙快速。壞處 

是火的溫度無法像過去一般，傳至整 

分 間石板屋，造成保暖的效果。
 

2。新增起居空間類似現代建築中「 

凱爐灶類型。符合魯凱烹飪習慣， 

且同樣改善排煙、通風問題。 

爐灶 祖靈柱 衛浴空間  
 
 
祖靈柱 柱上會依

其家族階 級和職業，

有豐富 的雕刻花紋，

也是 家裡掛獵槍或

重要 物品的地方。 

客廳」的角色，符合現代需求，也可 

將睡眠和勞動空間做區分。尤在窗邊 

採光充足，通風良好，人多時也可隔 

著窗戶做互動。 
 

3。臥台四周借石板屋縫隙，架設了 

一整排書櫃和掛鉤，有良好收納功能 

。在此動作中，可學習石板屋細微的 

使用方法，並思考之後登山學校，若 

同時有大量學員入住，客人物品收納 

的問題。 

演 4。浴室隱私的問題。當初邱爸設計 

了一個很大的窗戶，想要邊上廁所邊 
享受北大武山的風光，並同時享受屋 

外七里香的香味。但窗戶太大，離水 

台又太近，造成隱私的問題。 

改 變 3 ： 小 工
寮 
邱爸設計的工寮，由於此地地權勢 

他人的，故採組裝式設計，可以完 

全拆解。用作儲藏工具及工作、納 

涼用，十分方便舒適。 

邱爸家屋戶外透視圖 

室內空間容量 舒適 10 人 /滿載 15-16

人 工作室/器材儲藏間 

改變 7：書房空間 傳統起居空

間改良而成，倚窗而坐， 採光、通風

良好。有此可知，石板屋 會依使用者

的職業與需求而做改變， 重要的是精

神保存，而非形式。 

ex.3 
 
5。可思考從前祖靈柱下放置的陶壺 

 
綜合起居室  書房 

起居室 

 
爐灶 

儲藏室 

書房  浴廁 

起居室 

書房 

儲藏室 

浴廁 

起居室 祖靈柱 

 
書房   儲藏室 

浴廁 

起居室  書房  浴廁 儲藏室 
起居室 

 

p.4-3 
和其分家時要進行的動作，登山學校 

可如何應用。 

從民國後重建的石版屋開始出現多樣化的調整，與人性化空間得知，石版屋並非一成不變的建築樣式，他會隨著社會變遷及使用者需 

求，而做調整。故，對於石板屋的設計和承傳，重要的是繼承其文化精神及建造工藝，而非表面的材質、空間配置或搭建形式。 



 

 

 

 

 
 

 

 

 
 

 

 



 

 
 
 

 
 
 

 
 
 
 
 
 
 

 
 

 
 
 
 
 
 
 
 
 
 
 
 
 
 
 
 
 
 
 
 
 
 
 

 
 

 
 

 
 
 
 
 
 
 
 

 
 

 
 

 
 
 
 
 

 
 
 

植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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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2 於舊好茶回家的路上 攝/顏彰逸 

 
 
 
 
 
 
 
 
 
 
 
 
 
 
 
 
 
 
 
 
 
 
 
 
 
 
 
 
 
 
 
 
 
 
 
 

V. 目前進度 
 

 
 
 
 
 

回家的路上，累積著祖先們點點滴滴冒著危險修築的痕跡。 

草每年都在長，路每年都在崩，有太多太多的路還要修築...包含我們回家的夢！ 



 
 

登山學校短、中、長程計畫 
預計登山學校的建立， 需兩百萬元。 

分為短中長程計畫， 短期為魯凱好茶部落在禮納里的經濟自立、及修路計畫， 

中程為登山學校農業自給及石板屋建立、營運， 長期預計花 30 年一世代的

時間，重建舊好茶部落及復興魯凱文化。 並由好茶部落開始，聯合排灣部落，

建立區域性的登山學校， 最終期望建立屬於台灣自己的「登山學」，將台灣

山林土地文化推向國際。 
 
 
 
 
 
 
 

2 0 1 2.4  2 0 1 3.6  2 0 1 3.8  2 0 1 3.12  2 0 1 4  2 0 1 7  2 0 4 5  
 
 
 
 
 
 
舊好茶服務學習 

成果展覽 

登山學校設計完成 入住禮納里 1.禮納里經濟系統設計 

2.舊好茶開路開墾計畫 

登山學校竹屋建立 

，開始營運。石板 

屋逐步建設。 

石板屋完成，山上 

自給系統建立，部 

落重建啟步。 

石板屋完成，山上 

自給系統建立，部 

落重建啟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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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後記 
 
 
 
 
 
 
 
 
 

或許對很多人來說，畢業設計的終點就是畢業評圖... 

但，對我來說，評圖和畢業只是個開始， 

一個亮亮族(平地血統)的女孩進入部落的故事現在才要開始， 如同 Ina(魯

凱媽媽)講的，未來的我們會很辛苦， 但，寫下的會是屬於「我們」部落

的故事。魯凱女人沒有不留過眼淚的... 
 
 
 
 
 
 
 
 

2013.08 攝於禮納里 古茶柏安村  攝/楊宇農 



 
 
 
 

後記 
 
 
 
 
 
 
 
 
 

很抱歉我用部落日誌來當比賽的後記... 或許對很多人

來說，畢業設計的終點就是畢業評圖... 

但，對我來說，評圖和畢業只是個開始， 一個亮亮族(平地血統)的女孩進

入部落的故事現在才要開始， 如同 Ina(魯凱媽媽)講的，未來的我們會很

辛苦， 但，寫下的會是屬於「我們」部落的故事。魯凱女人沒有不留過

眼淚的... 
 
 
其實，在準備比賽的過程中我是掙扎的，掙扎著到底要不要比賽？ 

因為畢業後的時間變得更加急迫，暑假除了辦理奶奶的後事， 也為

正式定居禮納里而努力著，找房子、打工這些就不提了... 也掙扎著

到底要不要寫這篇日誌？ 

因為，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 我們由「有夢最美」進展到了「築

夢踏實」的階段， 從凡事可以蜻蜓點水式碰碰就好、好玩就好的

學生， 我們的身分轉變成真正要在部落落腳的青年， 佇立在我

眼前的第一道難關從前想都沒想到的竟然是「經濟」。 

 
 
 
 
 
 
 
 
 
 

 
2 0 1 3.8 攝於禮納里開墾農地  攝/楊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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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8 大家一起削地瓜 攝/楊宇農 

 

在這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我終於學到了學校學不到的課程... 在幫部落 VUVU(老人家們)開墾農地，紀錄、學

習魯凱傳統農作法的時候， 笑容的背後，其實是我們斤斤計較著鋤頭要買多少?鐵耙要買多少? 在廣邀朋友

們一起來部落開路的時候(都是自掏腰包的志工)， 深夜裡盤算的是廚房裡還有多少東西夠大家吃?這禮拜哪

裡可以帶溯溪打工? Ina(魯凱媽媽)為了教導我們，自己放棄了多少工作? 不要說我現實，而是當肚子都填不

飽、房租付不出來的時候， 談修築山上部落的夢想實在是太奢侈...我瞬間全盤的了解到，為什麼幾十年來山

上的部落無法復興的原因， 不是因為文化認同感、不是因為不想回家、不是因為不愛部落... 

套一句邱爸(邱金士)說的話， 

「當懷中的女兒因挨餓在哭泣的時候，連最英勇的獵人都會放下獵槍，走向山下...」 

往舊好茶的路，這幾十年來，都是由少數人家自己掏腰包在維持著， 以目前的狀況，

單純做文化復興真的很容易就會在第一步餓死， 就算後來有再偉大的夢想、計畫，

如果撐不過第一步就什麼都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從事的是「最高額的開墾」─用夢想在開墾。 如果現在來寫一

篇原住民文化重建和經濟的論文，我想我能寫得很感同身受吧! 
 
 
但其實讓我參加比賽的原因，除了經濟，也是希望有一個窗口，能讓大家看到這個計畫， 以及

計畫背後，努力自立的魯凱部落、在咬緊牙關築夢的人，以及一群出力支持這個夢想的人... 
 
 
和其他認真築夢的人相比，或許這點困難不算什麼， 這是 201 3

年 8 月，我們開始逐夢，當下心情記錄下的粗淺日誌， 或許兩

個月或兩年後，我寫下的又會是不同的東西吧! 
 
 
魯凱女人沒有不留過眼淚的... 

 
 

2 0 1 3.08.27 部落日誌 雅筑 寫於禮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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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茶是一個很大的部落， 

這兩年來，在設計的初期我不期望全部落的長老們都認識我、認同我， 

若要獲得「全體」的認同， 光在處理人事上時間就會不夠用，無法繼續

深入設計， 有太多的案例陣亡在眼前... 
 
 

故，在進入部落的初期， 我不直接曝光

在禮納里的公眾場合， 而是直接耕耘於

舊好茶的土地之上， 直到端出一點點成

績， 再慢慢獲得越來越多人的認同和追

隨。 
 
 
 
終於，歷經了兩年的努力， 

在完成登山學校的設計時， 獲得了邱爸(邱

金士)的肯定， 以及 Ina(魯凱媽媽 李瑞珍)的

大力支持， 引導我進入部落， 讓我獲得了

服飾權和命名權， 也持續順利的在進行部落

文化重建的工作。 
 
 
或許，真如同老師說的， 很多事情，默默的做，才能真正

做到事，力量才會最大吧! 
 
 
2 0 1 3 年， 這一步

舊好茶， 下一步，

禮納里， 

我們必須先讓自己在禮納里不會餓死，能立足存活下去， 在持續付出更多

後，慢慢獲得更多部落裡的後盾和支持， 等部落的後盾穩固，山上重建的

工作才能達到真正的永續和權部落參與。 

 
 
 
 
 
 
 
 
 
 
 
 
 
 
2 0 1 2.2 邱爸於新好茶遺跡  攝/顏彰逸 
 
 
 
 
 
 
 
 
 
 
 
 
 
 
 
 
 
 
 
 
 
 
 
 
 
 
 
 
2 0 1 3.1 與李媽攝於禮納里邱爸家  攝/戚雅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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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路走來，要感謝的人很多... 

那些讓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的老師、 

中原登山社所有像家人一樣的朋友和我親愛的學弟妹、 我摯愛的魯

凱部落、祖靈和台灣山林土地、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那一對願意讓

女兒隻身進入部落的老爸老媽。 如果今天有那一點點的成績，那都

是「我們」「一起」的成績! 
 
 
 
 
 
 
 
 
 

VII. 附錄 

 
 
 
 

 
 

2013.06 畢業評圖 與學弟妹們及老師的合照  攝/陳怡安 



 
 
 
 

石板屋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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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屋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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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屋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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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好茶服務學習展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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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好茶服務學習展版面 
 
 
 
 
 
 
 
 
 
 
 
 
 

卑南主山  32 9 5M 

 
楠梓仙溪 

 
濁口溪 

 
山脈原本走向 

遙拜山 24 1 5M 
 
大鬼湖  

山脈陷落區 

 
隘寮北溪 

 
紅鬼湖 

 
霧頭山 2736M  

蓬萊池 

小鬼湖 

隘寮南溪 

 
高屏溪 

北大武山  30 9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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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原住民不願遷村下山，追求更好的生活呢？ 
 
 
 

因為「土地」是我們的文化根源啊！ 
 
 

「原住民與土地不可分開」 

對於每一個文化的形成，其中必定包含各式各樣的族群裡，他們所生活的空間基礎與人們 

在這個基礎上的各項活動是如何結合運作的。就如同由我們中原學生與這個地方「中原大學 

」會形成一種文化。在這之下，我們會有共通的語言，只有中原大學生才知道的東西。當然 

相對的，我們將會無法完全的瞭解其他學校所獨有的文化。各自談到各自特有的現象時，甚 

至要大費唇舌解釋一番。這種文化差異大可見種族，小見於個人。而身為漢族文化中一員， 

必定給潛移默化某些觀念、價值連自己也不知道。也因為如此在接觸到其他文化時，得要在 

適當的溝通下有辦法理解對方的想法、思想與觀念。 

 

為什麼會發生「免費永久屋」原住民不願意入住的事情呢？ 
 
 
‧《山上的生活  系列照 飲食篇》‧  為什麼我們必須接受呢？ 
 
 
 

「他們沒水沒電，那我們就給他水、給他電 」 人人皆認同保護原住民文化，但是我

們的保護方式常出自漢人的文化習慣，甚至出 
 

臺灣，原住民在這塊土地上活動已有 8000 年之久，若以語言、遺傳學來分類，其同屬南 

島語系。如同全球大部分的原住民，他們在與大自然的長久互動中發展出一套與其共存的規 

則，保存在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生活當中，常見的如所謂的「泛靈信仰」以及各種不同 

禁忌。而在與環境共存的文化習慣下，原住民與養育他們土地的關係並不像漢族文化教育下 

的我們將土地視為一種「財產的延伸」－生產的工具，反而是另一種為了環境而衍生出的共 

存關係。 

 
 

就好茶部的魯凱族人來說，在片面的瞭解上我們可能會得知他們的社會模式是由階級制度 

建立起來，頭目擁有某塊自然地。平民要使用則必須向頭人繳賦納貢。乍看在我們的觀念這 

不就是向地主承租土地的概念嗎？其實不然。細看魯凱的階級制度裡，儘管平民農用、漁獵 

皆要繳納一部分給頭人，他扮演的始終是「管理者」的身分，在此土地只是用來維持頭目地 

位的一種象徵。而當頭目拿到貢賦除了自己所需，另外還會行使「再分配」這個動作，將拿 

到的物資饋贈給需要救濟的族人，讓資源能充分利用。土地在與他們文化習慣的交互作用下 

，得以永續發展。 
 
 

同樣的，土地對他們來講就是整個文化的基礎。沒有土地，亦沒有整個魯凱的社會制度， 

沒有土地，他們的文化也會隨之崩解。如同在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將臺灣土地收歸所有、否 

定貴族擁有的特權，使得魯凱的階級制度逐漸瓦解，頭人與平民的界線也逐漸模糊。而魯凱 

文化上的獎勵制度也因此變得徒有其名，以往村子為獎勵英勇的獵人，給予他能配帶魯凱族 

花－百合的權利，而現今變得人人都可配帶，表揚不表揚已經毫無差別。 

 
 

對原住民來說，不管是文化的認同、物質所需，都必須透過他們跟土地的互動來加以聯繫 

，如果剝奪了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文化將隨之瓦解，對自我的認同也隨之消失。而失去了自 

我的人，還能活得下去嗎？如果切斷了我們對於自我的每個動作、行為的意識，那麼我們還 

能繼續生活下去嗎？失去土的這塊根的原住民，他，還是原住民嗎？ ( BY 康廷煜 ) 

 
我們在山上搬運柴火作為燃料和房屋橫樑。 

 
 
 
 
 
 
 
 
 
 
 
 
 
 

也採集野菜為午餐加菜！ 

 
 
 
 
 
 
 
 
每餐都有真正天然有機的超營養蔬菜湯！ 

自於「殖民」的思想。我們對原住民的幫助如同：給他們一棟漂亮的永久屋、公司 

特別的待遇、學測加分、政策的補貼、設立原住民文化園區等等。看起來是好事， 

但是就連判斷這好壞也都是依存著我們的價值觀，因為我們覺得好的生活環境、好 

的福利、好的待遇都是美好的事情，結果我們給了與他們需求完全相反的東西，反 

而使他們硬生生地參與我們的文化循環。當你看到他們生活在我們的社會之中，跟 

我們一起拼命地工作，你覺得我們給他很好的機會改變；當你在原住民文化園區看 

到塑膠製的百步蛇雕像、鋼筋水泥蓋得石板屋、經濟價值高的周邊商品，你覺得我 

們保存了原住民文化。但為何不承認，我們根本就是自我安慰兼逆向操作？以這次 

舊好茶的訪談結果為例，好茶想留在原鄉的人們，其實要得很簡單，就是讓他們回 

到山上，繼承祖先留下的一切，完成部落ㄧ生的起與落，將文化興旺永續的傳承下 

去。只要我們不要打擾他們，並以「尊重」、「關心」的角度給予協助，不以殖民 

思想強迫給東西，他們就還能是一個活生生的文化。原住民並不是所謂的弱勢團體 

（這是我們常有的認知），不需要強勢和蠻橫的幫助。請放手、放心的他們回到祖 
 

BY 
 
 
 
 

Q&A 時間 
這些是我們在山上問的問題，我想，我們獲得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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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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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升火  VS. L.NT.無痕山林 
 

使我們的靈魂交會。 
 

“ 烤 火＂是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事情，在山上的食衣住行無一不跟火有關，

她 也是重要的文化傳承和情感交流的時刻...曾經，一個老頭目在火邊的回憶

便 回溯了七個世代，喚起了四百多個人的人名。山上一切的娛樂、談天、歷

史 

、語言、文化與知識都靠火邊的傳承。或許，真如同邱爸說的「火會使你們 

的靈魂交會...」。 

在山上到底要不要生火？近年來在登山客間推行了ＬＮＴ（Leave No Trace 無 

痕山林）的行動概念，裡面含有七大準則，其中談到：將火的使用及對環境的 

衝擊減至最低。但這條在台灣常被誤解成「不許生火」...事實上火本來就算在 

生態循環以內，且燒過的灰燼對於土地而言是十分營養。且相較於消耗更多資 

源的瓦斯罐而言，生火是最環保的燃料...如果，為了預防森林大火而不生火， 

還不如好好的學習控制火源，因為―人和火本都是自然中的一員。 
 

 
 
 
 
 
 
 
 
 

架  
善 

灶  
後

 

起 
使用三塊石板便可架起方便 

火 
好用的灶，需注意灶的高度 

整 

 
 
 

以水熄滅，和旁邊泥土混和後, 

地 

找塊空曠的地，把小石頭 

和有生命的草木挑掉。 

柴 
 

以乾的折起來會有清脆 

聲響的柴為最佳。 

用細小樹枝乾草架立點 

火，再引燃中柴便完成 

生火動作。 

，以及進柴口及通風口的位 

置是否適當。 

分散地區灑，最後再用沒燒過 

的土, 把洞埋好就大功告成啦！ 

 
 
 
 
 
 
 
 
 
 
 
 
 
 
 
 
 

p.7-9 
小石頭遇熱會爆裂產生危險，故要先清掉。 大家辛苦一天收集回來的各種木柴。當沒有引火柴時也可以削樹皮作為火種。 烤火真是山上一大享受呀！ 能幹青年在用柴火煮飯。 澆水熄滅火堆時要小心滾燙蒸氣會造成燙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