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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從舊部落達德勒遷出。現在的大武部落由東

川和小山兩個聚落隔河對望所組成，以小山聚

落為該村的行政中心。

2009年莫拉克風災未被劃定為特定區，大

部分居民能留居原鄉。部落戶籍人口約501人，

災後仍住在部落的居民以中老年為主，約百餘

人；青壯年為了工作、求學而散居在外。因為

堅持傳統，保留祖先的生活方式，大武部落仍

保有頭目制度，尊重階級，生活圍繞在魯凱文

化。由於大武部落的語言屬於自成一格的大武

魯凱語群，和其他霧臺鄉魯凱族的語系相當不

同，文化斷層一直是部落的隱憂。

大武部落內部及周邊有小農種植小米、芋

頭、紅藜、野菜等作物的耕地，緊鄰隘寮北溪

河床，部落周邊為次生林。部落的傳統領域除

了少部分為原住民保留地外，大部分為國有林

班地，由屏東林區管理處管轄。

屏科大研究團隊自2011年起正式與大武部

落合作，從部落的生態及人文資源調查著手，

與族人一起討論如何發展兼顧生計與生態保育

的產業模式，並努力促成大武部落和林務機

關、民間團體及其他學術單位的合作。由於大

武部落有一段聯外道路會通過河床便道，時常

因豪雨、河水暴漲而沖毀，使原鄉重建工作難

以連續。雖已耗費許多時間及人力，卻難以累

積顯著成果。直到部落聯外橋樑於2014年7月底

正式通車，大武部落後續的各項文化保存及生

態產業發展工作才得以推展。

復振傳統農業及生態智慧

大武部落初期以生態旅遊為產業發展方

向，但因道路狀況不穩定，對生態旅遊的發展

較不利，因此產業重點轉至小農農耕，運用友

善環境的農法及生態知識，積極復耕小米、紅

台灣
擁有61%的森林面積及豐富的自然生態，
周邊常是原鄉部落傳統領域。森林提供傳

統生活方式所需的生物資源，傳承地方傳統技術、知

識和創意等功能。原鄉部落以森林為基地，里山倡議

為引導，透過協同經營的社區培力及文化復振，在自

然資源的管理及使用方式上做適應性的調整，應是適

合當今部落發展的思維及行動策略。里山倡議重視傳

統生態智慧的保存，也鼓勵社區將傳統知識與現代科

技融合，學習當代自然資源管理方法，確保資源使用

的永續性。而這些知識與技術不只可以照護部落內部

的環境，也可以擴及並運用到部落周圍的森林，回饋

到森林資源協同經營的實務上。近來林下經濟被列為

政府振興山村、幫助偏鄉又可以保護森林的重要策

略，林下經濟議題日漸受到重視，可望為山村增進收

益，發展新型態的林下經濟模式。我們以霧台鄉大武

部落為例，分享如何善用傳統知識，發展與森林共存

的部落林下經濟。

返鄉重建繼續里山生活

大武部落為魯凱族，位於北隘寮溪上游的右岸，

地理位置比鄰阿禮部落，與上方的吉露部落遙遙相

望，自1947年從深山舊大武部落遷移到現址，亦有少

大武森鮮菇–夏季雪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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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部落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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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等部落傳統作物。大武部落在復耕過程中，

發掘部落所保存的21種小米品系，並記錄小米

從開墾、播種、趕鳥、採收等過程以及使用上

的傳統知識。在屏科大團隊的協助下，至今已

經復耕10公頃小米田，1.0756公頃農地申請有

機驗證，並建立「小米故事館」作為展示其小

米文化、傳統智慧及農糧作物多樣性的場域，

同時也是部落農產品及文創商品的展售平台。

小米是魯凱文化中的珍貴作物也是生活重心，

除了作為主食外，更是承載文化的重要物資。

在大武這個保有傳統魯凱族文化的部落，部落

活動都會使用到小米，像是過去部落女子義結

金蘭儀式、生孩子，都是以贈與一把小米表示

禮數，因為那是最貴重的禮物。而任何部落的

婚喪喜慶節日，都用小米製成阿粨（小米糕）

送禮。在過去，有種植小米的人家，才是生活

富裕的家庭，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象徵。「小米

栽培過程不只是農耕技術，而是社區凝聚力的

展現。」小米反映出部落間的人際互動，例如

收成前，全村會總動員一起趕鳥，相較於現代

社會的疏離，顯得十分難得。對族人來說，小

米不是放在博物館裡的種子庫，而是生活。現

在大家擔憂氣候變遷，山區原鄉首當其衝，通

過層層考驗還能活下來的小米品種，展示生物

多樣性的多元和古老的智慧。

友善循環的林下經濟

大武部落自2014年起成為林務局推動「原

鄉參與里山倡議及協同經營模式」之試驗區，

透過與林務局、屏科大團隊與其他NGOs/NPOs

的協力關係，開始發展更多樣化、符合山林資

源永續原則的部落產業，積極發展林下經濟，

並增進部落糧食自給的能力。

屏科大團隊也引進畜牧、獸醫等專業資

源，建立林下養雞模式。從飼料挑選、疫苗接

種、進新雛、飼養照顧、環境控制、消毒、屠

宰到銷售，建立系統化的運作模式，並遵循不

超過環境承載力、循環使用自然資源的原則。

生產之土雞除了供應部落所需，在狩獵外有更

穩定的肉品蛋白質來源，以供應部落托育班學

齡前兒童及老人共食所需。林下養雞低密度的

粗放飼養方式，既能與周邊森林環境共生、滿

足部落區域性的糧食需求、提供經濟來源，又

能提供消費者優良的雞肉品質，是因應食安問

題的解方。另外，其雞糞加上來自屏科大實習

木工廠廢棄之木屑，可減少雞糞的潮濕，和經

兩、三個月發酵處理後，適量施肥至土壤中，

成為小米、紅藜等作物的優質有機肥。

大武部落還保有台灣特有種台灣前胡（山

當歸）的野生族群，生長在海拔600至2000公尺

的森林邊緣地帶，過去部落時常會採集該植物

下山販售，換取民生物品上山，是魯凱部落長

期使用的森林產物。在屏科大森林系的育苗技

術協助下，在部落的山林環境成功引種栽培，

成為部落友善環境的新作物。也進一步與屏科

大食品科學系合作，分析山當歸的成分及研發

藥膳包，以增加該作物的經濟效益。

此外將部落的紅藜與小米梗等農廢再利

用，製作為栽培蕈菇的太空包，讓部落能發展

林下蕈菇栽培。利用林蔭下空氣濕度大、氧氣

充足，光照強度低、晝夜溫差小的特點來發展

養菇事業，這樣的環境是在霧台

的部落容易見到的。另外，近年

來食安問題嚴重，在霧台推廣林

下蕈菇培植，利用小米桿和紅藜

桿製作蕈菇太空包，可創造循環

經濟，發展新型原鄉產業。

產官學合作開創里山新生機

在莫拉克風災後，大武部落

因所屬土地安全而進行就地災後

重建，並透過與屏科大團隊的合

作，進一步和林務機關、NGOs

及其他學術單位發展出多元的協同經營體系。

在此過程中，屏科大團隊扮演的是輔導、陪

伴、引介資源的角色，部落產業所創造的經濟

利益皆回饋到部落本身。透過集結部落的傳統

智慧與不同專業領域，大武部落積極復振傳統

農業、發展生態旅遊及林下經濟等產業，讓兼

顧生產、生活、生態的里山地景得以永續發

展。農耕的維持及林下經濟的發展，大武部落

在近年來已重建部落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也

由於原鄉居住環境安全無虞，每當颱風來襲

時，大武部落能在聯外道路中斷的情況下有足

夠的糧食可安然生活，是三地門、霧台鄉中少

數無須撤到他處避難的部落，這尤其呼應了里

山倡議的行動面向之一，是部落回復力及韌性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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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上的大武森雞。小米紅藜田混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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