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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知識與實踐的保存維護─蘭嶼「水源水渠與水芋田系統」的案例

並修正其定義；以及增訂「口述傳統」及「傳

統知識與實踐」二類。此外，事涉原住民族的

部分，文化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

委員會等中央主管單位已於2017年7月18日會

銜訂定發布《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

全文22條自發布日施行。該法最大特色在於參

照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精神與內涵，並

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國家肯定多

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

化」之憲法要求。再者，為落實《原住民族基

本法》，肯認原住民族社會文化對於人物關係

的理解，強調「人物合一」，且重視身分與認

同所凝聚而成的權利主體與管理機制，尤其強

調文化脈絡的權利內涵。然而，《文化資產保

存法》新法公布迄今，尚未有任何一筆隸屬原

住民族「傳統知識與實踐」的文資項目被正式

申請提報登錄。

何謂「傳統知識與實踐」？我國《文化資

產保存法》在無形文化資產項下的定義如下：

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適

應與管理，長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技術及

相關實踐（新版文資法第3條第2款第5目）。

而《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13條針對上

揭「傳統知識與實踐」的具體內涵則指出：包

括各族群或社群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中，所發

展、共享並傳承，形成文化系統之宇宙觀、生

態知識、身體知識等及其技術與實踐，如漁

獵、農林牧、航海、曆法及相關祭祀等（新版

施行細則第13條）。從上可徵，無形文化資產

確實是人類文化資產中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

可取代的地位，它體現了特定民族、群體或地

域的歷史、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美學的獨特

性，以及自律性的實質性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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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來，因應國際文化權倡議的時代潮流，

我國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法規

系譜的建置已漸趨成熟，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概

念亦漸被國人接受與理解。然而，原住民族的無形

文化資產往往需要場域及時間來延續，到底，該如

何保護與實踐，才能根本地讓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

產可以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競爭與大環境下延續？

有鑒於此，本文將探討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無

形文化資產「傳統知識與實踐」的法規系譜，並具

體以蘭嶼「水源水渠與水芋田系統」為例說明其推

動現況。

法規系譜與推動現況

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新法（2016年7月27

日）修正後第3條將文化資產定義分成「有形文化資

產」與「無形文化資產」，並於同條第2款無形文化

資產之下，將修正前第3條第4款「傳統藝術」修正

為「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二類；將修正

前第3條第5款「民俗及有關文物」正名為「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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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朗島部落「水芋田」一景。

貓公部落說明會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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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認定「傳統知識與實踐」類別的三個評量指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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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水源水渠與水芋田系統」的例子

在推動現況方面，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針對

「傳統知識與實踐」此一無形文化資產類別，

已於2018年委託國立東華大學執行完成「傳統

知識與實踐資料徵集委託第一期計畫」（執行

單位為國立東華大學，筆者為主持人，已於

2018年9月20日結案），該計畫除系統性釐清

「傳統知識與實踐」的概念與定義之外，並參

照國外案例研提「集體共有」、「生計經濟」

與「永續經營」等三個認定評量指標屬性之芻

議。後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則於2019年選定

蘭嶼，繼續推動「雅美族傳統知識與實踐文化

資產調查暨培力民間團體提報」計畫（執行單

位為國立東華大學，筆者為主持人，已於2020

年6月14日執行完竣）。藉此，希望提供國人

在理解「傳統知識與實踐」上能有所參考助

益，並對國內文化行政相關部門的政策諮詢與

操作流程亦能提供具體建議。

蘭嶼「水源水渠與水芋田系統」可說是達

悟族深具巧思的水利共管設施及水芋田系統，

以及其與山林知識、生態智慧、海洋文化等自

然知識的高度依存關係。蘭嶼朗島部落報導人

江女士曾提及：

我們達悟族女人畢生的心力都會在芋頭

田，每個婦女都有自己的經營理念，若經營得

當，在部落的名譽就會很好，反之，部落就會

因為一位婦女沒有把芋頭田經營好而批評這個

婦女，因此在達悟族的社會，芋頭田就代表著

一個婦女。達悟族的社會裡男女是分工的，男

人造舟、抓魚，女人織布、照顧芋頭田，婦女

會用芋頭來表示對家人的關懷還有愛。（田野

訪談紀錄，2018年7月9日）

此外，朗島部落報導人蔡先生則指出：

每個家族都有一個水源地。要如何把水源

引到下面去，差不多有三十個人

一起開鑿。如果有六個人去，其

中一個發現水源的人就會比其他

人多一根手指頭。有些人會因為

工作比較辛苦增加一個手指頭，

但若其他人不服，就會為了水源

而吵架。水源可以賣，也可以交

換，可以用芋頭田交換，用比較

乾的田換可以取得比較多水源的

芋頭田。在過去家族跟家族之間

如果吵架就會破壞水源地。（田

野訪談紀錄，2018年7月10日）

從上可知，「水源水渠與水

芋田系統」係蘭嶼達悟族人（集

體共有）因應在地環境發展出傳統生計經濟模

式（生計經濟），以及歲時祭儀與禁忌文化，

深具世代傳承與永續精神之社會實踐（永續經

營）。

當水田不斷種下「水泥房」：當代觀光發展的

挑戰？

具體而言，蘭嶼確實是一個相對較多「傳

統知識與實踐」類別的密集熱區與文化現場。

然而，傳統的「水源水渠與水芋田系統」目前

荒廢者日益增加，主要原因包含植物病蟲害、

野豬破壞、年輕人無能力耕作與舉辦落成禮，

以及越來越多民宿業者強行接水管、分水等現

象。其中，隨著蘭嶼觀光「民宿」用地迫切需

求、與田爭地的發展趨勢，島上各部落的水芋

田不斷被種下各式各樣「水泥房」的特殊景

觀，早已司空見慣。蘭嶼「水源水渠與水芋田

系統」此一無形文化資產，確實面臨了嚴峻的

時代考驗與存亡挑戰。

總之，我們希望蘭嶼在地族人與團體可以

透過「傳統知識與實踐」的申請登錄來「依

法」保障其文化權，同時也讓國人學習並遵守

《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相關法規，保障國家境

內弱勢族群文化的生存空間，讓蘭嶼在地族人

確實「有感」法律的日常生活化及其立法精

神，進而讓我國文化資產的多元環境與文化國

土，更加深化，更臻完善。

傳統知識與實踐的保存維護─蘭嶼「水源水渠與水芋田系統」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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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朗島部落婦
女為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考察團隊現地

解 說 蘭 嶼 「 水 芋

田」的在地知識。

2018年朗島部落耆老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考察團隊現地解說蘭嶼「水源水渠與水芋田系統」水
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