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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
的海洋文化非常豐富，多是在實踐

中去慢慢發覺。本文欲分享如何身

體力行去實踐，以及初討這麼重要的部落文化怎麼在

當代的原住民青年上繼續實踐。

「aka ca'iten to sowal。」意指身體要在嘴巴前

面。

用行動實踐才是美式（阿美族的方式）溝通的開

始。他們的語言，阿美語，簡單的句子卻極具意義，

講出其生活的方式，也是我一直秉持的精神。

我有兩個爸爸，生我養我各一，分別稱爸爸及老

爸。我們睜開眼即看到海，閉上眼之前也是海，這就

是日常。花蓮縣豐濱鄉靜浦部落位於花蓮最南端，座

落在海岸山脈與太平洋之間，承載了豐富的東海岸阿

美族文化。

不知道是否因為住在海邊所以水性不差，更多時

候是為環境使然，畢竟童年大多都在是海邊度過，是

許多靠海的阿美族共有的生命經歷。

永遠不要背對海

「永遠不要背對海。」爸爸不時提醒年幼的我，

後來才理解背對海就感受不到潮汐及各種危險。當時

我只有七歲左右，在部落附近的石梯坪戲水，在一個

很平常的下午，爸爸帶我進入他的海

洋世界。

「妳搭著我的肩膀，等等我下潛

妳就會跟我一起下潛，我說憋氣妳就

憋氣，記得憋氣前要先吸一大口氣，

我會跟一起動作。」『好。』

我們互相凝視，一個口令一個動

作，搭著爸爸的肩我下潛到約三四米

時，耳朵感到越發劇烈的疼痛，那是

因為不會平壓所導致的耳壓疼痛，痛

得我放開搭在爸爸肩上的手，獨自浮

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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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青年學習海洋文化：靜浦部落的經驗

2017年傳統領域的開端，照片人物為靜浦部落耆老mama Mayaw及他長子mama Sera。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部落位於花蓮最南端，座落

在海岸山脈與太平洋之間。

「妳感覺到什麼？」『我耳朵很痛。』「試試看捏鼻子吐

氣，或是打哈欠，反正想辦法讓你的耳朵不痛。」

永遠不要勉強自己

那時我完全不懂，只能不斷下潛去揣摩，但也無從驗證我是

何時學會，只知在我後來的下潛，耳朵就不痛了，直到2019年我

去小琉球學習自由潛水，才知道那是法蘭茲的平壓。

「你在外面學潛那麼深要做什麼？又沒有東西可以抓。」

『至少我可以救你啊！』大海能給你一切，也能奪走一切，每年

被奪走的靈魂有那麼多，大多是自不量力想要挑戰或征服海，

「永遠不要勉強自己。」這也是我老爸時常耳提面命的。

阿美族的生活哲學

萬物皆有靈是阿美的傳統信仰核心，即便現在傳統信仰式

微，但仍有遵循傳統的族人，在準備進行重要的行為之前會做

mifetir（滴酒祈禱），比方說下海或是上山。

老爸說，「如果不能持續的做，那就不要開始做。」如果做

不到敬畏的態度，不如不要做，這也是在他身上所見之敬畏萬物

的堅持。大海給你多少東西，只能接受，不能要求。

「妳手包得住的toko（月光螺）不要撿，拿妳手包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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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是很多人很小顆的也會撿啊！你不

撿其他人也會撿啊！』「小顆的跟妳一樣還是

wawa（孩子），還不能離開大海，妳不能像其

他人一樣糟糕，要學習尊重這片海，沒有的會

有的，有的會沒有的。」

總是輕描淡寫地講出阿美族的生活哲學，

讓我不斷地省思，當文化規範的約束力與當代

國家法令碰撞時，該怎麼對話？只能先檢討自

己，再想怎麼實踐了。

大海是避難所

他們在陸地上酒醉，在海底下清醒。不

是所有記憶或回憶都是美好的，很多時候，

大海成為了我們的避難所。除了生存，也是

他們逃離現實的一種方式，但一口氣的時間

能有多長，開始呼吸後也就回到現實，下海

的人都知道，即便是一群人下海，到海裡還

是只剩自己。

「為什麼阿公走路都搖搖晃晃的？」『因

為阿公酒醉啊！』「可是真耶穌不能喝酒，阿

公怎麼會酒醉？」『那可能因為他是海獵

人。』

我的外公早期跑遠洋，後期就靠潛水捕撈

維生，主要是在成功一帶抓龍蝦，但他在我國

一時過世，那時我還是個玩水的孩子，不過他

倒是教了爸爸好幾招，無形之中也交給我，後

來我才知道走路搖搖晃晃不是酒醉，而是身體

長時間與大海接觸，已習慣了流水、潮汐及雙

腳走跳在岩石的律動，那是身體記憶的表現。

2014年，我與靜浦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共

識也共事，不為什麼就是想做部落事務，這樣

傻勁與衝勁，雖然後續想法和理念不同，但都

是為了靜浦部落。「每條河流都有複雜的支流

系統，不論過程中彎彎繞繞出多少支流，最終

都會流向大海。」

2017年，在部落發起第一次傳統領域調查

及製作部落地圖，與青壯中老年一起共同協

力，最後雖然只製作部落的範圍，但也在部落

及大家心中種下了一個種子。

「傳統領域？」這是每位受訪者的疑惑，

部落沒有「領域」的概念，所以我們通常以

「範圍」來說。「為什麼要劃分？」耆老傳達

了很重要的觀念，在部落裡面，土地是共有

的，是生活範圍而已，並非我們被侷限的思考

架構。而在國家制度及資本主義的碰撞下，文

化認知已不是部落耆老的思考方式了，這樣的

斷裂就像我跟父親們的碰撞，也讓我們多了反

思。面對領域、範圍及共享的詮釋跟定義，最

初及結束都是劃分傳統領域，最終我們繪製了

部落地圖，以及共同完成部落水源地的調查。

反思：重疊的記憶

「耆老觀。」是部落青年在碰撞下給出的

用詞，是形容在田調中發現在傳統文化與語言

的薰陶下，耆老們對於世界的感知與認識的價

值觀念，而透過「耆老觀」，我們學習他們的

想法與觀念。

「一個點、一條線，形成一個面。」這是

我們在投影幕所認知的「地圖」，而耆老所認

知的是「空間」，交疊在個人或是集體的是用

他們身體所乘載的，透過3D地圖及m a m a 

Mayaw的複眼，整座山會隨著不同的路線，以

及區域與環境而有著不同的名字。這些知識與

身體時間所產生的記憶，在耆老的腦中並不是

一張平面的地圖，也不僅僅只是等高線圖，而

是因著身體感知，生活地、生動地隨著時間跟

人們的歷史推移，不斷交疊覆蓋，流動下來的

記憶資產。因此它需要持續不斷的被言說討

論，被堆疊下去。

海域不該劃分你我

「那『海域』呢？」『你有看到那條線

嗎？」mama Mayaw指著海平線說。「有

啊。」『那就是我們的海域。」再一次，打

破「範圍」的框架，意指整個太平洋都是我

們的海域，不分你我，也不該劃分你我，共

有的概念。

「傳統領域」的碰撞讓我思考了「傳統海

域」，可以建構陸地上的，那海面下的呢？我

們擁有豐富的海洋文化知識，但對於國家體制

來說，怎麼將這些轉化在當代，是一直思考的

問題，建構傳統海洋環境知識、海域管理機制

等這些目前都還是處於模糊且曖昧的。傳統海

洋知識或是保育觀念在文化的薰陶下早已成為

規範，以身體的實踐，並如何與當代對話，是

接下來的課題。

港口部落藝術家拉黑子．達立夫曾說過：

「你不一定要參與部落任何事物，但你一定要

關心它，你不在部落還在。」

最後，我的父親們在我成為海女生命中開

啟很重要的開頭，豐富童年與成長的記憶是養

成我很重要的核心價值觀，而部落給予的文化

養成是長久而且緩慢進行的，aka ca'iten to 

sowal，這一切只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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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mama Mayaw談傳統領域及傳統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