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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不斷地釐清究竟這是「誰」的問題？我發

現大學的諸般計畫到頭來都是在解決大學計畫

自己需要結案的現實問題，而不是在解決部落

迫切的問題。這樣子，就算是大學進場了，計

畫結束了，部落的問題依然還是存在，並沒有

獲得真正的解決。所以花時間去發掘部落真正

的問題，這件事至關重要。因此，了解部落的

社會與環境處境便成了大學執行相關計畫的重

要切入點。就是要「蹲點」，而且必須做長期

的打算。

發展一套「走動式工作坊」

「小米方舟」的行動，除了以上簡述十幾

年在部落與族人互動的關係之外，在帶領大學

師生進入部落的過程中，特別強調認識部落文

化與建立夥伴關係的重要性。相較之下，並不

強調要馬上去解決部落的問題，我們相信一旦

有深入的互動與認識，那些重要的問題會逐漸

地一一浮現。所以，我們發展了一個「走動式

工作坊（walking workshop）」的方法，來幫助

我們進入到部落的情境。這個方法是我與原民

夥伴在多次參與到國際的生態農夫聯盟集會中

所學到的一種對原民文化與知識交流的友善討

論方式。它的操作是強調走動在事件的場域

中，由在地居民親自導引外來者在他們的生活

場域中認識他們的日常生活與觀念作息，並且

闡釋他們所遭遇的困境等，並且藉由共同討論

與分享的方式交流經驗。在多次的討論現場

中，我發現到與會者的眼神發亮且熱烈參與的

程度超過以往在會議室的情況。我也發現，在

地的導覽者因為站在自己熟悉的場域，也較能

自在地講述他們的生命經驗與實際遭遇，這是

一個比較貼近身體經驗的知識分享方式，於是

我便廣泛地運用在大學的課程中，以此作為認

識與建立部落夥伴關係的媒介。再強調一次，

彼此認識在先，問題解決在後。

「小米方舟」體驗教室（ht tps://www.

milletark.com/），是我們試圖帶領學生進入到

「小米方舟」實踐場域的走動式工作坊。在這

個體驗教室的網頁中，我們區別了幾個項目，

分別是：體驗、行程、教學與紀實。體驗帶來

在
講求研究至上的大學氛圍中，大學的專業課程

究竟跟社會現實的處境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不可諱言，近年來教育

部或是科技部的計畫資源分配，對於大學應該承擔一

定程度的社會責任有顯著的投入，所以舉凡大學的

「社會參與」、「公民素養」、「人文創新」、「社

會實踐」、「地方創生」與「社會責任」的名稱比比

皆是。作為一個大學教師，本文將介紹我與泰雅原住

民部落族人合作推動的「小米方舟」行動。這是一個

從生態人文的角度切入，強調友善土地環境、復振在

地文化與團結小農經濟的大學—部落社會行動。

部落自主經濟的重要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行動其實是醞釀了

十幾年的時間所產生的結果，且並非是一、兩個短期

的政府計畫便能夠促成的。在一個長期與部落族人互

動的過程中，彼此的認識、文化的交流、共識的凝

聚，以及信任的建立，成為一起投入到這個工作的關

鍵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起投入過去的馬告國

家公園共管的議題、司馬庫斯櫸木事件關於傳統領域

的爭論、國際生態農夫網絡的結盟等事

件，從中深刻地體會到如果沒有一個強韌

的部落自主經濟來支撐族人的生計，以上

投入的土地文化與政治的願景幾乎都很難

有實現的基礎。換句話說，經濟的自主是

重要的關鍵。但這樣的目標，主要是部落

自己的事，為什麼需要大學的參與呢？大

學又能夠做什麼呢？以下是我的一些經驗

反省。

了解部落真正的需要

任何的社會實踐工作，一定必須找

到非得去做的理由，而這些理由往往都

是為了解決面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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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方舟」，作為大學社會實踐課程的一環

前進新竹尖石鄉田埔部落體驗黑柿番茄分級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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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帶來反思以發現問題

在「體驗」的部分，我們協助泰雅夥伴們

建立了兩個場域教室：煤源教室與田埔教室，

分屬新竹尖石鄉的前山與後山部落。在兩個教

室中，我們透過實際參與的方式介紹「小米方

舟」夥伴傻瓜農夫Syat Tali的自然農法以及小米

媽媽Pagung Tomi的泰雅小米復育行動。在這些

網頁中，有許多學生親自的體驗與文字分享，

充分地表達出他們自己身體體驗之後的感想以

及對於部落的認識，當然也有許多深刻的反

思，這些反思都將成為日後找到部落真正問題

的線索。

行程走向深度走讀與旅行

在「行程」的部分，「小米方舟」團隊也

在認真地思考是否這些深度的課程內容可以逐

漸轉化為深度的走讀與旅行。於是，開始規劃

有一日、二日與三日的行程，將進入到尖石鄉

的兩個部落教室的過程中，串成不同的參訪行

旅，例如在到達教室之前，我們會經過泰雅文

物館、滿富精緻文化雕塑的大橋、制高點可以

眺望泰雅地景以及具有紀念性的和解廣場等。

這些公共據點與教室的連結，透過深度的解說

與風景的瀏覽，自然可以帶出一整套對於泰雅

文化的深度認識。相較之下，目前進入到這個

地區的旅遊行程都僅是非常目的性地直達司馬

庫斯與鎮西堡的櫻花林與巨木森林，而忽略了

原來在此趟路程中還好多泰雅文化與故事可以

認識。

透過走讀與在地做連結

在「教學」的部分，小米方舟逐漸發展出

一些客製化且主題性的走讀內容，例如在國際

南島課程的教學中，我們重新凝聚過去十幾年

接待國際友人到尖石鄉的互動經驗，並且以地

點走讀的方式來介紹不同的國際友人如何與部

落族人建立關係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又發生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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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有趣的故事與連結的行動。我們製作了具

有Wiki的點擊效果的關鍵字超連結，將過去累

積相關的影音資料放在此一走讀行程當中，於

是走讀者一方面可以自己領略在地文化的內

容，也可以連結自己與國際友人的經驗，並且

深化與豐富這個地方的社會意涵。又，例如關

鍵字的教學是針對環境與醫學相關背景的學

生，透過走讀的過程如何去思索像是環境、生

態、健康與療癒等字詞的內涵，並且與在地的

案例經驗做連結。

透過網路的分享與反思

最後，在「紀實」的部分，就是留下走讀

者對於部落族人所經營的教室以及所走動的路

程所做的反思，經過他們的同意之後留在網路

上的分享文字與照片。

在這些具有反思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深度

地感受到學生對於在地的認識與建立起初步的

連結關係。這是一種地景記憶，也是一種身體

記憶，是真正參與其中所得到具有整全觀的感

性與理性認識，透過網頁的呈現也可以讓更多

人認識到小米方舟教室所著重的內涵與精神。

小米方舟，是大學社會實踐工作與部落結

合的一種嘗試，我們並不急著馬上解決部落的

問題，反而我們著力於建立一種部落與大學的

合作與信任關係，透過走動式工作坊像滾雪球

一樣，日復一日地滾動，我們相信在這種行動

的過程中會逐漸找到解決問題的道路，但更重

要的是連結到在此過程中的合作夥伴，包括在

部落的族人以及在大學內的師生。   

林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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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方舟」，作為大學社會實踐課程的一環

新竹尖石鄉部落媽媽

菜之野菜食體驗。

進入尖石鄉的兩個部落教室時會經過滿富精緻文化雕塑的大橋。 透過錦屏大橋導覽解說來認識泰雅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