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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霧瀰漫的山村命運 

霧沿日月潭南下，散布在潭南村等待重建

的廢墟裡。全國大概有200多個命運相同的原住

民山村。潭南村民的祖先是布農族的卡社群，

原先居住在遙遠的卡社溪附近，後因日本時期

集團移住政策而被遷居至此。光復後，基督教

積極傳入，教堂取代原本會所；禮拜、球類競

賽取代了傳統祭典。地域文化嚴重流失，甚至

母語也一點一點地被淡忘。

民國55年，中研院民族所丘其謙教授曾來

這裡調查，出了一本《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

織》。34年後，因為921地震，我們後輩終於翻

出這本泛黃冷門但內容豐厚紮實的文獻，企圖

在震後重建時填補這段歷史斷層。

村民參與工程 認真工作的最有魅力

潭南村，這個布農族卡社群最後的據點，

遷居到這裡以後就從未使用傳統石板當建築材

料。因921的因緣潭南村民從故居遺址附近採石

礦運來一卡車的板岩，自己動手去切割與砌築

臨時天主教聖堂的牆面。慢慢從錯誤的經驗中

調整，有時接受我們外來專業團隊的建議，有

時到鄰村地利雙龍觀摩。到了建造由獅子會捐

贈的布農文化會館時，工具與技術都已改善與

精進。

村民動手重建的氛圍，讓「認真工作的人

最帥、最有魅力」的價值觀感染了全村；良性

的運作與品管模式經過一年來的座談協調、折

衝制衡等，慢慢形成。擴大各種參與的界面、

關心公眾事務就是社區營造的基礎，孩子們圍

在認真工作的父兄身邊，即使只是幫忙撿拾石

片，也是最好的學習。

省思學校本質 打造社區的學習樞紐

學校是由適合學習的空間所構成的環境。

那麼，我們究竟要讓孩子領悟什麼？學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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溽暑中，村民以布農歌舞儀式，迎接潭南國小的重建動土典禮。營造廠也已進行了初步的當地工

種及人力調查，細部設計、材料搭接、參與式軟體計畫等皆在持續進行中。等中秋一過，雨季不

再，地層土質安定下來之後就動工。（200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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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或能力？南投縣信義鄉潭南國小的災後重

建，讓我們重新思考了「學校」的本質，並從

整個村落的環境來定義學校空間的角色。構築

好的學習成長空間，就是要增加部落永續的競

爭力。當一位年輕家長在潭南村重建說明會上

說出「孩子是我們的希望！」時，我們這些不

遠千里而來的專業團隊終於看到了希望工程的

火花。

我們在重建學校的同時，其實也在重建思

惟、重建資源的網絡、重建孩子們對於未來生

涯的期許與發願的勇氣。認清「知識」是一種

力量，學習是上天賦予我們生存的本能，不能

浪費而且要隨時隨地促發它的運轉。所以，打

造潭南村的學習樞紐，就是我們寄予校舍重建

的高標準。

在這裡，我們要讓孩子們認識與尊重自己

的文化與環境，再與友好的外人交流不同的資

訊與經驗。每個孩子都要接受以及清楚知道自

己的優勝劣敗與處境、如何去適應外界的複雜

與面對各種挑戰，並且知道無論如何「家鄉」

會永遠張臂歡迎旅人的歸來。

學校設計說明 

布農族的居地海拔是台灣原住民各族之

冠。山坡地基切割可建平面多為平行狹長，房

重建布農小學的過程與初衷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國小的災後重建，讓我們重新思考了「學

校」的本質，並從整個村落的環境來定義學校空間的角色。構

築好的學習成長空間，就是要增加部落永續的競爭力。

用比較大比例的模型，才能檢討構造的細部與效果，也方便與認養單位、

主管單位、村民、校方、規劃單位、專家學者參與設計。

剖面說明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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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常建在陡坡且鬆軟的駁坎上。因此，在設計

時，除了回歸布農族尋根的想法之外，還需考

量駁坎過高的危險性，並設法紓解基地太小、

空間不夠的窘境。例如為了部落盛事——村

運，讓跑道環繞主體建物以克服平地不足的設

計，可能是台灣校園建築的首例。

學校設計是由最簡單的布農家屋原型發

展的平面架構，小米倉的神聖位置則轉換成

知識的穀倉「圖書館」。另為了減緩土壓，

將一些空間如音樂教室、電腦教室、餐廳等

空間，半埋入過高的擋土駁嵌中，也讓學校

右側有了豐富的表情，成為另一個潭南村的

入口印象。

我們在二樓架起一個布農少年的學習會

所，讓孩子優游成長。地面層有許多半戶外的

平台空間可供展演、舉行祭典，並且有部落傳

統工藝與文化相關的開放式教學資源教室。

屋頂及外掛廊道構造等，用六十分之一

較大的模型，才能表現鋼骨、鐵件、木材、

竹材、石板等各種材料的結合細部，既經

濟、易施作，又兼具布農之美的設計。整個

設計領域清楚，但是界面很有彈性。而部分

的工程項目由村民自己動手，把部落重建過

程也轉化成文化重塑的動力與契機。

在地野生的最美

我堅信在地野生的最美，因此在遠東獎的

評選過程我們整理潭南國小的建築規劃具有以

下幾點特色：

（一）潭南是獨一無二的，潭南希望持續發展

屬於這裡的、經濟的、簡樸的、恰如其

分的布農美學。我們不要移植外來品

種，不從國外建築雜誌裡找細部；而是

從大自然的紋理中、從祖先簡易的搭接

工法中，尋找到樸拙但堅固的經驗值。

（二）讓校園的空間與工法素材，成為村落重

建的一個重要示範。所以選擇與當地紋

理相融合的材料，與習慣性使用的簡易

工種技術。

（三）讓校園成為村民認同、自豪的社區學習

樞紐。開放染織工坊、部落教室、電腦

教室、圖書館、活動中心等空間，激發

家長參與護衛文化的承傳，積極進行產

業振興工作。

（四）節能、中水、防災、綠建築、原生植

我們企圖要再跨越、提升空間與活動之間的對應、布農美學層

次的考量、更精準的文化辨識等；我們不要圖騰劃一、觀光迎

合的形式。

由於每年村運是部落的重要活動，需要一座環狀跑道；在平坦土

地不足的情況下，跑道環繞主體建物的設計便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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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優良環保觀念的實踐。

（五）從先天困難的條件中，創發空間特色。

雖然基地四周切削，且面積3240平方公

尺僅為教育部規定山村小校的三分之

一；但我們將四周山林視野引入，並且

用上下挑空的穿越空間、多層次的穿透

方式，創造豐富空間體驗及角落。

（六）師法布農家屋平面的三分軸線，但對稱

中又有些破格；堅持圖書館一定要位於

傳統小米倉神聖位置的重要文化意涵。

（七）除了表現材料本色外，色彩也是取法大

自然的。樹幹的古典褐、小米的黃、炮

仗紅的橙；讓灰黑及石板屋活潑愉悅，

但不失布農風貌及美感。

（八）以現代的建材詮釋傳統石板屋頂。屋頂

將T型鋼板、橫茸紋型、霧面耐力板天窗

及露台水平切割後，有了化沈重為輕快

的韻律。

（九）理性中的一點浪漫。裝飾一些孩子夢想

中可以飛的風箏與帆。

看見霧裡的那道曙光

讓潭南國小成為潭南村的地標，也是村民

認同與參與的重要場景。這裡是「緊湊的」、

「有秩序的」、「有效率的」進入群體社會前

的學習機構──部落少年會所。具有重建口傳

歷史、舉行傳統祭典、尋根溯源、推行母語、

承傳技藝等活動的功能。

在浩然基金會的認養重建與支持下，我

們再跨越、提升空間與活動之間的對應、布

農美學層次的考量、更精準的文化辨識等；

我們不要圖騰劃一、觀光迎合的形式。知識

分子有責任傳達轉換非口號、非商業扭曲的

正確訊息給大眾，這才是尊重不同文化應有

的態度。

如果有80個布農小孩、就有80個布農的

未來與希望！我們彷彿隱約看見霧裡的那道

曙光！

姜樂靜

台中人。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

碩士，開業建築師。大學一年

級暑假至曲冰部落參與傳教服

務，與布農族人結緣；20年後

義無反顧地設計布農族潭南國

小，並因此獲得第三屆遠東建

築獎「921校園重建特別獎」首

獎。多年關注原住民建築課

題，作品以原住民部落的學校建築與教堂為主。碩士論文

〈反芻與絮叨──潭南國小重建始末與設計解析〉獲中華

民國建築研究學會「舜耕學校建築學術研究獎助基金」。

2009年獲第九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規劃設計貢獻獎。

因熱愛文化藝術，也參與許多公共藝術或相關創作活動。

重建布農小學的過程與初衷

節能、中水、防災、綠建築、原生植物等，皆為優良環保觀念

的實踐。

（攝影︱汪德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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