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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
的原住民部落，得天獨厚，多位於深

山中或山腳下，與平地保持至少一個

雙線道的距離。沒有過多的觀光、沒有原漢混

居，保有部落文化的純粹樣貌，維持著族群原有

的文化祭儀與生活模式，純粹而簡單。但這樣的

美好與單純，因著貨幣與資本主義的影響，日漸

將我們以關係交換為主體的社會模式逐漸壓縮。

所以我們想像，如果能架起現代與傳統、務實與

感性的橋樑，將危機看清楚，就都成為了聚合的

契機，也是回家的路線。

讓文化被需要、讓經濟被飽足、讓族人可以回家
想維持部落生活樣貌的元素，需要滿足

三件事：「生活」、「文化」、「產業（工

作）」。所以我們決定，以開展長照服務工作

為出發！也讓旅外的族人，尤其是青年世代，

能學以致用。將傳統文化的精髓與現代知識融

合，堅守不改變文化的本質底線；用方式，讓

文化可以友善的被需要，進而發揚，並透過被

體現的文化，得以傳承。

在部落，你／妳是誰，很重要！關係著

我們與土地的連結，以及返鄉需要滿足的三大

要素：「工作」、「認同感」與「人際關

係」。而穿梭於兩個世界的都市、部落原住

民，各有不同經驗、能力與發展路線，透過定

位與發揮每個人的角色，整合社群

的中介需求，團結的合作共享經

濟，就是我們回應部落的方式。

瑪恰屋長照合作社
我們將長照服務，作為更大基

礎的核心。我們認為服務與關係的

輸送不僅只在單件事務上，深刻擺

脫專業學科以單一要素看待全面的

狀態；將事物解構，思考與多領域

的互動關係之後，聚合、串聯，讓

部落成為一個可以工作、可以生

活、可以文化的一個綿密綜合場

域。

瑪恰屋合作社自108年起提供
居家長照服務。而在原鄉提供照顧

的我們，必須思考務實且有助整體

推進的方法。因為目前原住民族文

化長照政策，正處於倡議與立法階

段，同時距離遠、地域性明顯、文

化差異等，都跟主流居家服務的發

展方針迥異，所以我們回頭思考，

在不違反現行法規的狀態下，發展

屬於我們的地域性照顧。

首先，我們開始逐步調整各項

服務的內涵，把原有的陪同看電

視、閱讀報紙、下象棋，回歸為共

同處理農作物、刺繡、文化故事這

樣的部落日常。另一方面，我們也

將身為服務提供者的長照人員、同時也是正想

學習文化的部落青年，及需要長照服務同時想

要傳承文化的長輩，融合成同一個機轉，並且

讓這件事情發生在部落的照顧服務環境裡面，

成為雙向共好的循環。

其次，瑪恰屋合作社於111年開設第二項
服務，營養餐飲服務（長照送餐服務）。起初我

們想解決原鄉沒有在地自營的長照

中央廚房，以及近便的均衡現煮營

養餐食。在此同時，我們也將未來

可擴及到的產業區塊、文化深耕、

跨域合作做為發想基礎，掌握好以

「匯集」為主要的觸及框架，逐步

優化與擴展推動。我們透過「食」

文化課程的方式，學習從田野到餐

桌的技法，將原本以中式餐點為主

的長照便當，加入排灣族、魯凱族

的常用料理素材與製作方式，將文

化餐食成為日常，讓文化成為生

活，更延伸到農田生活的復振；創

造需求，供給端也就有了發展的可

能。

在部落文化行為中，許多的歌

謠、祭儀、行為，其實與「農」綁

在一起，諸如下聘儀式的傳統作

物、祭儀需要的小米酒、各種讚頌

山林的歌謠，都需要農田環境與作

物參與，來完整我們的文化。延伸

至意義層面上面來說，農作物對於

原住民不僅是食物，更是完整我們

文化續存的重要素材。

綜整上述的發展脈絡，瑪恰屋

合作社在發想、推動這些事情的背

後，包含複合性的功能與效果外，

透過能夠讓大多數人都可以參與的

長照服務工作做為起頭，延伸擴及

至其他不同產業與文化的接壤。我們透過持續

創建可擴展的匯集點，多面向的聚合與發展合

作的可能，務實的滿足了經濟面的穩定成長，

在非營利的文化與地方發展面，也透過跨領域

的結合，形成一套屬於屏東原鄉的團結經濟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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