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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ing是鋼骨結構師傅，他焊過淡水

的核能廠，也會做民宿的空中

旋轉樓梯，曾在西部擔任工頭，風光一時。但在經融

風暴後典當所有，回到部落過退休生活。22歲的小弟
Peydang跟著他的師父，也是他的爸爸Haning學習鋼鐵
接焊等技術以及工程包工，他下定決心跟著他爸學技

術。但是他媽媽說：「那不是都是老人在做的嗎？他

那麼年輕，薪水不穩定怎麼辦？」部落另外一頭的

Mimi，聽說過去希望推木工，但是找不到年輕人要
學。就像加灣部落有很多的工藝師父，經驗練就一身

技能，但是無法往下個世代推去，因為沒有人可以保

證有穩定的經濟收入。

學技術技能，但是也要能夠生活
其實，我們都知道學習這些很重要，但總是在

經濟的考量之下，被迫選擇脫離部落的生活環境，

出去找份穩定薪水的工作，男生當兵、女生當護

士，會讀書的就考公職，這樣的未來道路似乎變成

唯一的保障。為甚麼學習這些具有技術的職業，工

作會沒有保障呢？

Haning的技術，連有執照的技師都望塵莫及，
甚至不少人拜託他做工程的「收尾」，但因為沒有

執照，他只能在漢人

底下做事，或者接零

碎的工程。其實部落

很缺技術人員。許多

政府的委託案，比方

原鄉長期照顧服務的

無障礙環境修繕工

程、原民會服務單位

的辦公空間修繕、偏

鄉偏遠地區的馬桶修

繕等等，都有工程的需求；但因部落師傅「無

法開具公司發票」就無法承接，可以開具發票

的工程公司幾乎都是在都市的漢人公司，偏偏

他們又很不願意接原鄉的小工程計畫。因為一

是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二是小於50萬的工程都
算金額太小不符合人力成本；三是原鄉的建築

結構特殊，以長照的居家空間修繕為例，部落

很多家庭都不符合無障礙環境，各種修繕都有

規定的標準。比方加裝扶手的馬桶，不能倚靠

部落房屋結構常有的空心磚頭牆、工寮的鐵皮

屋、隔間木板牆等等，所以即便漢人工程師傅

來到部落，也會無所適從。這就造成部落很奇

特的現象，明明部落有需求方，也有供給方，

但是卻無法打通部落內需市場。

鄉公所曾經也有開辦過修繕技術師的培訓

課程，以培力部落的技師資格，但後來因長照

中心的修繕團體介入「提醒」，後來就沒有再

繼續了。我的同事在經歷了一場「承接原民會

服務需加裝冷氣事件」後，我們總算是明白為

什麼了。原民會規定需要找原住民族主管的工

程公司，符合條件資格的不多，打電話過去，

他們都很委婉的拒絕，說他們不能承接，弄到

後面才了解，原來水電工程產業界是有領域性

的。以花蓮縣為例，通常政府委外的工程會有

某一間老大工程公司承接，如果沒有經過他

們，其他的小公司是不敢肆意的承接。所以小

公司會問我們：「你們有打電話問過老大公司

了嗎？」老大公司如果沒有辦法承接，他會另

外指派，或者被允許可以找其他家。所以原鄉

部落想要獨自創立技師工程公司，是踩了線，

會被產業界以及法律規範給綁住，導致在部落

的工程，懸置在人家願不願意來這件事上。

文化變成計畫性的導向——關於竹屋
另一天，跟著長輩在談，想要有一個空間

練習以物換物、或者有個平台生產提供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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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農業工具。

太魯閣族鋼鐵焊接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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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部落內部市場的需求其實很大，而且

永續的。我也覺得部落要有更多從事生產的

人，我們剝離了太多學習生產的技術技能，

原本我們的生活就是自給自足，食衣住行育

樂，但是因著日據時期以及國民時期，剝離

了太多原本的技能技術。阿嬤總說：「我們

就是太魯閣族，我們擁有的資產就是別人沒

有而且不會的，但是你不走這條路，卻去學

習漢人的東西，還要去跟他們競爭，絕對是

贏不了他們的。」這句話多麼有智慧，政府

出了很多的政策，無非就是要逼走原本在部

落生活的人，進入到他們的勞工系統／市

場，要人變成工蟻一樣，習慣那些被勞役的

過程，然後給你一點甜頭卻跟你要回更多。

比方給你23K，卻要回你更多的賦稅、土地、
自由以及尊嚴；比方鼓勵你從事有機農業，

卻要你貸款買更多更昂貴的機具、有機認

證、有機資材。回到根本，為什麼我們被迫

要捲入這樣的勞役？暫不討論土地這根源的

議題，我們就現況來說，如果可以，是否可

能降低多貨幣的需求以及慾望？從事生產，

學習如何搭建建築物、學習如何織自己的衣

服、學習種植自己吃的東西、學習生產自己

要用的農業機具，如果我們部落有更多的人

學會如何製作鋤頭，如何製作挖土機的刀

片，他可以提供多少部落的人家？其實很

多，但是我們都跳過了這些生產，向外面的

商販購買，然後把自己陷入一種困境。如果

我們有更多從事生產的人，該有多美好。

我看過很多的作品，竹屋、織品、陷

阱、籠子等等傳統技藝的東西，擺放著提供

觀賞用，提供外來的觀光客買賣，最貼近的

例子就是我們自己的族服，變成觀光用，沒

事穿上它，人家就會問你是不是要去表演？

如果我們織布作為自己生活就可以使用的衣

材，是不是可以讓族服生活化？讓他變得具

有實用性。光是衣服這件事情，如果不擺放

在觀光的位置，是否可以延伸並創造出更多

的可能？可以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我用

幫忙蓋你家的房子，換取你的織布。如果我

們都做到了，那麼我們可否將生活的控制與

慾望降到最低？所以，學習要能夠生活化，

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也打開自己的內部市

場，讓部落有更多從事生產的人，做部落的

人。我想，這就是我在學習也想要做的事情

吧。

於是我們討論到要蓋

個竹屋，長輩第一個

印象就是要有計畫，

跟上面申請錢下來，

找工人蓋竹屋，買完

材料蓋一蓋很快，然

後就可以用那個空間

做什麼什麼。是的，

這樣做的確很快，但

是工法若沒有留下，

建築物只會是一個空

殼的物品存在，沒有

意義。

我印象中在南投

地區有長輩用wahel（藤）蓋了倉庫以及竹
屋，工法極為傳統，竹子與竹子之間沒有空

隙，堅固的矗立在那裡。跟工的青年反映，因

為工很細，來不及跟上師傅的腳步去學習，只

能站在旁邊幫忙運送東西。如果可以，我覺得

可以嘗試學習，將技術留下來。因為用釘子釘

的，一場颱風就會解體崩壞；用wahel綁的，
可能還直挺挺著。所以工法必須留下在當地人

的身上，才有延續發展的可能。如果人都會了

工法，建築物即便今天損壞了，還有人懂得修

復。我的部落有個竹園平台，是某慈善團體，

想要建造具有原住民族特色的空間，於是結合

部落的協會共同建造，但該團體用自己的想

法，籌劃內部的規範規則以及運作，一方面呼

喊有助於提升部落就業的口號，二方面把該團

體的能見度與勢力，運作在竹園的空間上面。

結論是四年過去了，竹園早已變成廢墟。

所有的事情一定不能「快」，也需要更

多的「討論」。我們太魯閣族，就是各自意

見最多，每個人都想要主導，所以事情很不

好做。但是我覺得這也是目前很珍貴的地

方，因為意見很多，所以豐富多元，所以不

可能「統一」、「統合」，但是仍然可以談

合作，只是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做共議討論，

而不是一元當頭，或是外來的模式作業、或

是外來資源霸權，下場會是無疾而終。

生活就是這一些的「生產」概念
那麼，部落的生活技能與技術，究竟如

何可以接軌社會經濟？如何創造自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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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農業蔬菜種植。太魯閣族家庭手傳統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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