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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助合作是祖先留下的永續共好文化價

值」。然而，當代原住民隨著現代化政策

發展，處在強調快速、市場經濟導向的社會裡，正面

臨著環境與社會變遷，部落價值正逐步消逝當中。98
年莫拉克颱風後，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排灣族人被安

置至新埤鄉萬隆農場的新來義永久屋，一個離原居地

距離二十分鐘車程的新家園。我們離開原本生活一世

代的土地，住進一個「家屋」，加速部落文化的斷

層，族人越來越遠離土地農作，傳統食農文化、部落

農作知識正在流失。

為改變此一現狀，「部落蔬店」從團結經濟的概

念及組織運作經驗，回到原居地「共耕共工」，利用

原本有的部落運作模式，緩慢而美麗地進行我們在原

鄉的團結合作，成立「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部落發展

協會」，把人種回部落。透過各式互動分享在地知

識，並視部落環境條件發展，自然而然地運作部落機

制，試著一步步長出部落樣子。「部落蔬店」還在進

行式，稱不上部落另類發展形式，亦不足以作為典

範，但15年來辛苦又甜蜜的經驗告訴我們「團結自
主」是可以面對環境與社會變遷的挑戰，不是輕易地

學習各種營利模式，我們就是我們，是一起一起才更

有力量。

回家：把族人種回部落
 98年莫拉克颱風肆

虐重創南臺灣，當時的

來義鄉有三個部落（來

義、義林小丹林、中丹

林等）因劃設為安全堪

慮地區，將居民安置在

新來義永久屋，因抽籤

制度分配永久屋，導致

同一個家族成員被迫四

散園區，忽略排灣族係以家族為單位的家屋

名制，沒有考慮族群文化的差異性，狹隘的

劃分讓我們的生活、傳統文化甚至經濟受到

諸多限制、面臨到社會關係疏遠的問題。我

們住進永久屋的第三年，一些部落族人紛紛

表示想回到原居地生活，當時土地現況雖有

流失但尚算完整，仍可以進行農耕工作。

一位即將退休的公務人員又是受災戶

Gaku ama（協會前任理事長），看見自己的
部落人心惶惶，「來這裡第三年，我們都很

想回去山上」。大家都想回山上耕作，走訪

幾個家族後，Gaku回憶起把大家聚在一起聊
天，「將心裡的話講出來，大家說我們有分

享的傳統，我們應該要把這個精神拿來合

作？」101年成立「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部落
發展協會」，凝聚回家種部落的共識。起

初，成員們幾乎大半輩子都是北上綁鐵勞工

起家，莫拉克颱風過後才回鄉務農的長者

們，大都彼此觀望著，面臨到沒有資源在原

居地一起共耕共工，推動起來步步艱辛。

Gaku 理事長說決定要把部落族人種回部落的
想法，紛紛走訪找族人夥伴，尋求計畫資源

挹注。104年以協會名義申請「原住民族部落
活力計畫」找有共識的族人一起用傳統農法

種植傳統作物，並在原居地義林村開設部落

蔬店的前身「部落農夫小舖」試圖重建部落

產業，把吃不完的食材銷售出去。漸漸地部

落畸零地上，構出混生作物的田園風景，勾

起族人童年記憶，也從種植傳統作物的過程

中，小農們獲得認同，「 種小米、芋頭和地
瓜，我們的感情就回來了」！

過去，地方政府運作產業的推動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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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各種農知識的交流互動頻繁，讓蔬店角色功

能已不再只是銷售端，而是自然地成為一個感

情交流聊天空間、農作知識傳達、店裡店外的

各種連結，更是扮演著成為排灣食農文化教育

場域，將排灣文化傳達既廣又深，觸及至各種

網絡裡。108 年正式改名為「部落蔬店」，實
際面對消費者，以聊天形式宣傳理念，「客人

看到部落食材不會煮，店長告訴客人怎麼煮，

不強迫選購，而是交朋友心態，讓他們認識這

裡」，進而了解傳統農耕的重要性。 當理念廣
為傳遞，就會讓農產得以被看見，產生購買的

機會。經營至今幸運地 形成各種夥伴關係，也
引起鄰近聚落開始販售起農產，加入傳統農

耕，團結合 作的方式開始發酵，我們更有自信
開啟各種可能，將有更多作物與耕作方法被 保
存下來。

一起一起守護土地和文化
近年來，想多部落發展案例顯示，我們仍

處在不利結構的位置，但我們依然會用不同方

式，轉譯文化價值想找回

主權，甚至運用部落關係

產生經濟現象，雖經濟產

值不大卻夠用，但也能讓

文化延續，形成部落的另

類發展。我們也想清楚知

道，若要回到「傳統」似

乎不太可能，更不可能將

其複製至今日。而「傳承

部落文化」也不是簡化到

保存傳統，它是過山至今

的經驗，是隨著時空環境

而變化，試想應該是在當

代的我們要如何山詮釋

它，適應現在。 新來義部落發展協會的「部落
蔬店」，正建立著互助合作、小規模的經濟模 
式，連結各種人們、組織等構出一個信任網絡

關係，讓傳統農耕在現代生活裡找到平衡，「 
讓傳統作物成為多種食材，以不同形式被料理

著，我們可以持續地栽種、延續部落互助照顧

的精神」，一起一起守護部落土地和文化，團

結自主面對我們所處的環境和社會，共同為未

來原住民部落的可持續性發展而努力，讓更多

人重視並參與這一過程。

總以單一作物且收成

量多寡來迎合市場的

輔導模式，例如原鄉

各部落廣種單一作物

紅藜，導致市場飽和

而滯銷，造成部落小

農以低價售出盤商，

不只紅藜種植問題，

更產生銷售上的不穩

定。所以，莫拉克颱

風後這幾年來在推動部落產業時，我們很清楚

知道自己部落的土地環境條件不是契作型態，

加上我們嚮往過去部落傳統農耕生活，希望透

過回家種部落的共識行動，從「共耕共工」作

為凝聚的開始，以祖先教導我們的部落農耕知

識為原則，融合現代農耕技術，將代代保存的

種子種回部落土地，依循節氣自然共生，提供

我們生活裡食用所需，有多餘的食材就分享。

「不和小農簽約，想自己販售或送哪裡都

可以」，以過去的部落信任機制建立信任關

係，讓地產地銷更顯得具有意義且自主。所

以，我們常見週日上完教會後，農友們就會聚

集蔬店，坐下來喝東西聊天關懷彼此。回到原

鄉從事傳統農耕、販售農產充滿挑戰，但只要

持續運作部落互助和共享等原本的傳統機制，

將人們連結起來，重視腳下土地，共同面對部

落農業所面臨的各類問題，抑或能解決市場機

制的各種形式所帶來的壓迫，目前新來義部落

發展協會的「部落蔬店」仍在進行式。

合作：我們的第一間部落蔬店 
103年在義林村原居地成立「部落農夫小

舖」，販售排灣傳統雜糧作物小米、樹豆、山

芋及一般蔬果等，小小一家店在一個部落外的

轉角，是各部落交通網絡上的重要節點，過去

族人會在此停留休息、分享農貨。至今成立10
年，我們合作農戶已達20戶，帶給小農長們穩
定的收入，並持續進行著。過去傳統和現代技

術的不同種植經驗，讓以前自給自足的部落農

田，漸漸地變成可販售傳統農作物的產地，也

發現文化邏輯常透過農作或農產交易，轉譯在

蔬店及農田裡，同時也產生了社會性。透過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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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人，排灣

族。1977年生。國立屏東大學社
會發展系研究所碩士。現任屏東

縣來義鄉公所行政課課長，曾任

來義鄉新來義部落發展協會理

事、牡丹鄉公所農業觀光課課

員。目前除了在公部門工作，還持續書寫記錄地方人

文，並參與編輯《來義鄉刊》、《ari e’sai!一起來煮
飯》及來義系歌謠等刊物、專書及音樂專輯出版，實際

參與部落農業推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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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蔬店門口。 和芋頭小農一起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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