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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建立由在地人用運在地知識建立的

在地管理系統。」短短一句話是我們團隊最大的目

標。

「山」與「海」的資源治理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氣候變遷等社會與自然環

境快速變化影響，國際上對自然資源的治理方式越

發重視。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證實，在地社區長

期使用自然資源的方式，是更加永續並具有面對變

遷的韌性，而全球對於自然資源的治理，也由過去

由上而下的方式，逐漸走向由在地主導的策略

（如：ICCA，Indigenous and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原住民與社區保護區）。
台灣面對自然資源管理的議題也跟著潮流開始出

現變化，從早期的「里山倡議」，直至後來的「自然

人文景觀區」設置，以及「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畫」

的 執 行 ， 在 政 策 上 更 加 重 視 權 益 相 關 人

（stakeholder）以及在地社區的參與，甚至邁向將由
地方主導的管理。2022年開始，國科會推動「原住民
族社會科技永續發展平台」計畫，目的在於與社會對

話，並提出數個原民社會重要發展先導議題，擬定出

解決對策，「資源共管」即為當中重要的議題之一，

其他先導議題還包含「團結經濟」、「食農教育」、

「坡地利用」、「法律規範」等。在「資源共管」議

題上，我們開始集結東華大學、東海大學、台灣野生

動物學會等生態相關專家學者，以及花蓮縣原住民族

野菜學校、花蓮縣山海族群狩獵自主管理獵人協會、

花蓮縣加里洞農業觀光人文交流協會等組織，與在地

各部落族人共同組成團隊。

花蓮擁有豐富的人文與自然資源，多元的族群與

變化多端的自然風景，造就此處豐饒物產與蓬勃的觀

光產業，山、海的自然資源是花蓮最大的特色。因此

我們選擇在光復鄉太巴塱地區直至豐濱鄉的連續海岸

山脈以及豐濱鄉的石梯坪進行「山」與「海」的資源

治理計畫規劃，分別設置森林監測樣區與潮間帶藻類

監測樣區。該地森林山脈歷經林務局（現林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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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與海的共管願景：傳統知識與現代知識對話的探索之路

中華紙漿、農牧等利

用，過去的使用痕跡

遍佈該區域，目前仍

有部分地區被在地居

民使用。豐濱沿岸的

海岸潮間帶至今依舊

有頻繁的採集、漁獵

活動，石梯坪風景區因奇特的地形地貌，也是

當地重要的觀光資源，每逢假日人滿為患。這

個區域人文薈萃，像是光復就有馬太鞍部落

（Fata'an）與太巴塱部落（Tafalong）兩大歷史
悠久的傳統大部落；而豐濱地區的貓公部落

（Fakong）、港口部落（Makotaay）、新社部
落（Paterungan）等也依舊保存了正統的祭儀與
族群文化，是阿美族、布農族、噶瑪蘭族和撒

奇萊雅族共同生活的場域，擁有豐厚原民文化

底蘊。我們希望能夠讓該地原住民的傳統知識

與現代知識相互對話，並找出適時適地的治理

方式，交由在地部落與相關單位共同應用。

嘗試實踐不同知識間的對話
說起來很容易，但要如何實際使傳統知

識與現代知識進行對話？在初期收集資料的

階段，發現無論是山林還是海岸，資源的相

關基礎資料都十分缺乏，我們無法得知該地

的植群、藻類等實際種類，也不清楚在地族

人利用哪些資源以及如何使用這些資源，由

資源管理的角度切入，這些都是需要知曉的

重要資訊。因此我們認為應該要先從取得這

些基礎資料著手。於是開始透過學術團隊與

在地族人（獵人、海人）一同進行森林植物

與潮間帶藻類資源調查，透過這樣的工作首

先可以盤點在地自然資源，同時也希望將現

代知識常用的調查技術交付族人夥伴，使其

未來進入共管或是自主管理階段時，可以有

更多監測的工具與方式。再者，由在地族人

帶領我們進入屬於他們的場域進行工作，是

對在地人的尊重，也因為野外工作具有一定

程度的風險，透過最熟悉該場域地形及「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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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樹木調查包含量測、標記、記錄、劃設地圖等，皆由在地族人與學術團隊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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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當地人帶領，是最安全穩健的方式。

進一步，我們也藉由共同工作的時間，從夥

伴閒聊的過程中，瞭解這個地方的文化、歷

史，並從族人口中學習記錄下對於森林植物

與潮間帶藻類的族名、利用方式、特性等相

關傳統知識。這樣的配合下，形成「做中

學」的模式雙方相互學習。

合作的磨合與共識　化解觀點差異
這樣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也擔心因為不

同的觀點、文化、習慣等而發生摩擦與困

難。實際執行上，發現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太

多，即便對同一項工作有不同意見，也透過

工作中的溝通進行磨合、漸漸熟悉雙方想

法，從而解決。

森林調查包含樹木的量測、劃設、記錄

等，是相對單純枯燥的工作，因此進行森林

樣區的調查前，學術團隊原先很擔心合作的

獵人夥伴會認為工作過程太過無趣，久而久

之導致大家意興闌珊。但結果出乎意料，獵

人們並沒有失去興趣，除了越來越上手外，

也對自身要求提高，希望能做的更加精準。

此外，族人伙伴對於植物辨識十分熱衷，獵

人夥伴們本來就對森林動植物知識感興趣，

且非常願意分享與吸收相關知識。合作的獵

人之一「德哥」曾說

「這些植物我知道族語

怎麼說，也知道我們會

怎麼用，但我以前都不

知道怎麼用『現在』的

名字跟其他人講。」另

外，部分獵人平時也參

與帶團導覽、露營區經

營等工作，這些植物知

識也對於他們的工作有

相當的幫助。

潮間帶藻類的採集工作受到多重場域與

安全因子限制，例如潮汐、海象、天氣等等

都是要考量的因素，因此能進行採集工作的

時間相對稀少。理想上，調查團隊希望能盡

量把握時間，一次進行多個樣區的採集，並

且不缺漏任何月份的資料。然而實際跟隨當

地族人前往採集後，我們才知道在日常的採

集上所要遵循的規定相當繁複，其中一項便

是「不可以貪心，回頭上岸就不可以再下去

採集」，因此每次的協助採集通常都只能進

行一個樣區。另外，協助採集的「海女」為

港口部落的族人，每逢5月海祭前一個月（4
月）禁止海邊採集活動，因此無法收集到4月
的潮間帶藻類資料。在經過溝通後，我們調

整調查目標與方式，使其能在符合傳統慣習

的狀況下，同時獲得具代表性的資料。

展望永續利用與在地管理的未來
目前研究團隊的專家學者與在地族人共

同合作已經歷兩年，在過程中也漸漸觀察到

部落的問題，例如，

目前雖陸續有志同道

合的夥伴加入，但依

舊缺少沒有更年輕的

夥伴，主要是因為年

輕人多半在外地工

作，或因正職工作忙

碌而難以參與工作。

其次是經驗豐富的老

輩凋零，我們在計畫

中遭遇對植物名稱較

熟悉的部落耆老在訪

問前過世的情形，深

刻感受到部落耆老的

快速凋零。實際在原

鄉部落中工作所感受

到的無力感特別深刻，但同時也給予我們持

續前進的動力。對於許多專家學者而言，如

何做好自然資源的利用管理，不要資源枯竭

是主要的目標；對於多數部落族人而言，能

保存自己的生活文化，持續用自己的方式在

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是最大的盼望。而我們

希望建立由在地人運用在地知識建立的在地

管理系統，並能用這樣的方式達到永續利

用。期盼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能實際對幫助

到在地社區與部落，並能真正達成「共管」

甚至「自治」的未來。

山與海的共管願景：傳統知識與現代知識對話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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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間帶採集的工作危險性很高，需要高度專業且熟悉海象地形的採集者協助，

而這些採集對在地「海人」而言僅是日常。

團隊由專家學者與在地各部落族人組成，並定期開會討論，保持彈性隨時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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