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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文化園區為培育並傳承原

住民傳統建築及原生植栽

之傳統知識，自2011年起首先以重現石板屋，招
募有基礎及有興趣的原住民青壯年（包括八八風

災受災戶），由具有原住民傳統建築或原生植物

培育技能的部落耆老及專家學者共同擔任講師，

針對上述兩種技能與知識共同傳授課程。並利用

目前在文化園區內現有傳統建築物與植被環境，

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實際操作，授予技能與正確

觀念，以達增加原住民學得一技之長及輔導就

業，又能更新園區傳統建築物、美化及綠化環

境，讓參訪遊客有安全及豐富實用的文化旅程，

無形中造就多重效益。

石板屋修繕課程規劃及其文化內涵

原住民的傳統建築與植物息息相關，石板

屋周邊應栽種何種植物有其深厚的意義。本培

訓課程從歷史文化背景、選地、石材採集、整

地、空間概念、施工、木作加工至植栽培育，

按部就班記錄先人智慧。除了傳授傳統知識，

並輔以現代科技與知識的訓練，以達增加原住

民學得一技之長及輔導就業，培養原住民專業

人才，成為未來新建或修建原住民傳統建築物

生力軍。此外，亦建置原住民族傳統建築及原

生植物植栽人力資料庫，協助專營各項傳統營

造工程或原住民族地區各鄉鎮傳統工法工程，

以結合部落文化事務之推動。此課程協助修繕

或興建文化園區內傳統建築物、綠化環境，讓

遊園更加安全且豐富實用。

一棟房子為何會流傳下來？那是因它有生

命、有故事、有文化在裡頭。培訓班學員不單

要學會如何建造石板屋、如何栽種，更要了解

其背後涵義。也因此，為了豐富課程內涵，特

邀集專家學者成規劃小組，將課程分成「原住

民族文化教育課程」、「傳統建築建造維修理

論課程」、「庭園營造植栽撫育理論課程」、

「實作課程」及「戶外教學觀摩課程」。
2011年3月2日「原住民傳統建築建造維修及庭園營造植栽撫育培訓班」
開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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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習既有的傳統建築工法外，特別導

入了「原住民族文化教育課程」，如邀請文化

相關專家學者及文史工作者等擔任講師，介紹

有關排灣族文化概論（含遷移史）、原住民的

民族認定、排灣族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排灣族

的族語書寫符號與拼音練習、排灣族及魯凱族

舊古道介紹、部落的另一個「視」界、從傳領

調查到山林守護：莫拉克災後的土地與文化實

踐、從國際民族衝突看台灣民族互動、原住民

的土地政策、魯凱族石板文化、排灣族的古

調、從選舉看民族文化發展等課程，使學員運

用更多元、更廣闊及更深層的角度重新認識自

己，了解自己的文化。

也加入了「現代建築及庭園營造植栽撫育

理論課程」，如建築藝術概論、建築設計、建

築採購、住居學概論、住居學概論、建築素

描、部落家屋的再生與利用、民族植物學簡

石板屋施作情形。

耆老指導如何剖石板。

耆老傳授有關民族植物的知識。

記憶開挖——與瑪家部落族人及耆老討論傳統屋形式。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的石板屋修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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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民族植物學基本認識、排灣族傳統植物文化

概論、原生植物繁殖及育苗管理、室內園藝植栽

美綠化及管理、觀賞植物介紹及利用，使學員了

解原住民傳統建築工法技能與現代建築建造理論

之差異，讓學員在未來的學習及施作上，也能將

傳統工法與現代技術相結合。

另為加強並提升參訓學員對原住民部落之

人文歷史、石板屋文化及植栽環境現況之認知，

藉由實地參訪觀摩交流，認識原住民人文歷史、

傳統住屋文化，並體驗部落生活，以擴展視野、

提升知能。例如至屏東科技大學觀摩其農園生產

系相關設施以增進學員對庭園營造植栽之學能，

至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登列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的

「屏東縣春日鄉老七佳石板屋」實地參訪觀摩及

交流，認識排灣族老七佳石板屋之人文歷史、石

板屋文化，並體驗部落生活文化。另外，也至九

族文化村參觀傳統建築及庭園植栽撫育成果，藉

由他山之石，提升自身能量。

石板屋修繕課程的歷程及成果

本培訓班迄今邁入第二年，當初報名相當

踴躍，近300人報名，在經過嚴格的篩選，挑選
出30位學員，其中7名學員因自身因素陸續提出
自願放棄參訓資格，僅23名學員順利結訓。2012
年考量經費額度及培訓課程之延續性，乃自結訓

的23名學員中，依評鑑優劣挑選出15名做為2012
年進階班學員，協助原住民族文化園區進行各項

文化復建工作。

本案培訓課程不同於一般課程，乃採取室

內外、理論與實務、實地操作訓練，輔以觀摩老

部落傳統建築及植物栽培園區等，加強其技能技

術之養成。並採用記憶開挖教學方式，藉由部落

耆老從歷史文化背景、選地、石材採集、整地、

空間概念、施工、木作加工至植栽培育，按部就

班記錄著先人智慧、傳授傳統知識。培訓1年多
來，完成了基礎理論課程（民族文化教育、傳統

建築建造維修及庭園營造植栽培育）、實作課程
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出版了第一本詳述石板屋的工具書《山林的智慧——排灣

古建築智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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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屋模型製作、興建魯凱族神山頭目住

家、家屋附屬設施——打鐵鋪及烘芋頭窯、魯凱

族大南會所屋頂修繕課程、鄒族KUBA修繕課
程、鄒族達邦社住家修繕課程、鄒族來吉社住

家修繕課程、泰武頭目住家修繕課程、佳平頭

目住家修繕課程、文化生活體驗營活動用射箭

場修繕課程、家屋周圍廣場庭園植栽撫育教學

實作課程）。

如此以傳統建築工法為主，現代建築工法

為輔之教學策略，加強學員建築建造相關技

術；並搭配部落庭園營造植栽撫育，一方面研

習，一方面實際操作，授予正確觀念。參訓學

員孟嘉華表示，參與本案培訓課程獲益良多，

不但學習到文化課程、傳統工法，也學習到現

化建築技術，這是其他場域所無法學習到的。

每月2萬元的薪資雖然不多，但期間所學習到的
已遠超過所領薪津該有的報酬，又可為部落做

更多的事情，深耕文化傳承工作。同時，我們

也出版了第一本詳述石板屋的工具書《山林的

智慧——排灣古建築智慧解析》。

對於石板屋修繕課程師

生的感念與展望

1年多來，部落族人
對於培訓班學員的成就是

有目共睹，除了與魯凱族

神山部落、排灣族泰武部

落合作外，近來老七佳部

落石板屋搶固計畫，乃商

求本班學員支援及協助其

石板屋修建。未來也已與

魯凱族阿禮部落、排灣族

瑪家部落取得協議與共

識，合作修（興）建其部

落代表性傳統石板屋。

本案參訓學員來自全

台各地，1年多來大家共同歡樂、上山下海、風
吹日晒雨淋都在一起打拼奮鬥，在風雨中求生

存，已培養出密不可分的革命情感，也為原住

民族文化復振及傳承，培植了不少的種籽及生

力軍。在此，除感謝政府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

挹注，感念許多經驗分享、授課之耆老及講師

們，更感佩我們黃埔一期的傳統建築工班學

員，不為高薪願意屈就於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為的只是學習、記錄並傳承先人智慧。

2011年12月27日「原住民傳統建築建造維修及庭園營造植栽撫育培訓
班」結訓典禮。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的石板屋修繕課程

謝美蘭

排灣族，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

人，族名zepulj，1969年生。中

興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現任行

政院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教育推廣

組專員。為培育部落文化人才，

近年來積極辦理原住民族樂舞研

習、青少年長成營（獵人文化體

驗營）、原住民技藝人才培訓，並研發出版原住民族樂舞

（影音）、傳統技藝等文化教材。致力推動原住民族傳統

特有文化傳承，促進台灣多元本土文化相互欣賞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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