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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在
原住民族教育界存在著一群原住民教

師，雖然在原鄉部落的學校任教，卻居

住在鄰近的平地鄉鎮市，每日往返於部落與

學校之間。例如，居住在屏東市或長治鄉的

教師（排灣族或魯凱族），通勤至三地門

鄉、瑪家鄉、霧台鄉等國小教書。對這些老

師而言，原鄉可能是他們的故鄉，也可能是

他們長期任教的他鄉，卻不見得是他們目前

居住的地方，這種情況隨著原住民教師的都

市遷徙而日益增加。

交界區的概念與分布

本期援引文化研究裡的「交界區（Contact 

Zone）」的概念，來詮釋上述現象。「交界

區」（或譯為接觸區、接觸地帶）的定義，

不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交織的社會空間

跨界，而是地理空間的概念，專門用以指涉

原住民鄉周邊的市或鄉或鎮，也就是位於都

市和原鄉之間的中間地帶。這樣的空間，西

部由北到南包括桃園縣大溪鎮及龍潭鄉、新

竹縣竹東鎮、苗栗縣苗栗市、台中市東勢

區、南投縣埔里鎮、嘉義市、屏東縣屏東市

及潮州鎮；東部則為宜蘭縣羅東鎮及蘇澳

鎮、花蓮縣玉里鎮、台東縣台東市。

本期將重點放在交界區的原住民教師的

教學生涯與心路歷程。文章涵蓋全國具有類

似情況的鄉鎮，如桃園縣（復興鄉遷至龍潭

鄉）、新竹縣（尖石鄉遷至竹東鎮）、苗栗

縣（泰安鄉遷至台中市東勢區）、南投縣

（仁愛鄉遷至埔里鎮）、嘉義縣（阿里山鄉

遷至嘉義市）、屏東縣（霧台鄉遷至長治

鄉、來義鄉遷至潮州鎮）、宜蘭縣（南澳鄉

遷至羅東鎮）、台東縣（金峰鄉遷至台東

市）。這些撰稿教師的分布詳見示意圖。

文︱李台元（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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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屏東縣瑪家鄉佳義國小為例，該校目

前共計有18名專任教職人員，其中居住於屏

東市或鄰近鄉鎮的就高達11名。該校距離屏

東市區20公里，開車約需40分鐘。這樣不短

不長的距離，經常是原住民教師內心掙扎取

捨的因素。以屏東縣來義鄉的原住民教師為

例，該鄉共計有36名原住民教師，居住在潮

州鎮者就高達19名，居住在鄰近鄉的教師則

有13名，居住在自身所服務學校的部落者僅

有4名。由此可見，不論是從原住民學校或從

原住民鄉來看，居住在原校原鄉的教師的比

例相當少。

在族別方面，分布於交界區的原住民教師

包括泰雅族、賽夏族、賽德克族、鄒族、排灣

族、魯凱族、雅美族等，除了主要居住在平地

或較為集中的阿美族、卑南族之外，傳統分布

於山地鄉的民族都面臨著同樣的窘境。

本
期
引
用
的
「
交
界
區
」
概
念

是
指
地
理
空
間
，
專
門
用
以
指

涉
原
住
民
鄉
周
邊
的
市
或
鄉
或

鎮
，
也
就
是
位
於
都
市
和
原
鄉

之
間
的
中
間
地
帶
。
對
許
多
原

住
民
教
師
來
講
，
原
鄉
可
能
是
他
們
的
故
鄉
，
也
可
能

是
他
們
長
期
任
教
的
他
鄉
，
卻
不
見
得
是
他
們
目
前
居

住
的
地
方
，
這
種
情
況
隨
著
原
住
民
教
師
的
都
市
遷
徙

而
日
益
增
加
。

【桃園縣】
龍潭鄉↔復興鄉

【新竹縣】
竹東鎮↔尖石鄉

【台中市】【苗栗縣】
東勢區↔泰安鄉

【嘉義市】【嘉義縣】
    嘉義市↔阿里山鄉

【屏東縣】
長治鄉↔霧台鄉

【屏東縣】
潮州鎮↔來義鄉

【台東縣】
台東市↔金峰鄉

【南投縣】
埔里鎮↔仁愛鄉

【宜蘭縣】
羅東鎮↔南澳鄉

◎交界區示意圖（本期文章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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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交界區的理由

原住民教師居住在交界區，而往返於原

鄉服務的理由，根據高雄市原民會谷縱‧喀

勒芳安副主委的說法，主要不外乎：為了子

女的教育、為了家人的工作、為了生活的便

利等因素。

有不少教師是在畢業後，分發到陌生的平

地學校，後來才申請調至原鄉，然而調回的原

鄉不見得是熟悉的原鄉，而是心裡嚮往的部

落，所在的學校往往是偏鄉學校，由於先天不

良加上後天失調，需要投注相當的心力；另一

方面，這些教師居住的地方離服務的學校有一

段距離，必須通勤往返，他們是懷著民族教育

的使命感與教學的熱誠，服務於原鄉原校。

與交界區相對的案例

此外，蘭嶼與台灣島隔著海洋，許多教師

卻必須跨海來台求學，之後才回到原鄉學校任

教。本期邀請雅美族的呂華詩老師分享其求學

與回鄉任教的漂流之路。這些雅美族教師的人

數相對於全鄉教師數，比例其實不高，但幾乎

全數返鄉任教。就蘭嶼高中而言，101學年度的

編制內教師（含校長）共有24名，其中雅美族

教師僅有4名。不過，所有的雅美族教師，均回

從交界區到原鄉學校的通勤之路，雖有美景，但路況通常不佳。（圖片提供：柯惠珍）

交界區的原住民教師

原教界50-print.indd   15 2013/12/11   下午10:33



16 原教界2013年4月號50期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カバーストーリー

到蘭嶼鄉（包括國小）任教，目前共計有9名，

其中呂老師是個特例，他不是公費生，卻選擇

返鄉執教。另有2名本族教師由於在鄉服務期

滿，調任至台東縣其他鄉鎮的國小服務。這9名

本族教師，就蘭嶼鄉全鄉的教師（國小、國

中、高中）而言，僅為1-2成的比例。

其次，都會地區也有一群原住民教師，默

默地服務都市原住民學生，他們也曾想過回鄉

任教或調任原鄉，但是受到婚姻關係、居住條

件、子女教育、服務情感等因素的影響，目前

只能選擇留在都市任教，至於回鄉之路，則可

能是退休以後的打算。例如，服務於新北市深

坑國小的高曉琳老師，由於婚姻與家庭因素，

移居到都市服務，已服務了16年，新北市幾乎

成為她的另一個故鄉。新北市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和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

均有一群教師，相當關心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他們雖然任教於都市，但站在學校及教育的立

場，關心原住民學生的心並無差別。

與出身原鄉的原住民教師不同，還有一群

在都市或交界區成長的原住民教師，在任教學

校的選擇上總是以原住民鄉的學校為優先考

量。例如，在都市成長的南庄鄉東河國小日智

衡校長，一開始先在東台灣的偏鄉學校服務，

後來執意調至熟悉卻又陌生的祖居地的學校。

他將闡述其回到原鄉任教及溯源的心路歷程。

這些特殊的案例，均可呈現原住民教師願

意回鄉服務，或是無法回鄉服務的理由。

出生地的命定 現居地的抉擇

誠如桃園縣復興鄉介壽國中蘇佐璽校長所

言，原住民教師並沒有義務回鄉服務。但有一

群懷抱民族認同或民族教育理想的原住民教

師，具有回鄉或調至原鄉服務的強烈意願。居

住在交界區的蘇校長為了原鄉學子的需要，長

期在龍潭鄉與復興鄉之間通勤往返，也甘之如

貽。

從這些老師本身受教育的過程來看，他們

的目標均是原鄉的原住民國中小，縱使曾經在

平地鄉鎮的學校服務，但心在原鄉的他們最終

總是選擇調任原鄉學校，這一方面無論是原保

生或是非原保生，可說是殊途同歸，在原鄉任

教是其最終依歸。

從教師的成長背景來看，不少原住民教師

出生在原鄉，卻選擇到都市工作，最終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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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都市的平地人學校；也有許多原住民教

師出生在都市或交界區，卻選擇到部落任教，

最終的依歸是部落的原住民學校。這兩種局面

形成強烈對比，前者是「不回鄉」，後者是

「不回家」。同樣是原住民教師，卻有著不同

的教學生涯與人生規劃。

從這些教師的現居地來看，在原鄉成長的

教師，往往選擇居住在交界區，而在交界區成

長的教師，則是一直居住在交界區。這種情況

若未改變，將使得未來在交界區居住的原住民

教師比例，居高不下。

同樣地，根據國小校長退休的蘇桂美講師

（賽德克族）的說法，遷徙到都會區謀生與接

受教育的原住民人數越來越多，可以預見，未

來在原鄉服務的教師將漸趨減少，在原鄉地區

服務的平地人教師與平地人校長的比例反倒有

偏多的情況。如何鼓勵或吸引原住民教師自師

範體系畢業後留在原鄉

或返回原鄉任教，是這

群教師對於後輩教師的

期望，而對目前居住在

交界區而任教於原鄉學

校的原住民教師，政府

與原鄉學校又打算施以

何種配套措施，是這群

教師的心聲。

原住民教師的通勤路

本期透過校長、主

任、教師的親身通勤經驗甚至成長歷程，可說

明住在交界區（不論是長期居住或短暫居住）

的苦衷，以及在原鄉學校服務的初衷與甘苦經

驗。

原鄉的原住民族教育雖然比都市的原住民

族教育多具備傳統文化環境條件，然而，原鄉

的生活機能卻比不上都會地區或沿山地帶，造

成原鄉教師外流或原校教師往山下遷徙（無論

是購屋或租屋），容易使得原鄉的原住民族教

育的品質難以維持，甚至影響原鄉學校的原住

民學生的權益。

將來，居住在交界區的民族教師勢必越來

越多，亦即定居在原鄉的原鄉學校教師將日益

減少，如何面對這樣的變化？如何對待這群原

住民教師？這種現象對於原鄉教育甚至原住民

族的未來又會帶來何種衝擊？這些議題皆為原

住民族教育政策應當關注的所在。

從交界區到原鄉學校任教通常需要跋

山涉水。（圖片提供：柯惠珍）

交界區的原住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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