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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近二十年來社區營造的風氣，主管原

住民族事務的原住民族委員會從2005

年起定期編列經費，推動原住民部落的總體營

造計畫，一路從示範部落、重點部落、永續部

落到現今的活力部落，不斷順應潮流而改變。

計畫推行的重點，也從空間改造與硬體建置，

逐漸轉向文化復振、部落產業與照護等人文培

養為主，因此2012年的「原住民族部落活力實

施計畫」已將原住民族部落的產業發展，視為

主要的補助工作項目，內容包含農特產品、工

藝產業、觀光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等，尤其在

社區產業發展方興未艾之際，有越來越多的部

落透過觀光產業的推廣，帶動部落整體的活

力。這十年來，原民會補助了近200個部落，執

行總體營造的基礎計畫，主要的核心價值在於

提升部落內部的共識與參與感，期望整合部落

內部的力量，推動部落的整體發展。

部落觀光的自主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景觀、視覺之文化

環境和表演藝術，以及特殊地區的生活型態、

價值傳統、事件活動，還有其它具有創造和文

化交流過程的一種旅遊活動」稱之為文化觀

光。而原住民族部落的觀光則是指「原住民

族」本身、文化及自然資源做為一種文化觀光

的活動型態。部落觀光的發展有兩大方向，其

一為國家政策主導，另外一個是原住民族的自

覺，換句話說，除了公部門的資源導入之外，

原住民族自身的文化自覺也是推動部落觀光的

一大動力。然而，原住民族文化不能只是一個

吸引遊客的誘因，做為商品主體來看，文化與

觀光的交疊與層次，才是部落觀光的核心價

值。建構以文化為主體的部落觀光產業，部落

內的整合與合作是相當重要的環節，唯有在文奇美部落解說員示範阿美族人撒網補魚的方式，成為文化泛舟的特色之

一。（圖片提供 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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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基礎上發展的觀光產業，才能讓遊客走進部

落的場域時，享受更具深度的文化體驗，也才能

使部落具備更明確的產業定位，立下永續發展的

基礎。此外，觀光產業必須檢視部落的內外環

境，包括空間上的動線營造與部落內的人員培力

等，因此發展部落觀光產業，亟需回到原住民族

的部落組織本身，尤其是遊客進入後可能產生的

衝擊，必須做好內部的整備，才能在外來衝擊與

內部分配上取得平衡點，成為真正在文化基礎上

的自主觀光模式。

望鄉部落 布農族開創的度假勝地

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望鄉部落，自2005年即

入選示範部落。望鄉部落運用三年的補助計畫，

改善部落內部的公共空間，將布農族的家族故

事，以石板為素材做為部落牆面的裝置藝術，並

自主與合作──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產業的發展

奇美部落的文化泛舟活動，成為秀姑巒溪泛舟活動的新寵。（圖片提供 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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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鼓勵部落居民經營民宿，同時組織出以在地居

民為主體的文化藝術表演團，還在後來成立了合

作社，成為望鄉部落經營產業的主體組織，希望

把望鄉部落營造成富有布農族文化特色的渡假勝

地。事實上，望鄉部落位於前往東埔溫泉的路

上，卻因為沒有令人驚艷的景點而長期被忽略，

在部落族人共同的努力之下，不但擺脫髒亂部落

的臭名，也成為日本人來台旅遊必遊的部落之

一。望鄉部落的成功，在於運用在地的文化特

色、組織部落族人共同發展，加上10年來設立了

6家民宿，最多可以容納近百位遊客，讓遊客真

正留在部落裡。此外，日治時期規劃完成的棋盤

式巷道、「開門見玉山」的景觀訴求、專業的導

覽與獵人古道，讓來訪的遊客隨著部落族人的生

活共同作息，將外來遊客對部落產生的衝擊盡可

能降低。最後，將遊客視同朋友一般來接待，讓

布農族的文化與生活價值成為遊客不斷回流的原

因。

導入企業經營的概念 提升觀光的品質

位於花蓮縣瑞穗鄉的奇美部落，其部落觀光

的發展模式則選擇自主的企業經營，由部落內10

位族人共同合資成立泛舟公司，推動「文化泛

舟」的觀光活動，將秀姑巒溪盛行的泛舟，結合

阿美族的文化與生活模式，例如在泛舟途中輔以

自然生態的解說、享用阿美族傳統的「石頭火

鍋」等，創造一個與主流泛舟活動迥異且更具民

族特色的活動，自2013年推出以來，獲得熱烈的

迴響，也成為部落族人以企業經營模式介入主流

觀光活動的新典範。奇美部落採行的發展模式，

是在當代主流的泛舟活動中，加入阿美族傳統的

文化元素，形成不同文化脈絡的觀光活動。至於

台東縣內的布農族部落屋，以布農族的文化創意

在部落外圍形成觀光園區，不讓旅客直接進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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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阿美族傳統飲食文化的體驗活動，讓遊客深入阿美族的生活文

化，圖為阿美族傳統的石頭火鍋。（圖片提供 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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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以部落族人為經營主體的產業型態，避免

對部落本身產生影響，同時運用企業的運作模

式，提升營運的效率，也比較容易核算成本，

不會忽略部落參與的部份，是未來部落觀光產

業可以參考的模式。

共識、共營、共享 部落觀光的永續發展

不管是望鄉部落或奇美部落，無論是部落

型或企業型的觀光產業模式，都是從部落族人

共同經營的角度出發，結合在地原住民族的文

化元素，豐富觀光活動的內涵。從這兩個部落

的例子可以看到，部落觀光並不一定要依附在

特殊的景點或是特別為遊客設計的觀光空間

裡，也不必要刻意塑造「異文化」的體驗，只

要把部落內的生活環境，整理成族人也能舒適

生活的狀態，並將部落的文化元素，透過分享

與體驗的概念，設計相

關的觀光活動，發展出

適合部落的觀光發展型

態，確保所有的營運與

分配，都能自主運作，

部落觀光產業才能真正

落實自主性。

原民會推廣的活力

部落，就是希望協助部

落在參與、合作的前提

下，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發展方向與文化內涵，

並且在傳承或復振傳統

文化的基礎上，活絡部

落的文化與經濟。因

此，需要整合多方資源

才能成形與運作的觀光產業，首重部落內部的

明確共識，透過共同營運的機制，讓部落族人

可以在合作的基礎上共同工作，共享觀光帶來

的效益，同時才有集體的力量，面對觀光產業

對部落生活或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將產業發

展過程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原住民

族的部落觀光產業才能永續發展。

自主與合作──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產業的發展

為了讓遊客了解布農族文化，望鄉部落的導覽行程中加入了布農族狩

獵的文化解說。（圖片提供 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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