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原教界2014年2月號55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青年壯遊
以國內青年為主要對

象，藉由認識家鄉的社

會文化，帶出新的教育價值。設置不同的青年

壯遊點，能從中培養對土地的熱情及關懷，這

樣的活動也能讓官方與在地資源結合，促進在

地產業的永續發展。目前，壯遊點遍及全台，

甚至包括離島地區，原住民的壯遊點也不少，

包括台北北投凱達格蘭、桃園泰雅、新竹司馬

庫斯、南投豐丘布農、屏東地磨兒排灣、三地

門隘寮溪文化、台東卑南、花蓮馬太鞍阿美、

太巴塱阿美這些地點。

合流部落位於桃園縣復興鄉的深山中，

壯遊的內容主要是體驗泰雅狩獵文化。族人與

彩虹的故事，就藏在其中。人們的熱情，配上

優美的環境，讓人拋開煩惱、回歸自我。走在

山中，自己彷彿是泰雅族的獵人勇士，聽懂自

然的心聲，學會和土地對話。合流部落，帶旅

人體會泰雅族的狩獵文化，還有對土地的尊敬

與謙卑之心。因修習「民族與觀光」的課程，

讓我從城市踏進山林，聆聽土地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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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深信祖靈會帶領他們走過彩虹橋，

因此生活中無不努力獲得祖靈的認可。 

採
訪
．
圖
︱

陳
星
迪



63原教界2014年2月號55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進入合流部落 一個新的國度

帶我們上山的導遊，先替我們介紹附近的地理環

境，還幫我們取名字。對一個觀光客來說，可以擁有

自己的泰雅名字，相當新奇。說到名字的來源，從昆

蟲、生活用品，一直到天空中的星星、月亮、太陽，

從這方面可以發現，原住民族跟大自然很近很近，彷

彿和土地是共生共存的、是合為一體的。他們來自大

地，大地是他們生命的根，所以名字不需要多華麗，

越是樸實，就越貼近生命。

緊接著傳統的祈福儀式，族人幫我們穿上了復興

鄉的鄉服後，逐一安靜地進入會場，由耆老替我們祈

福。耆老們說著陌生的語言，對著天地唸唸有詞，大

家都感受到那股的莊嚴肅穆，彷彿我們真的是祖

靈們的後代。從一開始取泰雅族名字到祈福儀

式，讓旅客一步又一步進入部落的氛圍裡，彷彿

進入另一個陌生的國度。晚餐時間前，我們得為

自己做餐具！自己砍竹子、磨竹子，做出「永久

餐具」，我看到族人如何在生活中找材料，再次

合流部落 狩獵與彩虹橋的祕密

老師仔細向我們說明泰雅族狩獵

過程前的祈福儀式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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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他們跟土地的親密關係。最後，進入我們

大家都最期待的晚餐時刻，不僅豐盛，又有原

住民的風味，野蔬自然又健康、鵪鶉現獵現殺

現煮，這滋味可是令人難忘，一點都不像城市

多鹽多油多味精的滋味。

蟬聲陪我們聊天

當天的重頭戲是營火晚會，喝著小米酒，

我們學到泰雅族人的精神。帶領我們的勇士說

道：「以前是你們想要什麼，我們給你們什

麼；現在是我們想要給你們什麼，你們去學到

什麼。」不難發現，觀光的型態正在改變，他

們漸漸讓都市來的旅客了解他們的生活，而非

遷就他們的習慣。這樣的方式，不管對部落或

對旅客來說都比較好，人們可以看得更多更深

入，同時，藉由這種觀光的方式，讓族人有足

夠的收入維持生活，也能將傳統文化延續下

去。

當晚，我們住在羅浮國小的宿舍，本以為

會在露天、黑漆漆的地方洗澡，但宿舍簡單又

整齊，澡間明亮又寬敞，好像住進高級飯店的

環境裡。我不禁思考，我們這次的體驗，和部

落族人真正的生活有什麼差別呢？

芬多精、竹林、弓箭 生活中的智慧

第二天一早，我們徒步走到傳統獵場，導

遊替我們介紹這邊的傳說由來，我想，原住民

對於大自然，是崇拜、是尊敬，對他們來說，

每一幅美麗風景背後，都有一個故事，這些故

事令他們的內心堅定，使他們有勇氣面對生活

中的不如意、挫折和困難。

這次壯遊的主要重點是介紹狩獵文化，當

地原住民長老帶領我們進入竹林中，竹林高的

密不見天，四處好像都是芬多精的味道，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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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寮是獵人進入山區時，能夠暫時休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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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一一介紹捕獵的陷阱和環境，從城市

來、不禁叮咬的我們，被騷擾得無法專心，長

老卻依然老神在在。我們用獵槍試射目標板、

參觀他們打獵住的獵寮，前進三、四百米後，

我們回頭下山，利用竹子藉力使力，慢慢地、

緩緩地前進，這是從沒有過的體驗。下山後，

我們接著體驗射箭活動，從這些活動，好像真

的一步步「接近」合流部落族人的生活，這些

都是我們不曾接觸的生活。

打獵過後，我們靜下來，開始串珠的活

動，每個人都努力想串出屬於自己最特別的紀

念手鍊。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活動，但他們這

樣的安排，可以讓觀光客把美好的記憶，隨著

美麗的泰雅串珠帶回家，這實在是一個絕佳的

方法。最後一個活動是搗麻糬，大家都躍躍欲

試，一個接一個使盡全力去搗。即便不喜歡吃

麻糬的人，也可以一塊接著一塊放到嘴巴裡，

因為搗麻糬的過程，都是用最原始的方法，這

般初體驗，讓搗出來的麻糬，特別香甜。

觀光活動亦是分享生活

類似這種政府補助的部

落觀光，能讓部落的族人團聚

起來，為自己的部落與民族，

延續文化的傳統。以合流部落

的形式發展部落觀光，是互惠

互利的，人們不僅能夠認識泰

雅族文化，泰雅族人也可以藉

此凝聚向心力，保留傳統的祭

儀與活動，還有足夠的收入維

持生活。不過，部落觀光需要

投資很多，無論是勞力、精力還是時間，因此

值得思考的是，泰雅族人對於部落觀光，在成

本與收益相互抵消後，結果到底是正還是負？

收穫究竟有多少？部落觀光能夠維持多久？如

果結果是正，在互惠互利的情況下，部落族人

當然可以持續部落觀光與壯大發展。若結果是

負，久而久之部落觀光就會後繼無力。

其實，現在的部落觀光，跟謝世忠的

《「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

詮釋》中的樣貌已經不太一樣，原住民族並不

想純粹迎合觀光客，他們要的是給旅客什麼東

西，旅客就去學習，畢竟，原住民族真真切切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以旅客也必須瞭解原住

民族的文化與體驗。特別想提出來的是，住宿

的地方很乾淨，乾淨到我不禁揣想，合流部落

的族人仍然給外地旅客一個熟悉的環境，但仔

細思考過後，他們現在的生活並不是露宿野

外，也住在一般的房屋裡，有電視、有冰箱、

有電話，我們有的，部落的族人也幾乎都有，

所以這樣的問題並不是把現代的設備搬來原始

的山中，我們仍然體驗到真切的部落生活，對

我來說，我彷彿真的成為部落的一員了。

合流部落 狩獵與彩虹橋的祕密

走去傳統獵場的路上，路邊的圖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