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原教界2014年6月號57期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カバーストーリー

人類
的環境議題有兩個重要的特質：首

先，環境經常處於變動不居的狀

態，各種水文、地質、氣候的運動總是以各自

的週期、節奏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中發生著；再

者，所有環境的核心，究其根源就是人，人類

總是按照其感受、需求來認識與利用環境。因

此，環境中的事物或變化對人類之生存發展有

利者，是為資源；環境中的事物或變化對人類

之生存發展有害者，則為災害。人類在和環境

互動的過程中，為了趨吉避凶，發展出在環境

中尋求最適生存方式的知識。

原住民族知識的重新抬頭

這些知識包含了對資源／

災害之型態的界定與分類、投

入勞動力並發展出利用資源／

防避災害的技術、使用這些技

術的社會規則，同時包含了支

撐這些界定與分類、技術與規

則得以運作的人地關係哲學或

世界觀。在漫長的人類歷史

中，不同的人群社會因為所處

環境的差異，發展出不同的環

境知識，這些都是珍貴的經驗

累積，也代表了認識世界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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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西堡部落設卡宣誓守護山林，年輕人先把豬

綁好。（圖片提供 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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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取徑。但是，自從西方殖民

擴張以來，現代科學和國家相

互支持，迅速將彼此帶到全

球，成為主導性的、唯一權威

的、解釋世界並支配人們生活

之各個層面的力量，許多對環

境在地的、多元的認識方式也

被貶抑而邊緣化。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沉浸

在現代化與發展主義的論述之

中，對於控制自然過度樂觀，

相信只要透過正確的方法和技

術，對資源充分利用，就可以

發揮出為人所用的最大效益；

同樣的，只要透過正確的方法

和技術──往往就是工程的手

段，則可以將災害控制在對人

類社會造成最小傷害的範圍。

然而，事實證明，人類控制自

然的能力極其有限，面對多變的環境，人類應

該有的態度是謙卑而非自大，應該有的作法是

調適而非控制，於是，那些一度被貶抑的在地

知識、原住民族知識開始被重視。因為認知到

現代科學的侷限，透過跨文化的對話與合作，

提升人類面對環境問題的有限能力，更加拓展

人地關係的視野，非常重要。

跨文化的對話與合作

整體而言，跨文化的對話與合作，需要經

過幾個階段的努力：首先，必須貼近文化的觀

點，從該文化的本位來理解環境知識，也就是

文前所提到的對資源／災害之型態的界定與分

類、投入勞動力並發展出利用

資源／防避災害的技術、使用

這些技術的社會規則，以及深

層的人地關係哲學與世界觀；

接著，必須對這些知識做出適

當的轉譯與說明，使其成為現

代科學社群與決策者能夠理解

的語彙；更進一步地，則須檢

視並調整當前的資源治理政

策，促使原住民族環境知識得

以不斷延續、發展與落實應

用。這一連串的工作，必須經

過跨學科，例如民族學、人類

學、地理學、空間科學、生態

學、政治學、法學等等的努

力，也需要由原住民社會、學

術社群與政府部門不斷地溝

通、建立政策討論的機制才能

達成。這樣的過程，往往需要

長時間的累積，並非一蹴可及，多方的對話也

經常需要適應與熟悉彼此的語言和邏輯，它雖

然需要經過許多的時間和努力，但卻是一個促

成多方知識參與的重要過程。

災害管理的新趨勢

國際間有越來越多的跨學科研究在嘗試上

述的對話，並將其整合至環境教育之中。舉例

來說，北極圈的因紐特人擁有豐富的冰雪之相

關知識，包括對於各種雪的命名、冰原中細微

地形的辨識、不同冰山與冰層的分類等等，晚

近科學家開始和因紐特人合作，透過因紐特人

對北極圈的豐富知識，瞭解北極圈的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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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又例如，蒙古族對於草原有豐富的知識，

科學家藉由與蒙古族合作，建立度過草原冬害

的災害管理機制；南太平洋薩摩亞人的傳統社

會組織，使他們在2009年的大海嘯中保全了大

部分族人的性命，並且在災時應變與災後復原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整體來說，結合原住民

族知識的環境調適策略，已經是國際之間的重

要趨勢，聯合國氣候變遷跨政府委員會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2007年的評估報告中就特別指出原

住民知識對於瞭解氣候變遷、發展調適策略的

重要性；另外，國際減災組織（UNISD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在彙整出一系列的原住民知識應用

於防災、減災之案例後，提出應用原住民知識

於災害管理的政策工具與建議。

台灣經驗 從重建到防災

在台灣，由於地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

質活動劇烈、岩層破碎，且地形造成多數河流

長度短、坡度大、水流急，再加上位於夏季颱

風頻繁經過的路徑上，對於各種地質、水文、

氣候的劇烈變化現象台灣人都不陌生，原住民

族也都有一定的適應生活環境變動之方式，但

由於殖民時期以來政府的資源開發政策，造成

環境更大幅的改變，族人傳統經營土地山川的

方式，也在政治與經濟的變動下受到不少來自

社會內、外部的挑戰，而台灣因為氣候變遷，

鎮西堡部落設卡宣誓儀式，Omi牧師代表泰雅族Gogan群結芒草。（圖片提供 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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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模式朝向旱澇之間擺動更加極端的態勢，

颱風造成嚴重災情的可能性也就提高，近幾年

來，令台灣人記憶猶新的應該是2009年莫拉克

颱風造成的八八風災。

八八風災發生至今將滿5年，隨著時間的演

進，環繞著災害管理的議題重心，也從災害發生

當下的應變、災後的重建，逐漸進入到如何減少

致災因子，為下一次的災害來臨預作準備的階

段。這樣的重心移轉，不一定意味著重建已告結

束，因為重建並不只是硬體設備的恢復、地形地

貌的鞏固，真正的核心，應該是重新找到一個社

會如何適應所處環境的最佳方式，如果過去的政

策有不恰當的地方，災害正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

這些缺點，也提供一個改變的機會。由此觀之，

從重建到減災、防災，其實需要更持續、更深入

地檢視並調整人地關係、納入跨文化的觀點與環

境論述，實踐相關的知識。

面對環境變遷的回顧與展望

在八八風災發生即將屆滿5年的此時，本

期將帶領讀者，檢視台灣過去這一段時間如何

結合原住民知識、進行環境調適教育的努力與

成果。「原教評論」的3位作者，分別從政府

機關、學術單位、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等角

度，分享重建的心得、討論原住民知識對當代

環境調適的意義，以及災後人地關係重建的經

驗。在「原教前線」的部分，幾位撰稿人走訪

了大武國小、長榮百合國小、杉林區大愛民族

國小等災後重建的學校，報導了這幾所學校在

災後重建的努力，還有師生們經歷的校園、心

靈、課程內容的重建過程及其面臨的挑戰，並

看到他們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此外，「原教前

鎮西堡部落設卡宣誓儀式，開始設卡。（圖片提供 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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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也介紹了原住民族地區國

小、部落大學、部落學校等不

同教育機構將族人傳統環境知

識與生態智慧融入教學的方

式，並介紹從傳統領域調查、

重返舊部落，轉變成登山學校

的案例。從登山學校這個案例

也顯示出，原住民族環境知識

與生態智慧的保存不僅是為了

民族自身的發展，也具有更廣

大的社會教育和啟發的意義。

在「校園報導」的部分，

本期介紹了大武國小所展開一

連串環境教育融合傳統文化的

課程與理念，也介紹了幾個學

術研究團隊探索原住民知識、

與當代資源／災害管理制度對

話，並將這些知識轉化成當代

學校教育教材的努力；在「移

鏡借鑑」中，則分享了兩個結

合原住民知識所進行的災害管

理與環境教育之國外案例；

「新書介紹」中關於原住民族

生態智慧的著作，是由環保署

所出版，它反映了職掌環境保

育的政府機關，也開始意識到

原住民知識的特殊性；「原教

會議」所報導的鎮西堡森林共

管結盟會議，則是原住民部落

尋求在自然資源治理上，與國

家調整關係的新階段與進展。

本期既是對八八風災發生

至今這一段調適歷程的回顧，

以及對當前狀況的最新報導，

也是未來面對環境變遷所應該

有之策略的展望。雖然災害的

經驗是傷痛的，但令人欣慰的

是，5年來，在各個層面上，原住民族知

識結合環境教育的努力越加擴展，它意味

著原住民教育中的知識主體性正在浮現，

也意味著未來原住民族將更能從自身文化

的角度，在台灣的環境論述中發聲，也將

以自身的環境知識與生態智慧，帶給台灣

整體社會一些啟發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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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西堡部落設卡宣誓結束後，與會者一起吃飯。（圖片提供 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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