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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4日鎮西堡部
落舉行了一場森林

共管結盟會議，前一晚為了參與

當天一大早的活動，我就先借住

Sabi長老家。我趁借住時詢問
Sabi長老，這是什麼樣的儀式？
Sabi說：「這是sbalay，是和解的
意思。」她說，在Tayal的gaga
裡，sbalay的目的是要釐清真
相、撫平衝突，更進一步來看，

這次為了森林而進行sbalay的行
動，一方面在目的上具有「傳

統」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和解的

對象上其實很有「當代」的意

義。

主動管理 守護森林 
這個既「傳統」又「當代」的行動，遠因

跟泰雅族人在傳統領域中的資源治理長期受到

國家的壓抑與限制，進而產生衝突有關；近因

則是2月17日鎮西堡部落族人巡守傳統領域時，
發現一棵棵巨大的紅檜被不肖人士切割、以塊

狀投入溪谷，而切斷的主幹則等待運出。這樣

的生態浩劫，令長期和土地、森林相互依存的

鎮西堡泰雅族人非常痛心，過去林務局不斷否

認原住民族照顧與利用傳統領域土地自然資源

的權利，但林務局的山林管理卻又出現如此巨

大的缺失。因此，部落青年前往蒐證，隔日召

開緊急會議，成立護林巡守隊，對進出部落的

可疑車輛、人員進行管控，並在3月14日邀請鄰
近部落、學界人士、社運團體以及政府官員，

舉行了宣示設置關卡守護森林的儀式。

拒絕單方面的霸林

雖然鎮西堡部落設置關卡的行動非常「當

代」，但這天還是透過Tayal的傳統儀式來尋求
人和人之間、人和天地山林之間的sbalay。當天
殺黑豬，並且用竹節盛裝著黑豬血，讓部落族

人用手去沾、共同誓約。同時，也透過芒草結

成的跨部落約定、以古調吟唱確認參與者之間

鎮西堡森林共管結盟會議與延伸思考
鎮西堡の森林共同管理連盟会議をめぐる考察　
The Alliance Conference on the Co-management of 
the Cinsb Forest and Some Extended Thinking

族人拉起「收回管理

權、拒絕霸林」的布

條。

文．圖︱蘇子翔（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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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西堡森林共管結盟會議與延伸思考

施放狼煙，以狼煙示警。

的祖源關係；部落族人出動的怪手把鋼筋打入

土裡，完成設卡，最後則透過升狼煙傳遞訊

息。會議中，族人表示，過去未能善盡守護祖

傳山林之責，所以用傳統儀式向神靈告解，並

尋求Sbalay，與天地人重新復合，除了與泰雅部
落一起之外，也希望與原住民族各部落團體進

行結盟，共同譴責任何形式的「霸林」，並提

出以下訴求：

（1）鎮西堡檜木林為鎮西堡與新光部落族人共
同的傳統領域，是涵養族人世世代代生命

的重地，非國家林務局所有。為了避免並

防範不肖人士再度覬覦豐富的檜木林，部

落決定設立關卡，成立部落森林巡守隊，

依gaga習慣規範，非經部落同意，禁止前
往檜木林。

（2）林務單位必須與部落合作，相關人員的進
出，包括森林警察在內，都必須向部落報

備，部落巡守所需的資源，應配合提供。

（3）做為證物的木塊，於結案後就留在原地，
不可搬出森林。

（4）為了維護整個森林的永續，族人希望檢調
單位拿出魄力糾出背後的共犯組織。

（5）森林實為水源之命脈，呼籲鄰近的部落與
民族，乃至於愛護山林、認同原住民族的

朋友，也一起加入守護的行列。

平等共管的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sbalay的儀式，族人邀
請林務局的人員參與，同時經過部落耆老的討

論後，也讓林務局人員參與了結草為盟的相關

儀式。族人和林務局間，事實上累積了許多不

愉快的歷史經驗，很長一段時間，族人在傳統

領域中些微的資源使用都因觸犯森林法被移送

法辦，但另一方面政府卻大舉砍伐森林充實國

庫，也因此經常和林務局發生衝突。歷史中的

受害者卻能夠為了守護山林而願意尋求和解，

與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共管機制，這可視

為族人對自身山林知識與管理能力的自信展

現，也是族人運用傳統sbalay的精神，重新定位
自身和當代國家的關係。

喚醒sbalay的精神
在國際間，許多自然資源的共管案例已顯

示出國家和原住民族共管自然資源，得以維護

原住民族的權力，降低管理的成本，以及豐富

整體社會對於人地關係的認識。台灣對共管的

討論至今已超過10年，卻仍有許多待努力的地
方，此次鎮西堡族人的行動展現了高度的智

慧，與會的林務局人員、新竹縣政府原住民行

政處人員也釋出善意，相信會是台灣朝向國家

與原住民族共管自然資源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完成設卡，進行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