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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筆者的故鄉――水田部落為例，水田部

落在2008年就開始有發展觀光的企圖

心。北得拉曼山巨木群位於水田部落的傳統領

域中，常有許多登山客以中型巴士代步進入部

落，再前往北得拉曼登山口登山，而中型巴士

往往會將路面壓壞，對當地族人造成許多不

便。因此，當時部落族人有意與林務局合作，

建置巨木林步道、並在入口處設柵欄管理進出

的登山客。如此一來，部落不但能管制進出的

遊客、也能有門票營收。但林務局卻斷然以林

班地為其轄區、部落無權設置管制站為由，斷

然拒絕部落的提議，讓部落族人感覺不受尊

重，於是水田部落在部落決議之下採取封山。

可惜的是，水田部落的封山行動，最後還

是在林務局的勸阻下漸漸消弭，林務局同時也

對部落釋出善意，願意提撥經費給部落維修巨

木群步道，而部落族人就逐漸接受這個方式。

族人一直抱持著這樣的想像：「如果我們把路

弄好，外面的遊客就會因為前來登山而留下來

消費」。族人本著這樣的想法，就和林務局合

作建置登山步道，後來發現步道完工後，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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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反而更不會在部落多做停

留。因為新樂、水田這一帶的

交通很便利，從台北下來的遊

客從凌晨開車出發，清晨6點

就能抵達水田，通常在中午以

前就結束活動，所以消費大概

都集中在內灣、竹東、大溪一

帶。族人發現，雖然開放了部

落的周遭環境，但部落本身卻

沒有實質的獲益。

水田部落的居民在嘗試與

林務局合作修復步道、發展觀

光後，發現成效不彰，即於

2009年申請原民會「原住民族

部落永續發展計畫」。當時族

人對於部落營造的理想，即是

將水田部落打造為發展觀光的

部落。當然，大家期待的觀光

發展不會是破壞環境的觀光產

業，但是這樣的部落營造計畫大概在短短的3

年後就越行困難。當時部落營造之所以失敗，

最大原因就是專業人力不足，部落一直以來都

缺乏類似「營造員」這樣的角色。但是最後真

正使計畫停擺的原因，是部落族人對於發展觀

光的企圖心太過強烈，因為大家都很希望能盡

快吸引外地人前來觀光，卻無法在短時間內達

到預期的成果，而感到強烈的失落感。

對水田部落發展觀光的建議

對於現在的水田部落如何持續發展觀光的

建議，筆者認為部落觀光的基礎應該是產業，

例如水田部落可以做共同造林，在部落中選地

形較陡、或是石頭較多不適合開發的地方來進

行造林，造林的同時把將來可以建置步道的空

間留下來，並且在步道兩側種

植花木、美化環境。以後來部

落觀光的民眾，就不一定非得

要到北得拉曼巨木群登山，也

可以在步道中小憩。我們也可

以在步道區旁設假日市集。如

此一來可以提升部落產業的產

值，進而讓部落的產業朝向觀

光發展。

回到泰雅族的文化傳統中

談部落觀光

反思水田部落的觀光營造

經驗後，筆者認為太具目的性

的部落營造，和泰雅族傳統中

人與人的關係是背道而馳的。

例如我們的「換工」或是「打

獵」，原先都並不是以改善生

活為主要的目的，而是基於安

全與彼此照應。如剛好遇到祖靈祭到來，就會

大家一起參與工作。但是做觀光產業就不同

了，如果部落族人沒有一步一步地培養、建立

相互信任的關係，其實很容易遇到挫折就半途

而廢。部落要發展觀光是長遠之計，需先重新

建立起部落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如此一來，

部落的發展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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