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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
「民族與觀光」課

程，是由民族學系

黃季平副教授擔任授課教師。

當宣布這次校外參訪的地點是

屏東縣霧台鄉的好茶部落時，

台下的學生們難掩興奮之情，

紛紛交頭接耳，試圖在第一時

間東拼西湊出一個想像。「民

族與觀光」課程一直是政大民

族學系很熱門的選修課，以某

個程度來說，走出教室才算是

真正的文化經驗，因為文化是

流動而無法框架的，若非身處

其中，又該如何「經驗」？搖

椅上的人類學家是時候離開他

的桌椅了。

Sabaw 歡迎光臨 請記得脫鞋

2009年8月，南台灣的淚

水落個不停。莫拉克風災的無

情除了讓國家降半旗致哀外，

也讓霧台鄉好茶村的居民離開

南隘寮溪的部落，接受政府的

安置。於是，在瑪家鄉的瑪家

農場裡，魯凱族的好茶村、排

灣族的瑪家鄉瑪家村、三地門

鄉大社村建立起新的鄰居關

係，取了新的名字，叫「禮納

里部落」（Rinari），意思是

「我們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

兒去的地方」，大家一起去等

待恩典的地方。

到了部落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歡迎我們到來的「脫鞋子

儀式」，在歡迎儀式中提到，

為什麼好茶部落會被叫做「脫

鞋子部落」。理事長說，脫鞋

是因為部落的大家愛乾淨，而

為什麼是鞋子要放在前庭外面

而不是大門口，則是因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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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好茶部落前的入口意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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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會將祖先葬在家中，

為了尊重同在房屋內的祖靈，

平時聊天時大家就會聚在前

庭，而半戶外的開放式前庭也

就取代了客廳的功能，所以鞋

子當然是在進前庭前就要先脫

掉。

歡迎儀式雖然簡單，但部

落裡濃厚的人情味卻是直接而

且深刻的，特別是在佩戴花環

的時候，握著大家的手一起跳

舞。才剛認識他們不到1個小

時，但人與人之間卻往往能從

肢體上簡單的接觸，找到連結

彼此的神秘力量。Sabaw，也

可以拼做SaaBaw，是魯凱族

基本的問候語，說「你好」的

同時，也獻上最深的平安祝

福，向旅人說聲辛苦了，對從

外回家的家人祝福，願大家一

切安好的一句話，對再次扎根

的好茶部落意義重大。

後來才知道，我們頭上佩

戴的花環，除了歡迎的意思

外，也讓大家在部落中走動的

時候，居民可以知道我們是由

部落自組的「屏東縣霧台鄉魯

凱族產業發展協會」所接待的

客人，不會因為在熟悉的巷弄

間出現陌生人而產生疑慮。這

項設計十分貼心，當觀光地點

就是部落居民的家屋時，來來

往往的遊客難以掌控，當地居

民必須犧牲相當程度的隱私，

而在安全上也會有所顧慮，透

過這個簡單的識別，就可以降

低許多擔心。 

聽你們說自己的故事是多麼的

幸福

第一天下午進行的是部落

巡禮。到一個地方的第一個行

程通常就會是認識環境，這倒

沒什麼特別；這場部落巡禮特

別的地方是在講解者，他是一

政治大學「民族與觀光」課程─前往禮納里部落

頭目與頭目夫人歡迎大
家來到好茶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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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當地的魯凱青年，所告訴我

們的不是觀光手冊上的流水

帳，而是由自己一點一滴的生

活體驗積累後所得到的知識，

這樣的內容是再完美的職訓課

程都沒有辦法相比的。部落面

積不大，但也讓我們走了一下

午，在每一個地方的停留，都

可以更進入到好茶部落一些。

雖然知道這裡的很多裝飾都是

為了我們這些外來者特別規劃

的，不過每一家的門框、圍牆

上關於魯凱族的雕飾，如百合

花、百步蛇、小米、獸骨等，

都代表了相當程度的魯凱族文

化，每一個雕飾都在強烈地述

說背後那值得我們探討的故

事。

接下來是讓大家期待已久

的魯凱族風味餐，到了一個新

的地方，最讓人好奇與期待的

往往是當地的美食。送上桌的

餐點很多樣化，分量雖然不

多，但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菜餚

可以嘗試，看來用滿滿的食物

來代表歡迎客人的心在世界各

地都是一樣的。大家最喜愛的

餐點也都各不相同，包豬肉的

小米麻糬十分有特色，但最讓

大家印象深刻的應該還是旁邊

的一大鍋芋頭湯，因為族人習

慣將芋頭當做主食食用，因此

芋頭沒有經過太多的調味，選

用的品種也不同，和我們平常

吃到的有相當大的差異。

晚上回到寄宿家庭時，接

待我們的族人分享了好多故

事，這是跟當地居民最接近的

時刻。我們住的是運動員之

家，原先一直以為是這個家庭

裡出了很多位專職運動員，現

在也都還在各個運動領域進行

比賽，殊不知這個想法大錯特

錯。原來運動員指的是家裡的

男主人柯爸爸，他曾參加過國

際性的田徑賽事，但這不是他

在部落裡被稱為運動員的原

因。在魯凱族部落裡的階級分

層中，獵人、工匠和運動員屬

於比較高的階級，而運動員的

責任是負責傳送訊息。例如在

部落中，如果頭目過世，運動

員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將消息

傳到附近的部落，而收到消息

學生與寄宿家庭男主人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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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落也會派出運動員前往，

會有數位年輕人互相追逐，為

了得到第一位抵達目的地的榮

耀。第一位到達的年輕人可以

得到象徵榮耀的羽毛，裝飾在

帽子上。柯爸爸還說了很多關

於運動員的故事，從這些故事

得以瞭解魯凱族部落維繫社會

秩序的規範是如何運作的。

在我們離開之後，

感動不該停止

遷村之後，好茶部落不再

有夠多的空地從事農耕，只好

轉型為第三產業的觀光服務

業，這樣的產業變遷似乎也不

是部落裡的人們可以選擇的，

只是為了將生活維持下去。觀

光產業競爭越來越激烈，若要

將其當作部落裡的主要產業，

如何經營出部落的特色，便是

族人第一個面對到的難題。就

我們的角度來說，這次修課的

學生來自台灣各地，也有韓

國、日本的留學生，由不同視

角所看見的魯凱族文化都不盡

相同，族人不需要迎合來自各

地遊客的想像，做好自己，展

現本民族文化，特色就會自孕

育而生。這兩天的

時間雖然不長，但

透過面對面的互動

與相處，文化如此

強烈地流動在你我

之間，這種溫度是

紙本無法取代的。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年輕

人眼光放得遠了，但腳下的土

地卻被遺忘。為實踐多元價

值，我們討論在台灣的穆斯林

權益；而與漢民族有著不同傳

統、不同生活形態的台灣原住

民族也該受到認識、瞭解，並

且尊重。文獻中只能描繪出民

族的骨架，而親身體驗則補足

了血肉，讓文化成為活的，只

有活的事物才會存在感動。

回到學校後，雖然我們的

力量不大，但還是希望能針對

這次的參訪做出一點小小的回

饋。我們將學生們的參與心得

與建議彙整起來，交給好茶部

落，做為未來產業發展的參

考。在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

與信任之後，彼此間或可共同

發展出更多的可能，如以實際

的行動協助部落觀光行程的推

廣、或由返鄉服務團進入部落

裡為孩童進行課業輔導等。觀

光與學術的結合可以有很多可

能，相信只要慢慢耕耘，必定

會有所收獲。

部落族人採收的小米。

政治大學「民族與觀光」課程─前往禮納里部落

蔣慧潔

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四年級。於103學年度參與
黃季平副教授開設之「民

族與觀光」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