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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競賽模式的社區營造計畫，李松根博

士的團隊從2003年就開始操作了。而鍾松晉教

授的計畫團隊，經營實績包含國民教育校園校

舍及宿舍建築、學校社區共融設施（圖書館、

遊具等）、雲林縣社區規畫師、雲林縣客家文

化環境營造等，無論是資歷、資源都非常豐

富，唯獨還沒嘗試過原住民族學校或部落營造

等相關的議題。因此原民新校園運動執行模式

可以參考既有計畫案，甚至是延續20年前的921

新校園運動中，校園空間規畫以整合在地社區

（或部落）需求為重的設計理念，但計畫中

「（傳統建築）工程結合（民族教育）課程」

項目所需要的跨界整合資源網絡以及思考模

式，則必須重頭開始建構。

事實上，在目前仍以國民政府後的中華文

化為主體、西方設計美學為主流價值的社會情

境中，要將營造計畫的論述主體轉換成學校與

原民部落共同營造，所需要的並不只是主詞及

文化符碼的換置而已，其背後複雜的歷史時空

脈絡不容忽視。因此同樣在做社群營造，主題

的切換想來容易，執行上並不輕鬆。

首先面對的問題在於行政端跨部門的整

合：第一次邀請縣市教育局處派員出席的說明

會，計畫內容說明還不到三分鐘，就有個承辦

大吁一口氣：「哦，這是教務規畫的問題，要

我們工程單位來幹嘛？」會中另一位承辦則舉

手提問：「你們的計畫名稱可以寫明確一點

嗎？新校園運動，長官看到運動兩個字就要我

們體健科來承辦！」有意參加計畫的學校也有

主任打電話來追問這計畫到底是教學的業務，

還是總務的業務。其實，校長才是成功關鍵，

因為要兩個部門凝聚共識，合作才有機會。

2017年6月，在原民新校園計畫草創初始的

階段加入計畫團隊，從實施計畫開始

編撰。全案依據計畫主持人鍾松晉副教授（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與計畫協同主持人李松根

博士所研究及實踐多年的「社區PK賽」競賽型營造模

式，以德國組構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的「文明進程」

理論為基礎，將賽程依競爭的形式、強度，及資源的

多寡、分配的方式有所不同，大致區分為兩個階段：

一、30萬元，小規模、示範性質的操作；二、100-500

萬元不等，大規模、實驗並實踐以永續傳承為目標的

校園營造。

競爭模式的計畫設計精神

計畫精神為透過團體賽事中，因競逐資源所必須

的共識凝聚、操作策略的擬定、集體與個體的自我控

制等執行各階段，作為提高團體認同感、乃至提升文

化或所謂文明素養的手段。（在此所謂「文明」非指

進步史觀中相對於「野蠻」的概念，僅為高度自我

「文化」認同之表徵。）換言之，計畫的目標其實是

以硬體施作為載體，跨族群、跨部門分工整合規劃設

計思考的翻轉才是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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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校長 （右1） 向輔導委員團解說家屋之於校園生活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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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雇工購料」招標採購的跨平台

整合：承上進階版的行政整合問題，就是總務

與主計間，針對財務、勞務分項發包，在地工

班的尋訪與動員，專業建築師或地方設計工作

室、地方社區發展協會等不同單位之間的搭

配，工序與介面嫁接的操作策略攻防。

計畫主要的亮點── 跨時代的場域整合設計

我們期待看到民族文化場景再造或場域活

化，但要呈現哪個階段的文化場景？訪視過程

當中，常見由日治時期所立的蕃童教育所改建

而成，依相關規定建造有如軍事機關樣式的校

園建築，或民國後「莊敬自強」等愛國教條口

號、民族救星玉照所組成的場景，校園入口意

象有經典的「孔子有教無類」浮雕牆面，入校

門過穿堂後有司令台與旗座面向操場的絕對布

局。

訓導式愛國主義的教育環境，固然是計畫

希望能夠破除或改造的項目，然有些學校或許

爭取到的經費規模較大，又追求明顯的績效，

於是把這些年代久遠到已漸成歷史場景的景觀

全數刨除，覆蓋上大面積又滿版，現代風格的

原住民族視覺符碼，既不是傳統文化場景再

造，亦非場域活化，著實可惜。有些原民學校

校長非常勤奮的向外尋求贊補助款項，逐年計

畫成果累積，又經歷任校長更替，小小的校

園，每個空間、明顯的校舍立面，甚至閒置角

落，都塞滿了用來爭取經費的裝飾展品、海報

標語、傳統建物、或計畫成果，整體空間設計

美感不彰，民族教育情境的建構亦流於形式。

家屋建完搭工寮，再築棟穀倉外加個瞭望臺，

各種發包採購，整片迷你原民聚落都蓋出來

了，然後呢？團隊跟上了嗎？如能跳脫以（個

人）績效為核心價值的思考與行動，（不只是

計畫，也是指生涯）成果或許會更精采。

計畫成果的另一種景致，則是相當「接地

氣」的表現。民國後的部落地景多是鐵皮屋工

寮或混凝土平房，在此先不做美學上的價值判

斷，因現代原民部落的發展中，美感的順序可

能遠遠排在生存跟生活之後。部分的原民學校

下意識地也將這樣因陋就簡的生活經驗置入施

作項目的規畫：釘槍配鐵絲，而且釘刺外露，

或者為了行政作業精簡，及後續維護便利便

宜，使用塑膠茅草及木料，以避免每3至5年就

要更換材料的整修工程，但也少了換一批師生

重新操練學習的機會。

案例：台東縣海端鄉初來國小

初來國小的校舍是國民政府來台後所建，

方正嚴肅。據了解當時的物資欠缺，因此校舍

外牆磁磚還是一般用來鋪設浴廁間的次級磁

磚。校門內有個水塘，塘中央有座公共空間是

常見的中國宮廷式水泥飛簷涼亭搭配個小拱

橋。水塘旁邊的角落有個閒置的鐵皮開放空

間，緊挨著學校圍牆，牆外馬路

邊就是公車站牌。

初來國小吳校長（漢族）在

新到任的狀況下收到計畫徵件的

訊息，經過與學校師生家長討

論，規劃在水塘邊建造觀塘的木

棧道，除了可以做布農族大水傳

說的敘事場景外，同時也可以充

作表演舞台；整修鐵皮空間，打

開圍牆，開放做為公車候車亭使

用，除了加設座位區之外，再放

個象徵性的三石灶，牆面作為展

示學生美術作品之用；另外在幼

兒園教室外，由家長共同施作搭

建了家屋跟工寮，還墾了一塊菜

圃，除了做為教育場域用途，也讓等候接送小

孩的家長，冬天可以自由進出烤火取暖聊天，

甚至還會相約開伙煮食共享美食。吳校長說：

做到這個階段，晉級獲獎與否已經無所謂，大

家一起做得很開心，無價。

於是這個鄉間原民小學的校園景觀，經過

親師生共識的凝聚，民族教育設施的營造，破

除權威與封閉，讓校園與社區共融，異質空間

中的部屬陳展，有意識的尊重在地發展歷程，

同時達到文化場景再造及場域活化，很棒。

原民新校園運動：動起來的不能只有主任

萬凡齊

台中市霧峰區人，1985年生。
倫敦大學柏貝克學院電影策展

碩士。現任原民新校園運動計

畫助理。107年教育部公費留考
原民文化資產一般生，目前邊

做計畫，邊追尋祖父母輩拒絕

承認原民血統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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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委員林豐澤（左1）、總務主任（左2）、李松根（右2）、校長（右1）。水塘、涼亭、拱橋，與木棧道舞台（尚未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