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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坐落於完全開發與未開發地區之間的山

地、丘陵等半開發地區，都能發現類似里山地

景所定義的聚落。

「里山倡議」即是倡導在這一類的地景環

境中，在既有原則下，以各項經營管理策略模

式來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願景，並且在確

保多樣性的生態服務系統和價值、整合傳統知

識和現代科技以及謀求新型態的偕同經營體系

三大原則下執行：資源使用控制在環境承載量

與回復力的限度內、循環使用自然資源、認可

在地傳統和文化的價值、促進多元的權益關係

人參與合作，以及貢獻於在地社會與經濟，五

大操作策略。

由上述可知「里山」有別於一般保育政策

獨尊生態環境而排除人的元素，以「環境」與

「人」並重共處為主體結構的保育思維，並注

重「在地培力」，以在地管理在地，改善過往

經常被忽略的當地社群，同時解決公部門管理

人力不足的困境。故在策略提出之後立即受到

阿禮部落的認同與回響，並開啟了部落里山經

營之路。

因此在2008年開始，阿禮部落與陳美惠教
授所帶領的屏科大社區林業研究團隊合作，在

林務局的支持下以生態旅遊的操作，建立起霧

台鄉首先以「里山」經營及官、民合作的「參

與式」自然資源經營之示範部落，利用生態旅

遊的策略進行在地培力訓練當地解說員，並針

對導覽路線進行資源盤點、巡護監測、環境維

護、解說教育、文史訪談、資料建立等，除了

達到保育與文化紀錄的目地，更能將旅遊經濟

效益實質回饋到族人身上，也能讓前來參與的

社會大眾更深入瞭解人與自然相互關係的重

要，達到環境教育、認識在地的宗旨。

「莫」可奈何

正當部落日蒸發展，處於轉型關鍵之時，

在2009年8月8日受中颱「莫拉克」重創，霧台
山林遭遇毀滅性衝擊，使阿禮原鄉成為「具潛

在地質災害地質敏感區」以及「莫拉克颱風災

後特定區」，舉村遭到強制遷離，離開家園到

平地位在屏東縣長治鄉的「百合部落園區永久

屋基地」也讓原鄉的經營成果被迫中斷，由於

特定區的關係讓原鄉土地受到更為複雜的法令

使用限制，幾年下來使得原鄉農田荒廢、空間

大量閒置、雜草叢生，水電中斷也讓部落無人

管理，致使外村獵人頻繁入境盜獵、外人偷竊

事件頻傳，過去的天予佳地竟在風災後淪為蔓

叢荒野。

回家第一「禮」路

風災後的阿禮因路基不穩，逢雨即崩，加

上水電中斷、現代資源匱乏，因此自災後將近

十年來，除了長期留守原鄉未曾遷下的包泰

德、古秀慧夫婦外，其他族人僅能在平地與深

山之間不斷來回穿梭，探望家園。山林沖毀

了，能再藉由時間的推移讓自然逐漸修復，但

人離開土地則代表了一個地方的文化與族群即

屏東
縣霧台鄉阿禮部落是全縣最高最深遠的部

落，位於海拔1,200公尺的雲霧繚繞之地，
文化分群屬於魯凱族西魯凱群好茶系統，部落歷史達

300年之久，因此素有「雲端古國」、「雲端上的阿
禮」之美譽，其部落名Adiri一詞據說即是魯凱族語
Tadidirivane－「令人流連忘返」之意簡化而來，由此
可知阿禮部落乃上天所賜之佳地，世居於此的族人亦

為蒙天恩典之佳人，數百年來在此過著傳統狩獵農耕

的隱世生活。

阿禮部落具有霧台鄉最壯闊展望的自然景觀，可

遠眺中央山脈南南段直達台東縣界的主稜脊，舉目皆

為阿禮傳統獵場範圍，並以生物資源豐富聞名，尤以

鳥類、甲蟲、蝶類資源著稱，根據2014年屏東科技大
學協助資源調查，僅部落周邊區域就調查得鳥類50餘
種，且不乏赫氏角鷹、林鵰、蜂鷹、黑鳶、山麻雀、

黃山雀等一、二級保育類鳥種，資源潛力驚人，使得

阿禮成為具備人文特色、歷史價值、生態多樣、景色

壯闊的山中明珠。

「禮」讚里山

由於部落地理位置恰

好坐落在中央山脈生態廊

道之「雙鬼湖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及「大武山

自然保留區」交界之處，

成為兩大保護區的鎮守門

戶，亦為現代科技文明與

原始自然之地的緩衝帶地

區，極其適合推廣「里山

倡議」經營模式，進而保

障當地以及更深入的自然

資源。

「里山」一詞來自日

語（Satoyama），意指住
家、村落、耕地、池塘、

溪流與山丘等混合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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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經營在阿禮

返鄉青年唐佳豐執行監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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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原住民向來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意象—「生

態上高貴的野蠻人」和「未開發的荒

野」。然而，近期的文章轉向強調居民和保育人士合

作的可行性和急切性。這樣的觀點也獲得決策者的重

視，稱此種安排為「共管」與「以社區為基礎的保

育」。合作式的管理常環繞著增加收入的新活動而加

以組織。生態觀光即是棲地保育時常見的形式。

茂林部落傳說故事中的永續發展

以位在高雄市茂林區的魯凱下三社為例，茂林部

落有一則教導族人切勿貪心、自私，以免自然資源耗

竭的傳說故事。根據研究者訪問在地耆老而採集的故

事〈狩獵的傳說〉指出：魯凱族人傳說，在古代，山

豬、野鹿、山羌都不怕人，常徘徊在村社附近，神教

導人說，只要拔牠們的毛，即可得肉，但是不要傷害

牠們。後來，有個貪心的人用刀割下一塊野豬肉，野

豬一怒跑回深山，自此之後，動物都跑到很遠的地

方，也很怕人，人們只好到山林中去打動物的肉。投

入紫斑蝶保育的茂林耆老BI即以這則祖先流傳下來的

傳說故事來呼籲族人重視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這

就是族人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不可以貪心，對大自然

也好，對整個周邊也好，都不可以貪心，這是我要勉

勵大家記得我們的長輩、祖先給我們的啟

示。」

島給納紫斑蝶與生態觀光

「生態觀光協會」（Ecotourism Society）

對生態觀光的定義為到自然地區的負責任之

旅，這些旅遊保育了環境且改善了當地人的

生活。因此，生態觀光和其他型態的觀光大

異其趣，它不僅只是一種休閒活動，更聚焦

於對環境的影響以及觀光客與觀光產業從業

者（包括旅遊業者或民宿業者）雙方所應負

將中斷，且因原鄉遷離，土

地使用遭到限制，以及被評

為具有潛在地質災害的情況

下，族人擔心在《國土計畫

法》通過後被劃為「國土保

育區」而積極尋找應對之

策，如何讓人安穩回鄉、土

地活化使用、閒置空間處理

等問題成為現在部落的燃眉

問題。

對此，陳美惠教授邀集

林務局、林試所、縣政府、

鄉公所與其他相關專家部會

和阿禮部落商討對策，最後

以劃設「自然人文生態景觀

區」及「林下經濟」做為阿

禮原鄉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因此2016年在部
落與鄉公所的爭取下，向中央提出「霧台自然

人文生態景觀區」劃設案，景觀區是一個參與

式的經營區域，由公部門提供資源培力在地民

眾執行解說導覽、資源環境維護與管理，並且

在《發展觀光條例》的保障下讓當地民眾在管

理權上得到根本的保障。因此阿禮將部落整體

及其周圍核心區域劃入阿禮部落經營區，並規

劃未來欲推動解說導覽的路線，復振過往的巡

護路線，重啟資源盤點與監測，在每個月的定

期巡護下有效改善盜獵與擅闖民眾的破壞。

林下經濟部分利用閒置成林的農牧用地，

與天然的森林環境為基礎，以產業建立為名提

供資源讓有心族人在實質支持下進行培力，種

植具在地性及經濟價值之農作物，因此自2018
年開始，部落青年唐佳豐率先回鄉，投入所有

心血與陳美惠教授團隊、包泰德夫婦合作進產

業種植，成為林下經濟產業的先鋒之一，並且

帶動族人逐漸回鄉整理道路、步道整建，且在

部落的支持下，阿禮部落重新迎來中斷已久的

水電，改善與緩和回鄉族人

因資源匱乏所產生的不安壓

力。直至今日先後建立起林

下養蜂、金線蓮及葳蕤栽

培，活化了許多荒廢農地，

更預期未來將閒置建築屋

頂、室內做為養蜂與蕈菇的

栽培基地，徹底改善閒置空

間的問題。另於2019年2月16
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規

則」第六條修正生效，容許

林業用地得從事「林下經濟

經營使用」。隨著混農林

業、林下經濟議題日漸受到

重視，可望為林農與山村增

進收益，而未來林下經濟將

可更為安心發展。

返鄉青年唐佳豐在屏科大、部落的協助下

學習如何步道巡護、動植物資源監測、文化訪

談、資料建立、產業培植，除了為景觀區未來

執行的資料建立基礎，更成為有意回鄉投入的

族人可以參照的榜樣，唐佳豐也曾說，從一顆

種子開始慢慢的發芽，使其根逐漸深入土壤直

至根基穩定，之後在其表面撒的下種子就不再

怕土壤的流失而失去立足之地。因此未來有族

人的投入，他亦將全心協助，以他的經驗成為

養分，培養日漸增多的部落種子，直至綠蔭重

新回到阿禮這天予之地。

原生知識、生態觀光與原住民：魯凱下三社的故事

林軒宇

台南市新營區人，1995年生。
就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碩士班。現任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室研究

生。

荒廢老屋裡的古老木雕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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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農會外牆解說「紫蝶幽谷」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