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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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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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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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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生態觀光有助於教育遊客，提供保育

基金，直接有助於地方社群的經濟發展與政治

上的賦權，且提升了對不同文化與人權的尊

重。

分布於茂林的「島給納」過去是紫斑蝶漫

天飛舞的水源地，經過棲地復育，自2006年

起，從12月至隔年2月展開跨年的紫蝶季生態觀

光。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每年到此越冬的

紫斑蝶量身打造了「紫色精靈」形象的化身，

茂管處網頁寫著介紹歷年「雙年賞蝶活動」的

文案：

2006/2007紫紫點點‧茂林尋幽賞蝶活動：

「當冬日清晨，第一道曙光降臨於茂林紫蝶幽谷

時，沉睡中的紫斑蝶就被喚醒，並開始熱烈追求

那穿透過樹冠、林間投射的光線，時而一動也不

動的展示著牠的幻色影衣，時而高高低低的在山

谷裡穿梭飛行，不僅為遊客提供一個最佳的生態

旅遊去處之外，也為冬日帶來些許暖意。」

2008/2009雙年賞蝶活動：

「冬季的清晨    喚醒了沉睡中的紫色精靈

    白色的小點    散落在藍紫絲絨般的羽翼

    星圖般的翅膀    翩翩起飛

    紫蝶幽谷    讓人心醉的紫色迷幻

    雙年賞蝶    與您交會的幸福見證」

台灣的紫蝶幽谷範圍甚廣，遍及台南、高

雄、屏東、台東、花蓮等地，主要分布在坐北

朝南、避開東北季風、500公尺以下、水源充足

的淺山丘陵地帶。為何獨在茂林發展生態觀

光？茂林耆老指出特別在茂林發展出紫斑蝶生

態觀光的理由在於地點佳、近平地、景點集

中：「茂林是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其他地方

是在深山。只有茂林的紫蝶幽谷全部都在132線

上，其他的都要走鄉道，沒有住家，也不能保

證蝴蝶一定在那邊，所以不能投資；這裡是還

有其他景點可看，所以可以投資。茂林山水皆

美，交通便利，不是平地，也非深山，離平地

很近，景點很集中，若這裡強力主打生態，應

會很好，因為這裡的人大多沒有工作，所以我

覺得可以善用生態資源。」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2002年成立後推

動的種種措施，包括賞蝶活動、自然資源維護

原生知識、生態觀光與原住民：魯凱下三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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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態觀光宣傳，涉及了民眾參與、科學研

究、行政力量與全球視野等要素之間的互動及

協商。在其中，土地的轉移是當地經濟發展中

的一項焦點：「本來土地所有權歸聚落所公

有，進入國家體制後大部分收歸為國有林班

地，僅有少部分土地權留在當地人手中，但其

轉讓受政府土地政策所管制。」倘若紫蝶幽谷

劃定為自然生態保護區，則族人不再能自由利

用這些區域的土地，因此保育之初有些居民持

反對意見，但大多數居民仍持正面立場。經由

研究者與族人的宣導，幾乎所有茂林人都知道

這個千百年來和他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紫

蝶幽谷景觀其實並不尋常，全世界只有紫斑蝶

和帝王斑蝶會像候鳥一樣有大規模的遷移越冬

現象。進入現代社會後，從開發到保育，族人

重新凝聚共識，重拾以往與自然共存共生的價

值，且化為行動，展開並投入族人習稱「黑蝴

蝶」之紫斑蝶的保育工作中。另一方面，當代

生態觀光提倡將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又同

時能為當地人帶來利益，但茂林的商家似乎不

覺得紫斑蝶保育與觀光連帶招徠商機，因此兩

者之間如何產生加乘效應，仍值得進一步的研

擬及商議。

原生知識與科學知識的協調

原生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呈現出

流動、不連續、非社會中立的特質，而科學知

識是一套系統化的知識建構與論述。筆者透過

分析之後發現，昆蟲學者所代表的科學知識與

在地耆老所代表的原生知識之間並非截然二元

對立，雙方關係未產生嚴重衝突。不過，從族

人對於保護區的設置與否存在歧見，到生態團

體與在地人對於紫斑蝶棲地的不同態度，再到

追蹤蝴蝶密碼的昆蟲學者們對於蝶道的分歧解

釋，顯見各方之間均有待持續溝通、協調，這

些問題目前都暫時尚無定論。

下三社有豐富的生物資源與文化遺產，透

過文化詮釋，將自然變成文化的一部份。族人

曾經背離文化，過度利用，結果大自然一次把

它沖光，現在大家較有共識。往昔紫斑蝶只是

日常生活中無關聯的一部份，反而覺得很煩，

妨礙生活。耆老表示以前提水時需用姑婆芋葉

子蓋住水桶，以免蝴蝶鱗粉弄髒水。昆蟲學者

詹家龍代表科學知識，在全球化的架構下，將

台灣「紫蝶幽谷」拿來和墨西哥「帝王斑蝶

谷」對比，並列世界二大越冬型蝴蝶谷，才找

到定位與意義。除了紫斑蝶外，青斑蝶從日本

飄洋過海到台灣，因此日本很多生態團體專程

來茂林看青斑蝶。茂管處之前的觀光重點在多

納溫泉，風災後重點轉到紫斑蝶。

「永續發展」即「青山常在，綠水長

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而這必

須透過自然資源管理和環保意識才能達成。有

些原住民千百年來和土地、動植物共存共生的

生態智慧值得世人借鏡。他們的傳說故事是一

種地方知識，訴說著不可竭澤而漁、應尊重自

然界萬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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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紫斑蝶生態保育

協會茂林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