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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教育觀念與社會變遷，中小學校園空

間的功能，逐漸呈現多元與分化的樣

態。特別是經歷過了1990年代的宜蘭校園改

造、2000年後921重建新校園運動等發展，國內

對於校園建築的思考有更多對話與反思。尤其

是在校園硬體與教學軟體間的搭配、對社區終

身教育的關注、重新思考學生為校園主體，以

及學校承載之文化傳承功能等面向，中小學校

園建築實踐與論述層面，均有相當的變化。整

體而言，中小學校園在當前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與功能包括：

（一）擔負國民義務教育的推展基本功能。

（二）扮演社區終身教學學習的推進基地。

（三）在都市地區具有協調周邊景觀、提供開放

空間及綠地、防災的功能。

（四）在非都市地區擔負社區歷史文化與公共

事務的樞紐。

（五）特定地區或群體之文化保存與傳承之空

間。

（六）因應社會變動與帶動社會進步的動態場

域。

中小學校園 推進社區終身學習的前線

在當前的教育思惟中，校園建築除了擔

負最基本的國民義務教育功能外，全球普遍

發展出「學習如何學（ t o  l e a r n  h o w  t o 

learn）」及終身教育的價值，亦使得中小學

校園成為推進社區終身學習概念的前線。從

實質空間的角度來說，在高度都市化地區，

中小學校園及其建築不僅攸關環境景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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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的庫巴為其重要的政治、信仰、文化中心之神聖空間，具高度象徵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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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供社區呼吸的綠地、開放空間，以及發

生臨時危難時，社區防災與避難的法定空

地；在非都市地區，特別是人口過疏地區，

中小學通常是地方最根本的公共機構，任何

公眾集體活動，舉凡村里運動會、選舉、社

區集會等，都在校園內舉辦，儼然扮演著地

區文化與公共事務的樞紐。

原住民學校建築的教育與文化意涵

再從概念與教育軟體的層次言，由於學

校是傳承教育理念與價值的所在，社會價

值、集體意識與文化傳統，透過學校教育與

社會化過程，從下一代身上不斷延續，而社

會裡任何時代變動的新興想法，例如「永續

發展」的生態理念，透過學校教育與實作的

傳遞，成為促進社會進步與變動的動力根

源。循此校園建築、教育與社會的動態關係

來看，原住民地區的中小學，特別是在其傳

統文化的延續上，具有更深遠、責無旁貸的

教育使命。針對原住民中小學校園建築的教

育文化意義，有以下幾項值得進一步深入思

考探討。

（一）看見原住民文化：不只是造型而已

台灣每個原住民族均有其豐富的歷史文

化經驗，相對其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如何

從建築設計表現，掌握其文化特色內涵，並

以現代化的技術轉化空間形式，從建築層面

921重建新校園運動，國內對於校園建築有更多對話與反思。尤

其是在校園硬體與教學軟體間的搭配、社區終身教育的關注、學

生為校園主體，以及學校承載之文化傳承功能等。

山地原住民部落的學校建築，以大地色彩、合宜的量體，低調地與山林相互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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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的確是不小的挑戰。

然而，可惜的是，大多數平地人建築設

計者在面對不同民族的文化時，未能深入認

識其文化，而只是表現片斷的、借用某些特

定物件或元素的造型。例如，鄒族的庫巴

（Kuba）外型為原木柱、茅草屋頂的干欄式

建築，概念上為「男子集會所」；但實質與

精神層面，是其氏族最為重要的政治、經

濟、信仰與文化活動的中心，也是鄒族人最

敬畏的神聖空間。但若僅借用其外在形式，

而複製為校舍空間，則不啻於從外來文化詮

釋者的角度，徒具形式而昧於其文化價值、

特別是信仰與神聖的空間意涵。

（二）原住民營造傳統與校園建築的關係

在原住民文化傳統中，營造技術是與其

文化傳承緊密相關的一環。例如，許多部落

或家屋，藉由娶親分家等特定儀式傳承、或

透過部落與家族的集體施工，一方面促進營

建技術的傳承，也意涵部落傳統文化的延

續。然而，進入現代的營建模式與國民教育

體制後，校園建築空間的文化形式完全漢

化，傳統建築元素無法與現代鋼筋水泥建物

並存，遑論原住民傳統與符合在地風土之建

材與營建技術失落。

另一方面，原住民在營造領域的高度參

與，對於如何將傳統部落的建築元素、轉化

為可與現代生活模式對話的空間特色，應具

有一定的敏感度。因此，打造原住民校園建

築的過程，是否能夠適度地引入當地住民參

與施工，是現代與傳統建築形式與營建技術

的對話，更是回復傳統自力造屋、傳承營建

技術最直接的作法。

（三）承續傳統≠反對現代化生活

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迷思，認為以較貼近

打造原住民校園建築的過程，是否能夠適度地引入當地住民參與

施工，是現代與傳統建築形式與營建技術的對話，更是回復傳統

自力造屋、傳承營建技術最直接的作法。

採用檳榔桿為建材，因隨處可以取得，也可依需求自由抽換，隨時保持生機，為最道

地的綠建築。

以原住民眺望用的塔樓，轉化為學校建築所需的水塔，與部落間的教

堂相互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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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與自然的材料及表現形式，以此來意涵

原住民文化的「原味」，所打造出的原住民

校園建築，等於原住民聚落及其生活內容回

復到更久遠前的時光，才是一種尊重傳統原

住民文化的態度，而昧於時代與技術均已然

改變的社會真實。

事實上，國民中小學在傳遞體制化教育

內容與價值的過程中，以往多以邊緣、少數

「同化」、「融合」於主流社會為尚；但隨

著強調文化多元認同的價值，如何善用現代

科技文明，包含數位資訊能力等，同時兼顧

原住民文化本質的傳遞，才是新世代的教育

價值。

（四）綠色思惟新流行：向原住民文化學習

原住民先人以其長時間與特定環境風土

共存所累積的山林智慧，某些面向來說，遠

遠超出現代科學技術所可以解釋或傳遞的。

例如以「禁忌」的口傳模式，提醒後人應主

動避開某些環境危機與負面因子；禁忌看似

是迷信，但通常隱含了長時間環境變動的訊

息暗示。

就以當前永續發展、綠建築之發展趨勢

角度來看，其核心概念在於善用當地材料，

以符合其風土條件與氣候特性；並因隨處可

得、價格平實而可隨時抽換等，例如「石

板」的運用，便是取材於山林間，最源源不

絕而便宜的材料。故包含竹子、檳榔桿，與

石板、木材等，可能都是符合當地生態條件

的材料選擇；只不過，從既有公共工程的思

惟來看，可能會認定該等材料、構法，某個

程度較接近於臨時性建築，在相關法規規範

層面，有其材料選用與推廣上的難度。甚至

在建材選用已經較常見的木材類，台灣相關

的防火耐震等法規，仍未建立適用於台灣本

土的合宜規範。從這個角度言，還有很多營

建的可能性值得向原住民文化學習。

批判與創造 讓傳統中見飛躍的力量

在全球化的發展潮流中，凸顯在地智

慧、立足於文化本體，本即為每個地區與文

化體系，確立其生存價值，取得其文化正當

性與識別性的首要原則。在建築領域的論述

中，曾有學者提出「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做為掙脫、對抗資本主義現代

建築主流營造模式、體系與空間形式的思惟

起點。例如1990年代，「宜蘭厝」活動的集

體發聲，便是希望從在地尋求建築文化表現

可能性的意圖，是一種立基於地域獨特性的

批判力道。

教育，是創造更多可能性的開端。文

化，則是延續傳統的基地。在文化與教育傳

承的原住民學校中，新的想像與歷史意涵同

等重要。如何從各個原住民族文化主體中，

在校園建築的空間表徵中，找到批判性的反

省與創造性的思考，成為傳統中見飛躍的力

量，更是教育與建築設計專業者值得深自期

許、持續耕耘的場域。

傳統中見飛躍——原住民學校建築的新時代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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