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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委員會為推動落實長

照十年計畫2.0原住民

族專章，自2015年起鼓勵並補助原鄉部落以

及都會區設置文化健康站（以下稱文健

站），以「族人照顧族人」、「因族因地制

宜」的照顧模式來進行，提供原住民族長者

連續性、可近性及具文化性的專業照顧服

務，而文健站的設立不僅只是為了達到照顧

原住民長者的目的，也同時替原鄉部落創造

了許多工作機會，部落族人可以留鄉照顧自

己的長輩，也可以提供族人青年返鄉從事長

照工作，在照顧的過程中，不僅可以隨時掌

握長者們的健康狀況，協助其生活事務，陪

伴他們安老終老；另外，由於他們保有珍貴

的文化知識與智慧，透過照服員的引導，或

是活動課程的設計，也得以讓其自然地再現

與傳承文化，無論是傳統歌謠吟唱、手工藝

製作、傳統飲食文化分享等，在許多文健站

中均可看到長者們所展現的活力，而老幼共

學、青銀共學，或是照服員們的從旁學習與

記錄，讓文化找到了新的傳承管道與機會。

所以，文健站不僅提供原民長照服務，也是

老中青學習族語和保存傳統文化的重要據

點，截至2022年3月底止，全國已設置473處

文健站，其中原住民族地區397站、都會區76

站，服務原住民族長者1萬4,843人。

原住民長照路上的同行人

為了能夠管理全國計473所文健站，原民

會將專案管理工作區分為東、西兩區，交付

給輔仁大學負責西區（範圍為西部台灣12縣

市），而東華大學則是負責東區（宜花東等

縣），兩所學校都有許多專業的行政規劃執

行以及社工背景的學者專家，也因原住民族

文︱陳誼誠（原粹文化有限公司執行長、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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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文化元素，是文健站最具特色的服

務項目。所以，與文化結合的課程與活動，透

過學者專家提供的架構方向，以及各文健站考

量其文化及條件，有許多模式被設計開發出

來，都是很好的文化照顧策略，提供原住民族

長者能夠在更多元的生活照顧服務下，能夠有

尊嚴的在部落及所熟悉的文化情境下老化。

自然流露的即是文化

有些文健站會特別規劃小田園，讓長者

透過植栽蔬果作物來勞動，也可以復育傳統

作物，或是再現傳統的農事祭儀，在南投春

陽史努櫻文健站就會舉行播種祭來祈求豐

收，長者在過程中也會帶領部落族人及小孩

一起來學習，藉由祭儀文化的展現，也可藉

此而傳承；但大社文健站的長者們在揮汗整

地並種下種苗之後，雖沒有任何儀式的表

現，不過，對於田裡的作物卻也有著期許的

祝福，長者會用族語向作物述說期待，希望

作物能不畏風雨的好好長大，並結出豐碩的

果實或蔬菜，讓族人們可以享用。三鶯文健

站多是移居都市數十年的阿美族長者，對於

山林田園的嚮往，也會在外地參訪旅行中無

意地展現出來，即使在原住民小農攤位或市

集也可購得家鄉味食材。但是，當他們走入

山林之中旅遊時，關注的仍是腳旁的野菜與

樹叢間的藤心，感嘆在地人居然不懂得採集

這些好料。長者們不欲刻意做出「傳承文

化」的行動，因為許多人只希望在文健站享

受快樂舒適的時光，然而留在長者身上的文

化能力，實際上也就會毫不保留的自然展現

出來。

引導長者們的文化智慧

即使文健站希望能提供文化性的專業照

顧服務，對於照服員們來說，除了文化敏感

度的基本素養之外，如何讓長者們也能浸淫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藉由課程的再學習，或

是各類動靜態活動的參與，體認到他們過去

曾有過的生活經驗，都是值得再被講述、吟

唱、操作，甚至展現的珍貴智慧，在各文健

站也都發展出了不同的特色與亮點。高雄娜

麓灣文健站的長者們，即樂於在族語戲劇競

賽的舞台上，把豐富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劇本

中，多位年長的族人們穿著自己設計的道具

服裝，認真演出大家共同譜寫的部落故事與

傳說，總是會讓台下觀眾們感動，也能屢獲

評審肯定。嘉義里佳文健站的鄒族長者們，

則會利用照服員所準備簡單材料，製作小小

庫巴模型、袋子、獵人包與小擺飾等，雖都

長照據點模式的特殊，如何提供足夠的支持

與資源，讓各文健站在推動融合文化的課程

活動設計上，都能夠正確的執行與操作，並

且降低照服員除了照顧長者之餘，仍需費心

克服文化如何融入的難題，均為負責專案管

理的兩所大學校院日後被交託的任務。

目前，在各大學校院紛紛設立的原住民

專班中，為培養原住民長照人才而開設相關

專班的有台東大學高齡健康與照護管理原住

民專班、明新科技大學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原住民專班，以及台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

務事業科。除了，與長照相關的課程與學分

之外，三所專班均為了讓原住民學生能瞭解

自身的文化知識，並培養其文化敏感度的能

力，更能夠立定投入長照工作的使命，均安

排了與原住民為主體的特色課程，也安排學

生在修習過程中，能實際到文健站參訪或實

習，目的即希望學生透過與長者的真實接

觸，去檢驗所學的可用或是不足之處。

文化活動的多樣與精采

日常有一萬多位原住民長者分別在全國

473處文健站相聚，而照服員們也安排設計了

許多活動與課程來陪伴他們。為使長者可以維

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職能及達到在地老化的目

的，文健站提供7項長者照顧服務，分別是

「簡易健康照顧服務」、「延緩老化失能活

動」、「營養餐飲服務」、「電話問安及居家

關懷服務」、「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量

能提升服務」、「運用志工及連結、轉介服

務」，其中「延緩老化失能活動」因結合各族

文
健
站
的
設
立
不
僅
只
是
為
了
達
到
照
顧
原
住
民
長
者
的

目
的
，
也
同
時
替
原
鄉
部
落
創
造
了
許
多
工
作
機
會
，
部

落
族
人
可
以
留
鄉
照

顧
自
己
的
長
輩
，
也

可
以
提
供
族
人
青
年

返
鄉
從
事
長
照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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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佳文健站的長者們用藤編製作了生活小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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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長者們最樂於看到的回饋。娜麓灣文健站

與小港醫院合作，共同將病症圖說翻譯成海

岸阿美語，讓許多阿美族人到醫院之後，可

以透過這一本圖說正確的描述自己的身體狀

況，拉近醫病之間的距離，也讓醫護人員多

了一些對原住民病者的尊重與溫暖，同時也

達到了行銷原住民族文化的目的。台東嘉蘭

文健站也有一塊約40坪大小的共耕園，由於

長者們投注許多心力耕作與照顧，所栽種的

地瓜、小米、紅藜、野菜等許多作物，另也

在文健站的規劃之下發展出加工品進行販

售，鄰近嘉蘭國小的國幼班，或是陪讀班的

小朋友，在下課之餘也會過來陪著VUVU們一

起照顧蔬果，讓長者透過共耕園，把種植文

化傳給了小孩子，也將成果分享給消費者。

有尊嚴的老化

振興與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是政府積極推

動的政策，因此在相關部會的政策上會自然

聚焦在推動文化活動與課程，將其融入到課

綱內，並落實在各級學校內的課程中。然

而，在近幾年為了因應部落老齡化，以及長

照需求所鼓勵設置的文健站，我們發現在各

站所發展出的文化傳承行動逐漸成型，也隱

約看到了部落長者的活力被鼓動起來，在大

學校院也開始培養具文化底蘊的長照人才，

這或許是原住民族文化重燃生機的未來希

望。更期待我們的原住民長者們都能夠在富

具有文化氛圍的文健站中，自然地流露出文

化智慧，也營造文健站成為部落中文化再生

的火塘，而受人尊敬的長者們也能夠有尊嚴

的老化。

是小小的作品與成果，但若再問問長者們在

創作過程的想像為何，每個想像都仍離不開

鄒族文化的元素，畢竟那些是他們所熟悉，

也最容易展現出來的。

生活即是文化

撒固兒部落的所有長者都是文健站所關

懷的，所以，列冊與否並不重要，因為每一

位在部落生活的長者，都是讓文化繼續下去

的承繼者，所以，長者或許不會在一早就聚

集在文健站中，而是按照各自的生活步調與

工作規劃，若是要求他們一定要到文健站，

有人會擔心小農市集的菜沒買到，有人會顧

慮田裡的草沒人除、有人會想念那群在院子

一起剝箭筍的友伴。這般的文健站模式，即

使讓照服員們工作增加，服務範圍也擴大，

不過，卻是讓部落長者們最舒適自在的作

法，所帶來的效應是，有更多的族人青年喜

歡也願意與長者們互動，有更多的文化知識

在部落不同的角落被傳承、學習與紀錄，也

可說，讓長者好好生活或許就是讓文化延續

的方法。

照顧者也是文化的學習者

許多照服員都是年輕的族人，甚而幾乎

是長者們的孫輩，在抱持著服務熱忱來照顧

著長輩時，最令他們感到成就的，除了看到

長者們到了文健站之後，在身心靈方面都能

逐漸健康，另一個讓他們覺得深感收穫的，

其實是在每天的陪伴過程中，反倒能學習到

很多文化知識，可以有機會跟長者學也說族

語、可以聽著長者述說著昔日的部落生活點

滴、可以跟著操作傳統祭儀的過程，也可以

從長者的手藝中看到傳統工藝的精湛，以及

野菜蔬果如何烹調成美味佳餚。或許已有許

多文化的生活知識與技能，早已被長者所拋

棄淡忘，也不覺得還有什麼價值讓這些文化

再傳承下去，但是看到照服員們老是陪在身

邊鼓勵著長者們要再說說、再做做、再唱

唱，許多長者也樂於重拾舊有的記憶，讓照

服員們一點一滴的學習也記錄下來。宜蘭東

岳部落以及屏東大社部落都有經歷過遷村的

歷程，文健站也感受到長者們對於過去在舊

部落生活情景的思念之情，因此也都會特別

規劃安排返回舊部落的活動，那一趟行程就

可以聽到長者們娓娓描述昔日生活的景象，

宛如舊情景又在長者的話語之間活了起來。

東岳文健站更進一步的拍攝長者們的故事，

並剪輯成影片，這些都將會是彌足珍貴的文

化紀錄。

長者也可行銷文化

若是有機會，長者們其實也很願意做一

個文化的行銷者，讓更多人認識並喜歡原住

民族文化的美好。台北市的長青學苑雖然不

是文健站，而是台北市原民會為了讓長者們

能夠再學習如何成為說故事老師，並轉而到

學校或是社福機構宣講原住民族的文化與故

事的計畫，在那裡，許多移居到台北市多年

的長者有了一個定期聚會的空間，也為了能

夠扮演好一個說故事老師，反覆演練不同繪

本的演述技巧，如何把各族文化繪本裡的角

色，活靈活現的講給小朋友們聽，讓他們喜

歡也驚嘆原住民族神話傳說的有趣之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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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麓灣文健站開設母語教室，請長者用母語做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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