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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八八風災之後，許許多多愛

心資源陸續到達各個災區，以

女性為例的就業政策方案3個
月或6個月的工作期間，安排
了十字繡、打包帶編織、拼

布、串珠、居家照顧等；這些

訓練性質的工作，對於過去在

原鄉部落多以從事農業耕作為

主的婦女而言，真的可以帶來

經濟生機嗎？

八八零工 
缺乏長遠的配套措施

從八八風災以來，我持續在高雄縣那瑪夏

鄉關心南沙魯村婦女，災後要如何面對經濟生

活的困頓？

事實上，政府與民間機構在完成第一階段

的居住安頓措施後，就已迅速透過行政院原民

會、勞委會等單位，開辦以工藝發展為主的職

業訓練工作，包括十字繡、打包帶編織、拼

布、串珠、居家照顧等；每天工作8小時，一週

工作5天，一個月總計工作22天，亦即所謂的
「八八零工」。

這樣的就業政策立意良善，卻因為沒有長

遠的配套措施，風災近兩年來只因為工作不

易，造成大家搶成一片。首先推出色彩豔麗、

花色選擇多的打包帶編織包，但是因為塑膠製

 難不難？——
 災後族人讓文化在新村發芽

品不環保，市場上叫好不叫座。而過去原鄉的

十字繡多用在傳統服飾上，如今要結合拼布概

念。授課老師雖曾為工坊負責人，但是無法提

出更多的創意想像空間，同樣造成商品不符市

場需求。

授課只是教導製作工法，市場上對商品的

色彩、材質、包裝等需求概念難以傳遞，因此

大家多以打發時間的心態來應付，更遑論會對

未來工藝發展有信心。

災區婦女組成「同心圓琉璃工坊」

2011年2月24日由高雄市原民會主辦的十字
繡串珠琉璃、竹燈兩個職訓課程，大多數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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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環保，市場上叫好不叫座。而過去原鄉的

十字繡多用在傳統服飾上，如今要結合拼布概

念。授課老師雖曾為工坊負責人，但是無法提

出更多的創意想像空間，同樣造成商品不符市

場需求。

授課只是教導製作工法，市場上對商品的

色彩、材質、包裝等需求概念難以傳遞，因此

大家多以打發時間的心態來應付，更遑論會對

未來工藝發展有信心。

災區婦女組成「同心圓琉璃工坊」

2011年2月24日由高雄市原民會主辦的十字
繡串珠琉璃、竹燈兩個職訓課程，大多數學員

依然抱著來看看的心態報名。新竹琉璃珠界有

名的黃安福老師，巧手燒出顆顆讓人驚豔的珠

子，老師常常說：「我今天在這裡教學的重心

是將方法傳授，妳們除了專心學習之外，還必

須多看展覽、多分享、多討論，更重要的是妳

們要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信心的建立對大多數原鄉婦女來說，真的

是太遙遠的事情，尤其是同心圓內的核心們。

茹緣老師常說「我是一個從公主變成灰姑娘的

泰雅族人」，原來茹緣老師的父親是大同鄉最

早投入茶葉種植的人，小學三年級媽媽癌症過

世之後，父親因為思念媽媽從此靠喝酒為生，

照顧弟妹的重擔從此在肩上不能放下；更多的

新竹琉璃珠界有名的黃安福老師，巧手燒出顆顆讓人驚豔的珠

子，「我今天在這裡教學的重心是將方法傳授，妳們除了專心

學習之外，還必須多看展覽、多分享、多討論，更重要的是妳

們要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同心圓琉璃工坊在何茹緣老的帶領下天天開會討論，因為大家都想快快找到市場需求與定位。

同心難不難？同心圓琉璃工坊成員齊心協力地在永久屋中讓文化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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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還要常常用瘦小的身軀將酒醉的爸爸拖回

家。國中畢業立刻到美髮店做洗頭小妹，知道

自己的個性決不願意看人臉色，存夠錢立刻投

資自己去學工藝。雖然自己遠嫁到南沙魯村，

但是擁有巧手的茹緣老師不藏私，只希望找到

一群人大家一起工作。

冠誠媽媽是嫁入南沙魯村的客家人，因先生

擔任保安警察的工作，所以風災前都居住在娘家

六龜；災後搬入大愛村，自認為是個宅女，除了

到旗山地區接送小孩，幾乎足不出戶。認識茹緣

老師後，在串珠教室找到生活中能夠發揮所長的

地方，原來冠誠媽媽心中有個小小的夢想，將來

小孩長大希望開一間小小的咖啡屋，屋內的擺設

都是自己的手工創作商品。討論同心圓內事務

時，冠誠媽媽總是熱心分享資源，這樣的心態大

大地鼓勵其他人的付出。

蓁媽的個性直爽，原是一個

喜歡在外工作的人；但是現在卻

是一個洗腎6年要養4個小孩的單
親媽媽；沒有工作的前夫雖然已

無婚姻關係，但是仍然住在一

起。洗腎讓蓁媽不容易外出求

職，風災後蓁媽偶爾有機會擔任

輕鬆的八八零工，但是一周洗腎

3次總是造成管理人諸多不便；
遷入大愛村醒著的時候如果沒有

洗腎，大多在玩線上遊戲打發時

間。自從2月加入琉璃串珠職訓
課程，發現如果在不洗腎的時

間，可以做些手工藝、賺些錢也

不錯。蓁媽說：「失去健康才知

道生命的可貴，趁著現在還有好

體力，應該多多學習；要休息，將來閉上眼睛

的時候，有的是時間讓我休息。」

菲斯是南沙魯村的排灣族，嫁給同鄉達卡

努瓦村的布農族；跟著先生在台北八德路上曾

經擁有一間人人稱羨的餐廳，那是菲斯生命中

最富有的時候。無奈先生投資失敗，連最後想

要保本的房子，都面臨法院拍賣的命運，先生

因此借酒澆愁麻醉自己，酒醉後的先生從語言

暴力到肢體暴力，但內向保守的菲斯不敢求

援，結果因過度壓抑而造成內分泌嚴重失調得

到白化症。身上的黑色素一塊塊逐漸消失，曾

是村中美女的菲斯從此更加拘謹，躲避人群是

唯一的選擇。風災後，築夢工坊的素雲老師幫

她報名打包帶編織班，因自我要求嚴謹且耐性

十足，在很短的時間菲斯的巧手就學會許多編

織法。2月份透過琉璃珠的學習，與蓁媽相互鼓
勵找到信心。

同心協力的自我培力

從來都是一個人在外單打獨鬥的茹緣老

師，歷經風災深深明白未來一定是群體出擊的社

會，排除個人的私利，希望大家不要將學習中

斷；設備在教室、材料在教室，大家只要付出時

間，所有的成果都是自己的。這樣的想法在蓁

媽、冠誠媽媽、菲斯的支持下，大家每天8點進
教室，從分享個人的生活到燒製琉璃的方法，大

家終於拼湊出新事物的學習，永遠都有過去傳統

文化的生命軌跡可循。

先生在去年過世的菲斯，把對家鄉生活的思

念、體諒先生酗酒的無奈化成顆顆動人感性的

「思念生命之珠」；蓁媽永不放棄夢想的實踐，

燒出「旋轉吧！夢想之珠」；冠誠媽媽為了先生

的原鄉土地生命，燒出「螢火蟲之珠」。大家的

婚禮上都有不同數量的山豬，代表著大家不同的

財富地位；而今入住永久屋大環境內，文化可以

創新也可以傳承，用琉璃燒出「布農勇士智慧之

珠」，用心串起布農頭目之珠。

災後兩年，看見災區婦女們一路跌跌撞

撞，從找不到生活的重心、看不見未來的希望，

到現在已開始有婦女願意花時間栽培自己。我在

災區所見，僅能以感動的心，請大家多多給予這

些想要力爭上游的婦女們，一個熱誠的掌聲。

同心圓成員們每天早上8點進教室，從分享個人的生活到燒製

琉璃的方法，大家終於拼湊出新事物的學習，永遠都有過去

傳統文化的生命軌跡可循。在永久屋內，用琉璃燒出「布農

勇士智慧之珠」，用心串起布農頭目之珠。

同心圓琉璃工坊的創意作品「布農之珠」。 冠誠媽媽為了先生的原鄉土地生命，燒出

「螢火蟲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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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才放暑假，鄰近

的旗山國中、月美國

小、南沙魯青少年文

化營的DIY活動，讓

同心琉璃工坊的婦女

們，初嚐為人師的經

驗。蓁媽與菲斯、冠

辰媽媽每天都花許多

時間，互相討論該如

何做老師，每一句對白、每一個過程三人演練再演練，

她們總是相互掛在嘴邊：「現在多練習，明天才不會在

學生們面前丟臉。」

正因為同心圓大家的用心，琉璃工坊已經成為青少

年與小朋友邀功的地方，「我想帶小朋友念書，這樣可

以進教室交換燒琉璃嗎？」、「我的暑假作業寫完的時

候，可以進來做項鍊嗎？」；甚至於，願意走進教室看

看大家作品的親族同胞也愈來愈多；觀念轉變一下，結

果受惠最大的是自己。

同心圓琉璃工坊

同心圓琉璃工坊的前身，源自於八八風災後安置於

燕巢陸軍工兵學校的一群婦女們，在等待家園重建過程

中，大家紛紛投入不同的工藝技能培訓。其中串珠老師

何茹緣，心中總是想著如果大家都有一技之長，未來若

是遷居平地，至少還可以靠工藝技巧賺些零用錢。

5月底陪著琉璃工坊成員們，在高雄市參觀勞委會的

高屏東彭地區多元就業成果展，大家一致的想法是——

我們要如何藉由多元就業工作，讓更多人加入我們一起

奮鬥打拼呢？但大家又笑笑說：「我們大家現在可都是

奉獻時間學習，沒有收入的人！」

台北市文山社區

大學工作人員從6月

初鼓勵這些婦女們發

展工藝產業，進而成

立「同心圓琉璃工

坊」。對工坊成員們

而言，最壞的結果

是：沒有公共的工作

空間發展文化產業工

作、無法順利向各單位申請方案支持災後文化永續發

展、也無法讓有心向工藝發展的社區居民發展工藝技

能。所以，無論未來大家要花多少時間努力，在杉林鄉

大愛村的這段時間，就當是大家的練功時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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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排除個人的私利，希望大家不要將學習中

斷；設備在教室、材料在教室，大家只要付出時

間，所有的成果都是自己的。這樣的想法在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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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從找不到生活的重心、看不見未來的希望，

到現在已開始有婦女願意花時間栽培自己。我在

災區所見，僅能以感動的心，請大家多多給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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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月華

1957年生於高雄市，現在家住台

北。台北市社區大學前任志工社

長、文山實驗社社長（專門帶著

大家到部落體驗生活），莫拉克

風災後在那瑪夏區南沙魯村陪伴

災區婦女與兒童，目前仍在災區

工作，工作的重心放在陪伴婦女

與兒童；看見災區居民因為鼓勵而對生活、對課業有信心

覺得這是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段時光。

「同心」難不難？——災後族人讓文化在新村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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