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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造成原鄉重大的傷害，吾拉魯茲部落（屏東縣泰武鄉泰武村）被認定為不安全區域，因此全村村民被搬遷至
萬金附近的台糖新赤農場。

排灣族人們在部落搬遷的過程中，曾發生許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例如：泰武社區發展協會直接轉化成災後重建委
員會，而未經過族人的討論與推舉；遷村時，民意代表們居然有權利優先選擇永久屋等等。

大家決定發聲，打破這不公不義的局面。因此運用Facebook，讓消息更迅速、更全面傳布出來，也才能凝聚更多的
力量。

吾拉魯茲部落的居民阿魯芙就在Facebook上留言：

因為八八風災導致原有部落家園山河變色，迫使全村村民被政府遷居到萬金附近的台糖用地，並且由屏東縣政府、紅
十字會以及其他慈善團體的幫助之下，建造新泰武村。

原本戶籍在泰武村的村民稱之為『原戶』；大家族皆有一間房屋可以居住。而嫡長繼承家業後，當弟妹們各自嫁娶就
必須自立門戶，也就是『分戶』；但仍會住在附近，因此家族的凝聚力深厚。

117戶的原戶已經入住4個多月，而應該給分戶的40間永久屋，卻遲遲尚未動工，究其所因乃是『本來該為村民謀福
利之行政人員，就個人私利而擅自決定37戶名單』，卻僅餘下3戶讓眾多分戶以抽籤決定。如此不公平的作法，實在
難讓眾人心服口服，但行政人員卻視而不見。我們需要一個公平的對待，不要漠視我們村民的權益。

族人留言清楚地表達分戶們極度想要跟族人住在一起，雖然僅有少少的40戶永久屋，也要賭一賭抽籤的運氣。但是
卻有人利用職務之便，私相授受，將37戶放入了口袋名單，叫其他引頸期盼的分戶情何以堪。因此多數吾拉魯茲部
落族人決定組成自救會，要求廢止這不公平的名單。

雖然政府在遷村時，全村都同意，全村戶數為原戶加分戶，總共229戶。但是目前政府只將永久屋配給117戶的原戶
，剩下112戶的分戶應該何去何從？也還有一戶在舊的泰武村仍沒有遷村。結果吾拉魯茲部落形同部分遷村。

依循傳統，嫡長有義務要配土地給弟妹，讓他們在部落中有地方生活。而政策是僅將永久屋分配給每戶家中的嫡長，
而弟妹在新部落中無立足之地，必須被迫搬離到其他地方；造成部落的人口分散，親情的分裂，家族的團結力就在如
此一點一滴地流失。如此形同部分遷村的措施，無疑是令人遭受風災荼毒的部落，更是雪上加霜。

沒有土地就沒有根，沒有根沒有未來。

部分族人已有永久屋可以居住，更擁有房屋所有權，但是永久屋的土地權卻是台糖的。因此居住戶被限制在157戶，
也就限制泰武部落的發展。部落人口沒辦法增長，就無法茁壯發展。而且久而久之，散居外地的族人會忘卻對於部落
的向心力。如此阻斷部落發展的活水，也就將使部落慢慢地縮小、瓦解。而且未來若是遇到土地徵收，部落也將再次
被迫再次搬遷。

更糟糕的是，部落根本沒有農地能夠耕種；我們是擅於與土地共生共榮的民族，現在僅能在路邊行道樹間種小米、地
瓜或芋頭，體力比較好的中老年人則是需要花20到30分鐘去舊泰武村的山上耕種。倘若狀況再不改善，真的很難再
將部落的傳統文化延續下去。

為了部落能夠更長久發展，更繁榮富茂的願景，自救會即刻發起「我們想要一個完整的家」的活動，希望全部的族人
都參加連署，讓大家都住在一起：

感謝政府與一群有愛心的紅十字會相關人士為我們泰武村建造一個安身立命的園區。但是受限於永久屋戶數，因此很
多族人被迫，一群因八八水災受苦分地隔離的可憐泰武村民又面臨遷村無屋可住，我們該如何自處？我們的下一代又
該如何找回部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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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給我們一個完整的部落，一個完整的家，吾拉魯茲未來的定位不明，在不公平不公正的前提
之下，只為謀求個人私利，導村民相互攻擊、包庇。特別是可憐無助之人，不但無屋可住，更無人為其發言，真是無
語問蒼天。為了這群可憐的村民，我們誠懇地向政府與紅十字會反映。

未來將要求縣政府能夠將目前永久屋戶數擴建到3百戶，讓所有的族人在部落中都能有家住，讓老中青都願意留在此
生活中，為部落持續不斷地注入生命與活力，讓吾拉魯茲部落可以悠久地延續下去。在未來更期盼能有屬於我們自己
的土地，讓我們可以在土地上紮根、成長、茁壯。

1985年全球原住民會議中曾提到：「除了直接射殺我們之外，最有效消滅原住民的方式便是將我們和我們的土地分
開。」

強迫原住民遠離土地、破壞族人間的連結、撕裂否定文化族群的集體性，都把原住民推入無止盡的傷痛（台灣原住民
族部落行動聯盟，2009）。

不論是國際上的人權標準，亦或是國內法令的規範旨意，均強調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關係，是作為原住民族生存與文化
的命脈。（部落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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