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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屏北社區大學舉辦名為「重生的力量」的研討會，牡丹鄉高士部落的社區營造員黃雅玲上台分享，八八以來部落
的改變及重建的心路歷程。來自偏遠山區，身材個子嬌小的黃雅玲，站在演說台上，只比講桌高出一個頭，也沒有投
影簡報，她說：「為什麼沒有製作簡報，因為我很小隻，社區營造員是很微小的，希望你們能多看看社區營造員。」

「我是一個從來不認識部落的，不認識部落的語言，也不認識部落的文化，我什麼都不認識，我什麼都不是，所以我
剛進入社區的時候會有一種無力感…」

八八水災之後，高士部落列入災區，黃雅玲也在災後兩個月回到部落，加入家園重建的工作團隊。年少就離開部落求
學、工作，對於部落的倫理及派系間生態相當陌生，因此碰了不少釘子，但能回到部落，為自己的族人服務，縱使是
悲喜交加，心裡總是比較踏實，她表示：「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奇怪？我的部落沒有聲音？我的聲音沒人回應

從災害發生到完成特定區域的劃定，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政府相關部門以極高的效率完成了專家勘定、下鄉說明
及公告。黃雅玲說：「看到電視上都由人在抗議：『我不要遷村，我要回到我自己的部落』，奇怪了，我的部落怎麼
沒有聲音？上面的行政單位下來的時候，跟他們討論一些事情，他們都沒有任何的回應。」

當初，在討論畫定特定區域，甚至遷村時，在取得「共識」相當可議，高士村共9個鄰，人口約600人左右，但實際
被通知參與會議的人卻只有這受災的六、七鄰的居民，卻決定了部落如此重大的決策。

有官員私下透漏，當時專家認為，除了受災嚴重的六、七鄰之外，其他周圍地區都有明顯的地滑也應列入，但當時的
村長卻堅持這樣的「共識」，他們也相當無奈。歷經去年的凡那比、梅姬等颱風的驗證，也證實災害面積逐漸擴大中
，反觀當時政府所打出的「快」字訣，勢必未來還需付出相當大的社會成本。

令黃雅玲疑惑的是，自己是政府計畫案裡的社區營造員，賦予災後重建工作的任務，為什麼災民會議卻總在通知名單
之外，有時還被質疑列席的正當性，鄉公所甚至特別發文強調只承認村長為唯一窗口。總總挫折，讓她懷疑自己的定
位。

聖經：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特定區域化定後，災民住進收容中心等待永久屋。安置中心是之前鄉托兒所的閒置空間，分男女隔間的大通鋪。家庭
式的是利用廢棄的派出所空間，每個家庭分配不到三坪的空間。這樣的安置情形，生活模式、習慣、個性的不同，常
常爭吵，引發出許多社會問題。然而，一年半多了，這樣安置的環境，屏東縣政府僅撥款改善周邊硬體，如衛浴等設
施，但永久屋，至今仍未復工+

高士受災戶幾乎是較弱勢的家庭以及獨居老人，需要有人的陪伴與支持。有次，災民告訴黃雅玲說：「我不知道他們
(政府)在講什麼，通過了又能怎麼樣？上去(永久屋)之後誰要跟我聊天….」

「你可以在上面唱歌啊，因為我們的永久屋那裏是最高點，風(落山風)會把你的歌聲帶過來…」，黃雅玲說，他也只
能用這樣去安慰他們了。

這個不經意的對話，讓他去反省了許多事情，未來搬去永久屋後，居民的交通、就醫、就學…等問題，不曉得當初的
決策者有沒有想到，為何會選擇蓋在強勁落山風口，令人匪夷所思。

可是，當她參與會議，提出部落的問題時，幾乎都得不到沒有回應，面對遙遙無期的永久屋進度，她也無法回答災民
的疑問，她自嘲說：「可能是我很小隻，他們看不到我吧。」

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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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在部落裡派系的角力，讓她一度質疑自己，但回歸信仰再省視時，上帝讓她看見自己有更大的責任在這個地方，
上帝給了她一個很大的課題─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如何在這樣的政策下，讓族人的生活繼續前進」，因為有堅定信仰及家人的支持，是她持續下去的信念。

黃雅玲不僅是社區的營造員，也是教會裡的師母，她說：「我不只在支持、陪伴這些災民，甚至加入社區的兒童課輔
擔任陪讀、生命教育，在媽媽教室，去發掘我們自己的文化，甚至也要帶領巡守隊，半夜還要去巡守，在青年會，還
要去培力他們，營造員做的事情可真多喔。」

社區工作雖然辛苦，營造員渺小，重建之路漫長，但在過程中能夠重新認識自己的部落，找到自己的家，找到我自己
的族人，找到自己的文化，找到自己的語言，黃雅玲說這是她覺得最快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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