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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厚蓉、林淑禪／南投縣報導】眉溪部落青年帶著學生在校園裡種植小米，從清除雜草到完美收割，從舉行播
種祭儀到練唱傳統賽德克歌曲，學生跟著課程一步步拾取瀕臨消失的部落寶藏，悄悄將文化香火傳承下去。這是國立
暨南大學「原鄉發展學士專班」（簡稱原專班）開設的「賽德克族的傳統農事與祭儀」課程，由人類所教授邱韻芳主
持，與原專班助教范心怡共同企劃。

眉溪部落族民帶著原專班學生舉行小米播種祭儀。 邱韻芳提供
從人類學走進原住民世界
在基隆中產家庭下長大的邱韻芳，於台大數學系畢業後決心改變人生跑道，「無法把自己、數學跟我的未來相連。我
還是比較適合跟人有關的事務。」在接觸社會學及人類學的書籍後，邱韻芳開始踏上人類學之路，也意外於書中認識
了自己從未接觸過的「原住民」。一九九〇年代左右，邱韻芳認識了由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明立國老師主持的「臺
灣原住民族『樂舞系列』」計畫，其將原住民生活中的樂舞技藝從部落搬上國家劇院舞臺。在擔任志工、協助樂舞系
列的過程中，邱韻芳結交到原住民朋友、進入部落，從此踏進此生摯愛的「原住民世界」，成了人生轉捩點。
獲得台大人類所碩士和博士學位後，二〇〇四年邱韻芳來到國立暨南大學教書。她說，從一位研究生到變成大學教授
，身份的轉變引起部落一些長者不同的眼光，當老師的生活也比過去學生時期忙碌許多，使得停留部落的時日亦不再
能隨心所欲，係隨之改變部落之於自己的關係。「我也覺得我應該回饋，可是當時的我想不出要如何帶給他們實質上
的東西。」有人開始質疑她的目的性，有人開始期望她能帶給部落回饋，這股壓力讓她好一陣子無法面對摯愛的部落
。

圖為原專班主任邱韻芳（右二）、助教范心怡（右一）與眉溪工班合影。 邱韻芳提供
不僅是單向流動，更是協力夥伴
為了付諸回饋，邱韻芳開始參與政府的應用型、整合型計畫，實地走訪多個部落後深刻了解部落所需，終於有能力給
予專業性的回饋，甚至實體上合作。二〇一四年八月，邱韻芳將暨大「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帶進眉溪部落，以
大學的專業協助部落治理、參與部落營造，將校內的老師和學生帶進部落，並以原專班為中介，反向地從眉溪引出部
落師資進到校園，開設與原住民文化相關的通識課程和工作坊，讓暨大與眉溪之間的關係不只是單向流動，還能夠互
補所缺，成為名符其實的「協力夥伴」。

原專班學生種植小米有成。 攝影／陳厚蓉
二〇一五年二月，原專班開設了「賽德克族的傳統農事與祭儀」課程，邀請部落族民於校園內教授學生小米種植、播
種祭儀，和傳統歌謠練唱。於五月底更舉辦「賽德克族傳統工法實作工作坊」，邀請到近幾年已在部落以及屏東原住
民文化園區搭建多棟傳統建築的眉溪部落工班擔任講師，帶領學生在小米園旁搭建賽德克族傳統穀倉，手法樸實精煉
，為期十三天的工程，更成為許多人難忘記憶。部落族民秉持著自身專業，帶著原專班、暨大師生一同在校內復育起
眉溪的文化天地，學校成為重要文化交流盛地。

在暨大校內，原專班及眉溪工班搭建一塊原住民保留地。 攝影／陳厚蓉
成立部落報，凝聚眉溪也推廣眉溪
二〇一五年九月，暨大原專班與部落青年共同組成部落報編輯小組，以每月一刊的形式，出版實體部落報《眉溪報導
》，至今已發行到第十五期，另外，輔以虛擬的臉書粉絲專頁、部落格、專屬行動App等，讓村民除了透過傳統紙本
，還能藉由普及的手機和網路，更快速獲得新聞，建構一個完善的部落資訊交流平台，目前廣受好評。

原專班助教范心怡亦是部落青年，協助部落報《眉溪報導》發行。 攝影／陳厚蓉
原鄉專班專任助教范心怡，目前也是讀於暨大歷史所博士班的部落青年，她表示，以前部落事務得經由村長利用廣播
器宣揚，有了《眉溪報導》後，部落活動或是各類型事務有了發佈的管道，例如春季蝴蝶的系列報導、天主堂聖週活
動、近百歲阿嬤的養身秘訣、新開設的學童課輔等等，報導內容與生活息息相關。在部落青年和原專班學生的採訪、
撰寫下，不僅報導資訊讓居民產生共鳴，也因參與其中而凝聚了部落向心力，更有效推廣部落文化，也讓暨大師生更
認識眉溪。
計畫跟著變化，部落文化永續流傳
「不是看學校想要部落做什麼，而是看部落現在想要做什麼。」參與部落營造多年的范心怡說，現在透過學校的資源
，例如運用課程的方式，協助部落的人將他們想要發展的文化記錄下來，也讓小朋友可以接觸、學習。她也提到，部
落報將眉溪部落的文化更有效保存、推廣，使部落裡各組織有了聯繫，有效推動部落的公共事務與共識凝聚。
藉由參與部落報事務和原專班開設的文化課程，部落青年更認識自己的家鄉，暨大師生也更多機會接觸原住民議題的
事務，邱韻芳表示，企盼透過這樣的發展擴展「原」勢力，激發起原住民學生的族群意識，而後他們主動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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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讓更多人看見眉溪文化，也讓部落文化永續流傳下去。
延伸閱讀
Mata Taiwan 看見台灣原住民之美
傅麗玉 用原住民科教推動文化保存
原民部落大學 築起原漢交流橋樑
更多報導請看生命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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