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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早上 9 點，警察突襲凱道進行清場行動，把現場擺放的石頭創作，從距離人行道三步路的展示空間，清理
退縮到人行道上，並用「禁止停車」的鐵架將整個抗爭區塊包圍起來。除了擺在地上的石頭，還有竹編圍牆、被掛起
來藝術品等等，一併要被警察帶走。

「我大概 10 點多和其他原民青年趕到，就跟他（警察）說憑什麼這些你們說要拿，就要拿走了。」達魯馬克青年會
成員葉王靖（Lralralraonga Ciamalre）回想起，當時場面很緊張，幾近失控，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從達魯
瑪克部落帶來的石頭拿回來，接下來繼續搶救其他石頭。

「他們原本打算用小型挖土機鏟石頭，但可能這個場面太難看，後來改用徒手撿。」警察對於石頭的分類依據是有沒
有彩繪，「因為沒有彩繪的是垃圾，有彩繪的可能要被視為有主物的垃圾。」警察把沒有彩繪的石頭丟在垃圾車上，
有彩繪的石頭當時則被裝起來丟在路旁，「我們可能再晚一點來，就會被載走了」。

捍衛傳統領域的佔領凱道行動，走過了 80 天。其實巴奈、馬躍．比吼等人已經收過幾次規勸單，「警察就是覺得，
我們已經在這裡違法這麼久了，還敢這麼大聲和他說要拿回來的這種態度，」最終他們沒有妥協，把石頭創作和藝術
品搶救回來，重新整理在人行道上，還在 5 月 7 日舉辦了原民歌手的接力演唱會，邀請更多人來關注。

葉王靖說，雖然還沒有聽到風聲要再清場，但擔心
520（蔡英文總統就職一周年）會有動作，「現在妳看就會有警察守在外面，怕一走開，我們就會往外走出去」。

比政府存在還要久的凱道上的石頭

現在人行道上的抗爭空間，大致可以分成三個區域，有擺放椅子的交流空間，小型廚房或儲放物品的空間，前兩塊區
域有帳篷搭建起來，再往裡面走，樹下堆滿了彩繪過的石頭，右側則有幾個露營用的帳篷，不過目前有一半都沒有住
人，可以提供給外地上台北的人居住。

後來，他們也把沒有彩繪的石頭集合在一起，堆成石牆，「這裡來自原住民和非原民的石頭都有，巴奈、那布一開始
是發起用手掌印（蓋石頭），後來陸陸續續來了光復、太巴塱，像那個是禮納里，」 葉王靖向我介紹人行道上的石
頭，來自不同地區和學校，每個人帶上石頭來到這裡，像是傳遞給主流社會的聲音：「我們的石頭是完整、是真實存
在的」，「可能講的未必是針對《劃設辦法》，但帶來的（石頭）是比現在的政府還要久的東西，或是在都市會比較
少見到的」。

有些石頭彩繪是原民專班來這裡上「原轉小教室」的課時，也順便進行彩繪創作的，他們把作品留在這裡，「不一定
要畫跟這裡有關係，是畫自己想畫的，可能畫出代表自己，或自己看見的東西」。

對議題感到衝擊，因為看過部落的土地

在政府機構裡面的人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活動，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而我們要很努力才能夠跟他們碰到面。「我很關
注這件事情，有一半的原因是，我的部落達魯瑪克是第二個自主宣告（傳統領域）的部落，對我來講很感受很深刻，
因為我去（2016）年已經知道我們部落的傳統領域長什麼樣子，我又看到這個辦法，就會內心有更多的矛盾和衝擊
。」葉王靖在回去部落尋根、探訪舊部落，和長輩搬獵物的經歷之後，他覺得透過親身的實踐，對傳統領域有更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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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因此想要為部落發聲。

「對我來講這不算我第一個參與的社會運動，但是我第一次在凱道待了這麼久的時間，」葉王靖在凱道抗爭行動第
10 天左右就到了這裡，之後雖然很忙碌，還是會大概兩、三天就來一次。讓他很有感觸的是，佔領行動和一般遊行
很不一樣，「最基本的食衣住行都處理好的時候，才有辦法處理要怎麼去跟外界、政府對話」。

他有感而發地說，「在這個當代社會，要講很多事情的時候，我們還要先處理好自己，才夠去講我們覺得對的事情，
在（政府機構）裡面的人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活動，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而我們要很努力才能夠跟他們碰到面。」

對土地有信念，所以一起來到這裡

當你知道這個土地存在於老一輩人過去的生活習慣的時候，就不會認為是「先求有，再求好」的問題。隨著在這場運
動的時間愈來愈長，他也帶過社團學弟妹、朋友等不同的人進來，「這個地方給你的不是要一直去衝撞，很多時候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找到一群人，重新對於這塊土地或未來的一種想法。」他在接觸到不同背景的人，每次開展討論的過
程中，就會去想，這個人為什麼會來到這裡？無論是質疑還是反對，「至少大家對這塊土地有某種信念」。

他思考到，社會大眾很難理解傳統領域的概念，是因為連原住民長什麼樣子，或是歷史的演進都不清楚，更不用說受
到刻板印象和根深蒂固的歧視問題的影響，就會對於原住民想自治的問題感到抗拒。葉王靖很慶幸自己是先回過部落
，參與青年團，讓他覺得自己不只是在參與原住民族權利的抗爭。

很多人會覺得爭取權利的工作急不得，就應該慢慢來，對此，他回應：「可是如果當你知道這個土地存在於老一輩人
過去的生活習慣的時候，就不會認為是『先求有，再求好』的問題，因為（傳統領域）這東西本來就存在於生活中，
而不是用（劃設）辦法下去把我們的生活切割開來。」

《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先是將私有土地與公有土地切割開來，緊接而來的是，將貫穿過去與現
在，原住民在土地上發展生態知識與民族文化的生活空間切割開來。但更讓人擔憂的是，切割這塊土地上跨族群，如
何協商、想像未來共同發展的目標。

在抗爭的這段時間裡，可以見到《原基法》的立意或財產權的定義是如何被混淆，或是因為政治算計挑播族群之間的
對立，污辱原住民過去的生活習慣的現象，讓他體悟到這實際上不僅僅是對於《劃設辦法》改動的抗爭，而應該是拉
高到反思生活型態的選擇。

覆蓋在柏油路底下的是我們原本能看得見的土和水，這讓這麼多人假日時想到戶外踏青，甚至還要透過建一個公園或
植物園，才可以感受自然美景。葉王靖提到，現在很多原民團體可能會用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來作為訴求基礎，但對
於非原民來說，可能無法這麼快理解到其中的意涵，因此他會用過度傾斜的現代社會結構問題，來回答問題。

「不是說過去（傳統社會）沒有利益分配的問題，而是現在的結構已經傾斜到，我們要面對的是個人的、財團的，沒
有辦法再用族群、部落集體的方式去對抗整個社會（財團、官僚結構）了。」

魯凱族青年葉王靖認為，以過度傾斜的現代社會結構問題來解釋，或許可讓更多非原民瞭解原住民族的土地訴求。

延伸閱讀

凱道抗議75天／Palafang！原住民歌手接力歌舞找朋友，卻仍找不到蔡英文表態
是族群問題，還是社會發展模式的抉擇？官大偉：原民土地劃設爭議其實是階級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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