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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彎彎曲曲爬繞過山路，來到小林村時已經接近黃昏，準備下班離開的校工很熱情的幫我打開平埔文物館，從
館內走出來邁步到學校操場，五六個黑黝的小朋友尖叫嬉鬧著，面對我的鏡頭，大方不害羞的湊近，我將相機拿給其
中一個小朋友，請他幫我拍張照片，很可愛的他接過相機，竟然是拍起他的同夥們。

很幸運的，我有了好幾張在地觀點的照片，在地小朋友眼中小林村的照片，隔年的夜祭，我找到了一各小林國小的老
師，問他認不認得照片中的這幾個小朋友，老師一邊笑一邊數著這些小朋友的名字，就也順道請老師幫我把照片轉交
給他們。

一年前，我在台北一邊整理著回鄉入伍的行李，一邊看著新聞報導風災的畫面，一個插播的快訊，小林村恐滅村的跑
馬燈，逐漸被我泛著淚水的眼眶給糊了焦距，心裡掛念著那些，那些給我在地觀點的小朋友們，掛念著那些把酒言歡
的平埔族親們，新兵訓練是在九月份，第二個禮拜是小林災後第一次的夜祭，許多消息要靠著搶公用電話才可以片斷
的得知，一個好友告訴我，他會去參加，一定會跟我說他說看到的，那天晚上，我偷偷的哭了，不知道是因為入伍的
不適應，還是惦念著小林。

前幾天，重建站外的走廊逐漸被風雨給佔領，撥了通電話後得知，夜祭今年會照常舉行，老天爺總是要讓大家糾結擔
心去期待小林夜祭，但小林人總是會給予最堅韌的鼓舞和決定。

跟著幾個伙伴一樣彎彎繞繞的上山，也加上了許多的顛簸震盪，這是我災後第一次進去甲仙，路旁的山林不是因為天
色昏暗消失，而是災後之今陸續的惡劣氣候，抑制他們有節奏的重生，不斷潑打在擋風玻璃的泥濘和雨水，加上手中
緊握的那袋檳榔和香菸，真的是風雨生信心，接近五里埔，陸續出現了許多停在路旁的車輛，還有沒有加上門窗的永
久屋，廣場布棚和燈光閃爍，這些就是我說的，小林人堅韌的鼓舞。整個山區佈滿風雨，小林人硬是要來點歡樂分享
的歌舞。

佇立在泥濘當中的布棚，塞滿了許多人，有穿著傳統服飾的婦女們，有頭髮濕透的工作人員，和幾個興奮的小朋友們
，當然少不了背著相機的學生和研究者，我發現沒有半個人急著清洗著身軀衣物上的泥垢，倒是有許多差點滑倒不斷
揮手保持平衡後的驚險傻笑。

引領整各祭典開始的立向竹，在幾個長者冒雨行動中開始，短暫的十幾分鐘，男性合作把向竹頂天而立，準備迎接太
祖從天來到，吆喝著拿木片和石頭要把立向竹的洞，塞的更緊實，以免天雨造成的土石鬆軟讓向竹倒下，細心的小林
人在向竹前，佇立了一把黑傘，讓米酒、檳榔、香菸祭祀品不置於淋到雨，祭典當中重要的儀式之一牽曲，還依稀的
記得，是風雨強硬的將房屋帶離小林，是泥濘將小林不眨眼的覆蓋住，今天我看到小林人，小林人雙腳堅硬的踏穿泥
濘，臨著風雨把向竹頂立，重新恭迎著太祖降臨，重新用勇氣讓周遭的人看見，小林依然有著力氣。

牽曲，在婦女們緊湊的領裝換裝當下準備開始，空出場地，祭拜秉告完太祖，小林人兩兩交錯牽著手圍成圈，踏著熟
悉的步伐，在臨時公廨前的布棚下，追尋著屬於自己族群故有的傳統，跟其他平埔部落不同的是，小林的牽曲總是多
出許多歡樂和分享喜氣的元素。

記得自己災前參與的小林夜祭，就是如此，被熱情的小林人硬牽著手，踏著生硬陌生的步伐，他們還是用笑容渲染你
的陌生，河床邊的廣場，數百個人不知道有幾層圓圈，在歡樂的氣氛下悄悄的參與了夜祭。

尪姨和幾位佈著白髮的長長，口中喃喃吟唱著熟悉的曲調，展開牽曲的儀式，廣場另一端的喇叭，渾厚的傳出先前準
備好的牽曲錄音，擁有記憶的長者，攜帶著學習的年輕一輩，緩緩的踏著相同的腳步，

因為風災帶走幾乎全部的老一輩，夜祭前的幾個月開始，小林人四處找尋任何牽曲相關的記錄，用日文、用注音拼譜
出牽曲的曲調。並透過數位化加以錄製，縱然會有些許的偏差，縱然會不全然的熟捻，縱然在祭典的當下，每個人都
可以自己開口吟唱出全部，但不允許有人用跟過去傳統不一樣的標準來評論，因為這些是小林重建的一部份，這也是
背負著傷痛去累積出來的努力，重要的是，這些是小林人自己選擇的生命展現。

今天，臨時公廨前的布棚下，仍然滲透出歡喜，少了公部門和媒體的關注，但是在圍成圈的小林人，手握著身旁的人
，眼神注視著面對面的族人，他們在曲調之中，不時穿插著呼喊，規律的向前後退的腳步，不時會沾染泥濘，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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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滑倒更沒有人卻步，太祖的庇佑和團結虔誠的心，把風雨凝結在布棚之外，廣場黃澄的泥濘，佈滿他們的足跡。

一場難得沒有官員致詞，沒有政客拜票的地方活動，一場不是表演觀光化的祭典，一場被風雨吹殘過後，又在風雨中
舉行的祭典，一場因為在地人期待傳承且從中獲得勇氣的祭典，在風雨的山區裡，展現著自己。

（作者為旗美社大重建站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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