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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授「應用人類學」或「公共人類學」課程時，經常跟學生分享人類學者如何將其對文化與社會結構的理解貢獻在
公共議題、社會運動、文化傳承、博物館或社區發展等面向的案例。提醒學生，應用人類學的實踐應注重「跨界合作
」或「科際整合」，以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但是上了幾年的應用人類學相關課程，卻沒想到自己會跨界到建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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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樣的應用人類學故事，會讓人類學工作者亂入到建築業？這需要從2017 年參與的由花蓮縣文化局委託國立臺
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辦理「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營建技術暨佳心舊社地景修復試作計畫」（以下簡稱「修復試
作計畫」）談起。「修復試作計畫」是花蓮縣文化局獲得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經費補助的「拉庫拉庫溪
流域布農族舊社溯源與重塑計畫」的子計畫。「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是近年文化部的重大政策，花蓮縣文化局的
計畫目的可分為「舊社溯源」和「舊社重塑」，前者是結合考古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布農族舊社研究，由國內某學
術單位的考古團隊負責；後者則是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舊社修復，由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執行。這篇芭樂文是
建立在筆者以協同主持人的身份參與並執行計畫的經驗與心得上，分享南島文化中心的人類學者們如何利用人類學的
視野、關懷、和研究方法應用在修復布農族舊社的故事。

南島文化中心的任務是要從2017年中旬到2018年年底在佳心舊社修復一棟家屋、以及在家屋周邊完成一條步道和兩
處耕地。佳心是一個由布農族巒社群所建立的聚落，位於拉庫拉庫溪中上游山區，海拔約800公尺。因日本殖民政府
的集團移住政策，住在佳心的族人在1934 年左右陸續遷徙下山。隨著時間推移，罕為人至的佳心舊社早已隱沒在森
林深處，過去祖先的石板屋早已傾圮。佳心舊社目前被劃入玉山國家公園境內，要前往該地只能徒步登山。國家公園
在日治時期的佳心駐在所的位置設立營地供山友休息，從登山步道口到佳心駐在所約4.5公里。如果山友要從佳心駐
在所向西前進，則必須向國家公園申請入園許可。在舊社有多處布農族家屋的殘跡，計畫團隊在與族人共同討論、獲
得共識之後，選定其中某一間家屋進行修復。過去居住在這棟選定修復標的物的主人依然健在，雖然高齡九十幾歲，
但他對於這棟家屋依然有些許記憶，在本文稱該家屋為「長者的家屋」。

這棟「長者的家屋」位於從佳心駐在所往西約走500公尺並往河谷方向下切250公尺的地方，是一棟傳統布農族石板
屋建築，面積為43.19
平方公尺。在修復之前家屋遺跡僅有三面傾圮的石牆、屋內的兩個三石灶、室內葬、幾塊在地上的大石板等遺構。

修復前的「長者的家屋」的局部牆面與地面遺構
「再造歷史現場計畫」的精神是在歷史現場上做文化保存，而非新建或仿製歷史建物，因此在設計修復試作計畫時，
必須尊重布農族的建築工法、「長者的家屋」的原初樣貌和專業考古團隊的研究調查。雖然這區域是布農族的傳統領
域，但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該區域被劃入玉山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要修復家屋需要符合現行國家公園的相關法規
。另一方面，這是一個國家計畫，所以也需要符合各項與修復試作計畫相關的各種法令規定。

要完成必須兼顧布農族文化、考古調查成果、現代政府的法令規範，且必須面對交通條件不佳的艱困工作，國立臺東
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在中心主任的帶領下，組織了一個以具有人類學背景的研究人員為核心的團隊，除了中心主任是人
類學者之外，其餘的五位協同主持人中，有三位是在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任教的人類學者。另一位協同
主持人是一位擁有建築學、景觀設計和原住民傳統建築學術專業的建築專業者，他的碩士論文是結合人類學和建築學
的理論與研究方法研究排灣族的傳統家屋與聚落，他從事建築與景觀規劃已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擁有自己的空間設
計和景觀規劃設計公司。除此之外，研究團隊中也邀請一位具有人類學背景的史前館助理研究員為協同主持人。有趣
的是，花蓮縣文化局主要承辦這項計劃的公務員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科技整合和與在地合作的應用人類學計畫

在計畫初期，人類學團隊首要之務是要把布農族的石板屋文化找回來。由於卓溪鄉布農族人早已不住在石板屋，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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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石板屋的技藝幾乎消失，因此找不到鄉內的布農族匠師來傳承技藝。幸運的是，計畫團隊的人類學者們在原住民
社群所長期累積的深厚人脈提供了解決這項難題的可能性。當在卓溪鄉找不到合適的布農族傳承講師時，長期從事原
住民物質文化和工藝研究，目前任職於史前館的計畫協同主持人引介了一位居住在南投信義鄉的布農族巒社群耆老方
海輝先生，他從小和長輩居住在石板屋直到成年，這樣特殊生命經驗讓石板屋的技藝與知識刻印在他的身上。同時，
計畫團隊也聘請普獲「榮譽步道師」的南投布農族人伍玉龍老師擔任手作步道的講師。除了和外鄉布農族族人合作之
外，長期從事排灣族研究的南島文化中心主任也邀請撒古流老師擔任傳習講師，請他協助布農族人把「默會」的石板
屋技藝轉化成可操作的系統性課程，並提供製作教材和教具的寶貴經驗。在三位講師的規劃與指導下，計畫團隊完成
三週的在石板屋文化復振培訓課程。

在科際整合的方面，這項布農族舊社修復試作計畫所牽涉的專業領域甚廣，首先，計畫團隊必須要和專業考古學術團
隊配合。在工作時程安排上，必須先等待考古團隊的系統性調查之後，並在他們的專業協助與遺址監管下進行舊家屋
修復，而他們的調查結果也是修復試作計畫的重要依據。當然，整個計畫需要和建築專業者密切配合，也要經常向國
內文化資產保存和古蹟修復的專家學者請益。

在合作式研究方面，從執行計畫開始，計畫團隊就擬定「與在地布農族合作」的原則，堅持「舊社修復試作計畫」要
在布農族文化脈絡下進行。與族人共同合作的第一步是要和「長者的家屋」的長者合作。透過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的
方式和長者一起重建過去家屋的樣貌，例如，修復家屋牆體毀壞相當嚴重，已經無法用科學的方式測量該棟家屋的高
度和牆體的形式。但透過長者的身體經驗與回憶，我們知道該家屋是山形牆，也可以推估家屋的高度和室內格局。

在執行過程中，計畫團隊也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和族人長輩學習布農族的家屋文化，以及「家」的社會與文化意義，
請教他們關於建造家屋的祭典儀式和禁忌。無論是營地整理、手作道路、整理耕地，或者是在修復家屋的開工和落成
、每次上山工作的首日、每個工項的開始與結束、上樑、搬運石板和木料等步驟，都要由長輩帶領所有工班進行祈福
儀式，向祖先祈求平安和報告工作進度。雖然修復家屋需要花很多時間撿拾石頭堆疊石牆，也需要大量的石板，但是
在尊重布農族「禁忌」的前提下，工班除了利用「長者的家屋」現地的石材之外，是不會拿取其他家屋內的石材。

族人抬豬前往「長者的家屋」舉行開工典禮
此外，在執行計畫時也要顧及原住民轉型正義，必須在取得族人同意的基礎上推動計畫。在舉辦卓溪鄉全鄉說明會時
，鄉長邀集各村村長和意見領袖參與會議，會議中有長輩提及修復家屋必須尊重布農族的氏族親屬規範，也要顧及布
農族的「禁忌」，不能隨意找一間家屋修復，因為傳統族人是採室內葬。每棟傾圮的家屋內可能都還有祖先葬在裡面
，除非可以找到家屋的後裔並獲得他們的同意，否則不能輕易修復或進入家屋。在尊重布農族文化的前提下，本計畫
團隊不僅召開三次全鄉會議，也在多數「長者的家屋」後裔居住的所在地的濁清村召開數次的討論會，最後才在族人
的協助與同意下，選定這間「長者的家屋」作為修復標的。

在招募20名「石板屋技藝傳承培訓課程」的培訓夥伴時，計畫團隊也依照族人的建議，從「長者的家屋」的後裔開
始招募，之後再開放給鄉公所推薦的布農族鄉民，參與培訓的學員在結訓之後則轉為修復舊社的工班成員。在修復舊
社家屋的每個階段的初期，計畫團隊都會和布農族工班一起開會，報告每個階段的工作重點，討論工作方式、工作公
約，以及約定工作期程等；當工作告一段落之後，計畫團隊也會在卓溪鄉內舉辦數場成果分享會，將工作成果分享給
工班親友和鄉民。

成果說明會海報
除了與考古學術團隊、建築專業者、文化資產保存專家學者和在地族人合作之外，也需要和國家行政機關建立密切的
合作關係。由於計畫執行地點在玉山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內，國家公園法對於生態保護區的管理規範相當嚴格。修復
家屋土地則是花蓮縣文化局向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承租，家屋周邊樹木皆為林務局所有，要砍伐已經嵌入傾倒石牆
中的樹木是需要向花蓮林區管理處申請砍伐與購買的。修復家屋的經費是來自於文化部，而南島文化中心是大學研究
單位，必須受到教育部的各種聘用人員、經費核銷和會計法規的節制，工班人員聘任與工作權益也需依照勞基法的規
範。該地是布農族人的傳統領域，在執行業務時，與原住民事務相關的各級單位的意見也是相當重視的。

然而，公部門之間的協調溝通已經超出南島文化中心的職權，所幸花蓮縣政府不但成立跨機關協調機制而且用心經營
。相關政府部門也非常配合，參與其中的機關首長與公務員皆相當支持這項計畫，彼此合作討論以尋求在既有法令的
限制下的行政創新與突破。公務人員的努力排除了各項因為現行法規所產生的限制，讓南島文化中心能專心地執行修
復試作計畫。就我個人而言，是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這些在各機關崗位上優秀的且具有使命感的公務人員協助，這個計
畫是否可以完成。

                                2 / 5



MEPO Forum / 原住民
布農族佳心舊社修復試作計畫紀實

佳心舊社修復試作計畫是一場長達一年多的馬拉松賽跑，尤其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計畫，整個計劃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經常會遇到不可預期的狀況需要馬上克服。除了南島文化中心、布農族工班、考古專業團隊和相關政府單位之間相
互配合之外，還需要各行各業的協助。例如，因為修復試作計畫依照契約是有時間限制，然而若要在山上採用生立木
是需要半年以上的風乾，這樣會超過預定工作期限，況且伐木、處理生立木等工項是相當專業的，要在短期間培訓工
班是緩不濟急的，因此需要尋找專業的木製工廠配合。在取得木材之後，再由建築專業者教導工班進行裁切、開槽等
工作。再者，由於法令限制，無法在山上開採石板；即便政府放行，尋找合適的開採地和培訓工班有能力開採石板也
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只能先和能夠提供石板的民間單位合作。

在建築專業者的專業設計與規劃下，計畫團隊必須備足至少12公噸左右的石板、6公噸的木料建材。這些在山下備妥
的建材是需要聘請布農族高山協作員組分批揹運上山的。這個歷經一個半月的超大規模的運送建材工程，至少動員了
將近50位布農族高山協作員。在進行搬運工項之前，南島文化中心也同樣地邀請卓溪鄉族人一起討論工作方式、運
費計算與運量計算機制等，共同擬定運送方針和工作規範。

搬運石板前的秤重作業
修復佳心舊社計畫並不是文化慈善事業，布農族工班和高山協作員花費心力和時間參與計畫是需要給他們合理的報酬
和合法的勞工保障；而石材、建材、食材、各項工作器具的採買則是需要龐大經費支持的。如何在有限的預算內控制
得宜，且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和報帳程序則是另一個隱藏版的龐大工程。南島文化中心在台東，修復地點在花蓮卓溪；
「長者的家屋」在山區而許多後援工作則在山下進行，一南一北、山上山下的空間尺度更讓計畫的難度和規模加倍擴
大。所幸，南島文化中心聘任一位專業的研究助理，他南北奔波、上山下山運補和解決各種疑難雜症，調集各項物資
與工具，一肩擔起繁複的報帳和核銷程序的任務，成為布農族工班所稱的「工班媽媽」。

除了「工班媽媽」之外，另一位計劃的核心人物是專業的建築專業者，該業師的公司在台北，從2018年5月開始，他
幾乎每週往返台北和卓溪鄉，週一上山和布農族工班一起工作，週五下山，週末處理公司事務。如果沒有驚人的毅力
、和對於修復舊社家屋的熱忱和使命感，相信是沒有人願意這樣付出的。由於並非所有公務機關對於布農族傳統建築
的工項、施工方式、取得和使用建材的方式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因此要如何透過現代的設計圖與建築語言和政府
單位溝通也落在建築專業者的肩上。不僅如此，即便工班接受了三週的培訓課程，但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技術能力
是力有未殆的，造成部分工項的施工方式是需要現地調整的。同時，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工班也逐漸能將自身的山
林知識和建築經驗貢獻在修復工作上，因此如何善用族人的智慧與經驗，修改原有的建築設計，使得長者的家屋更具
有布農族文化實踐的味道，也有賴於建築專業者在與工班工作時的臨機應變。

跨領域合作計畫中的人類學者

如果說建築設計、修復工程的監管和臨機應變是由建築專業者處理，政府機關的協調超出南島文化中心的職權，由「
工班媽媽」負責山上補給和繁雜會計業務，布農族工班則提供修復家屋的主要勞動力，那參與其中的人類學者在做什
麼呢？作為計畫團隊的一份子，根據個人經驗與觀察，我認為不斷地堅持讓整個計劃盡可能地在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
脈絡中進行，應該是這幾位參與其中的人類學者的其中一項貢獻。在參與計劃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佳心舊社修復
試作計畫並不是單純的營建工程，而是動態的文化復振，是要賦予布農族石板屋文化新生命的過程。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人類學者是疲於奔命的。尤其是在學期間，人類學者們需要每週往返於山林、學校與家庭。還好
計畫團隊成員都能互相協助，減輕工作負擔，否則真的是蠟燭多頭燒。人類學者也要負責記錄、撰寫各期的成果報告
書和處理定期的公部門審查，也要向學校行政單位解釋這個他們前所未聞、很難想像且遠在深山的「舊社修復試作計
畫」，讓學校行政團隊能成為解決各種難題的助力。

修復三面石牆的家屋樣貌
計畫團隊的人類學者雖然不具備建築專業，但是可以勞動、走路爬山、做研究、和結合實踐與教學。當修復工班開始
在山上工作時，原則上是每十天休息三天。為了和建築專業者輪流陪伴族人在山上工作，人類學者需要輪班在週末或
利用課餘時間上山，短則一日多則兩到三天。每次上山，我都告訴自己：「沒有專業建築知識但至少可以貢獻勞動力
，以身作則讓工班更有活力」，讓自己成為工班的一部分，拿起鋤頭整理耕地、手作步道、用雙手搬運笨重但又有利
刀邊緣的石頭或石板、跟著族人一起砌牆、搭帆布、上樑木、釘扁椽、拉水線、挖柱洞、架上粗重的橫樑和人字木、
上屋頂鋪石板、試水、用石板鋪前庭和修築引水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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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後的修復現場
夜晚山區是沒有電的，暗夜只能仰賴頭燈。有時候搬運重物一天，雙手已經不聽使喚、幾乎拿不起筆來寫田野筆記，
但享受沒有振筆寫字的懶惰田野，聽族人工班說故事或唱歌，更有沈浸在林班生活之感。經常八點前就躲進睡袋進入
夢鄉，但是睡前會抓抓身體、搔搔頭髮，畢竟經常多日沒洗澡。隔天起床，雖然身體多處累積昨日的痠痛，但還是要
努力上工，或者趕著下山回校園上課。

在山上與布農族工班大哥們一起勞動，和跟著布農族高山協作員走在這條漫長的山路時，我也記錄了許多族人的生命
故事。領悟到他們的家庭或經濟上的壓力，體會他們為何願意挑戰這個如此艱鉅甚至帶有危險性的工作。他們在山上
工作所累積的各種疲勞，經常是新的短期繁重勞動，和長期從事各種勞力密集工作所造成的舊傷加總的結果。疲勞的
身體和長時間遠離家庭的心理壓力經常造成工作節奏變慢，進而轉嫁成計畫團隊無法如期完工的壓力，因此如何在如
期完成的時間壓力和族人的工作節奏之間找到平衡是整個計畫執行的關鍵。

由於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計畫，在計劃的前半段，經常因為某個關鍵性的工作項目要先通過法令規範的檢驗和取得相
關政府單位的同意，以此造成工作變得斷斷續續。如何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讓工班理解在現行法規下，舊社修復不是簡
單地回到祖居地工作，而是牽涉到各種複雜的法令規範與限制、以及向他們說明公務人員如何為了解決法令困境所進
行各項行政改革與創新。然而工班的經濟壓力也會隨著漫長的等待而與日俱增，如何透過安排短期、符合法規且有益
於未來工作推進的工項來舒緩他們的經濟壓力，不會產生因為不穩定的工作讓訓練有素的族人離開工班，則又是另一
個艱鉅的挑戰。

修復後的「長者的家屋」
對於人類學者而言，如何要在短時間內學習專業的建築知識與技術，和具備修復布農族家屋的能力，也是高難度的挑
戰。人類學式學習有助於建築專業者和工班之間的溝通，透過自身的學習經驗可以具體地指出工班在某項技術或觀念
「卡住」的癥結點。

透過親身參與整個計畫的各個項目和學習，人類學者成為在計畫中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轉譯者。盡可能地讓不同行動者
能從對方的角度思考事情，並促成不同行動者彼此串連合作，共同完成修復「長者的家屋」。人類學者在這計畫中，
不僅是文化轉譯者，也因為親身參與每個工作環節，讓自身成為不同意見和多元文化的溝通平台。

對於早已習慣安靜的佳心舊社而言，2018年12 月3 日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當天舉行「長者的家屋」落成典禮，與
會的嘉賓至少包含將近百位的布農族人，和多位和文化資產相關的政府官員參加，例如文化部次長、文資局局長、花
蓮縣文化局局長等。掌管文化事務的行政高層不辭辛勞地參訪一個荒廢已久的原住民舊社，必有其值得探尋的原因。
文資局局長致詞時表示，這個計畫「是文化部部長重視的『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中，雖然規模最小、預算最少，
但是最有亮點的計畫」，這樣的讚許是對於在這過程中投入心力的公務人員和南島文化中心人類學團隊的一大肯定。

回顧這一年多的應用人類學的經驗，「舊社修復試作計畫」不僅是個修復一棟家屋的建築工作，也是一個布農族石板
屋文化復振的具體實踐。就應用人類學的價值而言，這是跨領域的整合性計畫，也是學術、官方、私人公司和民間所
攜手合作的計畫。為了讓計畫能在布農族的文化脈絡下進行，計畫團隊在有限的經費和時間壓力下依然盡可能地從尊
重和學習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出發，和族人一起規劃與發展工作項目與修復方式。這個看似「不經濟」的堅持，卻是
讓石板屋文化能夠重新回到布農族社會的開始，也讓整個修復佳心舊社的過程成為文化實踐與學習的場域，讓參與其
中的人類學者能在實作中學習布農族的文化與山林智慧，也能設身處地理解族人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處境，
以及學習他們如何面對困境的處世之道。

在修復工作的前期，工班成員經常在遇到技術瓶頸時發出對於過去祖先精湛石板屋記憶的讚嘆。在工作場域經常聽到
「老人家是怎麼辦到的！」、「老人家好厲害！」的話語。當「長者的家屋」幾近於修復完成之際，有兩位工班成員
告訴我：「現在我們知道要怎麼蓋老人家的石板屋，如果我們有資源和機會，真想在（山下）自己的土地上蓋一棟」
。2019年1月初和幾位工班長輩上山維護已經修復好的家屋，在休息時間，長輩跟我分享的則是他們對於未來若要在
山上修復第二棟家屋，他們認為「好的」工作模式，或許這樣的轉變可以說是對這個以人類學者為主體的南島文化中
心計畫團隊最好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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