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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環保署正式通過台26線的環境差異分析，也正式宣告了台灣最後一段海岸線，將成為台灣公路興建的犧牲者
。

這一條公路的興建，尤其對於當地原住民區域的牡丹鄉、達仁鄉有著極大的影響。這其中有著各種贊成與反對的意見
，當試圖跳開這樣爭論時，我們是否能夠從這樣的工程中看見隱含在其中的盲點，使得我們不得不然的將開路作為一
個必選項目，只能透過蓋與不蓋的二元對立方式，來建立起各自的論點。

如果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切入，必須回到我們在現今生活中所仰賴而從不置疑的必需品開始：電、道路、自來水；這在
現代生活中已成為不可或缺。因為必需，所以不需懷疑，因為不需懷疑，以致於我們長期以來很少對這三者進行根本
性的質疑與批判。

開關有電、出門有路、水龍頭有水，這三者被喻為20世紀最具代表現代化工程的表徵，也常作為一個地區落後與進
步的比較基礎。賴以為常的慣習，也讓我們失去了對這三者背後代表的龐大工業的戒心：核能發電、汽車工業與水壩
。

很巧的是，這三者都在這片區域中一一的顯現。電力的運用，主要供應的對象多為都市與工業所需，汽車工業透過移
動的便利，造就了道路的必要性。而水壩所提供的自來水，則是以圍堵集水區域內的砂土與河床不斷的升高危機，所
換取而來的。

台26線的通過，在地方的期待聲中展開。然而，道路的開通對於地區的發展，在目前的學理的研究上，並未對於平
衡城鄉差距，或是協助地方發展有絕對相關的指標與助益。反而在一些經驗研究上可以發現，透過運輸改善所造就的
是都市的擴大與大都市之間的移動速度，而偏鄉地區與都市所串連的道路，通常則成為資源被吸納的邊陲地區。

如同上段所述，道路造就的是移動的便利性，而非地區的發展。當方向盤掌握在移動舒適的過程中，享受美好的沿路
海景時，必須懷疑的是有什麼樣重大的誘因，讓他們會留在牡丹與達仁？

所謂的原鄉文化對於都市遊客的造訪，部落有了什麼樣的準備嗎？或說當在準備的同時又牽涉到經費的需求時，是不
是又要爭取核廢料的放置，以便換得高額的建設回饋金？

一連串外在的條件的串連所導致的惡性循環，什麼時候可以輪到部落有著反省自己的時間，去真正面對自己應該要努
力的，而非一味的聽從與附和？

筆者記得幾年前在參與中部原鄉地區一場風景區規劃說明會時，曾聽過一位原住民的地區代表說過：「開發這個地方
也是為了吸引遊客來，遊客一多，你們就可以去賣香腸、賣烤肉的。」如果說當一個地區所有的自然資源是為了財團
更便利的移動來這裡投資，那台26線的開通還真的是「便利」。

但如果說為了所謂的部落發展，以興建公路的經費預算，相信有著比台26線開通更多的選擇，以及爭取更多的資源
投資在部落的軟硬體發展上。所謂的發展若只是增加賣香腸、烤肉的機會，牡丹水庫剝除地方原住民自然資源管理權
利的前車之鑑，將會不斷的重演。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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