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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 / February 28, 2010 09:32AM

如果
要回到原居住地！那是該尊重的堅持！可是一個每次一到大風大雨就會發生土石流、崩他的地方。適合「人」再繼續
居住嗎？如果是這樣的堅持，那當然社會大眾也理應尊重！但是在災難再度來臨的時候，可否不要再要求耗費社會資
源來進行救災！因為社會資源這樣的耗費是變成空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相信「祖靈」也是會勸告子孫：居住
到安全的地方！山上將它轉變成為文化保存區吧！

gustav / September 30, 2009 08:54AM

Re: 媒體請自律，回應〈重建路迢迢 原民 : 我們要回家 守護森林山川〉
[Source: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5535]

2009/08/28 苦勞報導
投票拒慈濟，爭取遷瑪家
好茶部落要做自己的主人
Summer
苦勞網特約記者

好茶部落遷建推動委員會委員會8月27日晚上召開村民大會，以101票對10票的壓倒性票數，婉拒慈濟基金會興建平
地永久屋的美意，將繼續爭取醞釀兩年的瑪家農場遷村用地計畫。

好茶部落遷建推動委員會副總幹事李金龍說，「好茶婉拒慈濟，是因為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好茶部落的行動絕對值
得喝采，因為我們是全球唯一拒絕慈善霸權的民族。」他呼籲，慈善團體想要介入援助，也必須尊重原住民部落，要
讓部落能夠共同參與與規劃。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主任台邦‧撒沙勒從旁觀察這場會議。他說：「一貧如洗的好茶部落婉拒慈濟美意，正是打
了一場魯凱族的民族保衛戰，雖然魯凱族貧窮，卻不能失去民族，這需要勇氣，也需要決心。」

由於好茶部落爭取兩年遷村地─瑪家農場，現在是大社村排灣族部落的受災安置地點，好茶部落長老和遷委會成員等
今晚（28日）將前往拜會大社部落長老和部落成員，進行協調，希望彼此能夠相互體諒和理解。

撒沙勒是出身舊好茶的知青，同時擔任魯凱族部落重建聯盟發言人。他指出：「這一場村民會議，關乎魯凱族的生存
轉折點，也是歷史關鍵點。」好茶部落一旦點頭遷移到慈濟承諾建村的中廣長治分台用地，等於是放棄原鄉，遷移到
平地，山上其他魯凱村落的災民仍在災變當中，驚魂未甫，心靈脆弱，不堪一擊，看到好茶部落點頭，也會紛紛下山
，遷入慈濟興建的平地永久屋，魯凱族失去原鄉，將失去生計、失去文化，形同滅族。

《莫拉客颱風災後重建條例》8月27日在立院三讀通過，賦予政府強制遷村的依據。

更讓災區原住民團體擔憂的是，閣揆劉兆玄在27日重建會議也拍板敲定，將以永久屋取代組合屋，要直接跳過安置
程序，並與慈善團體合作建屋。而慈善團體在政府號召之下，並未考量原住民部落需求與意願，已快速擬訂具體遷村
計畫。

其中，屏東縣政府就牽線慈濟，擬將國有財產局所屬的中廣長治分台地段約30公頃，以重建條例為依據，撥土地給
慈濟，由慈濟募款免費為霧台鄉災民興建平地永久屋，優先安置好茶部落177戶、共377人，再逐步讓其他五個部落
遷入，條件是霧台鄉災民必須放棄山上的耕地，讓山林休養。

屏東縣政府催促好茶部落在下週一（8月31日）之前，做出遷村決策。好茶部落遷委會在27日，於是長治鄉隘寮營區
，召開村民大會，約有一百多位族人參加，邀請縣政府等相關單位列席，慈濟大愛和世界展望會等兩大慈善團體說明
計畫。

慈濟當天出動十幾、二十人的陣容，簡報在國際興建大愛村的經驗，提出將為霧台鄉災民在中廣長治分台園區興建永
久屋，每戶可分配一棟兩層樓，單棟造價 100多萬元。不過，提出兩條但書，包括：一是要魯凱族放棄山上的家園和
耕地，讓山林休養，二是房屋可以繼承，不能買賣。此外，世界展望會則含糊地提出，將適災民重建需求，興建中繼
屋，一路陪伴原住民災民的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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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茶部落村民剛開始都被慈濟簡報的氣勢震赫住了，慈濟的陣仗和氣勢驚人，不過，出席村民會議的100多位好茶部
落族人，逐漸鼓起勇氣，慢慢說出自己的觀點，從安全、文化、部落生計等角度，發表自己的意見，最終投票，以1
01票對10票的壓倒性票數，婉拒慈濟為之提供平地永久屋的美意。

在場的縣府代表原民處長曾智勇立即轉達曹啟鴻縣長的態度，表示尊重好茶居民的意願，未來將配合好茶部落遷至瑪
家農場的決定，盡快在最短時間內，協助好茶完成遷村工作。

李金龍說，族人的意見主要還是安全考量，中廣長治分台的選址問題極大，長治分台位在河道區，八八水災水門也差
點潰堤，尤其是土石流之後，河川水道上升，未來安全仍有危險，好茶從舊好茶遷移到新好茶的危險地域，已失敗一
次，不能再犯錯。其次，長治分台是廢棄物填土區，並不是很好的土地。再者，長治分台靠近屏東市區，已遠離新好
茶部落約40分鐘車程，不在山上，環境丕變，將影響到好茶部落的傳統文化和生活。

此外，慈濟對中廣長治分院的規劃案，除了要容納好茶部落，還要一口氣要把五個部落遷入，李金龍說，30公頃的
土地，要一口氣擠入這麼多部落，根本不符合人道精神，也談不上空間規劃。

李金龍說，好茶部落婉拒慈濟，最大的意義是拒絕慈善團體的霸權，做自己的主人，因為慈濟提出規劃案前，完全沒
有跟好茶部落溝通，就擅自主張，把重建當作是蓋房子。他呼籲，慈善團體要介入援助原住民部落，必須要提供給部
落選擇的權利，不能完全不給選擇，要災民通通要被動接受援助，並且要在規劃和計畫形成時，尊重部落的意見，更
重要的是，要部落共同參與規劃。

撒沙勒說，好茶部落一旦點頭，魯凱族其他村落，包括：阿禮、吉露、大武（目前安置在榮民之家）、佳暮（目前安
置在中廣長治分台），以及兩個山上斷路、斷橋的霧台村和神山村（成山上孤島，部落安然無事）等，心理恐怕都會
鬆動，會紛紛點頭同意下山進駐慈濟興建的平地永久屋，無法進一步設想下山之後的生計問題，以及更嚴肅的傳統文
化和生活方式的保存，這是魯凱族滅族的危機。

撒沙勒指出，好茶部落投票的那一時刻，好茶族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因為得要拒絕慈濟提供的豪華房子，等於放棄水
到渠成的重建，不過，族人的心意都很堅決，因為搬遷到平地房子，等於是放棄回家的道路，這會滅族，「沒有民族
，就沒有明天」。雖然繼續爭取瑪家農場遷村案，不見得就能馬上回家，好茶部落卻絕對不能放棄尋找回家的道路。

撒沙勒說：「幾乎一貧如洗的好茶部落要做出民族自主的決定，非常之困難，在魯凱族的歷史上，值得好好記上一筆
，更值得大家好好幫好茶部落喝采和加油。」

撒沙勒指出，慈濟大愛執行團隊紀律強，只在乎效率，在被婉拒之後，希望慈濟不要轉而責備原住民災民，應該要懂
得深刻反省，以慈悲心，聆聽災民的聲音，尊重災民需求，能夠坐下來跟災民溝通，不要成為財大氣粗的慈善團體。

-----------------

參考文章：

撒沙勒8月21日參加屏東縣政府和慈濟共同舉辦的霧台鄉永久屋計畫說明會，寫出評論文章：魯凱共和國或是魯凱平
地村？

實際上，慈濟興建永久屋的計畫，並不只是威脅到霧台鄉魯凱族部落的存亡，慈濟也計畫為那瑪夏興建永久屋。紀錄
片導演陳亮丰參加8月25日慈濟在順賢宮說明會，提出同樣的憂心。請參考：825順賢宮慈濟永久屋說明會會議紀錄

附註：好茶部落遷村波折說明

好茶部落的遷村一波三折，好茶部落是在1979年被國民黨政府以興建水庫為由，強迫從舊好茶遷移到新好茶，舊好
茶在八八水災無恙，新好茶卻災害連連，兩年前的聖帕颱風，新好茶的四分之一家屋再遭土石流掩埋，全村大撤離，
安置到隘寮營區，好茶部落爭取二度遷村到接近耕種地的瑪家農場。好茶部落認為，瑪家農場安全性最佳，距離新好
茶部落耕種地9公里，路程較近。

然而，兩年來，遷村案卡在台東縣政府缺經費，原民會以此地區為排灣族傳統領域，以及要求規劃從100公頃縮小到
20-30公頃，好茶部落的二度遷村案卡在行政僵局和冗長官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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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行政院長劉兆玄七月初，承諾將好茶部落遷村案送行政院，卻遇到莫拉克風災，如今又被置換為慈濟平地永久屋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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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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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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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 September 27, 2009 10:43PM

媒體請自律，回應〈重建路迢迢 原民 : 我們要回家 守護森林山川〉
以下原文引自「林小姐」的留言。
http://e-info.org.tw/node/47598#comment-196351

媒體請自律

發表時間: 週六, 2009-09-26 11:33 提交人: 林小姐 (沒有被驗證)

[quote=特約記者朱淑娟]＜行政院在9月21日公布「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原居地安全初評結果」，評估的64個部落中
，有33個不安全、10個經工程補強才能轉為安全。也就是說，初步評估結果有33到43個部落必須遷村，報告公佈後
引發原民更大的疑慮。＞[/quote]
－－原民有所疑慮與不捨可以理解，不過並非政府做的調查評估都不可信，對於部落安全評估還是要客觀看待，畢竟
這關係到未來原民的性命財產安危。

[quote=特約記者朱淑娟]＜鄒族行動聯盟發言人陳友福說，阿里山道路不通，族人無法到山上去採集，經濟敗壞，且
愈來愈空洞化。土石流非常危險，最大兇手是林務局、水保局，一直在建攔砂壩，河床泥沙不斷升高，既不疏浚也不
拆攔砂壩，才會造成嚴重土石流。「不要動不動說這裏是危險區，把族人瓦解掉。」＞[/quote]

－－無論元兇為何，實際上確實已經是危險區了。

＜高雄縣原住民族部落再造聯盟牧師理斷說，「要追究造成部落不安全的原因，但現在都不談了。」他表示，曾文越
域引水工程每次炸山，整座山都會晃動。＞

－－此段亦承認部落已不安全了。

＜牧師理斷說，現原民受的是二度傷害，政府在很匆促情況下與慈濟扼殺原民命脈，政府應重新檢討法令，「如果不
是要滅族不會定這種法令」。＞

－－遷村是政府基於山林已不宜居住與國土復育的考量，說是要扼殺原民命脈，過於誇大.言過其實。而且確實也有
原住民例如那瑪夏鄉民族村願意遷居，但其他慈善團體到目前為止只允諾提供［比較不會被指責］的組合屋，慈濟擔
起興建永久屋提供給願意遷居到安全地點的原住民們，怎會是要扼殺原民命脈？牧師理斷又言＜如果不是要滅族不會
定這種法令＞，顯見理性不足，過於情緒化。

＜他質疑，慈濟要百姓遷去住永久屋，埃家埃戶敲門，是因為原計畫在山林創造2000戶永久屋，現只有700戶，不能
達成目標，才會不斷打擾族人生活，讓人無法思考。「還要我們放棄產業，這很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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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慈濟網站或大眾媒體報導，從一開始就只預估700戶，哪來的2000戶？從媒體報導得知，目前尚有其他部落
原住民也有意願遷居，正在考慮，所以政府亦洽詢其他慈善團體興建永久屋的意願。看來應是政府粗估加上這些也有
意願遷居的原住民們，大約需要2000戶。至於慈濟拜訪原住民的原因，在慈濟網站有說明，因為原住民很希望自己
的意見被納入遷居與否以及永久屋興建方式與社區型態，所以慈濟志工就親自去傾聽收集意見，而且願意等兩年時間
讓原住民們有充分時間考慮。至於所謂＜放棄產業＞？族人想遷居平地自然難以維持以往耕田打獵的生存方式而需另
謀工作，政府與一些企業單位已提供免費職業訓練與輔導協助就業，這些都只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怎會去指責慈濟？
個人之前見公開說明會的文章，總是只有少數"原住民代表"發言，族人們反而少有發言機會，慈濟志工親自去收集意
見，不是更能掌握基層族民的心聲嗎，就像這篇朱小姐寫的文章，關於遷居問題，只見"主委"."總幹事"."行動聯盟發
言人"."牧師"等人大篇發言，基層族民的聲音在哪裡？慈濟的意見說明又在哪裡？顯見記者朱小姐個人立場原已偏頗
，連"客觀呈現多方意見"的最基本記者常識也無或刻意不做。若說是受限於時間等因素也說不通，採訪現場除了"長
官"們沒其他半個基層族民？若當真連半個基層族民也無，就應警覺到這可能只是"長官"們片面主觀的意見或是自己
想推動的行動而已，基層族民們不見得是如此。也完全無親訪或簡單電訪慈濟人士，也沒去慈濟網站看看一些事情的
實際狀況如何（否則怎會任意刊登一些錯誤說詞）。如此缺乏客觀.立場偏頗的文章，記者朱小姐與此處刊登編輯都
需深刻自省。

＜理斷說，已經有部落族人因對重建看法不同差點打架。許多部落分兩派，有人想在山上，有人想跟慈濟走，「情何
以堪」。他說，再這樣下去，有一天會暴動，應阻止慈濟在營區繼續打擾族人生活。＞

－－族人對重建看法不同很正常，有人想留在山上，有人想跟慈濟走（因為目前只有慈濟協助興建永久屋，所以正確
說法應是也有族人想要遷居平地）。顯見牧師理斷個人贊成留在山上不要遷居平地，所以有族民想遷居平地就是［分
裂］，不尊重想遷居的族民們的意願，這對於想遷居的族民們才真的是「情何以堪」吧。

＜孫大川說，如果演變成族人分裂那很不好，應給個人一點空間，有人要留、有人要走、中繼屋變永久屋，這些都是
可能的、都是選項。＞

－－即使同族，各人還是會有各人的考量與意願，不能強迫全族都同走或同留。從長遠來看，族人們教育水準逐漸提
高，也就逐漸會有各人的學習目標或工作目標而移居他地，＜存續族群文化＞的方式也就無法再只是［大家住在一起
就好］，而需有更長遠的思考與規劃，不宜漠視各人意願而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分裂］的罪名。至於中繼屋也就是組
合屋要變成永久屋那是不可能的，其建材簡便空間狹窄又冬冷夏熱，也抵擋不住強風暴雨，通常住到兩年就已是極限
了，人們住超過兩年在心理上的緊促與壓迫感也難以承受。

＜至於族人指控慈濟作法不當，孫大川說，說明會時將請慈善團體說明他們的想法＞

－－這場說明會就已經可以請慈濟與其他慈善團體來說明了，不是嗎？卻是只請單方面反對人士來說明。

＜另外，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重建小組代表沙勒冷，請原民會關心災民災後生活。她說，許多災民無法撤離，缺乏物
資，洗澡、吃飯都有問題，有人身體慢慢出現疾病，還有部落在火車鐵軌旁成立自救會。「台東最近三不五時打雷下
雨，我們累了、跑不動了。」＞

－－這段話有點矛盾，是無法撤離還是不願撤離呢，即使一時之間還不想住進永久屋（事實上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蓋好
），也還有組合屋與暫時收留區，若願先撤離出來先解決生活與健康問題，政府或各慈善單位豈會不助。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代表胡雅各說，縣政府要花3000萬做1200個消波塊，但族人認為消波塊並不安全。從縣府到
鄉公所都沒說要如何整治河川，建議應用港口防波堤來做標準，河堤安全了，就不會有遷村的問題。＞

－－在此必須說句坦白話，河堤到底安不安全或該怎麼做，不是族人或隨便誰來說了就算，必須由水利工程專家實地
調查，採取最適宜的方式來做整治，並評估整治後的安全程度。

近來其他以原住民立場來批評政府.慈濟與其他慈善團體的大批文章，都有一個共通現象，就是只單方面採訪呈現所
謂"原住民代表"的看法意見，甚少看見基層原民的心聲，也不採訪其他單位團體連轉述其看法意見也無。媒體也要懂
得自律，莫以個人主觀來刻意操縱輿論。記者最起碼也該做到最基本的客觀性，而編輯也要懂得篩選文章來刊登或附
加較客觀的評語，不是放著讓人來留言就好，畢竟這種片面主觀的文章被轉貼轉寄出去廣為流傳，就多多少少會讓人
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而在這裡的網友留言能有多少人看見呢？期待主流或非主流媒體人士能認清與重視自己的社會
公正良知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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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路迢迢 原民 : 我們要回家 守護森林山川

原住民 | 台灣新聞

本報2009年9月24日台北訊，特約記者朱淑娟報導

八八水災重建工作已陸續展開，但重建的主角，原住民，在重建過程中卻缺乏參與，變成重建的邊緣人，充滿被迫離
鄉的無奈與惶恐。

尤其，行政院在9月21日公布「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原居地安全初評結果」，評估的64個部落中，有33個不安全、10
個經工程補強才能轉為安全。也就是說，初步評估結果有33到43個部落必須遷村，報告公佈後引發原民更大的疑慮
。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重建行動聯盟20多人，24日前往原住民委員會與原民會主委孫大川會面，提出10大訴求。包括在
「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前提下，充分討論遷村地點與遷村後的配套措施。應暫緩永久屋建設，保障原民土地
，建立一套具有原住民觀點的重建計畫綱要。

針對原民對初評結果的疑慮，孫大川強調，「總要有個起頭」，報告是提供一個到部落溝通的基礎，「這是大事，不
是一個人的意願而已」。原民會表示，已規劃從月底起三周，與縣政府以及鄉公所到各部落溝通、說明。

重建應以原民為主體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星‧歐拉姆表示，以色列最大的痛苦是失去土地，如果用立法院通過的條例，原民可能比以
色列失去土地的痛苦還大。「你只要下去聽人民聲音，就知道上次通過的條例是不正確的。」

魯凱族部落重建聯盟牧師Palri指出，「重建條例」是我們最大的疑惑，未來應以原民為主體多方溝通。部落初評報告
已引起很多隱憂，對原鄉來說非常不公平，現在政府都在做「植入式的遷村」，由上而下，只是告訴我們，用強硬行
政手段。

「遷村不只是遷村而已，歷史、文化都要顧慮到。」Palri強調，這些不是外面的人可以理解的，「除非你帶著檳榔、
小米酒，還要來跳舞、longstay。」

部落評估要複勘，且有真正懂傳統領域的人參與

聯盟在會後討論提出，部落初評結果一定要複勘，而且要有真正懂部落傳統領域的耆老參與。原民會在之前發出的新
聞稿中雖強調，「每到一個部落都有當地族人陪同」，但聯盟指出，陪同的人不見得真的懂部落。要求未來複勘時要
有真正的專家參與，且不只是村長，而要由部落會議推薦人選。

部落變危險，是天災還是人禍

鄒族行動聯盟發言人陳友福說，阿里山道路不通，族人無法到山上去採集，經濟敗壞，且愈來愈空洞化。土石流非常
危險，最大兇手是林務局、水保局，一直在建攔砂壩，河床泥沙不斷升高，既不疏浚也不拆攔砂壩，才會造成嚴重土
石流。「不要動不動說這裏是危險區，把族人瓦解掉。」

陳友福重申反對阿里山興建纜車，「這是趁人之危」。他說，八八水災至今，族人吃飯都有困難，還要受害，「錯誤
政策不要在繼續在鄒族上演。」他當場要求孫大川以原民會主委立場表態贊成或反對纜車，但孫只說，「我對不了解
的事不敢回答，如果我不是政府官員，我立刻跟你說我反對。」

高雄縣原住民族部落再造聯盟牧師理斷說，「要追究造成部落不安全的原因，但現在都不談了。」他表示，曾文越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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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工程每次炸山，整座山都會晃動。

民族村林南吉說，災後許多人指責原民是破壞山林的原罪者，要破除這種不當的說法，原民才有力量去爭取重建。「
我們怎會變成山林破壞的原罪者？原民在這裏萬年，與大自然追來追去原民依然存在，原民不應揹黑鍋。」

重建‧讓原民承受二度傷害

牧師理斷說，現原民受的是二度傷害，政府在很匆促情況下與慈濟扼殺原民命脈，政府應重新檢討法令，「如果不是
要滅族不會定這種法令」。

他質疑，慈濟要百姓遷去住永久屋，埃家埃戶敲門，是因為原計畫在山林創造2000戶永久屋，現只有700戶，不能達
成目標，才會不斷打擾族人生活，讓人無法思考。「還要我們放棄產業，這很不道德。」

理斷說，已經有部落族人因對重建看法不同差點打架。許多部落分兩派，有人想在山上，有人想跟慈濟走，「情何以
堪」。他說，再這樣下去，有一天會暴動，應阻止慈濟在營區繼續打擾族人生活。

孫大川說，如果演變成族人分裂那很不好，應給個人一點空間，有人要留、有人要走、中繼屋變永久屋，這些都是可
能的、都是選項。至於族人指控慈濟作法不當，孫大川說，說明會時將請慈善團體說明他們的想法，「可能有一部分
道理。」

另外，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重建小組代表沙勒冷，請原民會關心災民災後生活。她說，許多災民無法撤離，缺乏物資
，洗澡、吃飯都有問題，有人身體慢慢出現疾病，還有部落在火車鐵軌旁成立自救會。「台東最近三不五時打雷下雨
，我們累了、跑不動了。」

做對原民真正有用的措施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代表胡雅各說，縣政府要花3000萬做1200個消波塊，但族人認為消波塊並不安全。從縣府到鄉
公所都沒說要如何整治河川，建議應用港口防波堤來做標準，河堤安全了，就不會有遷村的問題。

他也提到漂流木應留給原民，因為漂流木對原民來說是很好的重建材料，不需要再貸款來蓋房子。另外也可以讓村民
學做木雕，變成重建基金，根本不用再花1200億。「漂流木是我們嘉蘭村的，不了解為什麼要開放民眾去採。」

請用法律承諾保留原民土地

針對原民要求保留土地，孫大川強調，政府不會把原民土地徵收回去，「除非總統要賠掉他的政治承諾，請大家放心
。」

不過牧師理斷覺得這是空口說白話，「政治人物的話都要回到法律面」，一定要白紙黑字，因為政府官員實在已說了
太多承諾，最後都不算數。

※ 本文同步刊載於作者部落格

災後重建 | 八八水災
點閱數: 312 | email this page
發表時間: 週五, 2009-09-25 11:22 提交人: 廖靜蕙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6 / 6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