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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全球環境變遷的當代，國際上雖提倡以社區為基礎、以自然為本的取徑

降低災害風險，但台灣主流災害管理仍以興建硬體防災工程、區隔人和土地互

動關係為之。因此，本研究以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岸部落為例，探討原住民部

落如何在災後復原的過程中，持續維繫並孕育部落的韌性，並據以應對災害風

險乃至於進一步降低災害風險。透過觀察與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東岸部落在

經歷土地及生態資源退化、土石流災害事件、賽德克文化流失之後，發揮韌性

理論中重要的社會學習與臨場反應能力，以里山倡議精神復育生態、復振文化

與復甦經濟，從而恢復經濟和生計並重建社區，以具韌性的社會－生態－生產

地景與風險共存。 

 

關鍵字：原住民族、土石流、在地知識、降低災害風險、里山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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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era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dvocates community-based and nature-based approaches to 

reduce disaster risk, in Taiwan, the focus of mainstream disaster management 

remains on strengthening disaster preven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indigenous tribes maintain and nurture resilience in the process of post-

disaster recovery, and how they cope with and even further reduce disaster 

risks.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case of the Alang 

Tongan in Nantou County i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topic.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experiencing land degradation, landslide disasters,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lang Tongan have utilized social learning and 

improvisation from resilience theory. The spirit of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was 

applied to rehabilitate the ecosystems and revitalize the culture and the 

economy. Therefore, not only does the economy and livelihood recover and 

the community rebuild, but resilient coexistence with risk is also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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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氣候變遷不僅對生態造成嚴重衝擊，更使人類社會面臨糧食危機及極

端災害等威脅（IPCC，2022）。然而，當前台灣的災害管理手段仍多以驅離風

險區域人類活動、興建硬體防災工程阻隔風險、執行公部門防災計畫為主；於

是生活領域多位於「森、川、里、海」的原住民族，生活空間不僅因而受到限

縮，生活型態也得隨之改變。然而，早在 1940 年代，地理學家 Gilbert White 便

從研究中發現，人類的適度擾動可調節自然系統的運作；意即人類適度地利用

自然資源進行生產活動，是可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李光中，2011）。 

此亦為 2010 年代自然保育領域「里山倡議」的核心價值，其宗旨即是透過

妥善運用自然資源，達成永續農、林、漁、牧業產業而塑造社會－生態－生產

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SEPLs），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目標（UNU-IAS，2017）。里山精神亦呼應近年國際在因應氣候變遷而醞

釀出以自然為本的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NBS），其中，國際自然保育

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簡稱 IUCN）倡議運用自然

與生態系統調和環境風險與人類社會挑戰（IUCN，2016）。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的東岸部落，主要族群為賽德克族，境內的南山

溪流域更是台灣早期三大蝴蝶谷之一。後經歷日治時期的強硬鎮壓，及國民政

府來台後嚴重的漢化，傳統文化式微。在 2000 年代多次因強降雨引發境內野溪

土石流災害，使土地及生態受到嚴重退化更使部落生計受阻。然而，東岸部落

仍然積極透過蝴蝶生態與溪流及濕地生態復育、賽德克家屋重建與文化復振，

更以自然農法及創新農產復甦生計與經濟，進而實踐「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以生成部落內生的韌性，使部落更有能力面對、甚至降低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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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部落經由修復人與退化環境間的關係、橋接公部門農業與土地政策，

使部落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具有韌性的演變過程，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本研究以東岸部落為個案，從中了解部落實踐里山倡議的過程，分析部落建構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過程，及其如何孕育得以使部落因應環境災害風險的

韌性。 

貳、文獻回顧 

一、災害風險與社區韌性 

災害風險是指災害發生機率及其可能產生影響程度的綜合概念，聯合國政

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2012）界定災害、脆弱性與風險間的關係，提出風險包含系統對災害的暴露性

與脆弱性（Risk = Hazard × Exposure × Vulnerability）。20 世紀中期以前，多以

分析災害的物理特性來評估災害衝擊的程度，直至 Gilbert White（1945）提出

人類的能動性（agent）對災害有相當的支配能力後，開始出現以人類行為為主

的災害研究。 

爾後，Turner et al.（2003）提出人與環境耦合系統（coupling human-

environment systems）研究架構，探討以地方為基礎之跨尺度人與環境交互作用，

主要回應「誰或甚麼東西在多元環境變遷過程中最為脆弱，以及在哪裡？」因

全球環境變遷的加劇，學界在 2000 年代有諸多災害與脆弱性之研究產出，除

Turner 等人之外，Cutter et al.（2008）則進一步提出地方災害韌性（disaster 

resilience of place，DROP），明確指出危害與災害影響是地方既有條件、事件

特徵和應對措施的累積。DROP 強調系統在面對災害壓力時，臨場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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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sation）及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之重要性，此反映與學習過程將

會回饋至系統面對下一個事件時所具有的既有條件（圖 1）。此外，在 Cutter 等

人亦在研究中，將韌性歸納為生態、社會、經濟、制度體系、基礎設施及社區

能力（competence）六個面向，成為後續研究經常引用的分析指標架構（曾敏

惠、吳郁玶、鄧傳忠、陳宏宇，2021）。 

 

 

圖 1：地方災害韌性（disaster resilience of place，DROP） 

資料來源：本研究翻譯自 Cutter et al.（2008） 

運用韌性（resilience）理論於解釋人類社會現象，可溯源自生態學家 Holling

（1973）提出生態系多元穩定狀態的特性，他以生態韌性（ecological resilience）

描述系統的適應性（adaptability），指稱系統受到干擾時能夠吸收擾動並重組的

能力，強調維持、改變與不可預測性是系統的重要特性。IPCC（2022）第六次

評估報告更進一步從分析災害風險轉而談如何提升氣候韌性，指出氣候變遷、

生態系統及人類社會間諸多相互關係，全面性地談論社會－生態系統間複雜的

依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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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於 2005 年發表「2000-2015 兵庫行動綱領（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HFA）」，強調減災理念應結合永續發展，HFA 認為降

低災害風險是預防未來損失最有效益的投資。2015 年在第三次世界減災大會以

HFA 為基礎，發表更具行動導向的「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SFDRR）」，提出更耐災的重建（build back better， 

BBB），呼應了 Cutter 等人提出的 DROP，同樣強調透過社會學習將新知識運

用至減災、整備及應變策略來提升系統內在韌性，進而形成新的、比原先好的

條件，使其更耐且更具韌性。 

回應國際趨勢，我國消防署也推動「韌性社區」計畫，期培植社區具備災

害容受力及快速復原的能力，並強調居民與社區面對災害的自主能力；然而，

從推行其前期「防災社區」計畫的經驗中發現，和經費多寡、資源挹注相較，

社區居民的防災意識及地方認同感對社區之自主性具有較大影響力（陳怡君、

吳榮平，2017）。然而，公部門在推動「韌性社區」計畫時，仍未能以社區為

中心的在地角度進行分析與評估，僅利用防災士徵集人數與教育訓練強調其重

視社區培力；本研究認為縱使其能提升社區風險意識及凝聚力，但主要仍是強

化操作以增進民眾應變技能，無法從根本聯繫社區意識和賦權於民，更不易維

繫社區居民與生活環境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黃泰霖，2020）。此呼應官大偉（2015）

指出台灣在災害防救議題仍缺乏批判性視野，常因而不慎陷入技術程序，甚至

因未能反映權力關係、忽略地方脈絡而在災害管理實務上使原住民族與公部門

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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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山倡議 

聯合國 2010 年第十屆生物多樣性締約國大會（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OP5，CBD COP5）為因應生物多樣性快速流失，正式發起里山倡議。

「里山」源自日本（發音為 satoyama），指一種混和的農業地景；里山倡議是

以里山地景為對象，以永續方式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陳美惠和林穎楨，2017）。里山倡議核心想法源於農村，在 20 世紀中期前，

農村居民運用土地資源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長時間與環境相互作用會形成如

同馬賽克般的混合地景，稱為「社會－生態－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SEPLs）」。居民為了確保資源能持續供應，會發展出防

止資源被過度使用的規範，此生活方式不僅能維持生物多樣性，其文化也能夠

世代相傳（Takeuchi, Ichikawa and Elmqvist，2016）。此外，巴清雄、台邦撒沙

勒、王宏仁（2020） 在霧台魯凱族部落的農業研究中也發現，農耕與其土地利

用實際上體現了各族群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並可從其中窺見其自然災害預防與

再分配與分享的文化規範等風險最小化之體現，呼應了里山倡議所提之 SEPLs。 

里山倡議內涵呈現在「願景－方法－行動三摺法（three-fold approach）」。

其願景為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因此需透過三個核心方法達成之，首

先了解具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為人類福祉所帶來不可或缺的服務與價值，並

且鞏固保護這些服務的智慧接著從中擷取在地知識以協同現代科學來促進創新，

進而基於社區共有土地權（communal land tenure）發掘出共同管理系統。接著，

以六個行動重新連結人與土地並維護生物多樣性、增進人類福祉：包括在環境

承載的限度內使用資源、強調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認可並重視在地傳統文化、

促進各方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及合作、鼓勵對永續社會及經濟提供貢獻、增進社

區韌性（UNU-IAS，2017；陳美惠和林穎楨，2017）（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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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里山倡議三摺法（three-fold approach） 

資料來源：翻譯自 UNU-IAS（2017） 

然而，20 世紀中期後因都市化及集約農業興起，使得 SEPLs 沒落、環境惡

化（趙榮台，2014），先人與環境互動所累積的知識也無法傳承。因此，里山

倡議旨在活絡里山地區、妥善利用自然資源並重視當地文化，使民生經濟及生

態系統間能夠獲得良好的平衡（李光中和呂宜瑾，2012）。透過自然資源的永

續利用，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碳匯量及提升抗災能力，進而減緩及調

適氣候變化（李光中，2011），形成能有助於防災、集水區保護及生態系統服

務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農委會林務局，2019）。 

此種人與當地土地和諧共存的長年積累經驗、知識、智慧與方法，即稱為

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LK），是人們依循著當地的地形、地物、氣候等

獨特性，發展出能夠適應環境並自在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與土地間具有相互

依存特性的生活智慧（Lin and Chang，2020 ）。然而，傳統並非固著於過去特

定時間，而是因應當代社會與經濟需求將具地方脈絡的知識轉化，將在地知識

與科學知識融合成更適合此時空的在地知識，並運用至降低在地的災害風險

（Lin and Chang，2020），此為建構地方韌性的關鍵。2010 年後國際上逐漸重



災後里山實踐與韌性 103 

 

 

視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在以西方科學知識為主流的災害管理中的角色，其中

官大偉（2015）認為對於環境與生態知識的理解應該從狹隘的自然科學中被解

放，而更應該看見其深層的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甚至是當代政經關係中，地

方人群的生活境遇；例如，居住於都市河岸邊際地區的原住民部落如何詮釋其

被收編進都市發展藍圖中的洪患風險，以及運用部落發展觀光的過程弭合兩股

知識（王誌男和林貝珊，2020）。於是，後續研究提出以社會關係與網絡為基

礎的社區災害管理，用以增進科學管理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智慧之相互融合

（Wu and Chen，2023），以有益於社區的災害韌性。 

呼應上述 man-in-nature 之概念，國際上也提出同時保全人類福祉和生物多

樣性的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或譯作以自然為本的解方）（IUCN，

2016）。NbS 主要以生態系統為基礎，同時增進環境、社會和經濟利益，實踐

方式有生態系統保護（protection）、議題取向（issue-specific）、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管理（management）及復育（restoration）五大類（IUCN，

2020）。歐盟則提出「應用以自然為本的解方於極端水文氣象防減災以恢復生

態 系 統 （ Regenarating ECOsystems with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hydro-

meteorological risk rEduCTion，RECONECT）」計畫」，將 NbS 應用於洪水、

坡地等災害治理，在降低極端氣候引致的災害衝擊的同時，還能保有生態服務

（OECD，2020）。 

台灣自 2010 年底引進里山倡議的概念及作法，受到政府、民間和學術研

究機構熱烈迴響。2012 年起，林務局與東華大學合作推動「台灣里山倡議夥伴

關係網絡（TPSI）」的建立，並且在 2016 年正式啟動，而東岸部落產業促進發

展協會更在 2018 年加入，成為推動台灣里山倡議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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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實踐里山的韌性部落 

位在里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實踐里山精神與土地之間緊密互動，為能因應

環境變動與生計的需要，產生適應性修正；其中，文化資本轉化社會資本的過

程中，常透過認同的催化而凝聚地方意識，因而利於地方發展（程航和吳明儒，

2019）。此呼應本研究認為政府在降低社區災害風險政策中，應將原住民族文

化社會脈絡與知識與科學思維共融成災害治理方法，運用里山精神實踐降低災

害風險，將能更全面地應對生物多樣性流失、糧食短缺、環境變遷及災害風險

等挑戰。 

因此，本研究彙整里山倡議相關學術文獻，以社會（網絡、凝聚力、文化、

在地知識）－生態（生物多樣性、自然資源循環利用）－生產（產業、收入、

資產）地景作為分析骨架，欲透過東岸部落經驗個案梳理其回應 Cutter et al.

（2008）所提之地方災害韌性（disaster resilience of place，DROP) 六方面重點

（生態、社區能力、社會、體系、經濟、基礎設施）討論的相互關係，並在其

交錯復的鑲嵌關係中探討部落何以在災後社會學習與臨場反應（improvisation）

中回饋，形成期因應地方下一階段災害風險的韌性。 

參、研究區 

東岸部落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台 14 線公路與眉溪的兩側。東岸部落的範圍

為南豐村轄內南豐國小以東、行政區劃為南豐村第 1 鄰至第 8 鄰，亦稱為南豐

社區，範圍中包含天主堂（第 2~3 鄰）、南山溪（第 5~7 鄰）及上眉溪（第 1

鄰）三處聚落。其中，第 4 鄰與南山溪聚落以台 14 線相隔，第 8 鄰則是位在台

14 線路段從南山溪聚落到南豐國小的兩側，兩者不屬於上述三個聚落（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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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之東岸部落地理位置圖請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SyJNkUv-

wvaPgQDlu_-zecpRZVMlEnt/view?usp=sharing）。 

眉溪貫穿整個東岸部落，另還有發源自守成大山的南山溪及發源自東眼山

的東眼溪兩條支流匯集至眉溪。東岸部落內共有 5 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後簡稱水保局）公告之土石流潛勢溪流，部落在 2000 年代受到多次土石

流災害衝擊（表 1），透過疊圖可發現東岸部落有 43.8％的住宅區位在土石流

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內（圖 3）。 

表 1：歷史災害事件 

年 事件 災情 

1999 集集地震 造成山區土層鬆動，隔年 2 月的豪雨造成土石流潛勢

溪流編號 13 發生嚴重土石流，掩埋當地加油站。 

2004 敏督利颱風 東岸部落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 12 及編號 13 兩

處發生土石流及山坡地崩塌情形，造成道路中斷。 

2008 辛樂克颱風 東岸部落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 11～編號 13 三處

發生土石流，且南豐國小後側山坡有崩塌情形，導致

民眾受困及對外道路、橋梁中斷。 

2009 莫拉克颱風 東岸部落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 10～編號 12 三處

發生土石流，對外唯一道路崩塌。 

2012 0610 豪雨 南豐國小東側潛勢溪流編號 15 發生土石流。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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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東岸部落的人口組成以賽德克族（Seediq）為主，多為德克達雅（Tgdaya）

系，包含 Alang Tongan 與 Alang Sipo 兩舊部落，分別位於眉溪與東眼溪匯流之

緊鄰東眼溪西面和東面山腰台地上，兩部落隔東眼溪相對，後慢慢遷下山（依

婉．貝林，2006）。原 Alang Sipo 族人大部分遷到現今天主堂聚落，而原 Alang 

Tongan 族人大部分遷至現今南山溪聚落，目前仍有少數居住於上眉溪聚落。賽

德克族傳統文化的核心是 Utux（祖靈），規範了人與土地的互動倫理，並從中

發展出 Gaya（規範），是賽德克族一切生活倫理與社會文化的根源，無論是食、

衣、住、行及人際皆遵循 Gaya，亦包括生命禮俗、歲時祭儀、狩獵、織布等（依

婉．貝林，2006）。 

東岸部落在 2000 年代經歷多場災害事件後，雖受政府資源挹注復原重建，

但多卻忽略部落本身的主體角色；自 2004 年部落青年王嘉勳返鄉後，開始思考

如何讓部落族人成為重建過程中的主人。2009 年，南豐社區發展協會向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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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委員會申請重點部落營造計畫，獲得連續三年（2009 至 2011 年）補助

重建傳統家屋並復振傳統祭儀。同年，自公職退休返鄉的部落族人瓦歷斯．貝

林，學習自然農法並引進部落，成立「綠生有機農場」整合小農發展有機農業。 

爾後，2012 年南豐社區發展協會更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國立暨南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台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

教基金會、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以及南豐社區發展協會等單位協力，展開蝴蝶保

育與復育，以里山精神建構生態、生產、生活平衡的願景（邱美蘭、彭國棟，

2017）。為了復育生態，部落族人漸漸改變農法，以友善農耕替代慣行農法的

灑藥與化肥。南豐社區發展協會更推廣「公田共耕」、成立產銷班和農業中心，

積極推動自然農法，藉以拾回族人與土地間的自然關係。2015 年，王嘉勳成立

東岸部落產業促進發展協會，目的在於發展及推廣部落產業。2017 年，為了推

廣部落的苦茶樹，與原住民族委員會、農委會林業事務所、水土保持局、農業

改良場等單位合作苦茶油產業輔導計畫，研發揚名國際的「翠山尋苦茶油」。 

表 2：東岸部落大事紀 

年 事件 

1965 成立眉溪儲蓄互助社 

1994 道格颱風 

1996 賀伯颱風 

1999 
集集大地震 

瓦歷斯．貝林成立台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 

2004 
敏督利颱風 

部落青年王嘉勳返鄉尋根 

2007 瓦歷斯．貝林卸任原委會主委，返回家鄉協助部落產業發展 

2008 辛樂克颱風 

2009 

莫拉克颱風 

瓦歷斯．貝林成立綠生有機農場 

開始興建家屋 

2010 舉辦睽違 80 年的年祭暨播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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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東岸部落大事紀（續） 

年 事件 

2011 在台灣文化園區興建第二棟傳統家屋 

2012 

0610 豪雨 

展開蝴蝶復育行動 

推動「公田共耕」 

2015 王嘉勳成立東岸部落產業促進發展協會 

2016 與水保局合作愛鄉南豐社區綠色友善廊道及休憩空間營造工程 

2017 苦茶油產業輔導計畫 

2018 獲得第一屆金牌農村競賽銅牌社區 

2019 
仁愛鄉南豐社區綠色友善廊道及休憩空間營造工程完工，並獲得

第 19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優等肯定 

2020 
成立南投縣仁愛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18 班 

仁愛鄉南豐社區綠色友善廊道及休憩空間營造工程獲建築園治獎 

2021 獲得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優等社區 

2022 正式核定為農村再生社區 

2023 地方創生成果受行政院院長公開表揚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 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間，運用觀察法及深度訪談法於

東岸部落蒐集一手資料。因研究者皆非東岸部落族人、亦非賽德克族人，因此

是以局外人的角度從事研究。其中，研究者以 10 次非參與觀察法踏勘部落環

境、走訪部落族人生活空間，另以 3 次參與式觀察法觀察部落文化體驗活動以

及喜慶活動（表 3）。此外，本研究運用無結構型深度訪談，了解東岸部落生

活、文化及信仰等地方脈絡，深入認識部落，共計 10 人；接著根據文獻回顧與

無結構式訪談所獲之資料，設計訪談大綱，據以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共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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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南豐村總人口數為 1,494 人，其中賽德克族人口有 728 人（南投縣政府，

2022）（（表 4、表 5）。 

本研究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計畫通過國立政治大學研究倫

理審查，在蒐集資料前，正式向部落領袖說明研究計畫內容與目的等，並徵得

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部落會議主席等部落／社區領袖之同意，以表尊

重。本研究蒐集一手資料前，首先充分告知每位受訪者研究主題、目的及過程，

並尊重其參與意願，於每次訪談前出示知情同意書，獲取同意後再進行訪談。

本研究引用訪談資料，也依循每位受訪者於訪談開始前表達之個人意願與要求，

給予身分之隱蔽或公開。訪談過程中，本研究在徵得每一位受訪者的同意下，

予以語音錄音，並於後續謄打成逐字稿進行分析。 

表 3：觀察法紀錄表 

代碼 日期 形式 觀察內容 

N01 2021.11.06 非參與式

觀察 

實地觀察其天然蝶道、南山溪流域及邊坡狀

況，了解其自然環境及潛在風險。 

N02 2022.01.07 走訪部落行政作業區，並觀察村辦公室、發展

協會及活動中心活動。 

N03 2022.01.13 觀察部落環境及產業狀況，探究部落目前的發

展情形。 

N04 2022.01.25 居民帶領參訪部落與水保局共同合作打造的

生態池。 

N05 2022.03.20 參觀部落推廣的農產，了解部落的產業發展。 

N06 2022.07.20 參觀部落大規模友善農耕的農場，了解其農

法。 

N07 2022.07.21 參觀部落在傳統領域上的農作概況。 

N08 2022.09.30 環境教育經營露營區。 

N09 2022.10.01 踏勘舊部落的位置以及土地利用。 

N10 2022.12.05 參觀以賽德克族元素所建構的南豐國小。 

P01 2022.04.10 參與式 

觀察 

參與當地文化體驗活動。 

P02 2022.11.12 參與部落喜慶，了解其共食文化。 

P03 2022.12.25 參與教會的聖誕活動，觀察宗教信仰的凝聚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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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受訪者 

屬

性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背景 日期及地點 

居

民 

R01 男/60-70 賽德克族，部落耆老、獵人，住南

山溪聚落。 

2022.10.01

農園 

王孝良 

R02 

男/35-45 賽德克族，推廣食農教育，住南山

溪聚落。 

2022.07.15

餐廳 

江嬌媚 

R03 

女/60-70 泰雅族，嫁給賽德克族人，住南山

溪聚落。 

2022.07.15

餐廳 

李世嘉 

R04 

男/35-45 賽德克族，傳承狩獵文化，經營露

營區。 

2022.07.20 

露營區 

瓦歷斯‧

貝林 

R05 

男/70-80 賽德克族，在部落從事自然農法，

經營農場。 

2022.11.10

農場 

R06 男/30-40 賽德克族，在部落從事自然農法，

住埔里。 

2022.09.30

農場 

艾碧 

R07 

女/50-60 泰雅族，嫁給賽德克族人，在部落

從事自然農法。 

2022.11.10

農場 

王嘉勳 

R08 

男/35-45 賽德克族，為南豐社區發展協會

及東岸部落產業促進發展協會理

事長。 

2022.11/24 

自家公司 

松映雪 

R09 

女/50-60 賽德克族，儲蓄互助社的監事兼

天主堂教會的會長，住天主堂聚

落。 

2023.01.13

住家 

蔡經國 

R10 

男/50-60 賽德克族，曾任職於消防局，住天

主堂聚落。 

2023.01.13

住家 

R11 男/60-70 賽德克族，曾任村長，住南山溪聚

落。 

2022.07.21 

辦公室 

姜俊偉 

(R12) 

男/50-60 賽德克族，傳承口簧琴文化，經營

露營區。 

2022.09.30

露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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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受訪者（續） 

屬

性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背景 日期及地點 

公

部

門

服

務

的

居

民 

RG01 女/50-60 布農族，嫁給賽德克族人，於村辦

任公職。 

2022.07.21 

辦公室 

RG02 男/40-50 賽德克族，任職於消防局，住南山

溪聚落。 

2022.10.28 

消防隊 

RG03 女/35-45 賽德克族人，在南豐國小擔任重

要職務。 

2023.01.13 

南豐國小 

RG04 男/50-60 賽德克族人，於仁愛鄉公所擔任

管理職務。 

2023.01.12 

仁愛鄉公所 

曾子郡 

RG05 

男/35-45 賽德克族，現任村長，住南山溪聚

落。 

2022.12.19 

村辦公室 

公

部

門 

G01 男/40-50 於仁愛鄉公所承辦產銷相關業

務。 

2022.10.27 

仁愛鄉公所 

G02 男/35-45 於仁愛鄉公所承辦防災相關業

務，本身也是賽德克族人。 

2022.10.27 

仁愛鄉公所 

G03 男/35-45 於仁愛鄉公所承辦林業、土地相

關業務，本身也是賽德克族人。 

2022.10.28 

仁愛鄉公所 

G04 男/35-45 於水保局南投分局承辦農村再生

計畫相關計畫。 

2022.11.25 

水保局南投

分局 

G05 女/45-55 泰雅族，在南豐國小擔任重要職

務，且也是部落大學的重要推動

者。 

2022.12.05 

南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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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訪談大綱 

面向 問題 

災害經驗 1. 您在東岸部落中曾經歷的災害事件？ 

2. 對您個人、家庭、部落之影響？ 

3. 部落發生災害後，公部門有何應對？ 

韌性與里山實踐 1. 部落有哪些生態資源？您如何看待這些資源？ 

2. Gaya 如何教導族人使用生態和環境呢？部落為什麼

要復育蝴蝶？  

3. 部落有哪些傳統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傳承受甚麼威

脅？ 

4. 恢復傳統文化對部落有甚麼幫助？ 

5. 部落的產業有哪些？部落的文化、生態環境和產業的

關係為何？ 

6. 您認為部落最重要的是什麼呢？部落目前最需要的是

什麼呢？ 

本研究採取模板式資料分析，以訪談大綱作為分析分類系統，並標記訪談

逐字稿之重要與具意義之文句，再據以歸納資料。過程中亦彈性微調分類系統

以詮釋出各類別的關聯性。本研究之限制首先是由於研究者不諳賽德克族語，

因此在接觸不熟悉國語的耆老時有語言限制，因此在與耆老交流時，會有熟悉

族語與國語的族人協助。其次，由於研究期間受 Covid-19 疫情影響，2022 年 5

月至 6 月間無法至部落現地進行田野工作；然而，拜科技之賜，研究者得以透

過各種社群網絡與資訊通訊媒介，包括 Facebook（臉書）、Line 及電話等，持

續與研究區保持互動，進行線上田野工作、蒐集照片、影片、文字等資料，除

持續關注研究區動向、與受訪者維繫關係外，更可觀察部落如何於疫情期間維

持運作，盡可能彌補因疫情嚴峻而無法現地調查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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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里山倡議的 SEPLs 是透過經營農、林、漁、牧等農業生產地景，達到生態、

社會、經濟永續的目標（李光中，2011），因此吾人能透過達成三摺法的六個

行動，來建構健康的 SEPLs，進而實現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將此概念帶入

災害管理，運用里山精神於降低災害風險的過程，不僅只著眼於工程保護與應

變體系，更能從根本地尊重在地文化、學習生態知識以因應災害風險，使部落

更具地區韌性（官大偉，2015）。 

東岸部落如同其他鄉村地區受到都市化及集約農業的影響，族人與土地之

間的關係越趨疏遠；2000 年至 2010 年間經歷一連串土石流災害衝擊後，幾位

部落不同生代的族人積極活絡部落，並試圖重新鏈結賽德克族傳統傳承族人與

土地之間的互惠關係。本研究引用 Cutter et al.（2008）歸納之韌性的六個要素，

與里山精神之社會（Gaya 凝聚世代與土地）－生態（健康棲地孕育和諧的人地

關係）－生產（創新的傳統農作）地景相互討論，歸納東岸部落之實踐，在各

項下細緻討論其文化復振、生態復育及生計復甦形成的 SEPLs，進而回應韌性。 

一、社會：Gaya 凝聚世代與土地 

里山倡議與自然和諧共生之概念，與 Leopold（1949）提出之土地倫理相似，

皆指人對土地的認同、責任、與道德，才能維持土地健康（Berkes，2023），此

也在孫稚堤和顏愛靜（2012）在台灣石門水庫集水區透過災難案例之研究所指

出，社會與生態之不可分割雙連關係為符合在地特性與地方脈絡之永續治理之

本。本研究也發現，此種土地倫理的道德規範，其實與賽德克族 Gaya 中的許多

內涵十分相似，東岸部落在復振族群傳統文化的過程，即透過了解老人家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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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下來的 Gaya、從中尋找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並實踐至生活中。受訪者 

RG03（2023）分享：「我們學文化不是為了要回到所謂的原始生活，那我們要

希望傳承的其實就是他的背後的那個價值觀，那比如說我們以前的分享、人跟

這個環境的關係。」 

東岸部落在興建家屋的過程，耆老透過其經驗訴說智慧，繫起部落老中青

三代間的關聯，更凝聚了族人情感。此外，在興建過程中，經由耆老介紹石板、

竹子、木頭、芒草等天然材料之功用時，也重新拾回族人對於大自然尊崇的心，

並理解 Gaya 中與大自然共存的精神。而因傳統家屋、穀倉、弓箭、口簧琴等傳

統文物皆取材自大自然，因此不會造成環境負擔，受訪者 R04（2022）說：「以

前老人家給我們的觀念，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去跟大自然去做一個和平共處和

互動，其實就是不要去踏到自然環境的界線。」過程中，返鄉青年號召年輕世

代，親自調查及紀錄耆老口述歷史，以此做為復振賽德克文化的基礎，不僅重

建傳統家屋、穀倉、尋回傳統技藝及祭儀，更從中讓一度流失的 Gaya 繼續傳

承、重新鏈結不同世代的隔閡、以及人與土地疏遠的關係。於是，這些傳統家

屋也成為社區的重要象徵，體現賽德克族人對於土地、家庭和文化的珍視和維

護，受訪者 RG01（2022）說起：「我也是真的是蠻佩服的，他（指蓋家屋）有

很多老人家的智慧。比如說他們以前沒有尺，那怎麼丈量？用手啊，用身高啊。」 

此外，語言是族群的特徵，族語是族群認同的基礎，因此東岸部落近年透

過部落大學及學校課程傳承賽德克族語。族語復振不僅提升族人的凝聚力，其

實際蘊藏非常豐富的文化意涵，「我們講的話、講的地點，是一個傳統領域，

那傳統領域有什麼特色都放在語言裡面。如果那個（指族語）沒有了，就等同

那個部落、我們的生態、我們的環境就不存在了（受訪者 R12，2022）。」除

了族語，東岸部落還積極恢復傳統祭儀，同時也致努力傳承各種傳統技藝，包

括製作弓箭、射箭技術、傳統織紋的織布技術、圖騰、口簧琴、樂舞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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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P06）。透過這些文化復振，族人能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背景，進而尋得

自我認同語對族群、土地的認同。因此，部落培育了許多文化導覽員及文化體

驗等課程，吸引觀光客前往，帶動了部落的經濟，更吸引部落青年返鄉發展，

這些的努力皆能回饋至部落的韌性，提升 Cutter et al.（2008）所提 DROP 模型

中的社會、社區能力、生態及經濟等韌性面向。 

二、生態：健康棲地孕育和諧的人地關係 

生物多樣性是調節生產力、養分利用和環境穩定性的關鍵，而多樣化的生

態系更可緩衝外界干擾、提高穩定性。東岸部落近年與多個單位合作，透過保

護、管理和復育建立多元健康的生態系統，包括森林、淡水、濕地和次生（農

業）生態系等，此不僅提供生態系統所需的循環養分、健康土壤和棲息地，也

增加部落生物多樣性、重現環境生機。 

東岸部落為復育蝴蝶生態，與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水土保持局、新故鄉文

教基金會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協力合作，改變部落農法，推動食農教育及公田

共耕，以無毒、有機耕種方式，更透過公私協力打造「仁愛鄉南豐社區綠色友

善廊道及休憩空間營造工程」，健康生態是部落居民安全、舒適居住環境之本，

也提供乾淨水源和新鮮空氣。此外，居民也因豐富的蝴蝶生態而提升對其土地

之認同感，受訪者 R02（2022）說：「（綠色友善廊道)就是小朋友的步道，然

後緊急救難、避難地，然後還有一個很完善的生態的棲息地。…（略）…。蝴

蝶能夠代表我們部落的生態品質，然後創造我們的生活品質。所以來到我們部

落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大自然的環境，空氣是新鮮的、是乾淨的，

吃的是沒有受過污染的，所以才會有蝴蝶生態，牠算我們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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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法的改變使得土地更加健康，因此吸引蝴蝶、蜻蜓、青蛙、山豬、山羌

等前往覓食，使部落更具生物多樣性，「就目前來看的話，就是生態感覺上比

較好。蜻蜓最近幾年其實蠻多的，蝴蝶是本來就有的。」（受訪者 R06，2022）。

部落族人與土地的良好互動孕育了豐富的自然資源，提供居民所需，包括充足

健康的糧食和謀取生計的自然資源，成群的蝴蝶在溪谷翩翩起舞（觀察記錄

P01），不僅為部落居民帶來美感和靈性的啟發（觀察記錄 P09），也吸引遊客

賞蝶、讓更多人認識東岸部落，受訪者 RG01（2022）分享：「我們在做部落文

化導覽的時候，蝴蝶也是我們眉溪的一個特產，所以我們也把蝴蝶這個區塊放

進去，讓外面的人認識我們在地的特色。」 

此外，部落族人與水保局共同契作的綠色友善廊道及休憩空間營造工程，

是將原為災難地的土地重新賦予新生命（觀察記錄 P04），除了增加生物多樣

性外，工程內也結合許多文化元素，提供部落孩童一個具生態及文化的教學場

域。工程內還暗藏了一個設計，從空中俯瞰會看到 SOS，提供直升機救災的緊

急救難地（觀察記錄 P07）。 

部落內南山溪流域在生態復育後再次成為蝴蝶的重要棲地，蝴蝶種類占全

台灣蝴蝶種類之一半，因此吸引許多遊客與攝影愛好者前往欣賞。部落內也因

此培育生態導覽專長的族人，一方面深植部落對生態環境與土地倫理的理念於

各世代族人，另一方面也為部落帶來額外生計收入。由此可見，生態復育在部

落實踐里山倡議的過程中有諸多直接與間接影響，連動提升部落在回應 Cutter 

et al.（2008）DROP 所提在生態、社會、社區能力、經濟、制度體系及基礎設

施等韌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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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產：傳統農作的創新轉化 

產業復甦是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部落需要有穩定的經濟能力，才

能維持其持續運作。東岸部落除了前述生態與文化帶來額外觀光收入外，其主

要產業仍以務農為主，2000 年代土石流災害後的東岸部落，經歷許多地方產業

斷鏈，但近年來，東岸部落重新檢視其環境特性和生態、評估適合的產業，並

融合新的技術，發展創新的產業。例如友善農耕，即為整合傳統生態知識與現

代科學知識創造出當地的特色產業，部落中的綠生農場自國外引進微生物的自

然農法，結合賽德克族傳統對土地地利維持的農耕的思維，創造出資源循環利

用的農畜產業。這不僅有助於部落經濟的復甦，也能促進當地社區的發展，提

高部落族人的生活品質（觀察記錄 P03、P08）。 

產業復甦的關鍵之一在於資金，而東岸部落早在 1965 年就成立眉溪儲蓄

互助社，長期為部落族人提供融資管道，讓族人有創業與自我實現的機會，至

今已為部落培育許多在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2000 年代返鄉的王嘉勳和瓦歷斯

貝林兩位族人，都受過眉溪儲蓄互助社的幫助，受訪者 R03（2022）提及：「這

個單位就是幫了我們很多部落的年輕人創業、結婚、蓋房子、買車、學費，…

從事農業的什麼都是從這一個。因為我們沒有很大的資本額，就是靠這個去貸

款啊、去整地啊、種植蔬菜果樹阿。」眉溪儲蓄互助社也在災後產業復甦中發

揮重建產業鏈的重要作用，其與東岸部落產業促進發展協會鼓勵及輔導部落族

人創新在地農產業，研發咖啡、茶葉、苦茶等農產品。其中，苦茶產業更是揚

名國際，其妥善利用部落現有土地資源進行創新，與原住民族委員會、農委會

林業事務所、水土保持局、農業改良場等單位合作，導入新知識技術，研發出

獨特的翠山尋苦茶油，「我們的東西現在已經成功了，現在我們這個苦茶油也

是，我們有去國外去比賽，也是國際認同我們這個東西（受訪者 R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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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創新農業外，東岸部落亦結合文化與生態推行以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為導

向的部落觀光，透過旅遊傳遞族人對環境的關懷，受訪者 R02（2022）說：「我

覺得農業、還有我們生態回來了，所以我們有觀光，然後你會發現這兩個產業

都不是對大自然有很大影響的產業，然後又可以提高生活（品質）。」 

友善農耕的方法讓土地能夠保有健康達到永續生產，且種植出的蔬果也能

使部落族人吃得安心、活得健康，更重要的是重新繫起部落族人與土地的關係 

（觀察記錄 P03、P07）。此外，在地傳統農業的創新受到國際肯定，更加乘部

落族人對自身的認同感。部落生計的多元更吸引許多年輕人回鄉，為東岸部落

注入了活力。年輕人帶來創新想法，為部落開創新的氛圍、促進產業發展，更

吸引公部門（包括水保局、農委會、縣政府等）的注意，而公部門的支持不僅

為部落帶來更多資源，也使得部落更有力量推動未來發展。從東岸部落的生計

生產中，可見經濟復甦不僅直接提升 Cutter et al.（2008）DROP 中經濟面向的

韌性，也連動正向影響了生態、社會、社區能力等韌性面向。 

四、小結：具韌性之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從上述討論可發現里山倡議所強調的在地傳統與文化價值以及兼顧生物多

樣性與資源永續利用的生產活動，提升韌性所涵蓋的六個面向，不僅能從挖掘

降低災害風險的在地知識，更能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社會面向助於促進各個

權益關係人建立夥伴與合作關係，使其更具凝聚力及動員能力來應對自然災害

及其他危機，受訪者 R01（2022）分享：「921 重建，我們互相幫忙，這一組去

幫那個，這一組去幫這個地方，…（略）…，我們全部去清。」社區能力則因

找回 Gaya 與土地的互動倫理、在地知識及過去災害經驗，使族人具有較高之

災害認知及風險察覺能力，受訪者 R03（2022）「老人家以前很會看水向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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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一次敏督利，王爸為什麼會跑？因為一般颱風那個水會很大，而且混濁，

那一次我們南山溪那個水很乾淨，而且水很小，他就騎摩托車上去，原來就是

一個小偃塞湖。」制度體系面向的提升則透過災害經驗中學習並成長，配合水

保局工程改善其原先緊急救援方面之不足。基礎設施面向則以互助合作為初衷

的眉溪儲蓄互助社為首，其於災時提供應急之金融服務，且東岸部落更積極尋

求各方面的支持與資源，提升災時的應對能力。生態面向則因擁有適應性強的

生態系統，使其更具調適能力能因應各種擾動。經濟面向則是將新知識與現代

科技結合至在地知識中，創造出多元、創新的永續產業，使其生計能在變動的

環境中持續運作。受訪者 G04（2022）「第一個是他們已經經過重大颱風的影

響，幾乎快滅村了。…（略）…他們已經學習到在這個場域學習到韌性，知道

這樣子的災害，他們怎麼繼續維持，那他在面對下一次…，不管是疫情，他們

還是活得過來。」 

研究個案於研究期間雖未發生大規模災害，但仍然躲不過席捲全球的新冠

肺炎疫情，東岸部落各方產業皆受到嚴重的影響，尤其觀光產業。然而，他們

仍然持續堅持下去，並且趁著疫情期間尋求轉型，以待疫情趨緩後重整旗鼓。

如經營農場的受訪者 R01（2022）分享「這個疫情到目前都沒有辦法，但是我

們園區像我們所做的東西我們還在維護，一直維護到現在，看看哪一天會做好，

才可以繼續再做這個部分。」同時更將原先只接待團客的模式轉型研發出個人

套餐的簡餐模式。 

綜合上述，東岸部落藉由當地傳統文化、生態環境、創新產業實踐韌性，

首先透過復振賽德克文化使部落恢復跨不同年齡世代的共同信念、活動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網絡，使部落重拾生命力。接著，藉由復育蝴蝶、溼地與溪流生態、

恢復自然環境及土地健康，更正增強人與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此良善效果

更整體提升部落的生態環境健康，甚至發展資源循環思維與實踐、更進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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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生物多樣性。最後，上述兩者的相輔相成，促成經濟漸漸復甦，而此生產的

穩定則是讓部落具有永續性的重要因素，並能正向回饋至驅使社會及生態皆有

能力累積其面對外部變動的能力，即為韌性。上述皆使得東岸部落更具調適能

力，而得以因應各種社會挑戰及因應所處環境之災害風險。 

陸、結論 

東岸部落以里山精神進行生態復育、文化復振及經濟復甦，不僅活絡部落

的發展也提升了部落的韌性，從分析與討論中可發現，其帶動了地區生態、社

會、經濟、社會能力，形成社會與生態相互助益的健康土地及人地關係。本研

究發現東岸部落諸多有益於降低災害風險之韌性要素，其初始用意皆非直接與

災害管理有關，但分析其過程與實踐後，本研究認為該些韌性要素皆能直接或

間接正向助益於形塑部落成具韌性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生態復育不僅使得部落透水面積增加也提升了生物多樣性，族人對大自然

的尊崇也讓自然資源能夠有效且循環的利用。文化復振則是凝聚起部落族人的

感情，部落年輕人漸漸回流，傳統 Gaya 也漸漸被重視，社會網絡更加緊密，此

呼應王嘉勳等人（2019）以原住民文化為題的里山韌性指標評估研究，部落整

體發展的共識與認知度高，但在社會公平與知識創新之指標節有認知差異。在

本研究中的經濟復甦中，則可延伸探討上述所指之知識創新，本研究發現災後

的經濟復甦增加了部落的就業機會，也發展了創新的永續產業。除此之外，部

落與公私部門的合作，除使社會網絡更緊密外，其合作執行的計畫及政策（農

村計畫、造林政策、部落營造、水土保持工程等）也使得部落組織運作更為順

暢。這些作為對於各個面向所帶來的影響皆使得部落更具有地區韌性。里山倡

議促進了東岸部落的發展並增強了社區韌性。社會生態系統增加了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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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升了部落對於自然環境的尊重，其有利於社區的永續發展及資源永續利用。

居民間建立起更密切的關係也帶動了年輕人返鄉。世代間的互動也讓傳統文化

得以傳承。部落在產業上的創新也增加許多就業機會，有助於永續的發展，更

改善了族人的健康與生計。此外，部落與公私部門間的合作，通過協力也使得

社會網絡更為緊密，部落組織的運作更佳順暢。東岸部落在生態復育、文化復

振及經濟復甦的努力皆會連動地區災害韌性，透過重新繫起部落族人與土地的

緊密關係，使部落更具地方韌性得以因應災害風險。 

本研究認為，里山倡議亦可視為是一種自然解方，同時解決生物多樣性流

失及產業問題，通過永續利用自然資源促進鄉村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

注重維繫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改善人類生活福祉。在土石流災後實踐里山精神

的過程中，東岸部落積極推動各種生態保護及生態復育等各措施，漸恢復健康

的自然生態，而健康的生態系也為族人提供支持、供應、調節及文化等四大類

生態系服務，其中的調節也使得東岸部落更具調適能力得以面對氣候變遷與環

境變動所帶來的挑戰。綜合上述，東岸部落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係以生態

系統服務調節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所需，使兩者皆能共享調適能力降低之災害

風險，進而使得部落整體更健康且具有韌性得以因應所處環境之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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