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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國立成功大學  

■ 承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 合作單位：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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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名稱：易-異地的家園，容易-異嗎？ 

2、 計畫緣起與動機 

本案係依據「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人權教育培力推廣計畫」，由國立成

功大學與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共同合作辦理。 

計畫植基於「同理心」、「尊重」、「文化傳承」以及「全民原教」的理

念，並依據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5 條所述「原住民族有權維護和加強其特

有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和文化機構，同時保有根據自己意願充分參

與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權利。」之精神持續關注原住民族

群相關之人權議題。 

往年以歷史正義、正名之路等原住民族人權議題為重。而今年從「易-異地

的家園，容易-異嗎？」為題出發，希望持續關注災後原住民族部落的土地

流失、現行政策的推進的成效，以及在地族人對於家園重建的期待，故希

望採用專題研習與部落見習營隊的方式，引領參與者思考「居住正義」應

該如何被落實在各族群，並且與族人一起為地方議題進行發聲。 

本次活動主要討論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風災後重建之部落的生活（產

業、文化教育及空間規劃面等），以親身走進部落的方式，去感受與認識

部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透過與部落族人面對面的互動交流，更直接的聽

見在地議題的學習與討論，最後以系統性的小組分享與討論，引導學員進

行相關議題的爬梳與沉澱，協助與會學員檢視自己能夠參與的領域，以勉

勵學員在人權議題推廣、文化學習、公共議題倡議路上成為彼此的夥伴。 

3、 辦理時間：114 年 1 月 22 日下午 13 時至(三)至 25 日(六) 

4、 辦理地點：臺東縣境內為本活動移動範圍。 

5、 活動對象：關心人權相關議題之 15-24 歲青年，預計 30 名（含工作人

員），將採取自薦方式進行，係指以報名表單中『個人基本資料』、『參

與動機』及『相關議題活動參與經驗』等問項填答成效作為本活動錄取標

準。 

6、 報名方式：以網路報名表單位主，網址：https://forms.gle/5tuJgCznbUMZAGiF9 

7、 報名期程：即日起至 114 年 1 月 14 日(二)23 時 59 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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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部落簡介與進階研習相關議題 

【進階】以嘉蘭部落、金崙部落、大武部落及大鳥部落為學習場域。透過密集

性的走訪行程，協助與會學員聚焦在部落文化歷史、空間、時間的生活感受，

進而理解與學習到各部落在災後重建下的復原力及文化特殊性。 

(1)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部落 

    嘉蘭部落（Buliblosan）位於台東縣金峰鄉，意為多霧、多大樹

的村落。嘉蘭部落於八八風災時因太麻里溪水暴漲而遭破壞。長期而

言，嘉蘭部落本來就是一個不適合人居住的山坡河床沖積扇，莫拉克

風災已使村內流失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台東縣政府以「強制徵收私人

土地」方式取得嘉蘭部落高達百戶的永久屋用地，即在無公有地的情

況下拿村民的耕作地開刀，而且是朝最安全的基地下手。 

在未顧及土地所有人反對下，就以行政權力強制取得私人土地，

再用民間善款蓋永久屋，但未來土地權仍是屬於政府的，受災戶只有

房屋所有權，這就是嘉蘭重建最主要的爭議之所在。政府一廂情願的

「原村重建」政策，致使部分被徵收土地的嘉蘭部落民強烈反彈，並

造成部落撕裂。雖然強烈抗爭，並質疑違反排灣族土地倫理在舊社遺

址蓋屋，但縣政府仍強勢在 2011 年三月開工動土，預定於同年十月

底完成 93 戶永久屋興建。而反對被徵收土地的族人只能無奈的提起

訴願，目前還在審理中。 

據 113 年 3 月人口統計資料所示，嘉蘭部落有 500 戶 1,526 人，

分有平地原住民 84 人，山地原住民 1,403 人（臺東縣太麻里戶政事

務所）。 

(2)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部落 

金崙部落（Kanadun）位於臺東縣太麻里鄉，東南海岸一座金崙溪

注入太平洋的小海灣內，自古就是台灣南部、東西兩岸各族群移棲的

必經之路，因此是古代東南海岸上的交通要道。位在台東太麻里鄉的

在莫拉克風災中有 15 戶居民房屋受損申請永久屋之配置。台東縣政

府與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推動委員會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合作將公有地金富段 20號地（賓貿國中旁）1.4 公頃變更為永久

屋基地。因為其地理位置最偏東，從西部的高雄前往該地區之交通時

程耗時約 4 小時；且受損害的部落戶數相對重災之明星災區少，而未

獲得相當程度之關注。 

據 113 年 3 月人口統計資料所示，金崙部落有 875 戶 2,001 人，

分有平地原住民 1,586 人，山地原住民 188 人（臺東縣太麻里戶政事

務所），其中有排灣人、閩南人、客家人、卑南人、阿美人、以及魯

凱人。其中以排灣人為主要人口，尤其以溫泉社區為排灣人集中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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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在此區域中人口佔絕大多數。金崙部落的產業除了著名的金崙溫

泉之外，農業生產也是其重要的產業結構之一。 

(3)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部落 

大鳥部落（Pacavalj）位於臺東縣大武鄉，名稱的由來的主流說

法，是村落附近的山形似大鳥展翅而得名。大鳥部落在莫拉克風災後

受創嚴重，有 14 戶申請中繼屋，但有一戶因在風災發生時，是以租

房子的方式居住於部落，並不符合入住的資格，雖然多次與縣政府與

世界展望會討論，但仍無法符合資格，對於此事頭目王中山感到非常

難過與不捨。 

值得討的議題是，申請中繼屋受阻的村民係因為其未對該房屋具

有所有權，僅是以租客的形式占有並得使用該房屋，顯微社會經濟上

之弱勢。民法中有對於出租房屋非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失火時由出租

人承擔經濟損失之規定，民法第 434 條可資參照。其立法意旨，係因

為社會上需要承租房屋之人，相較於有多餘房屋出租之出租人，為經

濟上之弱勢，應予保護。惟今中繼屋之申請因申請人僅為租客而非房

屋所有權人，而拒絕其申請，難謂其合乎社會正義之理。 

據 113 年 3 月人口統計資料所示，大鳥部落有 526 戶 1,237 人，

分有平地原住民 1,134 人，山地原住民 66 人（臺東縣太麻里戶政事

務所）。原住民人口數佔 97%。原住民組成為排灣族、阿美族、卑南

族等，以排灣族為主（台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2018） 

(4)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部落 

大武部落（Palangwi）位於臺東縣大武鄉，2009 年 8 月 8 日，莫

拉克颱風重創大武鄉，政府採離災不離村的政策，興建永久屋來安置

受災居民。台東地區永久屋共有 8處，集中在南迴地區。 

如今隨著時間推移，大武永久村的居民表示，各地區永久屋都出

現損壞待修的狀況，而部分家戶也因為人口變多，導致永久屋居住空

間不足。因此，居住於此的族人時常回到原部落生活，雖然土地依法

不是他們的，但居住 50 年，他們比誰都愛這塊家園。住民表示，回

到永久屋也是沒有土地權，根本不叫什麼安居，安居不是丟了一堆

錢，蓋了一個你們想要的房子，而這不是他們想要的。 

實際走進大武永久屋，34 坪的房型，1 樓有客廳、安親房、廚

房、廁所，二樓有兩間房間，但建築物都已出現牆面龜裂、壁癌、漏

水等受損痕跡。由於大武永久屋靠近海邊，海風侵蝕嚴重，不只房屋

結構出現問題，就連排水設施也容易阻塞積水，每逢大雨來襲，水就

會積得像個小池塘，而住戶一忍就是 10 年。雖然台東縣府表示，永

久屋建物屬於住戶私有財產，只要不破壞原有結構，都可以自行修繕

處理，且會提供補助。但族人強調，原居地家屋是自己一輩子無法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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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情感與心血，但風災的侵襲，導致土地與房屋使用受限，加上永

久屋更面臨空間不足的窘境，希望中央與地方政府能重視與解決。 

大武鄉的產業活動相對低迷，年輕人口外移嚴重。外海雖有黑潮

流過，屬於寒暖流的交會處，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但卻沒有能夠行

駛大船的漁港。唯一的「大武漁港」受地勢因素影響，一年中約有

1/3 的時間都面臨淤沙問題，大船無法靠岸，漁民們也只能以小舢舨

出海捕撈，魚貨量有限。大武鄉除部落原住民外，全是外來移民，而

這座漁港的誕生，更是與大陳新村的居民生活緊密地連結。 

據 113 年 3 月人口統計資料所示，大武部落有 621 戶 1,431 人，

分有平地原住民 5,79 人，山地原住民 214 人（臺東縣太麻里戶政事

務所）。 

參考資料： 
1.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部落介紹嘉蘭部落（Buliblosan）－莫拉克風災區域 

https://reurl.cc/yLgD38 

2.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部落介紹金崙部落（Kanadun）https://reurl.cc/6vlj8V 

3.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部落介紹大鳥部落（Pacavalj）https://reurl.cc/XGkZzj 

4.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部落介紹大武部落（Palangwi）https://reurl.cc/9vX6lx 

5. 臺東縣大武鄉公所網頁－行政區域 https://reurl.cc/XGkZK7 

6. 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品《台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https://reurl.cc/2YgKKX  

7. 臺東縣太麻里戶政事務所(嘉蘭、金崙、大鳥、大武) https://tmh.taitung.gov.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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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活動流程（進階為 114.01.22-25）  

114 年《易-異地的家園，容易-異嗎？》進階-人權研習營 

｜家園映射—遷村與文化空間的轉型｜ 

時間\日期 1/22（三） 1/23（四） 1/24（五） 1/25（六） 

7:00-8:00 

活動參與人員 

交通時間 

起床-集合 起床 早餐時間 

8:00-9:00 前往大武部落 早餐時間-集合 前往台東大學 

9:00-10:00 
大武部落走讀 

講師：何曉英女士 

金崙部落走讀 

講師：陳志偉村長 

小組時間 

成果總彙整 

及彩排時間 

10:00-11:00 

部落復原力 

臺東親子館-大武站 

講師：張英花社工 

金崙部落導師面對面 

講師：待聘 

11:00-12:00 

大武部落導師面對面 

講師：何曉英女士 

/午餐時間 

部落文化力 

比努禮曼工作室 

講師：博睿臻主理人 

/午餐時間 

各組成果發表  

/午餐時間 
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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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易-異地的家園，容易-異嗎？》進階-人權研習營 

｜家園映射—遷村與文化空間的轉型｜ 

時間\日期 1/22（三） 1/23（四） 1/24（五） 1/25（六） 

13:00-14:00 
學員集合報到時間 

地點：臺東火車站 

前往大鳥部落 前往嘉蘭部落 

結業式-綜合回應 

專家委員&部落導師 

14:00-15:00 
大鳥部落走讀 

講師：待聘 

嘉蘭部落走讀 

講師：masgesge 

badjaljinuk 發車前往 臺東大學 

15:00-16:00 

小組相見歡時間 
大鳥部落復原力 

笆札筏布工坊 

講師：王曉彤 

嘉蘭部落文化力 

芽劇場 

講師：masgesge 

badjaljinuk 

場復-賦歸 

地點：臺東火車站 

營期開幕式 

活動介紹及共同任務說明 

16:00-17:00 部落導師面對面 

講師：待聘 

/晚餐時間 

部落導師面對面 

講師：待聘 

/晚餐時間 
17:00-18:00 

晚餐時間 

放映-人權委員會介紹 

18:00-19:00 各組議題導讀時間 

前往金崙部落民宿 入住-台東市區民宿 

活動成員 check in 活動成員 check in 

19:00-20:00 
各組議題採訪訓練 小組時間 小組時間 

20: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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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易-異地的家園，容易-異嗎？》進階-人權研習營 

｜家園映射—遷村與文化空間的轉型｜ 

時間\日期 1/22（三） 1/23（四） 1/24（五） 1/25（六） 

21:00-22:00 

大會報告-行程預告 

/入住-台東市區民宿 
大會報告-行程預告 

小組諮詢 

/大會報告-結業流程 

休息時間 

※上述活動行程本活動大會將考量天氣變化情形及部落族人意願保留行程異動之權力，如有疑義請洽活動負責人。 

 

｜課程補充說明｜營隊成員於進階研習營隊中需完成之共同任務 

1. 走讀部落：透過實地走訪部落與族人交流，感受部落的人文地產景，預計走訪 4 個不同族群聚落，以各小組為單位，協力完成部落永久

屋聚落定位或部落災後部落遷徙之空間故事。 

2. 部落文化力及復原力：邀請參與部落災後重建工作推動者；或部落文化產業相關之部落工作室負責人，與學員分享產業發展歷程，並邀 

請學員透過親身體驗、學習與認識各族在地工藝特色、文化意涵與精神。 

3. 部落導師面對面：透過邀請與災後重建工作有關之部落長者或地方幹部，以小組對談的方式講解地方歷史（含災前與災後的遷徙）與地

方族群特性，並由學員擔任訪談紀錄者，彙整相關資訊作為活動議題報導來源。 

4. 小組時間：該時段為營隊成員訓練採訪或議題報導之技巧、討論並彙整走訪部落之紀錄，共同預備活動最終日之成果發表之預備時段。 

5. 成果發表：學員於活動最後一天進行學習成果分享與提問，並由專家學者及部落導師擔任指導者，協助學員聚焦與確認學習成果資訊的

信效度，也透過其分享建議後續行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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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行程安排之說明 

【交通】 

◆ 去程回程：因考量個人行程規劃需求差異，統一於活動場域臨近之臺東火車站 

              會合及解散，請參看上述日程表集合時間規劃您個人之交通行程。 

◆ 營隊期間：因活動需統一移動至各部落，且考量與會人員行車安全，皆由本活動大 

          會協助安排交通接駁事宜。 

【住宿】活動大會全額負擔及安排營隊期間(114 年 1月 22 日入住至 25日退房)之住宿費用。 

11、報名時注意事項 

(1) 報名完成後，預計 1 至 2 天內將收到報名成功信，但不等同錄取。 

(2) 自錄取公告日起，活動錄取者將酌收活動保證金新台幣 300 元，未依限繳納者視同

放棄錄取資格，並由候補人員遞補。 

(3) 本活動保證金繳款資訊將同錄取通知信之內容，請勿輕信活動錄取通知信以外之匯

款通知，匯畢後務必寄信回報帳號末五碼確認。 

(4) 本活動保證金統一於全程參畢活動之結業式後領回。 

(5) 報名後，請留意活動時間，如遇不可抗之因素無法參與者，敬請於 114 年 1 月 15 日

(三)前主動告知(活動前 1週)，無故未出席者視同放棄保證金領回之資格。 

(6) 活動預計於 114 年 1 月 15 日發布活動錄取暨行前確認信，敬請留意後續資訊。 

12、活動聯絡人 

1. 聯繫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2. 活動信箱：nckuisrc@gmail.com 
3. 電話諮詢： 

◆ 中心專員 蕭恩霖 小姐 電話：062757575 分機 50319 

◆ 中心專員 柯念竹 小姐 電話：062757575 分機 50318 

◆ 中心專員 白廷宇 先生 電話：062757575 分機 50317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歡迎透過以上資訊與我們聯繫，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