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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審查委員意見回覆表 
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審查委員 廠商回覆說明 

1 

補充資料 P36-2 第二段描述賽

夏族矮靈祭迄今已有 200 年以

上歷史，實際時間應不只於

此，另外所列部分祭歌植物則

是 18 世紀時才由漢人引進

的，如:香椿、栗、桃等，應

不屬原住民傳統植物，請再釐

清。 

嚴新富 
委員 

年代之誤植已更正。 
祭典久遠世代傳唱，會因不同傳

承者個人之口傳與語譯的詮釋而

有所差異，乃本計畫以目前可考

文獻與當代的主祭朱氏家族之傳

唱者作比對，的確有所差異，惟

祭歌本質精神價值為不變的原

則。 

2 

報告書紀錄的阿里山薊、阿里

山榆海拔分布分別為 2300-
3500m、1500-2500m，並非族

人日常活動空間可長見的，因

此這 2 種植物是否為賽夏傳統

植物，建議再做釐清。 

嚴新富 
委員 

經與部落耆老及族語老師確認，

祭歌中所指“薊(ro:i)”應為南國小

薊，“台灣橒樹(bana:)”應為食茱

萸，均已修正。 

3 

植物鑑定學名錯誤: 
(1) 山柿:學名誤植，應為

Diospyros japonica。 
(2) 闊葉赤車使者:學名登載為

闊葉樓梯草、圖為赤車使者，

植物生長描述稱難以跨越，但

這個物種實際植株低矮，何謂

難以跨越。 
(3) 芒草:所指應為五節芒，學

名應同步改正為五節芒學名。 
(4) 鹽膚木:應修正為羅氏鹽膚

木。 

嚴新富 
委員 

遵照辦理修正。 

4 
黃藤、台灣箭竹、山萵苣學名

已有變動，報告書請隨之修

訂。 

嚴新富 
委員 

遵照辦理修正。 

5 
報告書內文植物踏查紀錄(P.9-
16)缺學名、科名，不利使用

者翻閱查詢。 

嚴新富 
委員 

遵照辦理修正。 

6 

植物專書的手繪圖: 
(1) 部分圖卡為上下顛倒錯

置，如黃藤、赤車使者、山胡

椒、山漆等…請再檢核。 
(2) 芒草繪圖的型態比較偏似

水稻。 

嚴新富 
委員 

遵照辦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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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審查委員 廠商回覆說明 

(3) 稻穀的部分，外部型態也

是以水稻來描繪，但按賽夏歷

史，所指稻穀應為旱稻。 

7 

簡報提及 108 年 4 月 14 日賽

夏淨河祭，報告內文沒有相關

田野調查描述，如確有其傳承

意涵，應予以紀錄。 

嚴新富 
委員 

本計畫喚起賽夏族人趙(豆)家族

重新找回共同參與的機制，惟因

淨河祭儀式內容，未跟植物有直

接關係，因此未納入報告書內。 

8 

田野調查 3.3 章節，製標欄位:
採集路徑說明、植物生長樣貌

說明，其相關植物描述與欄位

標題設定不符。如植物生長樣

貌應為植物型態描述，但田調

文字卻為環境說明? 

嚴新富 
委員 

遵照辦理修正。 

9 

從本計畫名稱來看，植物調查

後的ȹ永續發展ȹ應是計畫設

定的主要目標，而族人願意共

同參與這個計畫，也是為了想

保留傳統文化資產，而非僅停

留在耆老口述，綜合這樣的出

發設計，希望本計畫成果能以

科學理性的層面來看待這樣的

文化資產，延續生活智慧，並

深化永續應用發展性。 

李昕樺 
委員 

謝謝委員提醒。以口傳保存文化

是原住民族傳承文化的最主要方

式之一，惟祭典久遠世代傳唱，

會因口傳者之個人經驗而逐漸變

化，有可能最後與原貌產生過大

的落差。因此，採用多位耆老的

口述紀錄，並錄影保存外，再與

其他相關著作對照，希望能盡量

完整。應用部分會在後續的產業

上，妥適設計，以使盡量呈現最

真實之面貌。 

10 

建議針對應用系統的發展關鍵

與結論有更清楚的描述，例

如:資本、組織、文化、社

會、生產、交換、行銷等分類

層，但每一分類，具體上要如

何執行。 

李昕樺 
委員 

已將策略的部分盡量呈現，至於

細部實施的具體計畫，按 Karl 
Weick 理論，必須在成立組織

後，由組織成員自行醞釀及取得

共識，思考如何取得資源、建構

產銷研發管理等產業能力，才會

形成更穩固的組織及健全的組織

文化。目前已透過成立合作社過

程，讓成員自行討論及凝聚許多

具體實施計畫的共識，相信累積

的能力資源，將達成本計畫「重

構」之最佳結果。委員可拭目以

待。 

11 

報告書內已抽絲剝繭地整理出

賽夏族未來發展模式，是否有

可能在引導成立合作社這件事

情上，能帶入相關案例來探討

李昕樺 
委員 

謝謝委員的建議。因各部落資源

條件不同，發展上所可利用之資

源不同下，未來發展模式及實質

計畫也會有所不同。惟所提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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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審查委員 廠商回覆說明 

驗證(如北海道蝦夷族的產業

應用)。 
蝦夷族發展模式，將作為參考之

模式之一。目前在解構及重構過

程中，會專注在內部自我省視及

醞釀力量上。 

12 

有關賽夏族傳統祭典氏族分工

的發揮與應用建議多加歸納，

讓閱讀的人，不需要讀完整篇

報告就能透過摘要描述，得知

關鍵結論。 

李昕樺 
委員 

賽夏族的祭儀及族內事務等氏族

分工，有其複雜脈絡性，並牽涉

氏族間的「恩怨情仇」，研究過

程已經很困難，未來也較難能以

一言以蔽之模式呈現。且未來之

研究，如何能套路在產業管理實

務上，還是必須不斷透過 Karl 
weick 模式去建構，相信並不容

易。惟希望未來確實能經過轉化

後，能較簡單化以方便讓外界明

瞭。 

13 

產品設計應用上，報告提及在

產業發展過程中，發現外部資

源導入太多，可能會弱化賽夏

擅用藥草的亮點。這件事在計

畫推動的過程中能被注意到是

很好的，但反過來應強化其在

地性，將弱勢扭轉成亮點，

如:先吸引外部遊客來賽夏使

用後，再帶回家去使用。 

李昕樺 
委員 

謝謝委員提示。是的，目前的策

略裡，有提到創造賽夏價值，使

成為顧客喜歡的價值。包含養

身、養心之產品，以及各種生活

的美好禮俗及價值觀之呈現。 

14 

祭典是信仰的核心，當被發展

成觀光價值時，有沒有可能把

傳統服飾的產業找回來，這些

都是部落可以被發展進去的。

而祭歌植物分布、過去的交易

所等也都是很棒的地景元素，

這些東西都是能互相串連加入

遊程規劃內的項目。 

李昕樺 
委員 

傳統服飾之產銷目前南群已在進

行，北群希望能採以應用模式--
自南群直接採購來，讓遊客進入

賽夏園區能免費體驗衣著的方

式，協助行銷。至於地景等元

素，包含「帝納度」及「達陸武

茂故居」及故事，都會在遊程規

劃裡展現。 

15 

生產的部分，建議更寬廣的思

考，如目前泡澡包的設計與使

用，能否搭配竹產業的發展

(製作澡盆)，不同產業就能串

接整合。 

李昕樺 
委員 

已有思考透過 USR 與中正大學

竹碳產業 USR 及明新科大遊憩

系 USR 共同規劃生產經營模

式。 

16 

行銷部分，應思考植物田野調

查完後這些珍貴的資料要如何

被使用，目前專書初稿編排，

在使用上利用性或閱讀性建議

李昕樺 
委員 

本計畫僅提供專書之內文，未來

如有進一步之出版與行銷，勢必

要重新思考出版之書籍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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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更加強，後續亦可以提供

團隊相關協助。 
本團隊其能在本計畫研究之範圍

內提供相關資訊及元素。 

17 

本計畫 2 個核心目的為文化傳

承與產業運用，文化傳承目前

植物調查資料或祭典應用已累

積滿多成果，而產業運用上，

目前雖僅至合作社成立階段，

但希望合作社後續的發展不是

拘限在初級產業的承攬(如造

林工作)，建議可以往精油產

業去發展，如柳杉葉的精油萃

取是一個不錯的發展方向，除

取得容易、成本低廉外，其萃

取精油也有鎮定消炎的功效，

建議合作社可以評估發展。 

陳副處

長啟榮 

謝謝委員提示。按委員之建議，

未來合作社將進行柳杉精油之產

製，請陳委員不吝教導。良好之

產製技術及設備部分，將另行尋

覓資源處理。 

18 

部落立體模型對於未來發展生

態旅遊，可已成為首站展示解

說的場域，但比較可惜的是沒

將賽夏族南群的傳統領域一併

納入製作。 

吳秘書 
學平 

本次僅先進行傳統植物生態示範

區之立體模型，未來將與南群結

合，共同完成全傳統領域之立體

模型建構。 

19 

團隊提出的賽夏產業發展策略

(Ma’alo-i)是很好的架構，為

利後續應用與推廣，建議結案

報告書中，可套入實際案例

(如竹產業)來演繹說明，有助

瞭解各階段操作過程，並強化

報告完整性。 

吳秘書 
學平 

謝謝委員提示，事實上，目前已

在多次合作社籌備會議上，逐次

灌輸產業發展如何以 Ma.a'lo-i 思
考之模式。包含整體產業方面、

組織成立方面以及選擇發展產品

方面，相關之籌備幹部，已逐漸

了解面對上述情境下，思考之邏

輯，有助於組織成立及計畫思考

之完整性，並有助於推動各種行

動方案。 

20 

目前植物專書只收錄 29 種祭

歌植物，但按期末報告書第一

章節田調成果，其實還有許多

珍貴民俗植物應用知識，甚為

可惜，是否能有其他呈現方

式。 

作業課

林課長

如森 

同上述回應李委員，就本計畫全

面調查有限的資源下，提供具體

可應用資訊，列為未來專書出版

內容來討論。 

21 

先前族人有提出希望可以依照

過去慣俗重新以台灣櫸為材料

重製杵、臼，依據原住民族依

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

部落族人採取森林副產物已免

作業課

林課長

如森 

此建議，應於夥伴關係委員會來

討論，本計畫無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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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但台灣櫸則涉及主產物

的利用，部落可以提具採取計

畫送管理處核定後利用。 

22 

按團隊規劃，未來可能會依照

不同氏族分工或產業發展項目

而分別成立專責合作社，有需

要林管處提供相關資源部分，

我們會積極協助，但也希望能

與民族議會姓氏分工結合(或
明確各工作項目對接窗口)，
以利資源合理分配共同管理，

並有效將共管會議決議事項真

正落實在部落發展之上。 

作業課

林課長

如森 

謝謝委員提示，本計畫後續成立

之合作社組織，將邀請各氏族一

起投入成為社員，以使本合作社

能代表賽夏族之正當性更強。並

乃依據賽夏族議會之首肯下，交

付合作社執行。 

23 

雖然在賽夏產業總體發展策略

上，氏族分工已被提列討論，

但實際上分工的原則或發展形

式，以目前報告書描述內容，

還是有點難以掌握。 

作業課

何技士

伊喬 

氏族分工模式尚非本計畫之呈現

內容，本計畫中亦尚未進行本研

究。將另以其他研究計畫呈現。 

24 

本計畫重要工作項目之一賽夏

植物調查專書，特別感謝嚴新

富委員及李昕燁委員願意協助

團隊修正，也建議修正方向應

是凸顯祭典故事性的植物運

用。同時，為了提高可閱讀

性，版面上也建議再做調整。 

育樂課

鄭課長

雅文 
遵照辦理。 

25 

因業務關係，目前也賽夏蓬萊

部落輔導社區林業工作，共同

面臨的問題是產品如何行銷出

去，經過幾次遊程的安排，可

以發現只要透過遊程規劃把人

帶進來，產品就出得去。以蓬

萊部落為例，透過蓬萊護魚步

道、養蜂場參觀、蜂蜜試飲等

遊程元素串接，賽夏蜂蜜產品

就能成功行銷出去。 

大湖工

作站劉

約僱森

林護管

員 

謝謝委員提示。是的，本團隊將

透過與明新科大 USR 之計畫，

首先拉入附近科學園區之團體旅

行進入賽夏園區進行人文之旅，

並利用年輕學子建構部落各種產

業面向新面貌，以及由耆老實地

教授來部落實習之原住民學子相

關文化內涵，在相互影響下，提

升部落遊程品質，兼而行銷部落

產品。 

26 

書籍的產出，能讓族人知道過

去的應用，並回饋到部落遊程

設計。建議專書的修正，可以

往生態旅遊的解說教材方面去

修正應用。 

大湖工

作站劉

約僱森

林護管

員 

配合修正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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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本計畫從植物田野調查、產業

發展擬訂，甚至是賽夏族內部

共識凝聚都花費了很多心思，

也發覺出後續產業發展契機。

有關報告書結論建議事項

(P.134)，如苗木種植、里山經

濟設備購置等後續將再跟族人

深入討論，確立目標與方式後

賡續共同執行。 

林處長 
澔貞 

將提前與族人代表共同思考，並

在共管會議提出各種具體計畫內

容，與貴處共同討論確認，以使

共管計畫能持續彰顯其共管成

果。 

28 

待合作社正式成立後，五峰地

區周邊造林工作也有機會互相

合作，同時創造族人在地就業

機會 

林處長 
澔貞 

謝謝主席提示，合作社將盡早成

立。 

29 

誠如林課長所說原住民族依生

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已經

正式公告，部落族人已經可以

逕行利用森林副產物，相關利

用需求林管處也都可以輔導協

助。 

林處長 
澔貞 

蒙如惠允，實感德便。 

30 

有關植物專書內的植物基礎資

料煩請依委員建議修改正確，

並請提供充足的資料內容(如:
祭典故事)，以利管理處後續

編輯排版可以運用調整，並安

排專書露出發表的宣傳活動，

拓展專書傳承價值。 

林處長 
澔貞 

配合提供資訊來達成。 

31 

未來共管會議將循賽夏族的氏

族來邀請參與，並與民族議會

搭接，期許藉此能讓在地部落

工作有更好的合作與實踐。同

時，建議合作社初期營運可以

由單一事務來操作，等成果發

酵後自然能吸聚族人加入，慢

慢擘劃營造，進而帶動活絡賽

夏族相關產業。 

林處長 
澔貞 

謝謝主席提示，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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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進度查核總列表 

計畫項目 
執行 
工項 

查核點 結案報告 
備註    時間 

內容 
108 年 7 月 

執行百分比（100%） 

壹 
賽夏族生活

圈植物範圍

調查及 
傳統應用知

識建構 

資源盤點彙編書

籍 1 式 

◆完成 29 種植物基礎調

查報告 1 式 

以祭歌 29 種植物的基礎

下，透過田野調查實質衍

生多樣化的植物種類 

◆完成彙編具體書籍 1 式 
◆專書名稱：SaySiyat 好品

植 

田野調查影像紀

錄 1 式 
◆完成田野調查影像紀錄

1 式 
 

部落立體模型 1
式 

◆完成立體模型製作 1 式                                                                                                                             
◆107/07/12 

成果展發表展示 

貳 
傳統植物加

值應用與創

新設計 

傳統植物生態圈

示範區 1 處 

◆完成建置傳統植物「五

峰 kilapa：傳統植物生態

圈」示範區 1 處 
 

植物文創商品開

發 1 式 

◆完成文創商品設計開發

1 式 
（打樣/商品形象設計） 

◆草本泡泡浴 

◆「阿撒．娃娃露」養生飲 

叁 
賽夏產業發

展模式建立 

提出發展策略產

業發展可行性與

加值產業模式建

議 1 式 

◆完成調研問卷分析報告

1 式 
◆107/07/12 

成果展發表簡報 

◆完成與地方召開 5 場次

計畫會議 

◆107/08/03 

 （上午）五峰 kilapa:部落 

◆107/08/03  

 （下午）南庄蓬萊工作坊 

◆107/10/18 

  林務局竹東工作站 

◆108/03/26 

  苗栗百壽村活中心 

◆108/03/30 

  五峰上大隘部落 

◆完成撰擬相關產業策略

分析報告 1 式 
◆107/07/12 

 成果展發表簡報 

辦理產業策略工

作坊 1 場次 
◆完成辦理 1 場次產業策

略工作坊 
◆108/01/12 

五峰上大隘部落(頭目之家) 

肆 
成果發表會 

辦理成果發表會

1 場次 
◆完成辦理成果發表會 1
場次 

◆108/07/12 

南庄蓬萊國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8 - 

第一章、賽夏族生活圈植物範圍調查及傳統應用知識建構 

第一節、植物資源盤點報告 

1. 前言 

「賽夏族矮靈祭」為台灣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是台灣最具

代表性的祭儀之一，不僅存在於歷史悠久的文化脈絡，其傳統的

形態、語言、歌謠、祭歌樂譜及語意的意涵，千年不變地完整的

呈現，更是賽夏族人及台灣人最珍貴的寶藏。其中，在祭歌歌詞

中歌詠的各種「植物」名稱，是本研究最寶貴的線索基礎，本計

畫執行過程，導引出賽夏族以傳統植物從日常生活、生命禮俗、

歲時祭儀、疾病醫療等各項民俗活動中，尋訪紀錄所用的植物。 

2. 田調人員規劃與出訪記錄 

表 1-1 田調調研組人員組織及執行內容 

職稱 姓名 執行內容 時間 調研地點 

計畫主持人 趙俊雄 調研總策畫 
計畫整年度 全區 協同主持人 Tiwas 調研規劃 

研究助理 趙心蓮 調研攝影與聯繫 
顧問 陳堅真 植物辨識及藥學應用 107/9/10 kilapa: 

耆老 朱秀春 
賽夏族矮靈祭祭歌植物精

神 
107/9/10 kilapa: 

耆老 豆鼎發 長老智慧之語 
107/9/20 馬陵社 

耆老 日繁雄 長老智慧之語 

耆老 章潘三妹 
工藝/藤/桂竹 
(現場實拍) 

107/9/25 蓬萊二坪 

耆老 趙風秀鳳 長老智慧之語 107/9/18-19 阿里山 

組長 朱勇誠 

◆探勘植物定點/定位(先
期會勘砍草)(北群部落) 

107/8/23~8/26 kilapa: 

在地功能解說與應用/實
地採集 

107/9/10、9/11 kilapa: 

組員 趙忠正 
賽夏族矮靈祭祭品植物應

用/植物採集及植栽 
108/02 月 kilapa: 

組員 風清揚 賽夏族植物編織工藝應用 108/02 月 kilapa: 

組員 夏志威 
協助問卷調查 /植物採集

及植栽 
108/01-02 月 kilapa: 

組員 朱仲一 協助問卷調查 108/01-02 月 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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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賽夏族 kilapa:部落植物調查記錄 

3.1. 先期工作 
實地初步踏查調研 《先期工作準備作業》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協同計畫主持人 林杏(Tiwas) ◆ 調研記錄規劃、在地聯繫 

研究助理 趙心蓮  ◆ 初步資料彙整 

組長 朱勇誠 
◆ 先期探勘植物與路徑規劃、基礎紀錄、砍

草 

協助採購 

1.頭燈 (實地調研人數) 

2.GPS 定位器(1 式)  

3.電子點火登山爐(1 式) 

時間 107/8/23~8/26 

地點 北群 kilapa:部落 

3.2. kilapa:部落植物資源調查成果 

  依據賽夏族矮靈祭祭歌1中的 29 種植物，進行 kilapa:部落植

物資源生長區域及基礎資料建立。 

表 1-2 賽夏族矮靈祭祭歌中的 29 種植物清單 
祭歌進

場順序 
植物中文名稱 學名 賽夏名 

紀錄 
序號 

01 山柿 Diospyros japonica Sieb. & Zucc. laro' 12 

02 
芒草 

(五節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ex Schum.& Laut. 

'osoe' 08 

03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ra:a' 11 

04 黃藤 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Burret 'oeway 02 

05 香椿 Toona sinensis (Juss.) M. Roem. bana: 07 

06 
赤車使草 

(闊葉樓梯草) 
Elatostema platyphylloides B. L. 
Shih & Yuen P. Yang 

ra:an 01 

07 山胡椒 Litsea cubeba (Lour.) Persoon mae'aew 06 

08 
鬼針草 

(小白花鬼針) 
Bidens pilosa L. var. minor 
(Blume) Sherff 

tokowa' 
09 
37 

09 
薊 

(南國小薊) 
Cirsium japonicum DC. var. 
australe Kitam. 

ro:i' 27 

10  台灣赤楊 Alnus formosana (Burkill ex 
Forbes & Hemsl.) Makino 

Sibok 24 

11 苦楝 Melia azedarach L. bangaS 28 

 
1 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編輯(2016)，台灣賽夏族 paSta’ay(矮靈祭)儀式紀錄與保存

(49-89)，新竹：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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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粟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baSa: 29 

13 
稻穀 

(旱稻) 
Oryza sativa L. ka:mez  

14 香楠木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araway 17 

15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inn.                             sazi' 30 

16 
山漆樹 

(木蠟樹) 
Rhus succedanca Linn. ba:Si' 13 

17 
箭竹 

(台灣矢竹) 
Sinobambusa kunishii (Hayata.) 
Nakai  

boe:oe' 05 

18 桃樹 Prunus persica (L.) Batsch 'ae:imapizos 15 

19 
山萵苣 

(鵝仔草) 
Pterocypsela indica (L.) C. Shih batiw 21 

20 
食茱萸 
(刺蔥)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Siebold 
& Zucc. 

bana: 10 

21 小米 Setaria italica (L.) Beauv. tata' 23 

22 山枇杷 Eriobotrya deflexa (Hemsl.) 
Nakai 

hito' 26 

23 台灣芭蕉 Musa basjoo Siebold var. 
formosana (Warb.) S. S. Ying 

halis 
20 
35 

24 山豬肉樹 Meliosma rhoifolia Maxim. bongo: 18 

25 酸藤 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 'ae'oenge: 14 

26 羅氏鹽膚木 
Rhus javanica 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er & E. 
H. Wils. 

kaphoel 03 

27 
薏米珠 
(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 tibtibon 
22 
51 

28 烏皮九芎 Styrax formosana Matsum. binlayan 25 

29 魚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asaz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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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新竹縣五峰鄉 kilapa:部落植物資源生長區域及基礎資料建立 

表 1-3 北賽夏族 kilapa:部落植物調研紀錄及在地應用解說 
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01 
闊葉樓梯草 

Elatostema platyphylloides 
B. L. Shih & Yuen P. Yang 

ra:an 
648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早期

探視水管路線的途中 

位處山溝潮濕處，

四周有巒大杉、柳

杉(針葉混合) 

 藥用：全株清熱解毒，治風濕骨痛、活血行

瘀、咽喉腫痛、肺癰、痢疾等；葉煎服治毒

蛇咬傷。 
 飲食：嫩葉可食。 
 祭歌：第一章召請敘述賽夏人準備好祭品招

待 koko 用餐，而前往路途中長出很多闊葉樓

梯草而不易行走。 

02 
黃藤 

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Burret 

'oeway 
603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早期

探視水管路線的途中 

四周有相思樹，黃

藤一整團攀爬 

 藥用：藤心(莖部嫩心)有解熱降火功效；藤根

熬湯有降血壓效果。 
 建築：以前族人蓋房子，使用黃藤所編的繩索

做固定綑綁。 
 飲食：所結的果子酸甜口感，為過去孩童的零

食；藤心可與排骨燉湯或烤熟後食用。 
 生活：族人耆老以曬乾莖幹作為拐杖之用；曬

乾或烤乾之藤皮可編織各項器具如背簍、魚

籠。 
 傳說：植株堅韌，全株佈滿尖刺，除可自保並

能攀附大樹，竄生到森林最高處，符合矮人給

予賽夏人求生韌性之意。 
 其他：以前族人生病時，用黃藤鞭打患者身

體，刺越多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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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祭歌：第一、十三章提到以黃藤做拐杖；第四

章也有提及黃藤。 

03 

羅氏鹽膚木 
Rhus javanica 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er & E. H. Wils. 

kaphoel 
722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早期

探視水管路線的途中 

混針林下，周邊有

巨大柳杉、相思

樹、楠木類、山棕

等 

 飲食：果粒具鹹味，可作調味用。 
 生活：枝幹可作為柴火。 
 祭儀：矮靈祭送神時作為台灣赤楊兩端的支

架；祈天祭時，風姓家族會燃燒鹽膚木剖開曬

乾的枝幹來祈雨。 
 祭歌：第九章提及鹽膚木與水土保持相關的歌

詞。 

04 
天仙果 

Ficus formosana Maxim. 
hososong 

715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早期

探視水管路線的途中 

周邊為針葉樹及闊

葉樹林混合而成的

林貌，該植物其旁

有很多的蕨類 

 藥用：以前族人用果實泡酒，有鞏固腰骨功

效；曬乾根部、樹幹與雞肉煮湯，女人食用可

治白帶，小孩食用骨骼強壯，男人食用可壯

陽。 

05 
台灣矢竹 

Sinobambusa kunishii 
(Hayata.) Nakai 

boe:oe' 
714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早期

探視水管路線的途中 

所在處略有坡度。

周邊為針葉樹及闊

葉樹林混合而成的

林貌，該植物其旁

有很多的蕨類 

 飲食：上等食用蔬菜。 
 生活：製作打獵用之箭及魚叉。 
 祭歌：第四章歌名。 

06 
山胡椒 

Litsea cubeba (Lour.) 
Persoon 

mae'aew 
645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處，往

隘蘭道路林約 300 公

尺處 

附近有部份的闊葉

樹 

 飲食：調味用香料，榨碎置湯內。 
 生活：夏天結果時，獵人取果實誘捕竹雞等鳥

類。 
 祭儀：朱氏正血統搶折之樹橋為台灣赤楊，如

係養子系統取得總主祭職務，當年送靈搶折樹

橋則為山胡椒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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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祭歌：第一、五、六章有提及山胡椒。 

07 
香椿 

Toona sinensis (Juss.) M. 
Roem. 

bana: 
645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離大

馬路約 50 公尺處 

所在處地勢平坦，

環繞四周呈現大面

積的芒草、箭竹等 

 藥用：清熱解毒、止血止痛、澀腸止痢及殺蟲

之效。 
 祭歌：第一章有提及香椿。 

08 

五節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ex 
Schum.& Laut. 

'osoe' 
645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離大

馬路約 50 公尺處 

地勢平坦，環繞四

周呈現大面積的芒

草、箭竹等 

 藥用：腹脹時食用芒草莖的芯可改善症狀；莖

亦有利尿解毒功效。 
 建築：以前族人會用芒草或茅草鋪成屋頂，但

不耐久，後以稻草代替。 
 飲食：嫩筍可當野菜；開花的芒草芯及花穗可

當零食。 
 祭儀：矮靈祭典重要儀式不可或缺重要辟邪

物。可參閱本 P.32~35 矮靈祭使用茅草六部曲

之說明。 
 祭歌：第一章召請提及以芒草結為約期(結繩

約期)，第三、十四章亦有提及芒草。 

09 
小白花鬼針 

Bidens pilosa L. var. 
minor (Blume) Sherff 

tokowa' 
703 
(m) 

107.08.23 
kilapa:祭場上方約

200~300 公尺，大馬

路旁 
旁邊為柳杉造林地 

 藥用：全株曬乾泡茶飲用有降火消暑之效； 
如有外刀傷，可將搗爛葉片塗抹在傷口，具止

血功效。 
 飲食：嫩芽可生或熟食，常與雞蛋拌炒。 
 祭歌：第一章召請提及，遍地開花的小白花鬼

針草，為指引方向之路標的作用， 

10 
食茱萸(刺蔥)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Siebold & Zucc. 

bana: 
645 
(m) 

107.08.23 
上大隘第三公墓下

方，早期簡易農路，

水泥路面旁 

小俓木，周邊多台

灣欒樹佇立於旁 
 藥用：葉莖煎服治頭痛、感冒及痛疾；根咀嚼

治齒痛；葉泡酒，可驅風寒及治腰骨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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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飲食：嫩芽可食，常與雞蛋拌炒；老葉曬乾磨

碎可當調味料。 
 其他：全株有刺又有香蔥味故又名刺蔥，且其

枝幹上長滿瘤刺，鳥兒不敢棲息，又名「鳥不

踏」。 
 祭歌：第十一章有提及台灣橒樹(為在地名

稱)，即為食茱萸(刺蔥)。 

11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ra:a' 
656 
(m) 

107.08.24 
上大隘第三公墓下

方，早期簡易農路，

水泥路面旁 

四周為闊葉樹及竹

子，路面濕滑 
 生活：樹幹可栽種香菇及木耳。 
 祭歌：第一、十四~十六章有提及楓香。 

12 
山柿 

Diospyros japonica Sieb. & 
Zucc. 

laro' 
655 
(m) 

107.08.24 
早期簡易農路，水泥

路面旁，雜草叢生 

四周整片竹林，闊

葉樹叢生，點跟點

的距離不會很遠 

 飲食：食用野果。 
 生活：族人取果實設陷阱誘捕鳥類及果子狸。 
 祭歌：第一章召請有提及山柿，表示祭品已準

備妥當；第五、六章亦有提及。 

13 
山漆樹(木蠟樹) 

Rhus succedanca Linn. 
ba:Si' 

661 
(m) 

107.08.24 

上大隘第三公墓下

方，早期簡易農路，

水泥路面旁，雜草叢

生 

周邊平坦類似宜林

地，沒有太多懸

崖，平緩坡度約

30O~40O 

 生活：樹幹可栽種香菇及木耳。 
 傳說：族人有與漆樹「換名」一說，看到漆樹

可對它說你是 OOO，我是 ba:Si'。 
 祭歌：第三章謹慎提及，誤觸漆樹易傷體膚，

行進間要小心，若是刻意碰觸，會導致胯下搔

癢，搔癢處會潰爛。 

14 
酸藤 

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 

'ae'oenge: 
612 
(m) 

107.08.24 

上大隘第三公墓下

方，早期簡易農路，

水泥路面旁，雜草叢

生 

周邊平坦類似宜林

地，沒有太多懸

崖，平緩坡度約

30O~40O  

 生活：堅韌的藤可作為臨時性繩索用，用來綑

綁獵物或柴火。 
 傳說：矮人賜予賽夏族人像酸藤花飛揚飄曳，

散播各處，繁衍多子多孫之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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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祭歌：第八章歌名。 

15 
桃樹 

Prunus persica Stokes 
'ae:imapizos

553 
(m) 

107.08.24 

上大隘第三公墓下

方，早期簡易農路，

水泥路面旁，雜草叢

生 

整個調研的區塊，

平坦類似宜林地，

沒有太多懸崖，平

緩坡度約

30O~40O。  

 飲食：食用野果。 
 祭儀：矮靈祭最後一天送靈時，族人用桃葉包

石頭往東邊丟棄。 
 祭歌：第四章有提及桃樹。 

16 
山棕 

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 

banban 
650 
(m) 

107.08.24 

上大隘第三公墓下

方，早期簡易農路，

水泥路面旁，雜草叢

生 

旁有竹林，附近有

闊葉樹種、山黃

麻、樟樹等 

 建築：可做房屋牆壁的材料，或搭建工寮屋

頂。 
 生活：山棕果實為紅色，形狀像檳榔，動物鳥

類喜愛食用，故族人常在山棕附近設陷阱誘捕

獵物；短棕毛可做繩子，長棕毛可編作蓑衣，

具防雨功能；葉子可編綁當作掃把用。 
 傳說：相傳山棕葉原是完整扇形，矮人用山棕

葉向賽夏族下咒語，每撕一片就下一個咒語，

最後形成現在的裂葉狀。山棕為矮靈祭典中不

可或缺的植物之一。 

17 
香楠木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araway 

518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周圍，祭場入口處

上方約 150 公尺 

附近有杜英，零星

桂竹，大棵香楠底

下附 2 棵小棵的 

 祭儀：矮靈祭時，祭屋內主祭使用火塘的木材

就是香楠，相傳專為 koko taai 燒飯之柴火；

第一次蒸煮糯米亦必須使用香楠作為柴火。 
 祭歌：第三章謹慎有提及，取香楠木為柴火來

煮食。 

18 
山豬肉樹 

Meliosma rhoifolia Maxim. 
bongo: 

510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周圍，北祭場入口

上方約 100 公尺叉路 

附近有杜英、羅氏

鹽膚木 

 飲食：嫩葉及果實當作野菜食用。 
 生活：成熟老葉可用來餵豬。 
 祭歌：第七、九、十章有提及山豬肉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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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19 
魚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asaz 

702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周圍，祭場上方往

隘蘭道路旁叉路 

零星、少許台杉木

(柳松)附生植物 

 藥用：全株曬乾後煮成涼飲，有消暑解熱及消

炎之功效，並可治咳嗽及支氣管炎。 
 飲食：葉片洗淨拌鹽即可生食；嫩葉可炒菜或

煮湯。 
 祭歌：第九章提及「魚腥草已開滿天了，花瓣

白又整齊令人高興…」意指賽夏族人為優質民

族之特性，繁衍眾多。 

20 

台灣芭蕉 

Musa basjoo Siebold var. 
formosana (Warb.) S. S. 

Ying 

halis 
767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周圍，祭場上方往

隘蘭道路旁叉路 

整群其生長在山溝

旁，闊葉木底下，

潮濕 

 藥用：芭蕉花、芭蕉樹心有清熱解毒、利尿消

腫之功效。 
 建材：莖幹可用於搭蓋簡易工寮、芭蕉葉可用

來遮雨避晒。 
 飲食：芭蕉水，選較大且開過花的芭蕉，從離

地 1 尺高的地方砍斷，斷面處挖出一碗狀缺

口，一段時間缺口即會裝滿芭蕉水，當水喝可

解渴；芭蕉為族人常食用水果之一；樹心切片

可炒菜或煮湯，但不可多吃會傷胃。 
 生活：假莖纖維曬乾後，可作為引火媒介；乾

掉的芭蕉葉可用於鋪床，具有保暖及防潮功

效；芭蕉葉可作為食器盛包飯菜，也可作為竹

筒飯塞子。 
 傳說：芭蕉是雷神的化身，因此容易起火。 
 祭歌：第六章提及芭蕉葉能遮雨避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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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21 
山萵苣(鵝仔草) 

Pterocypsela indica (L.) C. 
Shih 

batiw 
719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周圍，祭場上方往

隘蘭道路旁叉路 

柳杉地面附生之植

物 

 飲食：常食用野菜，可炒或煮湯。 
 傳說：batiw 用來訓誡懶媳婦，又稱「懶媳婦

的菜」。相傳矮人在訓懶媳婦時，便是用「不

加選擇就採下」、「懶得背籠子，隨便將其掛

著，任其枯萎」來責備女子怠惰。 
 祭歌：第四章提及山萵苣不要採多，不然就沒

菜吃了。 

22 
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 
tibtibon 

701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周圍，祭場上方往

隘蘭道路旁叉路 
 

 生活：種子串珠可作為帽子、衣飾的裝飾品。 
 祭儀：種子為製作矮靈祭臀鈴裝飾的材料。 
 其他：朱氏家族，以居住環境周遭生長遍佈薏

米珠，為此命朱氏為姓。 
 祭歌：第十章織布有提及薏米珠。 

23 
小米 

Setaria italica (L.) Beauv. 
tata' 

567 
(m) 

107.08.25
~08.26 

族人種植於住自宅外 人工種植 

 飲食：以前族人的主食，也是製作糕點及釀酒

材料。 
 祭儀：「播種祭」及「祈天祭」重要祭品。 
 祭歌：第五章奔跑提及小米豐收的季節。 

24 

台灣赤楊 
Alnus formosana (Burkill 

ex Forbes & Hemsl.) 
Makino 

Sibok 
571 
(m) 

107.08.25
~08.26 

北賽夏露營地附近桂

竹林地內 
 

 生活：作為柴火用。 
 祭儀：矮靈祭第四天上午 9 時至 12 時左右，

進行送靈儀式，總主祭招集各姓氏青年代表數

名，前往山上伐採一株台灣赤楊，帶回橫架於

舞場中，採傳統儀式由青年合力搶折斷後，拋

擲向東方結束送靈儀式。 
 祭歌：第十五、十六章有提及赤楊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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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25 
烏皮九芎 

Styrax formosana Matsum. 
binbinlayen 610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祭場上方) 
 

 生活：作為柴火用；果實為動物鳥類喜愛食

用，故族人以其設陷阱誘捕獵物。 
 祭儀：送靈儀式中，以一邊固定支撐樹橋(台
灣赤楊)。有時也被用來代替台灣赤楊。 

 祭歌：第十一章歌名。 

26 
山枇杷 

Eriobotrya deflexa (Hemsl.) 
Nakai 

hito' 
510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祭場周邊) 
 

 生活：材質堅硬，可用來做刀鞘； 
果實為動物鳥類喜愛食用，獵人於果實成熟時

期在山枇杷附近設置陷阱誘捕獵物。 
 傳說：以前矮人來往賽夏須經過一個山谷，而

橫跨山谷上的便橋即為山枇杷樹。 
 祭歌：第五章有提及山枇杷。 

27 
南國小薊 

Cirsium japonicum DC. 
var. australe Kitam. 

ro:i' 
615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祭場上方) 
 

 藥用：曬乾熬湯具有解熱、強肝、消炎之效。 
 祭歌：第二章歌名。 

28 
苦楝 

Melia azedarach L. 
bangaS 

719 
(m) 

107.08.25
~08.26 

朱家莊入口至隘蘭道

路(祭場上方) 
 

 建材：生長迅速起高大，質地堅硬，樹幹可用

來蓋房子或製作家具。 
 生活：鳥類喜愛食用其果實，可用來當作陷阱

的誘餌。 
 祭歌：第五章有提及苦楝。 

29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baSa: 
730 
(m) 

107.08.25
~08.26 

祭場上方  

 藥用：根部與苧麻根部加上排骨熬煮，可改善

肝病。 
 飲食：成熟紅果實可生食，但不宜多吃易胃

痛。 
 生活：動物喜愛食用其成熟果實，周圍適合設

置陷阱；葉可用來飼養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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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祭儀：矮靈祭時用來製作長老所執的神鞭。唯

有朱姓族人可以碰觸，其他人碰觸會招來厄

運。 
 祭歌：第二章有提及曬乾構樹的果實(粟)。賽

夏族人認為構樹授粉後會長出紅果，在祭歌裡

意旨人心，如果要相愛，就該彼此接納，互助

合作。 

30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inn.                 
sazi' 

736 
(m) 

107.08.25
~08.26 

祭場上方   祭歌：第三章有提及榕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20 - 

3.4.苗栗縣百壽村馬陵社部落植物資源生長區域及基礎資料建立 

表 1-4 苗栗縣百壽村馬陵社部落植物調研紀錄及在地應用解說 
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31 
藤相思樹(五葉蘭) 

Acacia caesia (L.) Willd. 
sako 

20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藥用：取葉煮水，可用來去寒症保暖之坐月子

泡澡之用。 
 生活：樹皮混水搓生泡沫，可用來做清潔用。 
 其他：樹頭可用來藝術雕刻之木頭(尤其雕刻

佛像及佛具)等。 

32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se’e: 

20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藥用：取葉及根，用木槌打出汁來，配水放一

點鹽巴就即可飲用，治療下痢疾肚子痛。 
 建材：可用來做簡易圍籬。 
 生活：松鼠、果子狸及鳥類愛吃其果實，族人

常在其樹下設陷阱誘捕獵物。 

33 
魚藤 

Derris elliptica Benth. 
tatoba’ 

50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坡坎的上方 

周邊雜草雜木 
 生活：狩獵毒魚用，可暫時麻醉溪中的魚蝦生

物，而不破壞自然環境水質。 

34 
野桐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 -Arg. 

likal 
50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坡坎的上方 

周邊雜草雜木，位

向陽處 

 藥用：剝下樹皮曬乾，可作為改善糖尿病之藥

材。 
 生活：常使用的柴火之一。 
 祭儀：祈天祭時，以其葉盛小米，分別一葉一

團當盤子的功能，用以敬拜天地，祈求風調雨

順。 

35 

台灣芭蕉 
Musa basjoo Siebold var. 
formosana (Warb.) S. S. 

Ying 

halis 
50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馬路旁 
周邊雜草雜木 參閱記錄序號第 2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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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36 
棕葉狗尾草(颱風草) 

Setaria palmifolia      
(J. Konig) Stapf 

katba: 
50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馬路旁 
周邊雜草雜木 

 生活：以前族人會用颱風草葉片上摺痕來預測

該年颱風次數與月份。 

37 
小白花鬼針 

Bidens pilosa L. var. minor 
(Blume) Sherff 

tokowa' 
50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分布廣泛 參閱記錄序號第 09 項。 

38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ex Hubb. & 

Vaughan 

homza’ 
15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大馬路旁營造的 
人工小公園 

 

 藥用：出麻疹、高燒或中暑時，可取根部煮水

飲用有解熱之作用。 
 建材：族人將其曬乾後，於屋頂堆疊成面，以

防潮、防熱、防火，但不耐久。 

39 
小葉桑 

Morus australis Poir. 
te:em 

15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大馬路旁營造的 
人工小公園 

 

 藥用：取根部煮水飲用可消炎解熱，莖皮曬乾

煮水飲用可減緩高血壓、心臟病症狀。 
 飲食：嫩葉當野菜可炒可炸，成熟的紫果可當

零嘴食用。 
 生活：飛鼠、果子狸及鳥類愛吃其果實，族人

常在其樹下設陷阱誘捕獵物。 

40 

山葡萄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15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大馬路旁營造的 
人工小公園 

 

 藥用：連根拔起曬乾後熬湯可解毒，莖部曬乾

後熬湯，具補腎功效。 
 飲食：果實酸酸甜甜的，可當作零嘴。 
 生活：莖部強韌，可作為綁紮用之繩索。 

41 
腎蕨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alimono: 
50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坡坎的上方 

周邊雜草雜木 
 藥用：野外缺水，挖其球莖食用可解渴，並且

具有利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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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生活：莖部抽心剝皮，可製作魚蔞編織之材

料；其匍匐莖很堅硬，以前族人會將其揉成一

團，可當作刷子用來清潔。 

42 
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150 
(m) 

107.09.20 
百壽村馬陵社 

(店家盆栽養殖) 
 

 藥用：全株製成中藥，可降火氣、治療肝炎、

熱冷咳、支氣管炎、治療眼疾及跌倒挫傷。 
 生活：莖含有矽質，觸感粗糙，可當作刷子用

來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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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部落植物資源生長區域及基礎資料建立 

表 1-5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部落植物調研紀錄及在地應用解說 
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43 

愛玉子 
Ficus pumila L. var. 

awkeotsang (Makino) 
Corner 

rapit 
800 
(m) 

107.09.18 
~19 

阿里山達邦部落在

地產銷班工場 
已採集完成的愛玉

子 

 藥用：挖其根切斷曬乾，與排骨或豬腳燉湯，

可改善風濕關節痠痛；莖葉可袪風、利濕、活

血、消腫解毒。 
 飲食：果實曬乾，用水揉洗後之浸液會凝結成

果凍狀，吃起來清涼消暑。 

44 
芋頭 

Colocasia esculenta 
rokol 

800 
(m) 

107.09.18 
~19 

達邦部落賽夏族趙風

秀鳳奶奶的開心農場 
四周為混雜木

林。 

 飲食：其塊莖為族人僅次於米及甘藷的主食，

土地適應性高，病蟲害少，祖先以山田開墾的

方式，利用樹木的灰燼作肥料來種植。 

45 
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Abel. 
 

850 
(m) 

107.09.18 
~19 

達邦部落賽夏族趙風

秀鳳奶奶的開心農場 

混雜木林，30 年

種的沒甚麼管理就

讓他自由生長。 

 藥用：果實經過壓榨後會有油脂，可作為外傷

藥，早上空腹喝可改善胃病。以前族人用苦茶

油擦頭皮，據說不會長白頭髮。 
 飲食：吃飯或麵時加入少許苦茶油，可促進身

體健康，增強抵抗力。 
 生活：枝幹可作為搗麻糬的杵；榨油後的果實

殘渣可當清潔劑用，亦可用於驅蟲。 

46 
百香果  

Passiflora edulis Sims. 
taboka' 

850 
(m) 

107.09.18 
~19 

達邦部落賽夏族趙風

秀鳳奶奶的開心農場 
混雜木林 

 飲食：族人常吃野果之一。 
 生活：動物鳥類喜愛食用，可作為誘捕獵物

用，但百香果附近常發現百步蛇及龜殼花，需

特別小心。 

47 青苧麻 kakiw 
850 
(m) 

107.09.18 
~19 

達邦部落賽夏族趙風

秀鳳奶奶的開心農場 
混雜農地，一區小

範圍 
 生活：利用樹皮纖維處理成麻線，做衣飾材

料，或用來編繩做陷阱及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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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48 
刺五加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Rupr. et Maxim) Harm 

 
850 
(m) 

107.09.18 
~19 

達邦部落賽夏族趙風

秀鳳奶奶的開心農場 
混雜農地 

 藥用：治風濕，壯筋骨，可治體質虛弱。 
 飲食：春天採摘嫩芽可食用， 
 生活：種子可榨油，制肥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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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苗栗縣蓬萊村二坪部落植物資源生長區域及基礎資料建立 

表 1-6 苗栗縣蓬萊村二坪部落植物調研紀錄及在地應用解說 
紀錄
序號 植物名稱/學名 賽夏名 海拔

高度 採集日期 採集地點 周邊環境描述 在地功能應用解說 

49 
桂竹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rarhomaeh 420 
(m) 

107.09.25 蓬萊二坪 混雜林 

 建築：賽夏族人用來蓋房子。 
 飲食：上等食用蔬菜之一。 
 生活：可編織成米篩，盛裝食物用； 
可作為竹杯，一般飲酒用竹杯為平口，兩人共

飲用的為斜口，祭拜用的則底部尖斜，便於插

在地上並面向東方祭拜祖先； 
可做汲水容器，在筒身以藤編織作為提帶，以

便攜帶或吊掛。 
 祭儀：用來製作矮靈祭大旗，可參閱 P.44 矮

靈祭十年大旗-一根巨大的桂竹貫穿白旗與紅

旗之說明。  

50 
筆筒樹 

Cyathea lepifera (J. Sm.) 
Copel. 

'ae:ae' 
420 
(m) 

107.09.25 蓬萊二坪 混雜林 
 建築：較直的樹身可用來當作柱子，但易有老

鼠築巢。 
 飲食：捲起嫩芽川燙後可食用，  

51 
薏苡(薏米珠)  

Coix lacryma-jobi L. 
tibtibon 

280 
(m) 

107.09.25 蓬萊國小旁 
人工種植，家中前

院 
參閱記錄序號第 2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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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苗栗縣百壽村百壽部落 
賽夏族淨河祭祭儀 記錄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協同計畫主持人 林杏(Tiwas) ◆ 調研記錄規劃、在地聯繫、當地採訪 

受訪者 賽夏族人 ◆ 祭儀的現場活動程序 

顧問 趙山琳 ◆ 當地祭儀主持 

訪問內容 賽夏族豆(趙)姓氏族，恢復淨河祭的由來及儀式 

時間 108/04/14 

地點 苗栗百壽村百壽部落 

經過一場場的田野調

查，從耆老(受訪者)的口

中，帶著不自覺引起對民

族文化傳承的隱憂與期

待，尤其生活上藉著植物

在表述祭儀當中不可缺乏

的元素之一，其實背後更

是期待保留祭儀得以永續

及獲得族人參與的意願;在

馬陵社豆長老的訪問中，

帶著說，每年年後就要開始清理我們生活環境周遭的水源地，水源

就是生命的泉源更是人體必要的來源，更是民族延續生活空間領域

最好的分界，本團隊受邀見證與參與究竟?究竟淨河祭它所代表的意

義為何?賽夏族人該如何看待並發展對於崇尚自然永續的文化價值

呢? 

    在幾百年前豆姓

氏族都集居於稱為馬

陵社地方，那有一條

紙寮溪(意旨浸泡製

紙竹子)之稱，水源

非常充裕，也是豆姓

家族舉行「淨溪祭」

的地方，意味著現代

為了涵養水裡生態平

衡而執行「封溪、護

魚」之意，有點一曲

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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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豆(趙)姓耆老們，居於此地有非常多的人口，後來因著日

據時代便於理番之因素而分離兩處，其中送移至五峰採集樟樹的沼

澤之地(SamSama:ang/現在的上大隘地點)、第二就是後來選移至現

住地方，姓氏仍然豆姓，後來國民政府來台，五峰豆姓改換為趙

姓，遷至於五峰趙姓氏族，因為每年持有主祭「帝那度之祭儀」之

責任，日久之後沒有長期互動，便完全把淨溪祭遺忘，一直到現

在，已有百年之久。 

    而獅潭鄉百壽村豆姓仍然保留此祭儀活動與傳承工作，並於一

年一次農曆 3、4 月份舉行淨溪祭活動，然而透過本次植物調查，豆

長老期特別請北群趙氏家族前來供鄉盛舉，而本團隊也見證了此祭

典的精神與意涵，對於祭儀文化保存賽夏族是特別的重視，乃至於

各姓氏都有屬於負責的祭典工作。 

    國民政府有提倡封河溪之規定，養護水產不得任意毒害，電

魚、蝦等。賽夏族也就這相同之意，一年一次到河溪邊清理雜草、

養護水源生態平衡，保持水源充沛安全、潔淨的水資源地，以厚植

賽夏族世世代代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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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苗栗縣南庄南山部落 

竹工藝應用 訪問記錄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偕同計畫主持人 林杏(Tiwas) ◆ 調研記錄規劃、在地聯繫、當地採訪 

受訪者 日繁雄 ◆ 當地採集與竹藝示範製作 

顧問 趙山琳 ◆ 當地訪問紀錄 

訪問內容 

1.桂竹園、採集 

2.南山部落環境(生態藍腹鷳) 

3.竹子工藝製作與應用 

時間 108/04/20 

地點 苗栗南庄南山部落 

     賽夏族生活在新竹、苗栗丘陵地山區林業豐富，自然而然生活

上常用竹子(桂竹/箭竹)身切息息相關，大至建築主體、小至飲食器

皿、孩童技藝的童玩，苗栗來自南庄南山部落的日繁雄耆老，就是

應用竹子的箇中好手，從他像獻寶似的一一拿出竹編而成的童玩，

竹藝特別的精緻表現的徐徐如生，看他臉上帶著靦腆還害羞地說：

這沒甚麼，就是小孩子玩的~這很簡單啊?對於我們聽了這一番話更

是嘖嘖稱奇，不可思議，因為每一個編織成形的作品，皆是經過巧

思而成，尤其口中作為孩童比賽競爭的「竹人相撲」，就是一個值

得對竹子材料應用最好的示範。 

    竹子削成竹

片、因著竹片厚薄

分層彈性優劣，具

有彈性竹片較為容

易彎折、扭轉、拗

形，厚者可為堅

韌、筆直，甚至竹

節分段切都可以做

成現成的工藝或生

活品，對於大眾所

廣泛竹藝應用及設計，日耆老有自行獨特的風格，就從「挑竹」當

中有獨特的慧眼，沒有特別的準備腰上繫上一把開山刀、腳上穿著

雨鞋，就出發至一片林園中，日長老沿路說著過世多年的妻子，所

栽種的花兒現在盛開著美麗，言語中帶著濃厚的思念，看到花盛綻

放情感流露著妻子仍陪伴身邊，不禁多了些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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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竹園裡周邊松樹下還有特別飛來的藍腹鷴一隻隻的停駐在

樹上休憩著，看來生態的環境讓牠們可以安全的並自由的飛翔，可

說是一份大自然給的驚喜別有生趣。 

    我們已穿梭在竹園裡，學著日長

老抬起頭來看，並搖一搖竹身，我特

別好奇為何還要特別觀看上方的竹頭

與竹枝，問問日長老說:竹頭如果斷

掉那麼竹子本身整個使用的品質就不

會這麼的好，搖一搖的意思就是看看

竹頭上的枝頭是否茂盛與有沒有分支

而打結，往底下看樹根有沒有發白或

發黑，最佳的竹子最好是兩年生的，

他邊說邊眼睛、手邊忙著選竹子，這

麼細末的觀察與獨特「挑竹」技巧還

是多年來累積的經驗，而自成一格的

「視竹」的知識。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適合的竹子，

就開始斜劈，還來不及眨眼兩、三下

就竹倒落下，沒想到接著就像是殺魚

般一樣，就去竹頭、竹尾、竹枝一

番，特別觀察竹根是否有黑爛的情

形，也該一併當下切除處理。這麼完

整的竹子原貌就清晰可見，青綠而筆

直! 

    取竹回來後，就開始處理製成我

們想要的竹材大小、尺寸，日長老示

範運用劈、切、剖、劈、刮(來回)、

五個步驟來回使用，來達到的竹片粗

細厚薄的效果，竹片材料完備後，就

浸泡在水裡，這樣的工藝手法的確是

一門很大的學問，我試著學習這樣

做，除了掌握步驟程序，面對一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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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複的動作，還得有一顆平靜的心境來著磨，可像胡適所說的讀書

要領：眼到、手到、口到、心也要到!工藝也如此一切都不簡單~ 

    把過去的工藝法寶也一併拿出來展示，有蝦、鹿、畚箕、相撲

等皆以竹片編織而成的作品，日長老試著說今天要示範的就是他小

時候記憶中與同儕之間爭鬥的童玩「相撲」，有點像打紙牌一樣，

相鬥之後疊在上方就算是贏家，贏家可以帶走對方相撲成為戰利

品，看著日長老講得津津樂道重回當時場景，我便與日長老學習著

製作相撲後，咱倆就決鬥一戰，但我覺得竹片的柔軟強硬與製作的

方式，仍與輸贏決戰佔有很大的關係，這也難怪我一直無法超越贏

得勝利，想想除了薑還是老得辣之外，老師傅級做出來的手感與精

確度，仍有它技術上的純熟技巧，只能說令人甘拜下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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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賽夏族傳統植物應用紀實 

(1) 台灣赤楊 Sibok 

即為矮靈祭

時，送靈儀式第四

天（papaoSa’）是

大約上午 9 時至

12 時左右，進行

送靈儀式。總主祭

召集各姓氏青年代

表數名指示前往山

上伐採一株台灣赤楊，帶回並橫架於舞場中，採傳統儀式由青

年人合力搶折斷後，將台灣赤楊木隨即擲向東方，相繼結束整

個送靈儀式。 

圖 1-1 送靈搶折儀式手繪圖 

圖 1-1 左方較為直立固定為「九芎樹」，右邊多人支撐成

交叉成形的為「鹽膚木」，中間樹橋分別為，朱氏正血統為主

祭使用「台灣赤楊」，如係養子系統取得總主祭職務，當年送

靈搶折樹橋則為「山胡椒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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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米 tata’ 

「播種祭」pit'aza'中的播種儀式，播種祭的播種儀式，是

乘著午夜 12 點的時候，主祭帶著物品，包括即將要播種的"種

子"，挖土用的手鍬，兩根紅芒草以及獻祭品，祭品有糯米糕

和糯米酒。到達播種地點之後就，就是把種籽撒在田地上，撒

種的時候面向東方眼睛要輕輕閉起來，再輕輕的播種，完畢之

後，兩邊插上紅芒草並且將兩根芒草的葉端相互打結綁起來，

然後吃一口糯米糕、喝一口糯米酒。全部結束後要趕快回到家

裡等待族人，從出門到回家整個播種過程不能被別人看見，否

則一整年的福氣就會被別

人拿走了，這是播種祭儀

中的播種儀式。當主祭的

人會有祖先給的福氣，所

以主祭是輪流當的。而播

種祭最重要的是天亮之後

不能工作，否則會壞了賽

夏族人的生活。 

(3) 芒草’oeoe’ (矮靈祭典時重要儀式不可缺少/使用茅草六部曲) 

第一部曲 結芒草約期（papoe oe’）  

趙姓族人祭典前之提醒： 

矮靈祭前先由朱姓商議矮人祭時間，大都於農曆之 10 月

15 日前一個月（亦即植物之樹葉呈現紅黃色即將入秋之際，

尤以蘆葦草之飽滿將吐出花序（族人習稱蘆葦草懷孕）時，朱

姓長老乃不動聲色，假裝不知時間，待趙家頭目派遣人員前來

提醒矮靈祭將到了。趙姓派遣人員到達朱家長老家中或祭場，

雙方互動及言語交談內容大致如下：趙姓：「今天我前來目的

係提醒朱家本族矮靈祭時

間將到來，我們應著手作

準備工作了（並將攜帶之

酒敬奉朱姓）」。朱姓回

應：「若按植物之生長狀

態（如蘆葦草），矮人祭

時間確實快到了，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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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忘記祖先所留之傳統習俗，我們會籌備相關祭儀活動並告知

族人（亦以酒回敬趙姓前來提醒人員）」 

第二部曲 結期 

結期時間約在農曆 10

月 15 日（矮靈祭約定時

間）前一個月，由南北賽

夏族群每二年輪流赴各祭

團商議祭典時間，族人稱

之（papoe oe’），商談研

定祭典時間，一般為尊重

來訪之祭團，然就過去而

言，通常視自然植物之生

態變化即訂下祭典時間；近代則有些為配合社會環境，如希望

外界參與文化交流機會及外界遊客參與之方便性，會擇定於農

曆 10 月 15 日上下之例假日舉行。 

雙方朱姓長老各結芒草，（北祭團結 10 結，南祭團結 11

結，結完相互交換。「按本族矮靈祭之舉行，通常由南祭團早

一天舉行，所結之芒草經交換後南祭團 10 結、北祭團 11 結，

各祭團就依所共訂祭典時間之前 10 天（南祭團）、11 天（北

祭團），由各祭團總主祭者每日剪下一結，直至剪完即為祭典

開始之日」。（註：所交換之芒草結需放置靈屋內，並須升烤

火以迎矮靈之到來）。 

第三部曲 翌日凌晨五時--迎靈之工作 

推選滾杵臼人選 2 人

（正、副）、推選主祭者

之副手（女性）、選定提

篩籃人選 1 人（女性）、

選出持領芒草人選 1 人：

負責鋪設樁臼滾出祭屋路

線鋪設芒草工作。（須為

媳婦擔任，一般以主祭者

媳婦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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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曲 祭典序幕--第一天（kiStoma） 

祭典活動第一天，由

總主祭者指揮全體朱姓媳

婦、女婿整理打掃祭場，

並於祭場四角處升起火

堆，族人穿著傳統服飾並

繫上芒草，而後幾天的只

要參與祭典時都必須先置

祭屋內綁芒草。 
◆重要小記： 
祭典期間，人或是器物、房屋、進出車輛都必須要綁上芒草，這句有

避邪的作用，外族參觀者則必須由族內朱姓氏族的成員協助繫綁，祭

典未結束前不可拿下。 

第五部曲 祭典第二晚 papatnawaSak 半送歸（即先送走一半

「矮人」） 

papatnawaSak 最特別

的是第七首 waLowaLon

必須等到午夜十二點才能

唱。接近十二點時，米臼

由主祭屋滾至祭場中央，

媳婦持火把前導，總主祭

手持芒草結走入祭場。接

著朱姓總主祭及趙家頭目

先後站立臼上訓話（kumawas）。訓完話眾人才再開始移動舞

圈，繼續唱 waLowaLon 的第二節，此時臀鈴隊伍又返回舞隊

接合在一起。 

第六部曲 送靈儀式—第四天上午（papaoSa'） 

太陽升起，在唱第十

二首 papa’osa 送行歌之前

要唱第十首歌 kaptiloloL

（最好由朱家領唱此首

歌）。唱完可接唱第十一

首 binbinlayen 的第一個

調。此時，主祭屋內已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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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芒草取下放成一堆，準備在唱第十二首歌時拿去丟掉。朱

家主祭再拿芒草到祭場中為眾人綁芒草。由朱姓主唱第十一首

papa’osa 送行歌，唱此首歌時眾人手牽手，連續地舉手向前跑

幾步在向後退幾步。每一反覆句型唱到結尾時眾人合叫一生

pie！同時把頭上、手上的芒草丟掉。 

(4) 烏皮九芎 binlayen 

在矮靈祭送靈儀式唱完 papa’osa 送行歌，再由朱姓領唱第

十三首 alibih 緩行歌（與第一首招請歌 rara:ol 調子相同），臀

鈴再返回隊伍，繼續唱第十一首 binbinlayen 的第一個調子。 

在第一次上山只是砍

支架，選擇一株鹽膚木

（kapoehoel）和一株烏

皮九芎（binlayen），將

枝幹砍下置放，然後在胸

前交叉綁芒草，空手返回

祭場，並與祭場中一對族

人對峙， 

雙手前伸，以跳躍的步子前進，再放下手後退，反覆此動

作並作鬼臉， 對唱第十五首歌，mataLa no siboLok（等待台

灣赤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36 - 

 (5) 台灣芭蕉 halis 

賽夏族人做為臨時工寮的屋

頂，使用山棕葉鋪設在地上防潮

濕，另外芭蕉葉也用在盛包飯菜之

用。賽夏族人使用的引火媒介主要

是芭蕉「雄蕊纖維」曬乾製成，因為傳說中「芭蕉 halis 是雷

神的化身」，因此最容易起火，點火的火把(kapahiyo’) ，係

將多條曬乾的竹篾心綁在一起而成，不需沾油即可點燃，點燃

後正在使用的火把賽夏語稱之為 pimhiyo’。目前族人都以自

來水或引山泉水飲洗使用。 

 (6) 山棕 banban 

相傳很久以前，賽

夏族和小矮人共同生活

在一起，一個精於狩

獵，一個精於農耕且會

巫術，共同過著豐衣足

食的生活。但是小矮人

有個毛病，就是好色，

最後終於引發賽夏族的

報復，幾乎慘遭滅族，

於是僅存的小矮人就用山棕葉向賽夏族下咒語。據說山棕葉

子原來是像芭蕉扇一樣合閉的，小矮人在下咒時，每撕一片

就下一個咒語，最後形成現在的羽狀葉。但是由於小矮人念

在過去的情分，所以葉尖最後三片並沒有撕開下咒語，留給

了賽夏族活命的機會，同時，賽夏族也對小矮人的離去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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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與不捨，因此每年都會舉辦矮靈祭，而山棕就是祭典中

不可或缺的植物之一。 

圖 1-2 小矮人用山棕葉下咒語手繪圖 

(7) 山胡椒 mae’aew 

矮靈祭之送靈儀式

於「搶折之樹橋」為-臺

灣赤楊；反之，如係養

子系統（即朱家第三順

位朱禮沐家系統）取得

總主祭職務，當年送靈

搶折樹橋則為山胡椒

樹。山胡椒樹果實族人

做為鹽的代用品，族人將果實加上泉水就是夏季常喝的美味

清湯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38 - 

(8) 羅氏鹽膚木 kaphoel 

矮靈祭（pasta’ay）

歌第九章恐懼’ekei 有和

鹽膚木有關的水土保持

的歌詞：唱起山豬肉之

韻（歌），難得機會相

聚在一起，到河流會合

的地點，用「鹽膚木」

的樹架橋用交叉的方式

接合，架橋結構要牢固才不會落水，與你互相珍重。 

(9) 香楠木’araway  

    矮靈祭時於祭屋內主祭

使用火塘上的木材就是番楠

木，相傳專為 koko taai 燒

飯之柴火木種。香楠木也是

主要藝術之用的木材。 

 

 

 

 

 

 

 

(10) 闊葉樓梯草 ra:an 

賽夏族人藥用植物

主要解熱，祛風勝濕，

活血行瘀，解毒止痛。

主風濕骨痛；跌打腫

痛；骨折；瘡癤；牙

痛；肝炎；支氣管炎；

毒蛇咬傷；燒燙傷。 

圖 1-3 香楠專為祭屋主祭之柴火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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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黃藤’oeway 

族人耆老作為拐杖之用，也可編織各項器具如背簍。黃

藤所結的果子為過去孩童的零食酸甜感可食用。 

(12) 藤相思樹(五葉蘭) katilaki 

賽夏族人取葉煮水可做去寒症保

暖之坐月子泡澡之用。其樹頭可用來

藝術雕刻之木頭(尤其雕刻佛像/具)

等。樹皮混水搓一搓會產生一點泡沫

可拿來做清潔用。 

(13) 茄苳 si-inr' 

賽夏族藥用製法取葉

及根用木槌打出汁來，配

水放一點鹽巴就即可飲

用，治療下痢疾肚子痛。

茄苳果實是松鼠、果子

貍、鳥類的食物。 

(14) 魚藤 tatoba 

矮靈祭時祭祀矮靈

所祭拜之溪魚、溪蝦，

就是取之魚藤(魚棚的

根打成汁)來麻醉溪中

的魚蝦生物，而不至於

破壞自然水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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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野桐 likal 

賽夏族用於祈天祭

的時候以葉去盛小米

用，分別一葉一團當盤

子的作用以敬拜天地。 

因為葉背為白色，

整株樹葉脈在風中搖曳

著如祈天祭之飛揚之

意。SaySiyat 祭告天神

要用小米，是要用小米祭告天神，各姓氏的長老進到祭屋討

論事物到中午，要先煮糯米飯，因為遠到的客人會餓，就以

糯米飯當中餐，吃過中餐之

後他們就要開始烘小米，其

他人是不能碰的。 

◆竹占揀選出來的年輕人肩

負了祭天儀式很重要的工

作，小米的準備、採集野桐

葉、準備竹杯、分發糯米飯

糰及小米糰也是他們的工

作，中午族人在屋內食用糯

米飯以及下午祭天儀式之前

食用小米糰時，必須緊閉門

窗、忌諱喝水是為了阻絕疫

病的侵入，因為事關賽夏族

生活的好壞，族人嚴守禁

忌。 

 

(16) 冇骨消(驅蟲草) hayal 

賽夏族人取葉子來

鋪床或放置家中的各角

落中有驅蟲、驅蚊之作

用。 
  

圖 1-4 竹占揀選出來的年輕人肩負了

祭天儀式重要工作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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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棕葉狗尾草(颱風草)katba 

賽夏族人判別年度颱風發生之次數與月份。 

(18) 小白花鬼針草 tokowa' 

賽夏族草本藥方使

用，以根部採集清淨曬

乾，中暑的初期的，這拿

來熬、熬的時候水開了以

後，火放小了!喝的時候

加一點蜂蜜或是鹽巴或是

黑糖，喝了大概 2 次到 3

次慢慢就恢復了!有治肝

炎、消暑、解熱、消炎作用。 

(19) 白茅 hemza' 

賽夏族人用於曬乾後

蓋房子之屋頂堆疊成面，

以防潮、防熱、防火。藥

用於根部出麻疹與高燒可

煮根部煮水飲用有解熱之

作用。 

圖 1-5 賽夏族人以颱風草判別年度颱風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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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賽夏族人將白茅曬乾後推疊屋頂手繪圖 

 (20) 小葉桑 te:em 

賽夏族藥用，根熬熱水

喝可消炎解熱、葉子可食

用、皮曬乾泡熱水喝可降高

血壓。葉子摘下來像野菜類

的!可以炸來吃，是一道好

菜餚! 

 

(21) 山葡萄 

賽夏族藥用，連根拔

起來取之一點，拿來涼乾

曬乾之後熬來喝就是完全

的解毒之作用。 

莖的部分非常強韌不

容易斷掉，可以做綁東西

固定的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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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野茼蒿 pabukau 

護土高手生命力強的 pabukau，

家屋附近水土保持佳不易有土石流，

巴拉瓜殺蟲劑殺草劑去噴，也不易枯

萎生命力之強。也有驅蚊的作用。 

 

 

(23) 腎蕨'alimono: 

腎蕨莖部抽心剝

皮作為製作魚蔞編織

之材料堅韌的莖皮切

剝時注意如刀刃細緻

(容易割傷)。 

 

(25) 木賊 

木賊一

般皆製成中

藥，採全株

可降火氣、

治療肝炎、

熱冷咳及支

氣管炎，也

可治眼部疾

病及跌倒挫 傷；因木賊草含有木賊酸、

樹脂等有機 結合的酸，這些皆具收斂之

功效，因此有消炎與止血之功用，但全株有毒，服用前應經過

特殊處理。木賊的莖含有矽質，觸感粗糙，因此可以當作刷子

來清潔物品。 

圖 1-7 木賊當作刷子用於清潔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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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賽夏族傳統植物衍生歷史記憶的文化紀實 

(1) 矮靈祭十年大旗---一根巨大的桂竹貫穿白旗與紅旗 

【感恩與祝福．延續香火的婚姻盟約】 

矮靈祭第一天的傍晚四點半，響起「我們的高旗即將進

入祭場」的廣播聲，一群夏家人將一支約有四層樓高的紅白

旗橫著從祭場入口抬進，現場響起一陣熱烈掌聲，這是十年

才一次的歡迎式。據說，紅白色的高旗「Sinaton（西納

頓）」，上端是矮靈棲息觀賞歌舞之處，一般人不宜靠近侵

擾；如果要拍照，也不能打閃燈，以免嚇到了矮靈們。 

最後，「Sinaton」停駐在祭場北邊，被高高豎起，聳立

在角落，由夏家人守護著，其他人不得靠近；即使它快要傾

倒，也一樣只

能由夏家人自

行解危，他人

一概幫不上

忙。如此神聖

不可侵犯，源

於一個說法。 

回顧四百

年前，因天災

人禍降臨，使

身繫矮靈祭典大任的朱家僅剩一位老者存活，眼看朱家就要

香火滅絕之際，夏家決定將一位年輕的女兒許配給這位朱家

老人，化解了朱家斷後的危機。此後朱家為了感謝夏家的大

恩，便用竹子做了一支旗桿，上面掛了一塊象徵感恩的紅

布，頂頭還有一節新生的桂竹葉，在每十年的矮靈祭典時，

由夏家獨守並在祭舞中繞場，以示不忘當年的恩情；後來夏

家又在紅布下面加了一塊象徵純潔的白布，才有了今天所見

的模樣。 

◆重要小記： 
1. 當初夏家的 16 歲少女嫁給那老人家的時候，那個老人家就感謝夏家

就送給女方一塊自己織的布，作為聘禮。旗子上面有兩節，一節紅色

的那個是叫做「朱家的熱情」，底下節是白色的叫做「夏家的純潔」。 
2. 矮靈祭的精神意義上有兩個結論:一個是悔改、一個懂得感恩，民族

才會被受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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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陵社伯公的提點---逃離免於傷亡的警示 

【竹杯盛酒．竹籤肉串祭祀感恩之情】 

馬陵社伯公源自清朝

末年，因開發採製樟腦油

而設立。原先供漢人參

拜，之後原住民也陸續參

與相關祭祀活動。後因無

樟腦油可採遂退出，伯公

因賽夏族部落長老請求供

俸而未遷移。相傳日據時

代，日人徵番不順遂，乃

藉開會之名將各部落長老

殺害，以達殺雞儆猴之

效。 

其中豆姓長老至馬陵社

伯公詢問，得知前去開會將

有生命危險，遂稱病未赴會

而逃過一劫。此後賽夏族人

則對馬陵社伯公尊敬不已。

直至今日祭祀慶典，仍延用

原有漢人之祭祀方式(三牲祭

拜)。原住民祭祀方式則是以

竹杯盛酒、竹籤插肉串之方

式進行。此處伯公係屬大樹

伯公，以石頭為主祠，尚無

廟宇，為鄉內唯一原、漢共

同祀奉之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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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ina'to'祭典取火的精神 

【鹽膚木敲出火星以撥除雲霧】 

tina'to'祭典主要是賽夏族人，敬拜火神，祈求風調雨順

的儀典，農作物有良好的生長，才能延續族人的生命，因為

舉凡賽夏族要去打獵，或打仗都是趙家帶領，所以主要負責

工作的是五峰的趙家，而負責提醒是五峰的朱家，tina'to'事實

上指的是火器袋，裡面裝有打火石，香蕉絲(纖維)以及小

刀。 

祭典的儀式過程，以前沒有特定的時間，老人家會判

斷，如果一直下雨，又聽到老鷹一直叫，便會開始準備到各

家去募集食物，現在會選在農曆 2 月 15 日前後，當天下午，

趙家男子會先聚集在祭屋內聆聽訓勉，傍晚族人到齊在祭屋

前堂討論後，開始祭告祖先，之後所有族人要進到屋子裡，

趙家男子從祭屋內，持鹽膚木火把到戶外，互打火把敲出火

星以撥除雲霧，祈求好天氣，丟掉火把立刻進到屋子裡，再

用米籩搧向外面，不讓邪靈或水霧進入，這樣的儀式要做兩

次，早期三次，最後主祭為了感謝大家而宴請晚餐，主食吃

的是糯米飯，不是糯米糕，一定要吃完，吃不完要放在口袋

裡帶走。 

因為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生活的習慣，賽夏族不再打仗，

取火的目的乃是受火神及祖靈的照顧，也隨之時代改變，舉

凡說要準備結婚、當兵、考試、選舉或有關人生重大的決定

與發展，族人都會來取火，求一切庇佑順心得意。 

◆帝那度祭儀所用到及重要元素 

tina'to' 帝那度；火器袋           kapatoki: 打火石 

parat 芭蕉絲(纖維)               habis 小刀 

homabos 祭告祖先                kaphoel 鹽膚木 

haha:op 米籩                    Sinpaphae:糯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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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賽夏族 kilapa:植物名作為部落名稱由來 

 新竹縣賽夏族稱為 kilapa:，目前行政區域劃分於新竹縣

五峰鄉，主要居住在五峰鄉的大隘村和花園村，過去祖先因

為當地的環境與自然資源特色為部落命名，比方說大隘村有

幾個主要的部落: 

包括有很多的山泉水而造成濕地 Sama:的地方，賽夏族

人稱為 SamSama:ang 為現在的上大隘部落。 

鵝公髻山部落在海拔更高一點的地方，生長了許多香楠

樹'araway 的地方，地名就叫做 rarawayan。 

朱家莊部落地方名稱為 tapa'yamay 事實上是泰雅語扁平

的石頭的意思，賽夏語應該是'ip'ipa'an bato'，但是早期老人家

都已稱說是 tapa'yamay (與泰雅族混居而同稱)。 

賽夏族稱'oeha'就是現在的高峰部落，'oeha'意指山澗之

意，混居著泰雅族人，但現在比較經常稱為 yoha'。 

五峰鄉公所所在地則稱為 tatoba'，顧名思義也就是長有

很多魚藤的地方。 

五峰鄉所居住賽夏族群的範圍統稱 kilapa:，事實上

kilapa:最早指的是五峰鄉花園村的比來部落，早期這裡有很

多的梧桐樹 lapa:；而住在花園村的賽夏族人是從橫山翻山遷

徙過來，遷徙初期甚至曾經與泰雅族發生比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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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結 

    賽夏族為臺灣原住民之一族，大致上分佈於新竹、苗栗一帶，

約有 5881 人。兩年一度的 paSta’ay（矮靈祭）為最盛大的祭典。 

    矮靈祭祭歌，祭歌共有十六首，為賽夏族樂舞之精華所在，

paSta’ay（矮靈祭）迄今至少已有 200 年以上的歷史。 

    在長時間的族群遷徙中，賽夏族分為南北兩群，除舉行祭典之

場地各自不同外，祭儀與祭歌在雙方族人的詮釋上，亦帶有些許的

差異性。祭儀與祭歌的諸多禁忌，代表了賽夏人與矮人之間複雜特

殊的情感。 

    祭歌歌詞具有高度文學性，先人之智慧以及教誨富含其中。然

歌詞中許多單字今已不用，無法逐字解釋，僅能從部分文字推敲其

意。祭歌以 ka:iaenapae’ ka…（以…為韻）開頭；其後必接上一個植

物名，並以此植物名之尾音做為該節之韻腳。此外，祭歌中可見成

串的虛詞；句與句間則遵循著一定的規則性，不斷反覆吟詠。 

    其中 16 首歌詞中，植物就是貫穿整個祭儀從開始到結束的重要

元素，還包括祭祀當中所使用到的各式植物，都扮演著重要不可缺

乏的角色，乃是本計畫在上述中植物盤點調查初步剖析以下的小

結： 

(1) 走入賽夏族生活環境中，植物是隨手可得並適時快速應用的

元素。 

    上述所調查之結果，可以觀察到賽夏族人應用植物的方

式，來自於生活化因應解決生活上的問題產生動機，而發展

出一套便於解決的使用方法，舉凡應用在製作的建築空間、

生活器皿，文化精神象徵的祭祀用品、民俗禁忌、地景部落

名稱，生活醫療保健的草本藥材等，植物的確成為賽夏族密

不可分的生活元素。 

(2)「植物的生長週期」是賽夏族運作社會分工與氏族責任的引

子。 

    植物生長之春夏秋冬的四季週期，是賽夏族人生活作

息、民俗慣習乃至揭幕祭典重要的一個引子，可說是點火光

般的最佳提示，比方說：春天的播種祭、祖靈祭、收穫祭乃

是觀察「小米」該成長的周期是適時地進行各階段的文化儀

式；當白葉野桐在山腰上搖曳著揮舞時，就是賽夏族潘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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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姓、根姓三姓來共同主持的祈天祭即將要開始；當魚藤枝

葉茂盛期，就是要開始獵捕溪中的魚、蝦當作祭祀矮靈祭

koko taai 的祭品；當芒草枝長過人高度時，趙家的長老就要

到朱家的長老拜訪並提示兩年一次的矮靈祭將近了！該啟動

族內分工事項。 

    賽夏族各姓氏各善其職得負責相關祭儀，各氏族的長老

或者是主祭就會特別的身負重任，在每一次的季節或時間、

空間上，都必須注意到作為家族領導地位的責任，而不可缺

的對於植物生命的開始與結束，又復一年又一年的生長，對

賽夏族人的生活切實有相當的影響。 

(3) 百年傳唱不斷的祭歌，來自「地景與記憶」的連結。 

    為何百年的傳唱在沒有任何的文字記錄下，而能夠遠遠

流傳一代傳一代，這一定是有甚麼秘密之過人之處，的卻是

值得一窺堂奧，經過實地走訪調查的結果，不難發現，在賽

夏族的生活環境當中，祭歌的植物都出現在「賽夏族生活及

信仰中心點(祭場)的周邊」，而這些植物有的已經屹立不搖

的在那個地方生長了百年載或十幾年載，陪伴著賽夏族人渡

過一次又一次的祭典與生命的交替。在朱秀春長老的訪談之

中他所提到： 

朱秀春長老：(泰雅語)沒有意思啦!先唱這個，就是知道下一首是

甚麼歌了! 

朱勇誠 mama：他的意思是說方便我們… 

Tiwas：是提醒嗎?下一首是甚麼歌 

朱勇誠 mama：對 

朱秀春長老：(泰雅語)唱到這，就知道下一段的全部，如果您念不

出來這一個植物就會唱不出來 

Tiwas：所以是藉由這個植物的名稱，記住他的名，然後就知道下

一首是哪個主題這樣子！來提醒下一首就是要唱那一首 

朱勇誠 mama : 對 

Tiwas：哇!都記得起來 

朱秀春長老：對，就是要這樣學啊！以前這個記歌詞是我教的，

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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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植物沒有代表的意義，在祖先們的智慧把生活環境

所看到的地景也是植物生長所處的環境之下，做為地景的空

間記憶標記，讓植物名稱作為祭歌的源頭表示正在進行唱的

歌曲及提醒下一首要唱的歌曲，藉著是植物作為每一首歌的

開頭，廣義的地景分析觀點，看待時間與空間交錯下的賽夏

族與植物應用與環境空間的記憶互動關係，透過地景認知、

儀式活動、祭歌、記憶、生活經驗等，瞭解找出了歷史悠久

傳唱的秘訣，而延續了認同與民族的歸屬感。 

(4) 賽夏族是身、心、靈發展顧全的民族---生活醫學藥草師、嚴

謹矮靈訓戒子民、敬畏祖靈為中心信仰。 

   賽夏族傳統核心的價值由本計畫的植物調研當中，可以很

明確地指出賽夏民族雖在原住民族總人口數當中佔極少比

例，但是百年留下的「矮靈祭」確成為文化部所認定「世界

無形的文化資產」之榮耀，有它一定的尊崇價值，這是一個

律例中的律法及戒律存在的中心價值，乃為民族生存最有力

的見證！ 

    植物在賽夏族生活中一直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不但提

供食物、庇護所、衣服、武器、工具，而且也是藥物的主要

來源，事實上祖先發現某些植物能減輕或治癒傷病，這樣的

逐步累積發展成為醫藥知識應用在生活上，賽夏族人承載生

命延續的責任，擅用植物草本藥材的生活經驗，呈現了生活

醫學最佳的藥草師。 

    然而，對於矮人傳說百年訓誡，在沒有文字的紀錄下，

至今過了多少歲月記憶它仍然存在，族人仍在口耳相傳著，

對於運用植物生長期及地景的空間記憶法，把每一首歌可以

準確的傳達一代又一代，使訓誡叮嚀在這世紀當中仍然實踐

執行，以慰藉心中過去歷史留下的傷痛，使民族發展可獲得

最好的祝福。 

    賽夏族目前有 16 個姓氏，每一個氏族都具有背負不同家

族的祭祀活動或儀式，族人崇拜自然與環境共生、共處和諧

從敬畏祖靈（祖先）為依歸的中心信仰，秉持祖先留下的家

族任務，各司其職的小祭儀式都有著祭祀家族的主祭在掌

舵，在一季都有門別類的祭祀活動、在每一個生命階段也有

該遵循的生命禮俗，這些都來自民族認同及對於祖靈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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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在身、心、靈的層次上，兼顧及賽夏族生命及民族生存

的發展。 

(5) 矮靈祭歌鋪就而成的智慧觀原創者與傳唱者之間關係---對植

物與自然環境認知，提升生活進步的啟發 

    賽夏矮人祭歌中的植物，在「大地有情」陳月霞2著作一

書當中，所擬出賽夏族植物共有 28 種，本團隊經過 37 種植

物確認，再減於同性質與意涵的所剩 29 種植物，陳月霞認為

植物被賽夏族人性化，在祭歌中展現賽夏人自然化的特質，

賽夏人了解自然、崇尚自然以致於敬畏自然，從矮人祭歌中

可窺見一般。 

    整個祭典當中祭歌從第一首至第十六首反映了賽夏族與

矮人的關係，以吟唱的方式表達，曲調的快慢節奏與詞彙所

表達的隱喻，緩解了賽夏族人對於矮人之間無法切割的歷史

恩怨，然而傳揚百年文化的祭典經過千錘百鍊，在每兩年的

新舊世代交替下重現、聚首、叮嚀，因為不斷的具體實踐中

文化洗鍊越精粹，在本次的田調當中，聽及受訪者與族人朋

友們，開始有新的詮釋方式，乃於過去矮黑人因調戲本族女

子而埋下賽夏族對他們的傷害，而這事件如於現今的法治社

會，鐵為令人撻伐與受法律制裁的嚴重性，或許存在於現今

社會規範的法治見解，族人開始不再特別把原委的事件凸顯

負面的價值，反而又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比方說：矮黑人

會「隱身術」強化他們優勢，而賽夏族人恐懼有此法術，而

造成之生活上威脅感，才埋下因果關係，而淡化了許多性別

差異與負面嗅覺的敏感話題，這是族人開始反思，並思考近

一步的緩解緊張歷史殘留的彼此關係。 

    如果說這每一首歌為矮黑人教導賽夏族人的祭歌，那麼

這項智慧是矮黑人所有，賽夏族人為學習者，因為深化學習

成為傳唱者，祭歌以植物為首的隱喻，也特別的強化賽夏族

人對植物與自然環境認知的深度知識，各產出矮黑人提點不

同的植物表現意涵，賽夏族人在生活上學習更多的人性關係

中，如何提升生活進步的啟發。 

    「大地有情」陳月霞著作提及植物意涵各有其比喻價值

與精神，與本團隊田調之處時取得了解與驗證，無法驗證的
 

2 陳月霞(1995)，大地有情:臺灣植物的四季(114-123)，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52 - 

就不提本計畫內，比方說:矮人臨去之前即一脈一脈的撕裂山

棕葉，每撕開一脈就給賽夏人一個詛咒，比如咒賽夏人稻穀

被鳥雀吃，人被蛇咬…。但是對賽夏人既恨又愛的矮人，最

後還是留下山棕最末三脈，給了賽夏人一線生機。據說這也

是賽夏族可以免於滅族的原因。臨行前，矮人又不放心賽夏

人，而一再叮嚀每年必須以矮人所教的祭歌迎他們回來;時間

就在芒草花開的時期，屆時所有的賽夏人都要返鄉，並且身

綁芒草，屋挿芒草結，如此一來矮人非但願意歸來，而且會

像昔日一般的保護賽夏人。祭歌開始，賽夏人結芒草準備招

請矮人。接著矮人歌聲出現。「矮人沿著河過來，走得腿好

酸，於是取黃藤做拐杖」。 

    黃藤賽夏語叫鷗外，這種森林中的藤類植物，據說是矮

人留給賽夏人的另一生機，因爲矮人在祭歌中留給賽夏的植

物大多如人類之脆弱易斷，唯有黃藤具堅軔特性。事實上黃

藤不僅植株堅韌，而且全株佈滿尖刺，除了能自保，尤其能

攀附大樹，竄至森林最高點，這種求生的靱度頗符合矮人給

予賽夏人的意思。 

賽夏語 Sibok 的台灣赤楊是典型的陽性植物，靠風力傳

播，且生長迅速，在台灣中海拔地區佔地遼闊，在原住民文

化中具相當份量的地位。 

祭典末了賽夏人有一幕非常精彩的挑戰赤楊過程，並且隨著

動作不停的唱「誰怕赤楊！誰怕赤楊！」 

    在赤楊成林之後緊接著是矮人的叮嚀。矮人從第三首到

第五首，以各種譬喩訓誡賽夏人要勤儉與助人，有恆心、不

浪費時間、不偷懶。 

賽夏語 batiw 的山萵苣則被用來訓誡懶媳婦，所以又叫

懶媳婦的菜。山萵苣是典型的一年生草本，生長在海拔八百

公尺以下人為干擾頻繁的地區，人們常擷其細嫩的葉子煮

食。山萵苣繁殖力強，葉軟弱多汁，水份極易喪失而枯萎。

矮人在訓誡懶媳婦時便是以「不加選擇就採下」「懶得揹籠

子，隨便將其掛著，任其枯萎」來責備女子的怠惰。 

    祭歌第七、八首，是矮人反反覆覆傾訴與抱怨當年在山

枇杷樹幹上遭人所害的經過，然後更多的祈望，例如期望賽

夏族人像酸藤果實開裂一樣，內絮飛揚，多子多孫；此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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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魚腥草開花一般，「魚腥草開花了，挑選出好的花，排

置成堆，四朶變八朶，都是自己的」，除了要多子多孫，而

且也要「挑選出好的」頗具優生理念。 

    從賽夏矮人祭歌中可以發現，賽夏人對生活周邊的植物

非但瞭若指掌，而且對每一種植物生態特性的理解，已經到

達自然哲學的境界，這也是爲什麼每一種植物信手捻來皆可

歌頌，皆值得借鏡，皆成道理。 

    另一方面，由祭歌中的植物，我們也可以知道賽夏人生

長的環境，包括海拔高度、地型與氣候類型等，這是人與自

然共存極爲典型的例子。在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原住民文化

事實上是一種自然文化，一種人與自然土地連心生根的文

化。但不幸的是，這樣的文化正在我們生活週遭瓦解當中，

我們期待更多人能來關心與討論這個問題，這個屬於人與自

然活生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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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彙編書籍內容 

1. 書籍彙編內涵 

本書編撰原則與元素來自完成本計畫之執行結案成果報告相

關內容，以調查 29 種植物的「手繪圖書」與相關本次田調與

「植物有關及矮靈祭傳說故事」的「圖文漫畫」的彙編而成，當

然再前序編排包括對矮靈祭的故事、祭歌曲譜對應翻譯意涵文

字，編排植物圖繪的概念融入，環繞矮靈祭作為主題，展現聚焦

於祭歌的植物內涵的一本圖書。  

2. 書籍規格與裝訂方式 

尺寸:210cm╳210cm 

裝訂:騎縫膠裝 

紙質：封面/底 雪桐霧面 180~220p 

內頁 象牙卡 150p 

全彩印刷 

頁數(依據內容排版而定) 

3. 專書名稱：SaySiyat 好品植 

2019  Sorater ╳ 山靈氣迴．祖訓傳唱．植卓再現 

內頁主題 

局長 

處長 

編輯室---無形的文化，萌芽感動 

楔  子 

好品植足跡 (植物生長與地景環境空間記憶) 

好品植記憶 (矮靈祭故事/植物故事) 

同見 

好品植方舟 (29 種植物手繪) 

同喜 

好品植同唱 (16 首祭歌詞譜)  

編輯群(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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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輯內頁書樣式 

 
 

 
 

5. 編輯封面書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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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田野調查影像紀錄 

透過「田野影像筆記」在實地踏查的田野調查中，同期進行的

影像拍攝與影音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在進入田野紀錄的準備當中，

本團隊先行準備好調查的區域及範圍、聯絡當地的關鍵族人、以及

溝通好拍攝之目的，進行拍攝過程中尊重在地族人對田野踏查的活

動，進而在沒有腳本及安排下，展現最自然的原貌，就現場的狀況

及氛圍，從中切入關鍵或主要的提問，以記錄到最真實的一面。 

1. 田野影像採集紀錄內容 

表 1-7 田野影像採集紀錄表 

時 間 地 點 人 物 採 集 影 像 備 註 

107/08/03 

1.新竹縣五峰

鄉上大隘活

動中心 
2.苗栗南庄鄉

蓬萊村 

賽夏族人數名 會議影像記錄  

107/09/10 
新竹縣五峰鄉 
賽夏族 kilapa: 

朱勇誠 
朱瑪莉 
朱秀春 長老 

1.植物採集 
2.朱家傳襲後代

之血緣關係 
3.文化傳說故事 

 

107/09/18-
19 

嘉義縣阿里山

鄉達邦部落 
趙風秀鳳長老 
愛玉子產銷班 

1.植物採集 
2.愛玉子產業 

賽夏族奶奶

住在阿里山

達邦部落有

屬於自己的

農場 

107/09/20 
苗栗獅潭鄉百

壽村 
日繁雄 長老 
豆鼎發 長老 

1.植物採集 
2.文化傳說故事 
3.傳統歌謠採集 

 

107/09/25 
苗栗南庄鄉蓬

萊村 
章潘三妹 

1.植物採集 
2.手工藝採集 

 

107/10/18 
新竹縣竹東鎮 
林區管理處 
竹東工作站 

賽夏族人數名 會議影像記錄  

108/04/20 
苗栗縣南庄南

山部落 
日繁雄 長老 竹藝創作與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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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像製作規劃 

使用工具：單眼相機/錄音筆/攝錄影機 HD/原聲錄音/翻拍畫面等。 

成果展現：剪輯約 30 分鐘影像畫面 

影像內容主題： 

(1) 主要以田野踏查所紀錄之訪問、影音紀錄片為主。 

(2) 純粹靜態植物篇、文化篇、工藝篇為輔。  

(3) 計畫執行實錄。 

(4) 背景音樂及字幕搭配 

3. 成果影片封面 
 
( DVD / 1-16X /4.7GB/120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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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部落立體模型 

時間成為空間構成元素時，便影響到使用者和空間的互動關係。

因此，時空觀點對於設計思想和空間的型態產生了改變，空間不再是

靜止的而是動態的，身體得以在空間中運動造成經驗的連續性。利用

平面構圖原則進行立體轉換，平面中的點線面、顏色對比等因素都會

造成空間構成的差異，於是藉此把本計畫中對賽夏族生活圈及植物環

境調查，作為未來關於空間和環境操作過程的依據。 

本次第一年製作模型規劃範圍為賽夏族 kilapa:部落範圍(如圖 1-

8 白色框面)。 
圖 1-8 第一年製作模型範圍：賽夏族 kilapa: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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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畫製作方式--以 3D 電腦模擬繪入傳統植物分布圖，並據

以參考製作實體立體模型。 

(技術資訊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劉濠雄) 

(1).先取得實驗區之 DTM 檔案，目前可在 USGS 網站 

（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下載全球 30 米解析度 DTM 

資料或使用內政 部所開放 20 公尺網格數值地形模型資料

（http://data.gov.tw/node/35430）。 

唯檔案有時為分區塊之文字 grd 檔案，可使用 GIS 軟體(如：

ArcMap 軟體中「Mosaic to new Raster」工具)將其合併轉檔為網格影

像資料，以利後續使用。轉換時需注意資料之型態及波段數，並可

在此同步進行坐標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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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擇定欲列印範圍，使用 GIS 軟體將該區域之 DTM 切割出來。 

(3).確定 DTM 檔案坐標系統為 WGS84，若不是，則先將其坐標轉換

為 WGS84 坐標。將檔案以 3DEM 軟體開啟，並將其轉為 dem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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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 AccuTrans3D 軟體，將前述步驟生成之 dem 檔案轉換為 stl

模型檔。  

(5).先使用 Blender 軟體的 Intersect 工具加入合適厚度之底部。在該

軟體中亦可進行模型的最佳化，如增揚高程(scale 工具)或是分割

模型(bisect 工具)等。  

(6).最後使用 MakerBot Desktop 軟體生成 x3g 檔案. 

(7).形成之 3D 立體影像，可以投影展現在祭場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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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因族人未能掌握製作時程與技術，本團隊委託學校製作等高保

利龍板切割製作，並標示傳統領域及其中重要植物之生長區域，

其目的也是因應國家施政政策發展原鄉第一階段之在地創生計

畫，可望在族內透過製成的 3D 裡體模型，做為未來部落發展產

業之規劃沙盤推演具體施作，最好的使用規劃工具。 

圖 1-9 為成果展所展示之具體模型 150 公分*150 公分 1 /10000 

圖 1-9 成果展示具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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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傳統植物加值應用與創新設計 

第一節、傳統植物生態圈示範區建置-五峰 kilapa：傳統植物生態圈 

本次計畫傳統植物生態圈示範區第一年以北賽夏居住地為主，為

整合計畫發展策略，以資源盤點為主軸的賽夏族「矮靈祭歌中的植

物」主，並連結矮靈祭場之周邊環境植物生態圈之營造，經過實際

踏查的田調工作，發掘賽夏族傳統植物(祭歌中的植物)就在賽夏族生

活圈的部落範圍裡，形成一個非常自然的「生態戶外廊道及教

室」，不用刻意的去植栽或去培植，然而事實在過去祖先的記憶把

祭歌中生長的植物作為地景標記，而長年陪伴著賽夏族族人渡過每

一次的祭儀，這是本計畫很重要的發現。 

 
圖 2-1 賽夏族 kilapa:大隘村居住範圍 

    如圖 2-1 所示白色框線的範圍為賽夏族 kilapa:大隘村居住範圍

包括 18 兒部落、南口部落、大隘部落、五峰部落、上大隘部落、鵝

公髻山部落、高峰部落、茅圃部落、泰平部落等九個部落，但其中

賽夏族居住在花園村上、下比來部落，不在本計畫規劃當中。 

圖 2-1 中藍色線的標

記為發現植物的據點，起

為南清 122 線大起點為大

隘村朱家庄(矮靈祭場入口

處)，延伸至矮靈祭場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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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大隘部落(隘蘭聯絡道路)約長 3 公里長的路段。 

在辦理第三場次的共識會議當中，邀請部落的族人認識自己的

部落及在地資源的討論，舉凡在自然資源、動植物資源、地景地

貌、休閒景點..等，以下為族人分析後之列表： 

表 2-1 第三場共識會議族人分析部落在地資源列表 

在地資源分析 發展特色說明 

1.蓪草 早期先人作為與漢民族交流中心經濟來源 
2.蕨類 賽夏族食用植物亦是本族獨有之植物 

3.台灣赤楊 
賽夏族於 paSta’ay 送靈搶折之樹種，係朱姓家族第
一及第二順位所使用平時作為香菇培植之材料。 

4.山胡椒 作為香料用 
5.農特產品 部落多元之發展 
6.苦花溪蝦 祭矮靈所使用之最佳菜餚 
7.鱉 上坪溪水旁獨有野生 
8~15 餐飲住宿區 部落新興產業 
16.矮靈祭場 賽夏族文化信仰之中心地 
17.頭目之家 因應原民會倡議之重點部落計畫而成 
18.帝那度祭場 賽夏族趙氏宗親主持之祭儀 
19~20 公墓 生命禮俗 
21.矮人洞 矮靈源頭居所 
22.送矮靈廣場 與矮靈相見與送別之地 
23~27.古道 祖先所形之足跡、新興之休閒活動 
28.上大隘派出所 部落與行政部門共管規劃之預定地 
29.瀑布 天然資源 
30.木工藝 部落文創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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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為第三場次的共識會議中，族人認識自己的部落及在地

資源的討論分析圖。 

 
圖 2-2 第三場次的共識部落族人就在地資源討論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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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為族人以南清 122 縣道往南及往西海拔延伸出來的在地

資源分析圖示，以賽夏族矮靈祭場為中心延伸至隘蘭道路構成自然

的三條生態路線，這樣依據海拔不同層次的起伏，植物所呈現的生

態林相也相對的不同層次，另外沿路的住家或經濟小規模的開發休

閒農場、露營區、民宿及集會所等，仍還保持著自然生態的維持林

相，其中文化遺址內涵:經過矮靈祭場、頭目之家、帝那度祭場、上

大隘活動中心(民族議會中心/北群公法人勝地)、櫻之林園區、筑苑

民宿、松木青露營區及趙氏頭目陵墓，結合本次沿著路徑所調查出

來的祭歌植物成為一系列的賽夏族傳統故事、民族當代歷史及地方

產業的知識系統，並未來可應用於在地產業發展重要的元素。 

 
圖 2-3 賽夏族矮靈祭場為中心延伸至隘蘭道路構成自然的三條生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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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植物文創商品開發報告 

1. 賽夏族植物應用分類 

本計畫調研出約 48 種的植物，其賽夏族傳統與現代應用的分類

結果臚列如下表： 

表 2-2 調研 48 種賽夏族植物應用分類表 

賽夏族 

植物應用 

應用分類 植物名稱 

A.藥用醫學 

闊葉樓梯草、黃藤、天仙果、香椿、五節芒、

小白花鬼針、食茱萸、魚腥草、台灣芭蕉、南

國小薊、構樹、藤相思樹、野桐、白茅、小葉

桑、山葡萄、腎蕨、木賊、愛玉子、油茶、刺

五加 

B.建築工藝 
黃藤、五節芒、山棕、台灣芭蕉、苦楝、白

茅、桂竹、筆筒樹 

C.食材料理 

闊葉樓梯草、黃藤、羅氏鹽膚木、台灣矢竹、

山胡椒、五節芒、小白花鬼針、食茱萸、山

柿、桃樹、山豬肉樹、魚腥草、台灣芭蕉、山

萵苣、小米、構樹、小葉桑、山葡萄、芋頭、

愛玉子、油茶、百香果、刺五加、桂竹、筆筒

樹 

C.生活應用 

黃藤、羅氏鹽膚木、台灣矢竹、山胡椒、楓

香、山柿、山漆樹、酸藤、山棕、香楠木、山

豬肉樹、台灣芭蕉、薏苡、台灣赤楊、烏皮九

芎、山枇杷、苦楝、構樹、藤相思樹、魚藤、

野桐、棕葉狗尾草、小葉桑、山葡萄、腎蕨、

木賊、油茶、百香果、青苧麻、刺五加、桂竹 

D.祭儀 
羅氏鹽膚木、五節芒、桃樹、香楠木、薏苡、

小米、台灣赤楊、烏皮九芎、野桐、桂竹 

E.其他應用 黃藤、藤相思樹 
 

2.文化內容的元素萃取與轉化應用 

本計畫團隊經過實際調研踏查的結果，透過表 2-2 分類的結果

為發展文化創意的產品延伸，其中不乏有許多可應用的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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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從賽夏族生活上文化特色來自本體文化內涵的核心價值，來自生

活醫學、建築工藝、食材料理、生活應用、祭祀、其他…等。 

不管從那個分類上之文化元素來萃取植物本體與轉化設計的目

的，因應追求大眾對文化本質的認同與創意加值的感動乃是文化轉

化設計宗旨。 

本計畫期待把賽夏族文化的本質，藉由創意加值的設計手法，

轉譯為跨族群、跨國度被認同和感動的創意產出，以擴大市場需

求，是文化創意產業化的關鍵技術。 

3.文化創意產業化的關鍵技術 

文化創意設計的關鍵技術，在於文化內容的元素萃取與轉化應

用， 並以保有文化的核心價值，轉化為符合時尚市場需求的創意加

值設計為目的。 

 
圖 2-4 文化元素的萃取轉化的演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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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到文化與在地發展的初衷 

當針對調研之結果進行產品設計時，首先必須回到最初衷與賽

夏族人談到文化核心價值及在地產業發展的未來可行性之目標，其

實是喚起一種「在地人」「做在地事」的課題與考驗，當我們必須

面對從無置有的產品設計，絕對不是平白無顧地自創一個產品就可

以交代的;我們必須回到有哪些人?是族人可以共同成為產業經濟體

的夥伴?及甚麼樣的東西與價值?要保存下來並且有它的獨特性及不

可取代性的價值?當這些問題最終回歸，在地永續發展的可能性，創

造出來的產品才具有對當地認同、受益、傳承的價值，其實對尚未

沒有經驗成為共識的夥伴族人來說，這樣一個新產業思維的設計模

式進場，也使他們無從下決定或反映當下的提問。 

透過本計畫第三場次的產業工作坊的討論及本賽夏族與林務局

新竹林區管理處夥伴關係委員會議中，提到一些議題值得後續討論

與探討如下: 

    (1) 森林共管(巡山員就業機會) 

    (2) 文化環境復振(古道修繕) 

    (3) 語言文化(建構語言教育) 

    (4) 環境美化(生活圈) 

    (5) 培植育苗(產業加值) 

其中最具與產業有關的就是培育育苗在第二次的夥伴關係委員

會議中，族人確實倡議是個好發展的面向與方向，然而不謀而合的

在進行植物調研的過程中，本團隊發現與初探的成果，植物的生長

環境其實有九成以上都在賽夏族部落環境的生活圈上，過去的傳統

知識雖然有留下來，但因為現代生活化的發展，生活便利性提高，

要向外購買東西或使用貨幣交換需求的條件下，過去祖先傳統所使

用的生活技巧與撇步，無法配合現代化生活的使用模式來因應，現

在並須從傳統的價值如何轉化為現代可用的模式。 

經調查的結果，受訪者約 65 歲以上的賽夏族長者，對於生活其

環境的植物藥草的辨認、分類、使用解說的非常精萃，尤其草本類

的植物根本不需要特別的照顧或培植就長的遍地開花成果，只要不

在汙染及噴灑農藥的環境下，草本植物的生長的確複製、生產的能

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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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應用創作與設計 

順這這樣的分析結果與族人自身的能力與共識，本公司與三光

農業科技有限公司針對草本、木本植物進行測試與研究，並邀請自

然律例生活醫學創辦人陳堅真老師(醫療保健暢銷書作家)來為本計畫

針對賽夏族草本藥材使用把脈並結合一套可行性的商品。 

在其中賽夏族豆鼎發及日繁雄的長老訪問中，取葉煮水可做去

寒症保暖之坐月子泡澡之用的煞草，其中泡澡配方來自本計畫調研

中的許多植物共構而成的，比方說具有去風邪、除濕、禦寒、消

炎、解熱藥草分別有煞草、艾草、大風草、香茅、魚腥草、咸豐

草、白茅根..等這些配方可以足以有一套養生保養的系統。用來開發

草本養生泡澡包適宜一般大眾體質的處方。 

簡而言之，草本排除毒性的，其實後續成為在地產業的加工處

理，就可以便於原料取之容易、培植無難易度、製作流程簡單化、

小型生產工具、富有故事性的包裝設計..等，想一套可行性的產業操

演模式，一條系統的自產、自造、自銷的模式。 

經過自然律例創辦人陳堅真老師依據賽夏族多種台灣珍貴的草

本植物，按嚴格之「配伍」原理從中醫保健的觀點來協助開發，有

關養生保健的時代與趨勢活化傳統草本的應用價值，這套古法可以

透過現代化的處理，本計畫預計朝向研發提倡環保、健康、自然，

草本系列商品養生泡澡包、草本手工皂、草本除濕除臭液(丸)、草本

養生茶包等，從賽夏族傳統生活養身保健的知識構面延伸發展與擴

展面向。 

實際經過草本植物配伍出來的草本包泡浴內含物包括：鬼針

草、魚腥草、抹草、香茅、冷飯藤、左手香等十數種臺灣珍貴的草

本，陳堅真老師用十多種臺灣珍貴的草本植物，按嚴格之「配伍」

原理配製而成，可袪除體內之風、寒、暑、濕、燥、火等邪氣，促

進生理循環。原來是調製給產婦坐月子用的，經陳老師精心優化之

後，男女老少都可以用。適應人群：婦女於例假前七天開始每天泡

沐，可舒緩身體之不適，回春草本包泡浴，除了可「回春」之外，

還可以通氣活血、消除疲勞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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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賽夏文創商品開發-草本包泡浴 

產品的價值期能獲得族人信賴與實質可以操作的模式來進行開

發，所見可以成為一個商品的價值的設計，無法立即見效及降低成

本，並未來自在地產業而生，恐淪於藉由外部製造而打上名號而

已，所以本團隊雖找外部資源以植物草本之方向進行設計，單草本

本身原物料的取得，目前本族尚未組織相關團隊，維護復育草本園

區概念，這恐為需要有策略上的資源搭配，而進行產業發展組織，

經過本族討論草本包泡浴作為未來發展目標，回歸較為實質容易可

以操作的目標上，進行較為便於操作的項目上。 

6. 在地對產業發展另一思維，迴路扮演角色 

經過一群本族的在地工作者與小農們共同討論後，其目標放在

先期的組織發展的可行性，有組織才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產業開發

模式，包括各項的組織分工，一級產業至三級產業，這也是回頭檢

視本計畫研究之後的產業策略方式迴路，終究乃考慮在地本質的意

願、投入與行動。 

◆迴路：電流可以流通的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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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本計畫產品開發重要發展設計過程 

圖 2-6 為本計畫產品開發重要發展設計過程，本團隊實質的操

作的方式以圖解說明：本次產品設計所扮演的角色作為其為迴路之

說的「導體」，其目地視野著於未來穩定上的產業市場(正圓外圈)，

目標放在「在地」現有的「屬地資源」挖掘、探討、精粹，有甚麼?

可以做甚麼?由誰來做?資源有哪些？透過迴路有內往外探尋可行性

的各式機會?包括在地資源主導的成分(內部資源＞＝＜外部資源)，

作為產業決策可行性最關鍵的元素，這也是發展部落產業成敗的關

鍵點。 

另外一個由外部資源往屬地資源的迴路，外部應具備可行性的

可能?作為投入或主導(外部資源＞＝＜內部資源)，兩種可能性的結

果強化屬地資源或弱化屬地資源。 

因此，兩種迴路的導體扮演非常重要的中間角色，身為賽夏族

的團隊身切了解在產級發展有限、屬地資源的不足及尚未組織化的

團隊而感到某些層度的警覺，但另一方面卻是賽夏族產業的契機，

與可以透過迴路的存在善盡中間流通的資源角色，進而發展出近期

至未來的行動規劃，多次互動交流的協談，基礎架構對話的平台不

斷的來回推進整合內外可行因素，並發散各種可行性，故在今年三

月份起賽夏族人討論提議，透過本計畫產業會議當中，引導並提供

分享現行國家創生元年推動「在地創生」計畫，精神就是活化、產

生在地活力、找出在地 DNA，其中在地的「人」組織起來籌備成立

合作社方式，作為具體行動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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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本團隊輔導在地籌設合作社主管機關同意函 

 圖 2-7 所示為本團隊輔導在地籌設合作社之主管機關新竹縣政

府同意函，內容卓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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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另一種可靠的方式，創意會轉彎，實踐更好 

經過上述設計導入的過程中，迴路的交流與溝通，考量現行實

質可以直接操作的產品設計，能夠普及族人簡易進行的項目。故乃

經過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掘祭歌當中的「魚腥草」不僅在祭歌中

所代表賽夏族人多子多孫之衍生意涵，更是族人現在廣泛應用消暑

的之功效的飲品，再加上南賽夏發展林下經濟產業的養蜂產業，本 

團隊結合族人研發一項結合「魚腥草及蜂蜜」的消暑沁涼的飲

品，把現行南北賽夏族與林務局夥伴關係下的合作產業座結合應

用，並研發「阿撒．娃娃露」養生飲作為本次研發產品項目，也作

為本次成果展最佳的伴手禮，取名「植迷蜂華伴手禮」，內含阿

撒．娃娃露一瓶、兩顆有機番茄、馬告辛香調味料一瓶及馬告萃取

精油一瓶，採用手提竹籃及鋪設香蕉葉墊。 

 

 

圖 2-8 賽夏文創商品研發-「阿撒．娃娃露」養生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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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植迷蜂華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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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成果發表會 

成果展之核心價值，展現本計畫一年來所採集、研究，駐地參

與、各項紀錄、執行作業而成的過程及經驗，經過精緻規劃與元素

提煉呈現本階段性的豐碩成果，並配合林務局新竹林管處相關事

項。  

第一節、計畫執行成果之呈現 
時間 7/12(五)行程 地點 備註 

09：20-
09：40 

迎賓-吟唱賽夏歌謠 
祈福-長老祝福，貼幸福草

(由局長、副局長、新竹處

處長代表) 

部落教室

前 

 

09：40-
10：00 

開場-夥伴關係建立過程與

養蜂成果 
二樓視聽

教室 

根志優理事長總開場

並介紹新竹處與賽夏

族夥伴關係建立及養

蜂合作過程 

10：00-
11：30 

A 場次：林下經濟-賽夏養

蜂基地現場觀摩及解說 
二樓視聽

教室 

成果靜態展示、佈

置及現場解說由林

杏老師負責 
DIY 部分由潘章三

妹村長指導(一張桌

配置 6 至 7 人) 
參與人員分 3 大組

(1 組約 45 人)輪流

參加 A、B、C 場次 

B 場次:賽夏族傳統植物生

活應用研究成果報告-賽夏

族產業策略與發展(開場吟

唱傳統植物祭歌) 
C 場次：賽夏族傳統植物

生活應用成果展示暨竹藤

編藝品 DIY 

二樓視聽

教室 

11：30-
12：40 

原住民風味午膳 
(提供搗麻糬一組展示體驗) 

蓬萊國小

後花園 
由(南群)夥伴協助籌

備 

09：30-
12：30 

賽夏族傳統植物生活應用

研究成果靜態展與解說 

二樓視聽

教室外走

廊 當日常設展 

賽夏族農產品展示拓售 
校園教室

一樓走廊 

第二節、辦理時間地點 

辦理時間:108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 

辦理地點: 苗栗縣蓬萊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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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成果靜、動態展現 

【1樓長廊農產工藝展示拓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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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室內簡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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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長廊植物手繪展示、植物應用介紹與傳說故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81 - 

第四節、成果商品展示、體驗及挑戰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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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賽夏族產業策略發展模式建立 

第一節、緒論 

1. 前言  

談到發展原住民族產業，對很多原住民而言，似乎是老掉牙的

議題。中華民國政府執政至今，各階層的政府只要談到原住民族相

關議題，第一個提到的一定是要如何振興原住民族產經發展。為此

也提了無數計畫，投入了大量經費。然而六十多年過去了，依照最

近的調查，原住民的經濟依然相對弱勢。家庭平均年收入是一般社

會的百分之六十；大約百分之五十的原住民家庭收入，仍在一般社

會的貧窮線以下。一個至今找不到什麼解決方案的原住民重大議

題，在一個非常小又看似無關的「賽夏族矮靈祭歌植物調查計畫」

裡，似也不可能找出甚麼解決整個產業發展的靈丹妙藥。但我們希

望改變，因此，用本計畫試著改變思考模式。 

本計畫選擇從部落發展，就是希望整個原住民的產業能以小窺

大，讓族人改從部落出發，試著從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開始思考如何

發展產業。計畫中找出一般社會產業發展模式，來探討產業如何從

初始到成形、站穩到永續發展的箇中原因，讓部落族人能從一粒沙

來看全世界，真正了解一般社會發展產業成功的因素。如此，讓部

落族人可以對照反思自身產業經濟發展上可能的問題。 

一旦族人能了解部落發展產業的可能問題，接著再透過本團隊

共同思考，針對上述相關問題，共同提出一些策略思考。從中選擇

重點問題，提出一套有效的計畫方案及其前提工作，並在部落內部

形成共識後，針對性或重點性地協助尋找並投入資源，讓部落能在

充分了解產業如何正確發展下，從部落重新出發。 

這樣的思考及作法，乃是依據學者 Karl Weick 在其所著「建構

中組織的社會心理學」3裡所提出的：組織及其行為之建構，乃因環

境（Environment）資源，促成環境內成員思考而制行（Enact）產生

了各種行動，經過選擇（Select）其中的想望後，存留（Retent）於

跟著慢慢改變的環境。如此的過程會產生回饋，而回頭影響制行的

行為以及選擇的內容，逐次保留堆疊後，使環境產生強化（僵固）

性，因而組成組織去維護這樣的環境...等等的理論思考而進行。   

 
3
 賈柠瑞(譯) (1979)，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原作者：Karl E. Weick) (22-57)，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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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者，本文也參考知名策略學者歐陽達賢以及 BCG 等研究單位

相關之策略管理思考著作，來撰寫相關策略內容。 

以上是推動本計畫行動之策略理論及方法，用以導動部落人

「集體」思考部落產業發展，取代過去完全由菁英個人主導，或者

由上而下、被動地全然等待及依賴大政府的模式。主要的目標，是

希望建構良好的部落產業組織，以便開始進行各種產業管理活動。

並以此組織為基礎，按著共同研析出來的發展策略及計畫方案，持

續建構及發展賽夏個別部落，以及整個賽夏族未來可以永續經營的

產業。 

在此必須先強調，本部分撰寫的主要目的，不是在發表新的概

念或理論。誠如前段所提示，是用以讓部落族人了解產經發展的過

程及模式，並達成發展共識。因此，若以太過艱澀的論文撰寫方

式，將引不起族人的興趣，而使本計畫「先內部形成共識」之初衷

蕩然。 

同時，對照本計畫中「祭歌傳統植物調查部分」之生動活潑、

美學所呈現的內容，若本部分盡是艱澀難懂論文形式，將顯得相當

突兀，並令一般族人不願卒讀。如此，將又失去撰寫本部分時，希

望族人「願意瞭解」之初衷。 

因此，本計畫內容，不以符合嚴謹的論文之形式提出，而採以

盡量簡單易懂之表現方式。尤其加入許多賽夏族歷史事件，以及在

原住民族發生的案例，來當作解說產業發展的問題，以及探討原因

的主要內容，讓族人不覺得太陌生。 

以研究方法來說，本文偏以詮釋方法為主，詮釋的素材來自賽

夏族相關研究文獻及著作，並加入簡單之訪談內容及問卷調查結

果。嘗試以個案研究（case study）之寫法，增加閱讀故事的樂趣

性，實不能視之為完整正式的論文發表，若有不足之處，尚請各位

學研界的前輩海涵。 

至於是否能找出新的概念或衍生新的理論，將在本計畫後續計

畫繼續執行過程得出的成果，以紮根方法（grounding）甚至量化研

究方法，進行觀察分析，期望能獲致某些新的發現。其時，再重新

撰擬提報，公開接受各位先進之指教，以期能為台灣原住民產業經

濟，建構一套完整可行之策略及執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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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內容過程及流程架構 

本計畫研究內容，如下圖（圖 4-1）： 

 
圖 4-1 本計畫研究內容圖 

本計畫研究流程，乃由 Karl Weick 所著之「組織中的

社會心理學」（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提出

於組織建構中，人或組織的心理，會循著下列的過程；環境

資源（Enviroment & resource）-制行（Enact）-選擇

（Select）-存留（Retent）而逐漸變化，最終達到人心或組

織所思考的新的境地。此流程圖如下（圖 4-2） 

 
圖 4-2 Karl Weick 組織建構中之社會心理學心理建構流程圖 

上述組織建構流程，與本計畫之產業策略建構之過程相

同。因此本計畫依據上述流程，將每個方塊研究之內容展

開，得到策略發展建構總圖（圖 4-3），以為研究過程之導

引。

解構 

 1.打破族人對投入產業之恐懼感 
 2.化解族人對文化轉成產業之忌諱 
 3.與配合對象互動模式之反思 

解析 

1.文化與產業間問題之了解 
2.建立產業發展之信心 
3.資源取得方案之思考 
4.各種過去行動方案之解析 

重構 

1.確認行動方案及步驟 
2.行動資源實質取得及適時投入 
3.成果及管理方案 
4.新的行動及資源 

環境資源：
植物調查計
畫 

產生行動 

（Enact） 

選擇 

（Select） 

存留累積 

（Re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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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Karl Weick 組織建構中之社會心理學心理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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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一般社會發展產業之條件及策略，探討原住民族之產業發展4 

3.1. 當「交換」變成「交易」後原住民的心理變化 

自古以來，人們就開始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來找到

自己所沒有的而剛好對方有的東西。而當很多人都需要這個東

西，就會有很多人設法提供，因而產生越來越頻繁的交換行

動，其所發生的社會行為現象，就是「市場」形成的原因。 

當交換行為開始之初，人們心中並不存在現今「市場」及

「營利」的觀念。在 16 世紀前，因交易而產生的「營利」，會

被視為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將被人們及宗教所唾棄的。因此，

直到十八世紀，所謂的「市場」及「市場機制」，經過亞當史

密撰寫的巨著「國富論」之後，才開始被許多人發現及慢慢接

受。原來真的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節私人利益導入

整體社會利益，而成就人類的欲望」。所謂資本主義也於焉誕

生。 

自古以來，台灣原住民族生活中的一切，本也僅是很單純

的交換分享模式，以共同圍漁獵分享成果、換工農耕方式取得

勞力，已能自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如現今倡議的里山經

濟），並不需要交易營利。渠至漢人來台趨近族群周邊生活

後，再歷經清朝、日治到國府遷台，在歷史各階段政府的主導

及干涉下，原住民社會才逐漸被迫產生交易營利的行為。 

原住民族原生活於大自然裡，具有毫無心機、樂於分享、

無所爭逐的美好天性。一旦受到外力及政府侵入強制管制，甚

至強迫離開原有的環境，進入新的環境及體制下，由於天生對

於市場機制形成的許多機算及所謂行規陌生，並且難以適應

下，往往成為市場機制及資本主義下的犧牲者。 

因此，提到如何建構產業，基於上述過去許多受騙上當的

經驗，多半的族人的態度常是陌生、遲疑的，是恐懼、排斥

的。加上大多數族人篤信基督教派，持續受 16 世紀歐洲教會嚴

禁營利的思想影響，故常將商業營利視同惡行（至少不是對的

行為）。新近再受到漢人的部落商店對原住民以「米酒換土

地」的惡劣印象，這種想法強化存在於原住民心中，「無商不

 
4
 蔡伸章(譯)(1993)，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原作者：Robert L. Heibroner)(7-34)，台北：志文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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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成為推動原住民族產業所必須面對及要改變的一種心理定

見。 

解構原住民對產業發展負面效應的惡劣印象及偏見，是建

構原住民族產業的第一步。 

3.2. 原住民產業潛在的「顧客價值」5 

3.2.1 產業空間之產生 

按前述所提出的產業的誕生，是為了「從私人的利益導入

整體社會的利益，以成就人類的欲望」集結的群體行為—亦即

所謂的「市場」。因此，簡單推論，產業必須符合市場的需

求，而市場必須滿足個人的需求。亦即，人的需求，才是市場

空間的源頭。滿足人的需求，才能創造產業及其市場。 

按照產業之建構理論，「產業空間」，始終來自於顧客心

中想要的「顧客價值」。 

3.2.2 價值需求的變化 

從人類的歷史過程來看人的需求，已從最基本生理需求層

次的食衣住行，到學者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所

提出「人的需求層次」理論--從個人生理需求、安全心理需

求，提升到社會認同及自我實現等需求層次，說明人不同的階

段有其不同的生活價值需求。因此，呼應前一段的論述，產業

也必須因應不同時代以及不同層次的人的價值需求而變化，才

能夠持續生存。 

最簡單的例子，台灣在 40 年前，幾乎所有人只要能在家裡

能吃飽即可，上餐館吃飯乃是偶而為之。然而至今，一般社會

因為工作時間關係，已經很少自己開伙，幾乎都在外頭吃飯。

下班後找的餐廳，除了考慮吃飽以及食物的色香味外，現在進

一步為了身體健康，連營養成分、熱量、是否有機…等等，都

開始要求。也就是說，飲食的「價值」觀變了。以前的客人的

飲食「價值」，只為吃飽；現在的「價值」，則是要吃健康。 

同時，餐廳能到處林立，是因為大家忙，因此有些餐廳開

始關注解決「忙」這件事的「顧客價值」，而能持續在餐飲業

生存（這可以解釋很多速食店食物普遍難吃，生意卻很好的理

 
5
 鍾憲瑞(2013)，產業分析精論(123-130)，台北：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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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一）。總之，40 年前的餐廳經營模式，絕對與現在的餐廳

完全不同。 

3.2.3 原住民應有的顧客價值基本觀--不扭曲自己的文化 

因此，想投入各種產業之前，首先必須了解這個產業環境

對其目標客戶，可以產生甚麼「價值」。 

現在很多人進到原住民部落，特別是原住民的幾個明星部

落，皆可感受到原住民的自然、真誠及熱情，因為原住民對於

遠方客人到來，無不想以家中最好的事物來款待，常會讓來客

感到驚奇。 

以本團隊本身為賽夏族人及自小生活在原住民部落的經

驗，在過去交通非常不便利的時代，拜訪親友，往往都要爬過

好幾座山、涉過好幾條河。由於路途遙遠，而且因為難得幾年

才見得一面，常常會帶著家中最好的東西當禮物過去拜訪，非

常辛苦卻甘之如飴。而被拜訪者亦因難得見面，也極盡家中所

有來款待，並還要打包讓親友帶回去，否則被鄰居看到會被嘲

笑沒有盡到待客之道。這就是原住民對待客人的基本規範。 

這樣的待客之道一直延續至今，只要客人到來，一定會全

心照應。即使很多族人為謀生開始經營民宿後，這樣的習慣依

舊不改，會因為來客的付費，而更加用心回饋，希望讓客人感

受賓至如歸、物超所值，否則會有愧於心。 

這些思考顧客價值的行為模式，並不是原住民學習自現代

服務業理論而得，它本來就深植在原住民族文化裡，剛好符合

現代的服態度而已。 

因此，以「顧客價值」觀點來看，服務業是非常適合原住

民天性發展的產業。進一步說，部落發展產業時，部落應該先

思考，這產業裡有無甚麼是部落族人的自然天性，而願意提供

給客人的顧客價值。發展不扭曲原來的行為模式（即文化）的

產業，成功率會比較高。 

3.3.為何產業策略很重要 

所謂產業，依照其定義，是指生產或提供相同且互相可以

替代的產品及服務的一群人及其組織營利行為。然而因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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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下，競爭者眾，因此往往只有能在這行業

裡勝出的個人或組織，才能獲利及生存。 

例如前節所提的餐飲產業，滿街的餐廳，如何能吸引顧客

選擇你的餐廳？首先必須是你的餐廳，在顧客一樣的付出下，

能夠提供更多的價值給顧客。因此，如何讓顧客能實際感受到

產品之附加價值，是在產業裡能一枝獨秀、成為先鋒龍頭（Pio

neer）的重要因素。這種對現象所產生的思考，就是所謂策略

的開端。 

再以上述為例，產業裡的先鋒（Pioneer）絕對是大家都會

學習的對象，因此，先鋒龍頭的做法，很快就會被模仿而逐漸

喪失其優勢。然而常常發生的現象是，因跟隨者（follower） 

只需要簡單抄襲，而不需分擔研發的費用，因此可以價格優

勢，來搶佔市場。相對者，先鋒者為了持續維持優勢，即會採

行智慧財產權攻擊、進行降價或者提供更多附加價值給顧客，

以維護其龍頭地位，否則，久而久之，先鋒者絕對最先倒閉。

上述攻防之道，便是所謂的「策略」（strategy）行動。 

由此可見，策略是要投入產業前，最先必須思考的課題，

包含「策略思考」及「策略行動」。 

3.3.1 五力分析6 

例如，90 年代策略大師--麥可波特即曾提出「五力分

析」，指出在某個產業裡如果要獨佔龍頭，必須要從「現有競

爭者」、「潛在競爭者」、「上游供應商」、「下游銷售

商」、以及「可能替代產品」等五方面去思考，若在這五個方

面的競爭力都是最強的，絕對可以在這個產業獨領風騷。 

3.3.2 藍海策略7 

又如 21 世紀初風行的「藍海策略」曾提出，若要在眾多競

爭對手中獲利，必須深入瞭解目標顧客的價值需求，找出目標

顧客最關心的產業價值鏈內容，將本身產品進行針對性的變化-

-包含增加、減少、創造、去除等四種作法，使產品更切合目標

顧客所需，就能找到企業持續經營及創造利潤的利基（Nich

 
6 鍾憲瑞(2013)，產業分析精論-2.2 五力分析，台北：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 黃秀媛(譯)(2005)，藍海策略(原作者：W. Chan Kim & Renee Mauborgne)，台北：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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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這就是「產業生態學」理論所提到的「利基切割」的策略

方法。 

3.3.3 動態策略觀 

在此我們發現，「策略」可以採用麥可波特的直接攻擊模

式--所謂「紅海策略」，亦可從顧客價值採用迂迴切割市場模

式--所謂「藍海策略」而不採直接攻擊，而是隨著企業在產業

裡的位置而做改變。因此，對於產業發展而言，動態的策略思

考，是進入產業後，維持本身生存條件，所必須常做的一件

事。 

總而言之，所謂「產業策略」，簡單說，必須了解本身在產

業裡所處位置，採取最符合本身條件的策略思維，並且因應產業

態勢，持續動態變化策略以因應之所有做法。 

原住民的發展產業時，從很多方面來看，比較多是因為看到漢

人在某方面賺錢，便也興起投入的念頭，而不先思考投入的各種

可能問題、環境條件以及所有需求資源為何。即如上述所說的

「跟隨者」或「被殖民者」，以致失敗的案例比比皆是。 

「採用何種策略及因應動態變化」，是未來原住民發展產業

時，所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 

3.4.選擇產業策略要思考的內容為何8 

所謂策略，按較多學者同意的定義為，「設想未來目標，

在現況下，探討過去的問題及解決方法之有效性，找出未來可

能的諸多問題之重點部分，提出階段做法，集中資源逐一解

決，慢慢朝向目標前進的所有思維及行動。」 

上述也許有點複雜難懂，惟按國內著名策略大師--司徒達賢

教授所說，策略就像打麻將一般，先檢視手中的牌（現況資

源），發現自己缺少的牌（問題），預設牌局的結果（預設目

標），可能手中讓自己得利或對手失利的牌（蒐集確認有利因

素），決定牌桌上取、捨的牌（注意動態條件變化），再注意

其他對手的出牌是否能讓手中的牌翻轉（抓好時機翻轉劣勢強

化優勢，使目標結果更好）。最重要是清楚判斷手上的牌，最

 
8 司徒達賢(2016)，策略管理新論：觀念架構與分析方法(43-56)，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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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最壞的結果（訂定適切目標）；例如，假如手上是爛牌，

最後至少安全下莊。 

回到主題，更明白地說，進入產業前，要先了解自己擁有

甚麼資源，探討過去產業發展過程的問題，設定比較可行的目

標，診斷問題及選出最重要的問題及思考解決問題的前提條件

及作法，集中投入資源先解決最重要的問題，繼續發現問題及

解決之，不斷輪迴思考及計畫作法，最終即會達成比預期更好

的目標結果。 

在此，簡化發展產業及推動產業策略的基本思考內容： 

a. 環境有何資源：有關個人的、內部的、外部的 

b. 預設可行目標：盡量具體量化，如年度營業數及利潤率、市

場占有率，或如成立合作社一家、雇用原住民 5 人…等。 

c. 過去及現在問題何在：辨識過去失敗的原因及現在的問題。 

d. 先解決幾個最重要問題：甚麼最優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提

出需用資源。 

e. 每個重要問題是否有前提準備工作。 

f. 找出解決主要問題需要的資源。 

g. 提出分階段實際做法及開始執行：計畫（P）－執行（D）－

檢討（C）－修正行動（A）。 

h. 輪迴按階段目標達成狀況滾動式修正行動方案：階段目標達

成及未達成之問題解決方案。 

i. 達成比預設更好的目標：進行順利下，可滾動式適度提升達

成目標，建立產業投入信心。 

按上述過程來回行動及檢討成果，即可達到更好的目標。

此為策略非常重要的原因。          

3.5. 原住民族選擇發展產業項目之原則 

按著上述產業策略的思維，發展產業首先必須了解產業環

境。在一般的企管教科書上，多會列舉非常多產業發展之環境

條件，並詳加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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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原住民族適合發展的產業內容而言，本團隊以生態永

續性相同的概念，提出「產業選擇」的基本前提為--「不能破壞

原住民族各種環境的產業」。此「不能破壞的環境」包含： 

a. 生態環境：所發展之產業，不能破壞原有環境生態之永續

性。 

b. 人文環境：不能因為文化應用於產業而扭曲文化內容，破壞

原有文化之嚴謹性以及其永續性。 

c. 社會環境：不能衝擊原有族群之社會價值，盡量降低對原有

之社會運作模式之影響 

d. 政治環境：不利用產業利益影響政治正義正直的方向 

e. 教育環境：良善教育體系之本質必須堅持，以免形成未來子

弟向錢看的價值觀等等。 

3.6. 文化應用於產經發展之限制9 

前一節提到的不能破壞的幾個基本項目裡，最困難及令人

擔心的是無形的「文化」。文化，對於許多人來說，是崇高不

可侵犯的，若提出與經濟扯在一起，很容易被視為一種褻瀆。

實質上，文化也確實常會隨著產業經濟規模量變，而形成質

變。例如，參加矮祭儀的人數，為了擺攤賺錢，有人主張遊客

要大大開放。但太多遊客，卻可能破壞祭儀莊嚴性。 

因此，若本文中提及產業裡要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時，恐

怕會被很多文化保守派人士抨擊。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無形

性（無法量化及難以客觀質化），以及變化時的難以捉摸。 

澳洲學者大衛索羅斯比（David Throsby）著作的「文化經

濟學」書中提到 1947 年法蘭克福學派大師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以及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合著的「啟蒙的

辯證」裡，曾經以「文化產業」諷刺當年以文化轉成生產消費

物質而置入意識形態的作法。至今，台灣成立了文化部，文化

部長鄭女士還說了這一段經典的話，大致如--「文化部不是設來

治理文化的，而是要來將文化融入政府的治理思維裡。」。而

文化的展現，不只變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應用在產業產品上，

 
9 張維倫等(譯)(2003)，文化經濟學 Economics and Culture(原作者：David Throsby )(54-88)，台

北：典藏藝術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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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產品區隔及群族識別的重要符號。因此文創產品，早已變

成彰顯國家特色的重要產物。 

在此，我們暫不去探討理論上所謂文化的內涵表徵，而單

純從文化應用於經濟時，如何才不會傷害文化之本質的角度來

探討。 

a. 如何維持文化永續完整性：「文化經濟學」裡特別提到，文

化是某一族群的重要資本，稱之為「文化資本」。應用於經

濟方面，「必須考慮其跨越時間的特性：如何從過去接收如

遺產般的文化資本？現在如何處置它？以及，如何把它交給

未來？」--亦即「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問題。 

簡單來說，我們必須注意在發展產業的過程，如何能維

持「文化」的完整性及不可侵犯性。 

b. 文化是公共財，因此因文化而產生的利益，應屬群體所有：

在本書中曾提出這樣的一個假說（hypothesis）--「經濟的驅

動力（impulse）是個人主義的（individualistics），而文化的

驅動力是集體的（collective）」。本團隊認為，這是一個可以

挑戰的議題。 

上述，對賽夏族而言，既然文化是必須完好永續的，其有

賴所有在這個文化底下生活的族人去維護它，使後代子孫永遠

能享有原有文化的照拂。無論誰或任何時間點，沒有任何人有

權力剝奪下一代與我們現在享有相同賽夏文化資產內涵的權

力。 

同時，應用賽夏族文化而創造出的產業，也是屬於賽夏文

化底下的產物，除了不能因創造利益而傷害文化的原貌及其尊

嚴性外，假若應用文化產生出來的產業僅為個人主義而創造，

勢必形成其他族人之反彈，最後因為無法在這個文化下受益而

離開甚或傷害它，文化資本之永續性一定被破壞。 

因此，就賽夏族而言，本團隊要提出一個假說--「賽夏族發

展經濟的驅動力與文化的驅動力，都是集體的」。 

本團隊依據這樣的假說當作執行本計畫的基本理念--賽夏族

的部落產業，一定要集體來推動，並共同監督提醒彼此，必須

維繫良好的「文化資本」原貌，以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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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永久未來。而所創造出的產業及利益，必須讓所有賽夏族人

能夠參與及共享。 

本團隊也以此理念，來限制本計畫中的所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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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賽夏族產經發展歷史之啟示 

1. 賽夏族產經發展歷程 

從賽夏族口述歷史來看，十八世紀以前，基本生活所需，皆是

來自傳統簡單的農業及狩獵而取得，族人間並以換工務農及團體圍

獵分食合作，以自給自足取得各種生活所需為主。部落間族人相互

間亦進行交換或祭儀婚慶等相互饋贈行為，並不涉及「營利」行

為。同時，與他族之間所謂的交易，亦比較屬於「交換」性質，只

看生活是否有需要，而無實際量度雙方交換之產物之參考的價值或

價格。 

十八世紀後，漢人在賽夏族週邊的移墾越來越多，雙方開始以

交換模式進行交易，其時在番界處皆設有所謂「交換所」，以雙方

公認之產品價值進行交易行為，並開始產生營利的思維。 

渠至十九世紀，漢人拓墾勢力加強，並加上覬覦樟腦高獲利價

值，造成賽夏族整個生活型態及價值觀的轉變。此時涉及的不單是

產物的交易營利，也開始產生勞動力的需求，因此產生「工資」的

概念取過去賽夏族勞力需求的換工模式。 

來到 20 世紀初日本統治時期，賽夏族人進一步參與了樟腦生意

所形成的產業，並因產業鏈的衝突而引起戰爭事端。這是產業在賽

夏族首次形成的時間點，也因這樣的產業，把整個賽夏族傳統「以

物易物」的歷史，畫下句點，也從此「進入市場機制」。 

總之，我們可以看到，賽夏族祖先曾經在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

歷史裡，率先經營過重要產業。並在重要產業中，扮演過重要角

色。 

2. 南庄事件對族人的啟示 

1902 年轟動原住民抗日歷史的「南庄事件」，乃由賽夏族人先

祖輩日阿拐所發起，導因於日本政府官員變更土地使用權限，限縮

族人樟腦產業發展，偏私日本業者，並導致日君與日本人業者糾

紛，而引起的抗日行動。其雖短短不到一年，也讓賽夏族三位樟腦

產業大亨級的人物遭殺害或沒落。然而，事發原因以及抗爭過程及

結果，對原住民族產業發展，有其重要概念及理論上的意涵。 

當年賽夏族叱咤台灣的風雲人物日阿拐君及另兩位絲姓、張姓

樟腦產業業者，皆是善用土地資源及自然產物（樟腦） ，並能遊走

於日本及漢人政商之間，嚴謹管理擁有土地之使用，並建置樟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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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技術，而成功的「企業家」。在當年漢人及日本人才具有商業頭

腦的時代背景下，以日阿拐君為例，其每日需「設灶 140、大鍋 8

3、小鍋 1297 個」才能滿足供應底下職工食飽所需，能成為如此之

一方之霸，非常不容易。10 

簡單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就是善用所擁有土地及自然資源，搭

上當年主要市場需求產品（樟腦），良好網絡關係，而順勢而為的

產業成功典範。 

至於失敗的原因，則是無法對抗國家擁有的政治資源及法律資

源，又未意識到所擁有資源的最終控制權是在政府及法律，並且未

看清資源的網絡裡，日本政府是最重要的一環，其採取以小博大、

直接對撞策略的結果，就是全盤皆輸（為何策略非常重要!）。 

結論是： 

a. 資源是發展產業最重要的基礎。 

b. 發展產業要先擁有個人能耐以及資本資源。 

c. 政府與法律可以扮演聖誕老公公，跟著政府政策及法律

走，最容易成功。 

d. 政府與法律也常常是黑天鵝，與之對抗，下場多半很

慘。 

e. 能選擇當下需求量大的產品發展產業，最容易成功。 

3. 賽夏族發展部落產業之主要資源 

上節談到進入產業策略思考的內容，提及產業策略發展基本條件

--取得資源，本章簡單分析賽夏族現階段投入產業環境周邊有何重要

之資源可以應用，以讓族人了解建構未來屬於整個賽夏族的產業經

濟體之可能性。 

3.1. 土地自然資源 

前述二十世紀初發生南庄事件後，日本殖民者開始加強引入

國家統治制度，於賽夏族屬地嚴格施行，並開始建構行政區域組

織，將族人自高山趕下平地來，以便於管控。賽夏族自此不能任

意砍伐樟木及煉製樟腦油，完全喪失了產業的空間。而原來各氏

族分管的山林全數收編國有，編成「蕃地」，土地使用權嚴格受

 
10 林修澈(1995)，南庄事件與日阿拐-透過文獻與追憶的認識，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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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制，也使整個賽夏族具有文化內涵之產業，無法在自己的土

地上生根。 

同時，日本人將新的農耕技術傳授給臣服於行政區內的族

人，逼使不歸降的族人，生活無以為繼，再採用買賣稻米換金錢

的方式，使族人必須改變交換的生活型態以及謀生方式。並且開

始要求賽夏族小孩必須學習日本教育，驅使賽夏族人新一代進入

所謂的「皇民化」社會，慢慢失去原有生活在山林裡的生活技

能。自此，開始了所謂的「殖民化」政策，所有山林中的重要資

源，悉數提供日本母國之用，在國家完全介入之下，族人已無任

何發展產業機會，只能靠原始勞力，謀取些微收入求得基本溫

飽，苟延殘喘。 

中華民國來台後，延續了日本人之政策，將僅有的 24 萬公

頃保留給原住民之山林土地--即所謂的「蕃地」，除約 11 萬公頃

編成山地保留地（現改成原住民保留地）分配給原住民，其他則

轉為國有地，編屬各個國家單位管轄。其中更慘的是，許多土地

因而變成國有土地後，更限縮了賽夏族的民族活動空間，加上國

有傳統領域內的產物及礦物，悉數變成國家資源，族人甚至連生

活取用都會遭致國家以竊盜罪懲罰，而使能利用土地及其自然資

源發展產業的空間都沒有。 

所幸現今賽夏族族人仍保有部分土地及其自然資源，並位於

山明水秀之鵝公髻山，加里山周邊，政府政策也逐漸願意歸還更

多土地給族人。加上如本次賽夏族與新竹林管處締結共管協議，

可使賽夏族創造未來產業的資源及培育文化的空間更多。而正視

及解決人口外移所造成土地閒置或租售的問題，則企盼先透過各

種政府計畫，設法創造部落產業，以拉回部落年輕人，使這片土

地開始活化，變成創造及擴大產業資本的重要資源。 

土地資源絕對是賽夏族永續發展的基礎，少了土地，很多與

土地相關的個人能耐將無法發揮，而使部落賢人變閒人乃至廢

人，使民族文化無所持續孕育，變成所謂「失根的蘭花」。 

3.2. 政治資源 

如前段所述，政治資源也是發展產業非常重要的資源之一。 

賽夏族依據日治時代所分編的「平地蕃」及「山地蕃」，透

過行政區域劃分，被分成屬平地原住民的南群及屬山地原住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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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群，造成賽夏族潛在性的分裂外，原來已屬非常少數的 6000

餘族人數，根本難以產出一位中央代議士。因再被分為南北兩

群，投票必須分投給平山委員及山山委員。在國家政治勢力方

面，屬於相當之弱勢。 

地方政治勢力方面，南群部分同胞占南庄鄉內較多數原住

民，有趣的是，賽夏語泰雅族似乎已形成兩任換族別擔任縣議員

的默契。惟無論賽夏或泰雅族人當選，對於賽夏族皆相當尊重。

而當地鄉長一貫由客家漢人擔任，對賽夏族亦相當禮遇，在地方

政治方面，南群顯得舉足輕重。至於北群與泰雅族共存於五峰

鄉，政治力分配較為複雜，由於人口以泰雅族居多，鄉長多為泰

雅族當選。惟賽夏族仍具有關鍵之影響力。   

從賽夏歷史及以南庄事件來看，產業在地方無論如何強勢，

敢對抗中央政策者，最終多半只有死路一條。因此，發展部落產

業，政治影響力非常重要，賽夏族透過中央民意代表政治力影

響，再與地方首長合作爭取各種資源是必要的。然而原住民族之

中央民意代表，因必須兼顧全國原住民地區之選民，能取得之資

源有限。因此，思考透過他們與在轄區內之中央政府機關合作，

共同找尋資源，如賽夏族與新竹林管處共管傳統領域，合作發展

傳統林業智慧產業模式之方式，是可以運用的方式之一。 

總之，政治資源，不只對發展賽夏族或原住民族產業非常重

要，實質上面對與一般社會爭取產業資源及進行產業競爭，益形

重要。例如最近發生平權會遊行違法倡議，要求在原鄉的土地應

放領給他們的荒謬行徑；另外，又如有漢人穿著原住民族傳統服

飾，與原住民在原鄉爭搶生意的文化竊佔行為。上述狀況，若以

族群人數及民意代表人數等資源來看，原住民族絕對沒法與之抗

衡。所幸還有強大的政府政治力，憑藉法律資源挺住，加上台灣

社會良知，乃至國際之正義力量可以來抗衡，才不致造成原住民

無以立錐。 

少了政治力的保護，原住民族的產業發展基礎是脆弱的。 

3.3. 文化資源 

賽夏族擁有幾個重要祭儀，尤其聞名於世的矮靈祭典，已被

文化部認定為少數台灣國家重要文化資產之一。也因為矮靈祭，

賽夏族能在經過幾個世代，不同政府可能摧毀賽夏民族生存的重

要事件下，仍能屹立不搖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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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矮靈祭絕對是賽夏族擁有的瑰寶，是能將賽夏族緊緊

團結在一起的重要儀式。而賽夏祖靈及賽夏文化在矮靈祭的持續

下，將使賽夏族歷史文化永遠綿延。 

以產業發展策略觀點來看，族人若能小心保護及善用這個寶

貴文化資源，將使賽夏族在發展各種產業時，得以建構強固的產

業策略內容，而得到意想不到的產業成果。 

如學者卡森（Mark Carson）曾提到文化影響經濟的表現--

「經濟學裡，文化對經濟的影響是；在看得到的市場中是實質價

格，在看不到的市場中是影子價格」。簡單說，文化是看不到但

確確實實存在的價值（格）因素，而且越來越重要。 

另外，依照產品行銷策略所談的「STP」理論--產品區隔

（Segmented）、目標顧客（Targeted）、產品定位

（Positioned）所論述的策略，文化因素是影響上述行銷策略成

功的最重要因子。 

此外，賽夏族除了矮靈祭以外，尚有許多祭儀，也將是賽夏

族產業發展上重要的資產，可以變成文化產品的創意元素外，尚

有氏族祭儀分工及協作方式，其與管理實務上的重要概念及理論

相同，未來經過研究後，可發展成原住民族管理理論的基本素

材，對於民族產業建構能否成功，將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3.4. 人力資源 

日治結束後，在幾位山地參議員要求山地（原住民）自治之

呼籲下，於 1952 年修改「台灣省鄉鎮區長選舉罷免規程」確認

了山地鄉鄉長應由山地人（原住民）擔任。山地人（原住民）自

治之呼籲要求，經過幾位省議員爭取成功後，山地原住民鄉的鄉

長全數改由原住民擔任。同時，在當年省議員的爭取下，原住民

自 1956 年開始第一次山地行政特考，每年錄取原住民菁英擔任

公務人員，又在教育體系成立師資專班及醫事人員保送名額，更

多的菁英投入公職。除了上述以外，許多原鄉學子為了在從當年

貧苦原鄉脫貧，無法成為公教人員者，即大量投入軍警。整個原

鄉所培植出之原住民之核心能力部分，似乎全部偏向爭取軍公教

體系。亦即原鄉最優秀的人才，幾乎都只在公職系統發展，賽夏

族亦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100 - 

70 年代開始，國家推動台灣經濟的高速發展，現代化的過

程需要大量工廠及土建人力，賽夏族人在工資的吸引下，開始大

量移民至都會區，大部分從事的是勞力密集的工作，至此，整個

原鄉地區的原住民人力更加稀少。 

以上歷史原因，造成原鄉土地缺乏新一代年輕族人投入生產

而閒置，反而創造平地漢人上山租地從事農業的空間。大量原住

民保留地被漢人所租用開發，濫墾濫伐的情形處處可見，使整個

傳統領域山林滿目瘡痍，已經達到嚴重破壞原鄉傳承文化的境

地。 

而漢人善用土地之地力，創造可觀資本後，多會繼續大肆向

週邊開發，並取得在地土地政策的話語權及主導權（如土審

會）。許多原住民保留地甚至透過假借人頭，早已變成漢人之土

地。此時此刻，若非政府相關原住民土地管理法令持續運作，以

及有良心之政治人物及政府部門強力支持，原住民整個文化命脈

之基地，早已萬劫不復。 

加上現今大半原住民已遷移至都會區討生活下，很多原住民

地區剩下老幼相依為命，在行無餘力必須維生之下，只能租給平

地人，並看著土地逐漸被平地人藉租用之名行永久佔有之實。 

因此，建構產業創造就業機會，以拉回原住民人力資源回到

原鄉部落，是當務之急。 

亦即，創造產業的目的不光是考量經濟性，吸引年輕一代願

意回鄉就業穩固流失土地，才是更主要的目的之一。否則按現況

持續下去，賽夏族將「人地兩失」外，連帶文化及語言，皆會因

找不到載體而逐漸消失。 

3.5. 法令資源 

如前述，有利於保護原鄉的法律命令陸續在過去 20 年，因

原住民族委員的成立，而慢慢產生保護原住民及原住民族發展的

效果。尤其原住民族基本法於 2005 年頒布後，許多相關保護及

保障原住民族及族人的權益法律陸續通過，對於原住民在產經發

展上，絕對能產生正向的協助。 

原基法之是在憲法架構下，再更清楚明訂各機關對於原住民

族相關施政須再訂定法律，有利於原住民爭取更多政府資源。例

如「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主要確保原住民在各原民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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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採購之優先權利。只要善用及成立相關之勞動合作社，獲

得在地政府機關之支持，原住民之工作應該不虞缺乏。 

法令產生的相關資源，是賽夏族在發展產經欠缺資源時，不

可忽視的資源來源。族人可以研究及善用，使法令產生的資源效

果，能在創造產業時，發揮其最大的效果。 

3.6. 個人能耐資源 

賽夏族有許多人才，其中可用於發展產業的人才亦非常之

多。人才，本團隊簡單定義為--具有某方面能耐（competence）

的人。產業發展方面需求的能耐，例如： 

a. 產品研發設計的能力：賽夏族文創產品之研究發展、設計製

造。 

b. 種植、生產製造產品的專業能力：傳統植物之種植及二級副

產品之製造。 

c. 各種產業功能管理能力；如企業管理學提到的產、銷、人、

發、財、資訊等等企業之功能管理能力。 

d. 領導能力及公共關係能力。 

e. 其他特定產業專業能力：如教育、醫療、運動…等個人專業

能耐。 

皆可運用於發展賽夏族各種產業上。賽夏族若要能擴大發展

各種產業，以拓展產業利基，必須要擁有上述更多不同特定的能

耐及其組合的族人。 

亦即，人力資源數量固然要足夠，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

培養具有各種能耐的族人共同投入，產業才可能廣面建構起來 

4. 賽夏族產業組織及管理系統之建構 

依照組織誕生的理論，其主要乃源自所謂「交易成本理論」--

白話來說，就是很多事的處理，由於時間精力，並無法由單一個人

全數完成，就會委託其他不同能力的人來幫忙處理，這許多不同能

力的人的組成，即所謂之「組織」。而又因牽涉到人的成長背景不

同，觀點不同，加上人與人之間的信賴程度，以及人的可能自利的

天性必須加以某些限制，產生不同委託方式，此為所謂的「代理人-

P.vs.A 理論」及「契約理論」產生的原因，管理制度也於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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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產業發展，按前幾節所述，找出各種資源及具有能耐之人

力後，必然要形成一個適當的組織來接管，否則，產業將無法進行

產銷營利等運作。組織及管理系統，是投入產業必須先建構的。 

因應不同產業的需求，組織必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因此便有不

同的管理制度。如一般企業或產業的管理制度，多半依照產業發展

所需功能分為產、銷、人、發、財、資訊等等部門，各部門依其工

作性質，分別設計其管理制度以良好推動各種產業發展的必要功

能。而統籌管理上述功能之上，還有管理公司整體策略方向的領導

階層管理組織，例如董事會及其選定的 CEO、總經理等，負責依照

產業內外部環境、技術發展、法令規章等釐訂大方向，以及推動成

立事業單位（Business Unit）、網絡合作、組織重組等等發展策

略，統籌功能組織，帶領整個企業往獲利的方向而走。 

部落產業當然也可以按照上述一般公司組織及管理制度去建構

組織及管理制度。然而，部落產業肩負著整體部落未來的發展方

向，若依照上述一般公司組織規範，終究可能因為「公司的最大責

任是創造股東最大的權益，極大化私人利益」的結果，將損及部落

的文化、環境、社會等等其他永續性的要求。 

因此，本計畫建議應該採用合作社組織來成為部落產業組織。

管理制度部分，為了避免部落或族內相同產業相互競爭而損害彼

此，本團隊建議應該善用賽夏族祭儀氏族分工的方式，協調族內產

業組織分工而為，一致對外，以爭取族人及本族最大利益。 

下一階段，本計畫建議繼續研發「賽夏族產業傳統智慧之產業

管理理論」，透過族人取得共識後，實施於賽夏族內之產業組織。 

5. 適合賽夏族部落產業發展之項目初探 

本團隊就本計畫訪談所得之結果，與一般原住民地區發展項目

相似。但是建議賽夏族發展之產業項目，需包含更多賽夏族之文化

底蘊（即所謂的 DNA），才能可長可久，永續經營。包含下列幾

種： 

5.1.深度部落人文及動植物導覽之旅 

5.2.部落人生活活動體驗以及生活技能學習 

5.3.祭儀活動之導覽及研發之創生禮儀 

5.4.文創產品設計製作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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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重要祭歌植物之飲食及保養產品研發 

5.6.祭歌植物之種植及銷售 

5.7.以傳統生態智慧保護山林環境之工作 

5.8.配合政府機關不影響環境之政策發展項目 

當然，上述項目不可能一次投入，如前述討論策略所提，必須

找出最重要的內容及問題，集中資源先處理。亦即，賽夏族之產業

發展，必須按現有之有限資源，作輕重緩急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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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原住民族與賽夏族產業經濟發展現況及政策研究分析 

1. 原住民族經濟狀況11 

1.1. 相關調查 

台灣原住民族現今的經濟狀況，依照原住民族委員會新近所

完成的「103 年台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1)之報告，可簡單

由下列幾個重要指標窺知一二： 

表 4-1 103 年台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 

重要指標項目 原住民社會 一般社會 備註 

1.家庭年收入 658,117 1,071,427 原住民為 0.61 倍 

2.年可支配所得 58.45 萬/戶 87.34 萬/戶  原住民為 0.67 倍 

3.貧富差距 11.93 倍 6.03 倍 
最高收入級距 /低收

入級距 

4.吉尼係數 0.421  0.336 

0.2 以下：高度均等 
0.2~0.3：尚稱均等 
0.3~0.4：尚可忍受 
0.4~0.6：差距偏大 

5.可支配五等分

位（G1~G5）
得比較 

G5=254,299 
G3=120,326 
G1=33,413 

G3=222,515 
G1=150,820 

原住民中等位（G3），
比一般社會最低（G1）
還低。最高（G5）僅稍

高於一般社會中位（G
3）  

6.原住民族 G1
分布較多地區 

原鄉地區：28.54% 
平地地區：28.37% 

 
遷移到都會區同胞的

收入，並不比原鄉好 
※整理節錄自「103 年台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 

1.2. 調查資料重點解析 

a. 原住民社會經濟狀況，普遍較一般社會低下：原住民族家庭年

總收入僅達到一般社會家庭總收入的 6 成左右，因此，過去政

府的原住民族經濟政策，顯然並沒有解決原住民經濟上弱勢的

問題。 

 
11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2014)，103 年台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5-70)，台北：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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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住民貧富差距大，且較一般社會高出許多：原住民及一般社

會貧富差距過大，但原住民之間本身比較，差距更大。若無解

決之道，可能衍生的社會問題值得憂慮。 

c. 原住民可支配收入中等位（G3）的收入，比一般社會最低等位

（G1）還低：顯示，近 50%原住民社會家庭收入，落在一般社

會之貧窮線以下。而原住民所謂之中產階級，竟比一般社會之

最低等為還低。說明半數原住民在一般社會下過這貧苦的生活。 

d. 原住民最高等位收入家庭，僅約等同一般社會之中產階級：調

查顯示原住民最高收入之家庭，多為公教人員屬性。此資訊顯

示，可判斷族人家長多半鼓勵小孩念書後投考公教職位之原因。 

e. 最低可支配收入等位（G1），有近 3 成在原鄉，即 7 成在都

會區： 顯示在都會區的原住民，並沒有因為身在都會區而過

得較富有，反而有更多處在最低的貧困等位。此資料顯示，原

鄉父母不斷將小孩送去都會區接受教育、尋求發展，事實上並

沒有真的把原住民個人以及整體原住民經濟條件提升起來。 

1.3. 對於原住民族產業發展上的重要意涵 

a. 原住民族整體產業經濟政策應該重新檢討，並考量策略作

為。 

b. 原住民族透過產業發展提升經濟刻不容緩，否則將加大本身

之間也及與一般社會之落差，而形成社會問題。 

c. 原住民對產業在部落發展沒方向及信心，因此皆往都會區發

展，而調查顯示都會區的收入並不比原鄉好。因此，部落產

業若能良好發展，應能吸引都會區族人返鄉發展，重現原鄉

榮景。  

d. 族人囿於現實，鼓勵子弟從事公職，乃考量利己為主，不忍

苛責，惟實已造成原鄉發展產業能耐人才老化及空洞化。因

此，建構良好部落產業，以吸引年輕人返鄉，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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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住民族相關產經政策研究之探討 

2.1. 中央研究院12及中華經濟研究院13之研究結論 

針對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的發展，原民會最近一次於民國 86

年，曾經委託中央研究院進行「活化部落經濟生機-振興原住民

經濟及產業發展之研究」。隔年（87 年）依據上述研究，再委

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活化部落經濟生機-振興原住民經

濟及產業發展區域細部規劃」。上述研究，應為近年原民會發展

原住民經濟產業策上最重要的研究。 

其研究建議包含了以下幾點重要觀念，簡述之： 

a. 逆向思考：從部落觀點出發。 

b. 給部落時間：執政者不能急著要求 KPI。 

c. 走出去看：規劃者及原住民菁英不能閉門造車，不與部落

溝通。 

d. 釋出裁判權：政府及原住民菁英應該要與部落一起討論及

決定部落事務。（以上為中研院建議）。 

至於中華經濟研究院，則提出更詳細的建議； 

e. 在原住民部落創造工作機會是原住民產經發展根本之道 

f. 原民區政府人員必須對傳統文化傳承負最大之責。 

1、 輔導都市原住民居住及工作，必須注重其文化差異，建

立其自信心及自尊，發展其文化特色。 

g. 喚起原住民經濟處境艱難的自覺，促成共同參與民族經濟

及文化振興工作之共識。 

h. 找出一個努力方向，因地制宜找出最具潛力及價值之資

源，並不損害文化、生活方式及自然生態。 

i. 盡量減少原住民社會與商品的直接接觸，有效率的產生之

間的介面，收益分配給部落成員。 

j. 建立部落共同組織擔當，上述介面處理工作。 

 
12 中央研究院(1998)，活化部落經濟生機-振興原住民經濟及產業發展之研究，台北：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 
13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1999)，活化部落經濟生機---振興原住民經濟及產業發展區域細部

規劃，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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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合作社是最接近部落分享概念的組織，但單一無發完成許

多功能，必須成立有不同性質合作社，相輔相成。 

l. 合作社擁有權及經營權必須分離，並賦予高度經營自主

權。並須克服集體自私問題。 

其他尚有比較複雜的研究內容，容不贅述。 

2.2. 原住民族產業之研究與後續實際落差太大之原因簡析 

兩個國家級的研究單位所提出的意見果然針針見血，句句

珠璣。然而自研究至今將近二十年，原民會也依據上述建議，

配合國家社造政策，研提了許多部落產經政策，著名的有重點

部落、六星部落發展計畫…等，何以整個原住民產經的發展結

果，呈現的經濟狀況依舊如調查顯示的--與一般社會大幅度的貧

富差距，收入明顯低下、人口持續外移？ 

當然，我們雖也看到了幾個成功的部落，但這些部落有些

在這些研究之前即已呈現能成功的態勢，其關鍵之成功因素 KS

F（key successful factor）究竟與上述建議有關與否，尚無相關

研究得知。  

因此，這些數字告訴我們，顯然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的發

展，在政策思考及實際執行上，還存在著很大的落差，以致即

便學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似乎得不到好的結果，值得我們重

新探究問題所在。 

2.3. 原住民族部落產業無法良好發展的問題分析 

本團隊同意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觀點--從部落出發才是原住民

族產經發展的基礎。然而過去為何沒辦法順利推動部落產業，

而致部落持續蕭條；同時造成部落人大量外移到都會區，卻也

過得沒有想像的好。     

本團隊認為，兩個研究原住民的產業經濟過去至今的報告，

雖已找出問題原因及提出解決之道，卻無法解決問題。按照策

略管理理論，關鍵原因可能發生在： 

a. 沒有取得共識；沒有實際與部落人面對面溝通討論，即使提出

的研究結論都對，但部落並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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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從重點下手：所有問題提出後，並沒有分析出這些問題點的

輕重緩急，而針對性先進行解決重要及急迫的問題。 

c. 未提出解決方案的前提條件：沒有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準

備方案。 

d. 受法令限制：資源全部由政府提供，因此，很多問題的處理方

式受相關稽核及採購法法條限制，無法真的針對問題，投入資

源。 

e. 無系統思考：沒有考慮解決問題與問題間的系統關聯性，常變

成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的狀況，最後沒有問題可以解決，而還

是打回原形甚至更形嚴重。 

f. 看不到永續方案：解決的問題偏向社會性而無經濟性，計畫結

束無後續經費挹注，成員就解散，無法在部落創造持續性。 

3. 社區營造推動經驗反思創生事業新政策在原住民區推動的可行

性 

如前述，台灣從 80 年代成立文建會，即開始推動社區營造的政

策，主要訴求透過空間建築，產業文化與藝文活動創造公共空間，

用以激發地方社區公民自主意識，關心在地而形塑文化國家為目

標。透過本計畫，很多台灣的鄉村地方變美了。但移居城市仍是許

多年輕人的夢想，造成鄉下地區老人化特別嚴重，甚至許多偏鄉地

區學子人數不足，開始廢校，最終還可能步入如日本之廢村及廢鄉

的景況。其中一個最主要問題，即是鄉下就業大不易。 

為此，國家宣布 2019 年為台灣的創生元年，師仿日本已推動好

幾年的「地方創生計畫」，以創新創意創產之思維出發，從「在

地」--原偏鄉，來「創產」--投資與在地息息相關的產業及創造就業

機會，最後「創生」--以在地成家生計及創造新生命，使原鄉恢復成

為最適合人居住生活就業的地方。其中特別強調對部落之投資不能

全數由政府支應，在地人必須找出在地基因之產業等等。 

在國家還沒提出這樣的想法以前，本團隊即已透過本計畫，進

行相關部落產品基因之研究，並主張以研究成果，在地創業及創造

在地人在地就業的機會，最終能在地創造新生命。 

對應前一節提到的過去 20 年原住民地區發展的問題，以及社造

計畫不足之處，創生計畫確實有針對過去的問題做出改變。其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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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物法令的鬆綁、強調企業主動在地政府配合共同投資之思

維，以及創生計畫強調的創生事業必須創造利潤及回饋地方的概念

等等。 

接著就看能否組成在地團隊，配合企業及政府，來按創生理念

來推動事業計畫方案了。 

賽夏族推動部落產業，可以思考如何搭上這一波順風車，較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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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賽夏族產業之發展思維 

1 . 賽夏族適合發展產業嗎? 

很多族人擔心這一點，尤其很多失敗的案例，讓族人不敢貿然

投入產業發展，而盡量鼓勵新生代在都會區或政府部門工作，以獲

得較穩定的生活，獨善其身即可。 

然而，賽夏族因此而將逐漸式微。 

本團隊認為，只有投入產業，能有機會為賽夏族人創造在地產

業機會，賽夏族才有機會不靠補助及恩給制度永續發展生存。 

再者，翻開歷史看賽夏族人的能耐，以及眼前政府的各種政策

取向，賽夏族人是有機會創造永續產業的。 

1.1. 賽夏族擁有個人能耐及良好基因 

從歷史回顧，賽夏族先祖輩曾大量雇用漢人從事樟腦事

業，並有能力與漢人及日本人在生意上週旋，甚至曾經創造及

經營大於漢人的事業體。 

大膽推斷，賽夏族應是所有原住民族最早會做生意的民

族。先祖輩也已一再以很多歷史事件告訴我們，賽夏族是適合

發展產業的民族。 

因此，相信在擁有這樣的基因下，按漢人所說--「生意孩子

難得生」，賽夏族是有能力創造出值得期待的產業。 

另外，發生在賽夏族的北埔事件也告訴我們，只要有能力

的領導者在重要的時刻挺身而出領導賽夏族人。賽夏族在產業

這一塊，目前就有很多潛藏的領導人物，只等待有人先把產業

架構先建構起來。 

1.2. 如何解決資本之不足 

資本，是開展產業最基本的條件。本計畫已在前面章節探

討分析了賽夏族所擁有的各種資源狀況。 

經過前述政府相關調查，賽夏族人中低收入者還是偏多，

因此，要找到一位能夠動輒億千萬的族人，來投入賽夏族產

業，似乎不可能，並且不符合前述集體經濟驅動的理念。加上

原鄉的土地基本上又不值錢，無法輕易地變成推動產業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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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因此，似乎在資本部分碰到了瓶頸而無法進行產業發

展。 

在此我們提出善用合作社之架構及運作模式，以及善用積

沙成塔、政府資源、CSR 及 USR，甚至部分外資等等策略方

法，來解決取得資本資源的難題。 

賽夏族人要能發揮「團結經濟」的相互支援精神，從小處

開始累積資金，並善用其他政府及其他資源，取得更多資本，

繼續投入後，再慢慢做大及擴散。 

因此，只要善用一些取得資源策略，以及後述資源網絡鏈

接的策略，一定可以解決賽夏族產業資本資源較短少之問題。 

1.3. 網絡效應 

依照企管理論談到的「資源依賴理論」--倘若個人資源不

足，可設法善用周邊資源，變成本身可用的資源，此即稱為

「網絡效應」。 

賽夏族對抗日本人最重要的另一個事件--北埔事件，乃先祖

輩善用周邊之他族力量，推動了驚動日本政府的抗日事件，使

整個日本人充新開始思考部落新的治理方案（也導致霧社事件

的發生）。這例子充分展現了賽夏族善用「資源依賴理論」的

天分。 

賽夏族的地理位置，乃夾在泰雅及客家族群兩大族群勢力

中間，雙方皆有能力隨時侵犯及消滅賽夏族，何以賽夏族仍能

悠然於兩大勢力之間生存至今? 

在當時，很多賽夏族人皆會說泰雅語及客語，再加上必須

學會日語，顯現賽夏族智慧之高超，皆具有語言天分而廣結善

緣，這是經營產業所必需的重要條件。 

另者，因為賽夏族小，對很多大族乃至漢族，一般而言不

會形成壓力及產生威脅感，因此較容易獲得信任。賽夏族善用

小族形式上為較弱的「跟隨者」的優勢，容易形成好的網絡關

係，對於產業發展，是必要的條件之一。  

亦即，不管是策略應用方面，人際關係上面，加上語言天

分方面，都是一個產業發展所必要之個人能耐（competence），

賽夏族絕對可以在重新恢復自信後，在產業上闖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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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銷理論 

另外，按行銷理論來說，產品要能大賣或賺錢，產品必須

要有下列特性； 

a. 讓顧客覺得有價值：顧客可以用來解決或滿足其身心靈

及欲望等需求等價值的 

b. 非常獨特的：只有這裡才有的 

c. 別人無法模仿：別處或別人做不出來的 

d. 稀少珍奇的：世上少有及珍貴的 

賽夏族之前的樟腦產業，應該是非常獨特而只在賽夏區域

內才有的（或較集中），因此，在當時顧客有大量需求下，創

造了巨大的產業。而現今似乎樟腦的需求變少了，賽夏族還剩

甚麼呢?簡單說，就是賽夏族豐富的文化，因為這文化確實是獨

特、珍奇且別人無法模仿的，還是國家少數的重要文化資產之

一。 

接著我們就要開始思考，在不傷害賽夏傳統文化進行下，

如何讓這些文化內涵轉變成顧客價值。 

1.5. 跟著政府政策的機會 

如前章所論述，台灣的政府原住民產業政策失敗，其實最

大的問題就是策略不對。而創生計畫的概念與前述政府推動產

業發展的方式不同，能兼顧部落（地方）發展文化（基因）傳

承，這是走在對的道路上。 

因此，賽夏族原想在文化兼顧下進行產業發展，剛好配合

這一波政府對的政策，是民族發展的最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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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建構賽夏族部落產業新的管理模式 

談到產業建構非常重要的管理組織及制度，賽夏族在文化上，

是一個講究集體共識、氏族（Sinrayhou）分工的民族，舉凡族裡各

種大型祭儀，有不同氏族負責（及其他氏族之協作）；氏族內事，

則以祭拜祖先（pas'Vaki）為一家族單位，相關互動及分工皆有規

範。因為具有嚴謹的規範（Kaspengan），因而能團結全族，而以這

麼稀少的人數，傳承繁衍至今。 

表 4-2 五福宮各姓氏分奉神靈一欄表 

神稱 生日(農曆) 供俸的姓氏 

vaki boon（風神） 

vaki dinado（戰神）、vaki gadete（水神） 

vaki solo（天王龍神）  

正月二十 

二月十五 

二月二十五 

風 

趙 

夏 

koko waan（雷女） 三月十五 潘 

koko maya 

vaki biwa、koko biwaa（電神） 

koko daai（矮靈） 

四月份 

四月十八 

十月十五 

風 

芎 

朱 

因此，賽夏族發展產業，可以考慮不僅只是個人之事、家庭之

事，應該可以善用氏族及全族之力，成為全族之事來共同推動。 

也因此，我們之前已大膽的假設，適合賽夏族發展的產業形

式，是集體式發展的產業。而集體式的產業，往往會被聯想成共產

制度下的產業發展模式，其實不然。 

本團隊的基本想法是，透過賽夏族祭儀及祭祖靈之組織，成立

每一家族皆有股份之賽夏總合作社，其下包含由各不同家族專長發

展及聯合投資之各產業別合作分社，總社同時亦承擔及投資一部分

成為大股東之一（20%以下）。 

而由總社負責如董事會般的發展策略管理工作，取得各氏族理

事成員大半以上發展願景之共識後，一起投入各自之合作社產業內

容。最後依照制度，統一由總社按各家族合作社經營收入的議定比

例，分配給該獨立產業合作社後，總社再利用上繳總社之資金及股

利分紅，進行營運獲利較差的合作分社之輔導管理工作。管理之辦

法（合作社章程），取自賽夏族傳統管理之智慧，並以氏族之族長

力量，節制家族成員，並支持各氏族負責之合作社而在產品上不互

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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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文化治理產業的例子，如排灣族之施偉雄君，憑藉美

髮之個人能耐，到生活模式及族性相似之帛琉、斐濟等南島國家經

營美髮業。施君以排灣族傳統文化中貴族長老管理平民的模式，與

入股之南島族人分享利潤所得，獲得南島族人支持，因而能持續擴

大經營事業體於各個南島國家，最後凱旋回國。因此，管理制度，

絕對不僅只是學校理論傳授的內容（本論述雖引用許多理論但實際

上僅供參考），原住民族的管理智慧絕不輸學校教科書的理論，只

是沒有人整理及想到如何傳授運用而已。 

賽夏族人氏族自我管理，以及氏族間以河邊會議（Aiyalaeho）

議定族事、解決紛爭、化解恩怨的制度，行之數千年，解決無數問

題，肯定是一套祖宗及先祖智慧之結晶。 

3 . 賽夏族發展產業的哲學思考 

3.1 賽夏族為什麼需要發展產業 

賽夏族是目前台灣官方認可十六個原住民族裡的小族，人口

僅約 6 千餘人。這樣的人數要以規模經濟思考獨立發展產業，有

其先天上的不足。而原住民族總計約有 56 萬人口，對整個世界

產業來講，跟賽夏族面對台灣的產業困境，基本上是一樣的。因

此，如何慎選產業來專注發展，變成非常重要。 

原住民族在台灣發展產業成功的案例不多，如前面章節所

述，主要的原因是原住民族的資源較少（或正確地說，是原有資

源被外人所壟斷）。從資源策略觀點來看，原住民族能自主發展

產業、創造內需以及創造規模經濟條件欠缺（賽夏族亦然）。因

此，按照一般資本主義及市場機制之網絡運作，原住民族的產業

發展，很難打得贏具有高資本強度的平地企業所建構的產銷網

絡。原住民產業多半只能隨附在一般社會的枝末，獲得最少的利

潤，而且只能任主流產業資本者所控制。本團隊認為，這是台灣

原住民產業一直無法成功發展的最大困境。 

然而即便如此，賽夏族若想要永續發展，必須要有突破上述

困境的勇氣。賽夏族不能永遠依賴政府的關愛眼神，以及社會上

各種慈善機構的補助，不能被他族視為黃昏民族。唯有自己發展

自己的產經體系，才能突破這樣的宿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115 - 

3.2 賽夏族產業發展的正確方向 

接續上述，族人該繼續思考的是，賽夏族與這世界的交換

之道。 

雖然，依據「產業空間理論」，只有能夠創造顧客的新價

值，才能創造出「產業空間」。同時，依據經濟學之供需理論

開宗明義，亦強調，需先有「需求」，才有「供給」。 

按此，族人可能最簡單而不必傷腦筋的，就是選擇被現今

流行的網際網路（IOT）、人工智慧（AI）及機器人化（robotiz

ed）的世界拉著走，配合其急速精準的需求，無法自我掌握地走

向未來，再從中交換一點施捨的屑末。 

在這種賽夏族人幾乎完全陌生的網路世界裡，族人是以不

對等的上對下、高對低的交易或交換價值模式，來創造賽夏族

未來生計。我們可以預見的結果是，現在及未來，所有賽夏年

輕人會被拉去全世界，不再回頭眷顧部落及賽夏族。但跟著資

本主義以競爭為主產業思維走，最終躲不開產業生態學裡所述

弱肉強食的宿命。最後，還是不得不回到之前失敗的原因及輪

迴裡，並且更加衰弱。賽夏族因而失去了未來，也遺失了過

去。 

然而，賽夏族人亦可以選擇不跟隨世界的快速腳步，選擇

善用祖先的智慧，以自己的步調重塑新的世界，讓快速世界裡

的人群，甘願停下腳步，回頭來探索人的真正味道。 

賽夏族應該以「慢」來產生新的「產業空間」。 

賽夏族與世界另一型態的「交換」所形成的產業空間，應

是主動、平等、受尊重的交換模式。族人以自己天生擁有、別

人無法模仿的、稀有的文化內涵，來「慢慢」治療外在世界身

處在快速、擁擠、高壓的生活中，產生的冷漠、無情、嗜血的

種種病態。本團隊認為，這才是賽夏族人可以貢獻給世界的產

業內容，也就是產業分析常提到的「產業空間」裡的新顧客價

值的重要內容。 

上述對於發展的不同基本思維，將產生不同的產業發展項

目，未來也將造成部落不同的生活型態，最後甚至翻轉整個賽

夏族的命運。因此，族人之間必須共同思考，再做抉擇。正確

抉擇，是發展本計畫部落產業成功與否最重要的關鍵。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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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能夠進行產業發展的第一步--訂定產業發展策略。正確的

選擇，才能訂定出正確的策略，產業才能水到渠成、順勢成

功。 

 本計畫，已協助族人發現最適合賽夏族發展的產業，並共

同討論達成共識，做出最正確的抉擇，並提出完整產業發展策

略。未來部落產業，將能夠按策略所規劃，逐步順利誕生、營

運及永續發展。 

3.3 族人可以自己選擇未來的生活型態 

上述觀點已提醒族人，其實可以選擇用自己希望及喜歡的

方式發展產業內容，來與現代世界的需求對話，交換所要的。

賽夏族不需要全然接受外部--所謂「現代人」之價值觀，要求族

人全然迎合，而在部落產製他們想要的。 

而其實很多現代人不見得知道他們真的要甚麼，而賽夏祖

先的智慧，反而可能可以告訴他們，他們應該要甚麼。這是發

展部落產業，族人必須要有的自我肯定。 

因此，賽夏族人應該先思考，未來產業下，多數部落族人

會怎麼樣的生活?族人希望部落未來是甚麼樣的樣貌? 

部落族人應該先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再去思考在這樣的

生活下，賽夏族部落要發展甚麼型態的產業。 

例如，有人以幸福小國「不丹」為例，認為他們清心寡

慾、慾望降到最低是一種最好的生活方式，不談 GDP（總體國

民生產毛額），只談 GDH（總體國民幸福毛額），是很好的一

種選擇。因此，即便不丹整個國家 GDP 不高，國民生活比較窮

苦，卻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全世界為了一窺此一最幸福的

國家，絡繹不絕地來旅行參訪，不丹反而因「窮得快樂」創造

了觀光產業的 GDP。 

又例如，司馬庫斯泰雅族人集體生活的「類共產」社會，

不談個人最大利益，只談部落的集體利益。而部落裡的食、

衣、住、行、育、樂、生老病死以及生活規範，全部由傳統文

化及部落群體決定，生活在其中的泰雅族人，似乎也很都蠻滿

意。而每年外界也為了嚮往這種社會制度生活型態而來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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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結合週邊的自然資源，教育遊客泰雅族的傳統智慧，帶動提

升了整個部落的產業經濟。 

因此，不一樣的生活哲學思維，將造成不一樣的產業結

構，反之亦然。因此，產業抉擇之前，必須對產業的影響作深

度思考。否則，一些產業一旦引入部落，勢必對整個部落社會

及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衝擊整個民族發展方向而造成文

化的危害。 

總之，發展部落產業之前，必須先在族內溝通，究竟這個

產業會造成甚麼生活上的衝擊，包含：文化、社會、環境、教

育、法律、政治…等等；並且，獨有部落生活文化，也可以吸

引不同顧客而創造產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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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賽夏族產業發展策略模式之建構14 

1. 彙總賽夏族發展產業之重點條件 

本計畫以「建立賽夏族永續產業，成為賽夏族永續發展的基

礎」為目標，經過前四章之分析，彙總了「賽夏族產業發展研究及

策略展開一覽表」（表 4-3）。 

透過上述之展開一覽表，族人可以很簡單的從表裡，看到自己

想看到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已展開產業建構的行動。 

本團隊亦依據該表，說明每一個表內的問題及解決之道之原

因，以使族人瞭解本表之應用方式。

 
14 陳盈如(譯)(2018)，好策略‧壞策略：第一本讓歐洲首席經濟學家欲罷不能、愛不釋手的策略

書 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The Difference and Why It Matters(原作者：Richard P. Rumelt)(317-
338)，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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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賽夏族產業發展研究及策略行動展開一覽表 

診斷（diagnosis） 指導方針（Guidance） 前提及資源（Resource） ㇐致的行動方案（Plan） 具體的工作（Action）及成果 備註 

1 賽夏族需要發展產業嗎? 
1.G  透過產經發展文獻回顧以及賽夏族

內部調查，是的 

1.R 共同爭取新竹林管處 傳統計畫植物

調查計畫經費 
1.P 族人推舉族內菁英撰擬企劃書及投標 1.A 已參與投標，並得標   

2 
為什麼賽夏族需要發展

「部落產業」? 

2.G.1 部落人外移及部落人口老化無新

生力軍。為免部落消失，必須在部落找

出能留夏族人的產業。 

2.R.1 已有部落族人願意提供土地配合 
2.P.1 透過計畫推動，積極找出賽夏族部落裡無

可被他人取代的產業內容 

2.A.1 透過計畫，由賽夏祭歌裡找出幾個產

業及內容方向 
  

2.G.2  部落有年輕人，賽夏文化才能永

續 

2.R.2 尋找在學原住民年輕人協助計畫推

動，並成為部落發展種子。 

2.P.2  委由族人菁英處理，並優先進用賽夏族人

或五峰族人之子弟，以工讀模式配合假日返鄉，

進行產業活動 

2.A.2  已取得明新科大原資中心支持，於

爭取政府創生事業計畫哩，共同討論如何投

入原住民學生人力 

  

3 
賽夏族可以發展甚麼產

業? 

3.G. 1 必須由族人發想，找出讓賽夏族

永續發展的產業內容 

3.R.1  考慮外部資源統合內部自然資

源，加上具個人能耐之族人，投入產業

及產品研究 

3.P.1 由菁英族人透過本計畫訪談耆老及提出論

述，再由族人㇐起思考討論後，決定產業內容 

3.A.1 已討論出初步計畫，以祭歌植物相關

之農林㇐二級產業為出發點 
  

3.G. 2 需思考部落產業如何符合假想外

部顧客的價值 

3.R.2 思考部落周邊社會可能的顧客需求

為何 
3.P.2 已透過計畫進行相關調查研究 

3.A.1 已調查及討論，建議配合周邊㇐般社

會（科技新貴）之身心靈需求 
  

4 
發展這些產業產品的原

因? 

4.G.1 必須與賽夏族基因有關，產業才

可⾧可久 
4.R.1 透過計畫植物研究思考 

4.P.1 族人自行投入研究，進行田野調查及耆老

訪談，找出與賽夏文化關聯性，並具有顧客價值

需求的產業或產品。 

4.A.1 如本計畫結案報告書，文創產品設計

研發部分 
  

4.G.2 需滿足顧客的價值需求 4.R.2 透過計畫研析產業進入策略 
4.P.2 透過內外問卷調查，分析研究顧客對賽夏

族文化產品之想法，作為選擇產業內容之建議 

4.A.2 如本計畫結案報告書，產業發展略部

分 
  

5 

過去發展產業失敗原因為

何?（為何現在就可以成

功?） 

5.G.1 資本資源不足 
5.R.1 發展產業，㇐定要有土地、資金、

人 
5.P.1 善用能配合的外部資源，以及找出內部資源 

5.A.1 已透過計畫找出人、初期配合資金、

以及土地等資本 
  

5.G.2 社會資源不足 
5.R.2 發展產業，還要有對外關係脈絡連

結 
5.P.2 開始建構內外溝通平台 

5.A.2 已透過計畫找出外界合作夥伴，下㇐

階段並預計建構網絡電子平台，增加產品行

銷管道 

  

5.G.3 人力不足及不相信自己可以 5.R.3 要有各種能力的人，最好是族人 
5.P.3 先由幾位菁英發動，並開始尋覓培植各種能

力的產業人才 
5.A.3 已透過計畫找出   

5.G.4 產業沒特色，跟著別人走 
5.R.4 需要找到特色，成為產業開創者，

才能確保獲利 

5.P.4 找出賽夏族文化特色的產品資源，由具有能

力的族人擔任設計產製種子，創造具有特色而別

人無法模仿的產品系列，並傳承給新世代族人。 

5.A.4 已透過計畫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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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diagnosis） 指導方針（Guidance） 前提及資源（Resource） ㇐致的行動方案（Plan） 具體的工作（Action）及成果 備註 

5.G.5 產業沒有組織化管理 
5.R.5 需要有自己的產業組織進行產業活

動 

5.P.5 對各家族及族人個人募資，成立屬於賽夏族

全體的合作社營利組織。 
5.A.5 已透過計畫申請成立合作社   

5.G.6 外人看不到族人產品對他們所產

生的價值 
5.R.6 產業空間要思考對顧客的價值 

5.P.6 需研究㇐般社會在賽夏領域，想體驗到甚

麼而能使其覺得不虛此行或花費值得 
5.A.6 已完成調查   

6 
發展這些產業成功的策略

為何? 

6.G.1 取得資本 

6.R.1.1 族人資金再少，也要投入，並可

以不動產租金作價視作資本 

6.P.1.1 成立合作社，部落人發起，部落人投資成

社員。 

6.A.1.1 已發起成立合作社送縣政府審核

中。 
  

6.R.1.2 爭取政府相關計畫資源 
6.P.1.2 檢視現階段政府創生計畫，積極投入爭

取。 

6.A.1.2 已按規定透過鄉公所陳報創生事業

計畫，審查中。 
  

6.R.1.3 爭取 CSR 及 USR 投入 
6.P.1.3 已爭取與明新科大合作，並計畫共同爭取

創生事業計畫 

6.A.1.3 已與明新科大獲得合作共識，共同

提報計畫 
  

6.G.2 需政府法令支持 6.R.2 影響政府創造計畫及法令微調 
6.P.2 透過立法委員爭取部落輕旅行旅行社條件

放寬之後，成立部落遊合作社 
6.P.2 靜待公聽會後，政府修正相關辦法   

6.G.3 需族人人力及分工合作 

6.R.3.1 成立合作社，統籌資源 6.P.3.1 推動由族人成立合作社中 6.A3.1 族人成立之產業合作社審查中   

6.R.3.2 研究賽夏傳統文化治理概念或產

出理論，應用於族人產業管理 

6.P.3.2 向相關單位爭取研究賽夏傳統文化治理概

念或產出理論之計畫經費，應用於族人產業管理 

6.A.3.2 下半年度計畫向國科會或文化部之

㇐爭取 
  

6.G.4 由部落在地出發 

6.R.4 產業在地發展，善用部落各種資源

DNA，形成產業藍海策略，產業才能永

續 

6.P.4  按計畫執行，分析在地自然及人文資源，

並邀請賽夏文創產品達人，建構在地產業資源，

由在地出發，創造在地產業，建構產業藍海策

略，在地創生才能永續。 

6.A.4 已與部落族人達成共識，各成員願意

提供土地或產品資源供合作社在地運用 
  

6.G.5 產業組織化 
6.R.5.1 成立部落產業合作社，進行產業

發展及管理 

6.P.5.1 部落產業組織以合作社模式盡速成立 6.A.5.1 部落產業組織合作社已發起成立   

6.P.5.2 盡速研析出以氏族分工機制之管理模式 
6.A.5.2 將與大學合作研析出以氏族分工機

制之管理模式 
  

6.G.6 產業內外之連結及資訊化 

6.R.6.1 與大學合作發展部落入口 app 

軟體 
6.P.6.1 與大學合作發展部落入口 app 軟體 

6.A.6.1 下半年將與大學合作發展部落入口

app 軟體 
  

6.R.6.2+E26：F37 與大學合作，建構與

其他資源互補部落以及㇐般社會產品供

需合作之機制 

6.P.6.2 與大學合作，建構與其他資源互補部落以

及㇐般社會產品供需合作之機制 

6.A.6.2 下半年將與明新科大合作，與苗栗

賽夏族南庄養蜂合作社及五峰其他部落進行

合作交流。另將研究與科學園區 CSR 單位

聯繫，進行㇐級二級產品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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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diagnosis） 指導方針（Guidance） 前提及資源（Resource） ㇐致的行動方案（Plan） 具體的工作（Action）及成果 備註 

7 
產業發展的細部計畫策略

為何? 

7.G.1 產品特色化 

7.R.1.1 找出賽夏族的特色及內涵價值 
7.P.1.1 由訪談耆老過程，發掘文化特色，並持續

進行 

細部計畫將於合作社籌備計畫書展現，據以

實施，並隨時檢討調整，以動態觀察，隨時

調整策略方案。 

  

7.R.1.2 有別於其他族群的產品思維 

7.P.1.2 賽夏族的民族標記非常鮮明，他族難以模

仿，應予註冊民族智慧財產權，並經過同意善

用。 

  

7.R.1.3 能感動自己人的賽夏故事文創產

品 

7.P.1.3 本計畫中應已能呈現部分，再深加研究，

發揚光大 
  

7.G.2 政策運用多元 

7.R.2.1 思考政府政策的背後原因 7.P.2.1 政策制定的原因可以影響後續的營運模式   

7.R.2.2 影響政府政策的行動說服力 
7.P.2.2 為族人產業發展需要，必要時須設法影響

政策。 
  

7.R.2.3 搭正確政策的順風車賣族人產品 
7.P.2.3 例如南向政策之善用，以及政府各種展銷

活動 
  

7.R.2.4 善用 CSR 及 USR 政策直接資源 
7.P.2.4  CSR 及 USR 的單位對政府皆須要有相關

成績，可善用之。 
  

7.G.3 產品生產製造氏族分工 

7.R.3.1  發展在地產品為優先 
7.P.3.1 產品在地生產加工，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導引創生成功。 
  

7.R.3.2 氏族協調產品分工生產製造，不

爭搶。 

7.P.3.2 氏族協調產品分工生產製造，不爭搶，利

潤公平回饋氏族，並分享利潤回饋地方公用場域

設施。 

  

7.R.3.3 須有短中⾧期計畫產品 
7.P.3.3 短期：優先發展可馬上產生營收之產品，

中⾧期考量可⾧久、高利潤之產品項目。 
  

7.G.4 吸引在地消費為原則 

7.R.4.1 設計之產品，要能吸引顧客來賽

夏園地消費 

7.P.4.1 優先發展吸引在地消費之項目，所需資本

較大部分,可再增資或尋求合作夥伴。 
  

7.R.4.2 在地接待品質先優化，產品需精

緻化 

7.P.4.2 透過 USR 及政府創生計畫資源，培育相

關能力 
  

7.R.4.3 應用年輕人及 USR 合作夥伴之

年輕學子先以 PARTTIME 模式假日進行

營運管理 

7.P.4.3 比照日本創生計畫，成立合作事業之初，

為嚴格控管成本，應優先利用其他可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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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diagnosis） 指導方針（Guidance） 前提及資源（Resource） ㇐致的行動方案（Plan） 具體的工作（Action）及成果 備註 

7.G.5 組織擴大及分工管理制度 

7.R.5.1 是經營狀況，組織持續擴張，以

吸納更多族人及年輕人 

7.P.5.1 從第㇐個種子合作社開始，經營成功後，

再分枝成立其他不同合作社，成熟時，可改由各

氏族負責成立不同產品合作社，由原種子合作社

統籌制度建構及行銷。 

  

7.R.5.2 建立透明之財務會計制度 
7.P.5.2 財務必須透明，會計制度必須實施，可委

由外皆具執照人員協助處理，並定期公布。 
  

7.G.6 週邊產品聯盟及對外銷售平台 

7.R.6.1 需擴大合作聯盟關係 
7.P.6.1 合作社之產品原料，可與周邊及他族部落

合作聯盟取得 
  

  
7.R.6.2 合作社之產品可透過 CSR 及 US

R 建構網路平台加寬銷售通道。 

7.P.6.2 自行建構網路行銷平台，定期預告部落優

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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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策略之前提 

產業策略起頭的部分，主要先確認產業的內容--產品是甚麼。按

照麥克波特的理論，不一樣的產品產業，將產生不一樣的策略。 

檢視的內容，顯示於本表之診斷部分之 1-4 條，逐一說明如下。 

2.1. 賽夏族需要發展產業嗎? 

產業策略之開始，族人必須先問問自己，以個人之立場而

言，是否需要賽夏族之產業；接著再以部落及民族的立場思

考，有沒有需要。若個人答案是否定的，直接就可以離開，不

必在往下看。 

因為顯然在整個這個人的哲學觀裡，並不在意賽夏族的產

業，而是以成就個人即滿足。 

2.2. 為什麼賽夏族需要發展「部落產業」? 

接著思考為何夏族需要的是「部落產業」而不是「個人產

業」? 假如個人同意，再接著了解原因為何及檢視配合處理，若

願意配合，產業及有機會建構。 

第二節已經說明，賽夏族這麼小，資源極度不足，要想永

續生存，必須以團結經濟的概念，採以集體式及網絡連結的發

展產業模式，來創造屬於賽夏族全體的產業後，才有機會。 

2.3. 賽夏族可以發展甚麼產業? 

有了上述的想法，接著就要回頭檢視賽夏族適合發展那些

產品? 

這一個問題的論述，可以回頭參考第一節理論部分有關

「顧客價值」的說明，亦可參考第三節賽夏族產業發展資源需

求的說明，來對應分析。尤其必須透過調查，先知道相關產業

的內容的資源條件，才知道下一階段，，有沒有辦法製造出相

關的產品。   

2.4. 發展這些產業產品的原因? 

更進一步詮釋選擇產品的原因。 

主要的重點在於先有前述產業方向，才能確認設計製造生

產甚麼產品，才知道所需要的資源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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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計畫經過調查後，發現部落某些祭歌植物適合當作

養身食材，才開始要搜尋族裡有誰具有調煮的能力，他是否願

意參與?接著，是否可以大量採集，還是必須種植?...等，相關的

產品才能確認，以成為產業裡的主體。 

否則，提甚麼產業發展，卻沒有產品及選擇其為產品的理

由，建構產業根本緣木求魚。 

3. 策略的具體展開 

策略在前提問題討論決定後，接著必須討論產業原有的問題。

而解決產業的問題，同樣必須提到其解決之道的前提。由此而正式

展開。 

3.1. 過去的發展相關產業的問題    

參考表裡第 5 點所診斷者，對賽夏族過去發展產業的問題

點，與一般社會一樣，存在著相同投入產業都會面臨的問題。

其中最普遍的，首先當然是資本資源不足的問題，接著即是網

絡資源之缺乏。 

3.2. 問題解析 

在表裡第 6 點裡，即按照賽夏族在第三節所提出不同於一

般社會的處理模式。  

4. 賽夏族產業總體策略模式建構 

策略之展開，依據其不同策略理論，有不同的展開內容。本計

畫主要採用資源基礎論搭配資源依賴理論來進行。在經過前面三章

的分析，提出類比總體策略  （corporate strategy）以及產業部門策

略（business uint strategy）之兩階段策略。至於行銷策略之部分，與

一般產品之行銷策略相同，但必須配合前述兩個部份的策略內容，

則放在第三部分「產品策略」說明。 

4.1. 產生共識的行動（Enact） 

本團隊的產業策略小組，按照企畫書的規劃，在前面幾個

月，邀請部落族人進行了五次共識會議（如附件一~五）及辦理

一場次產業工作坊(附件六)。基本的理論思考，即是按照 Karl 

Weick 所提的組織化社會心理學（Organizing society 

psychology）的建議，在既有的資源環境下，邀所處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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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部落） 裡的成員，齊聚、發想、爭論而最後達成執行

（Enact）的內容。 

4.2. 賽夏族的產業願景（vision）--以賽夏族的文化內涵產品造福人

群，創造賽夏人再生永續的生活空間 

本團隊以日本「地方創生」的概念，轉成賽夏「部落再

生」的概念，引入共識會議裡當做討論的主軸，希望從本計畫

裡的「示範區」開始施行。我們共同的希望，是「以賽夏族文

化內涵之產品造福人群，創造賽夏人再生永續的生活空間」。 

4.3. 產業發展的空間（利基（niche））： 將賽夏族的部落空間，

變成科技新貴紓解壓力恢復健康的場域 

本團隊提出的產業基本策略裡，認為賽夏族位處新竹科學

園區及竹南科學園區的附近 20 公里直徑範圍內，空氣清新，環

境優美、安靜祥和、族人親切友善，可以妥善規劃出空間，讓

科技新貴，在每周高壓力工作上班後，能找到一個紓解壓力、

恢復身心健康的場域，這個場域正巧就是賽夏族的所在地。產

業空間裡提到的地理性，非常符合。 

加以祭歌裡的植物，許多都是中醫的保健藥材，可以當作

空間裡的伴隨需求產品，使賽夏族的文化內涵，可以具體被應

用在產業空間系統裡，將使整個賽夏產品更佳豐富化。需求量

因而產生，意味著部落產業的空間更大，部落族人的工作機會

更多，部落之創生機會於焉誕生。 

4.4. 賽夏產業發展之總體策略（strategy）-- Ma'alo-i    

Ma'alo-i，以賽夏族來說，即是--感謝你噢--的意思。綜合上

述理論，為了讓族人輕易了解及記住賽夏族產業發展策略，由

上述策略展開一覽表所發想的一個詞彙。包含下列幾個策略內

容； 

M：族⼈與資源 

A：政府之偕同 

A：族人協⼒ 

L：在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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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組織化 

i：網絡鏈結 

在本團隊與族人願景的共識下，我們也提出了具體的產品

內容，讓族人了解。上述名詞簡稱及其中意義，也已經過多次

與族人的共識會議及工作坊解說。 

在此，本團隊將在一次導引部落族人了解上述所提未來發

展產業的策略之內涵，讓大家更深刻了解賽夏族要發展產業，

必須從策略思考的重要性。   

5. M：族人與資源（Man & Money） 

5.1. 人的問題 

每次到部落，常常所見都是老一輩或伴隨的幼小兒童，部

落真的沒人嗎?其實不盡然。 

部落之所以比較看不到年輕世代，其實是世界各國偏遠地

區的常見現象。隨著科技發展及伴隨的商業發達，現今年輕人

被國家及父母驅往都會區接受教育，畢業後接續與一般社會及

世界競逐，遊走他鄉而使偏鄉及部落看不到年輕人。 

老一輩的觀念是，能出外奮鬥，似乎才是成功之道。這樣

的思維至今仍是顯學，是實質造成部落人口凋零老化、產業無

法建構的最大原因所在。 

而回到「沒人」這個問題，當然與有沒有產業機會有極大

的關聯性。但部落真的沒人嗎?我們告訴族人，我們還有部落的

老人家，他們是賽夏族的「寶」，是賽夏族產業發展的「腦」

及殘留的文化「火苗」。只有他們最清楚文化的內涵，萃取他

們老人家的畢生文化素養，可以減少我們年輕人發展文創產業

產品的摸索時間，並能因賽夏族文化而使產業迅速發展。年輕

人若願意跟隨老人家，將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此，賽夏族只待幾個有心的年輕人，即可從這個出發點

開始，迅速以老一輩的智慧發展文化產業。產業一旦建立基

礎，年輕人就會產生回鄉的念頭。畢竟依照前面的調查，原住

民在都會地區的生活，不見得比在部落生活得富足、健康及愉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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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善用耆老智慧，先培育幾個年輕族人返鄉擔任產業

種子，用以發展文化產業產品，是本計畫策略之一。這部分可

與日本創生大師--木下齊的觀點相呼應--「從點開始，結合幾個

年輕人來展開局面。」 

5.2. 沒錢沒資源怎麼進行產業? 

依照資源基礎理論所述，資源，是發展產業的最基本條

件。沒資金，是想發展部落產業最常被質疑的條件。但不可否

認的，族人在經濟上確實一直處於弱勢。因此族人常問的問題

是，沒資金，怎麼發展產業? 

事實上，族人可能真的沒資金，但卻擁有無限的資源，包

含文化及環境資源，善用即能轉換成資金。 

再者，部落的產業發展，只要妥善選擇產品，很多原材料

其實可以在周邊隨手取得，材料資金的需求可以降到最低。 

因此，策略上，產業發展之初，應該選擇善用在地材料或

資源來開發產品。 

資金的取得，也可以借助合作社的機制，積少成多。本計

畫一直強調，賽夏族人少、資源少，透過合作及團結，就能創

造產業，取得資金。而且，也唯有合作及團結，才能對抗強大

的資本及殖民主義。 

沒錢，選對策略，還是可以發展產業。 

5.3. M 的策略 

善用部落耆老，培養幾個年輕族人當種子，發展就地取材

的產品為優先，以降低對資金的需求。資金的部分，由部落人

組成合作社共同投資，共同發展部落產業。 

6. A：政府之偕同（Administrative） 

6.1. 政府資金要不要拿? 

日本地方創生專家木下齊認為，不應運用政府資金投入地

方產業創生的工作。他認為，資金之投入，容易引起地方的仰

望補助，讓整個創生計畫最終失敗。他提出的案例很切實，也

很能發人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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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鑑於過去執行社區營造的經驗，確實也發現很多類

似木下齊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及現象。但事實上，也還是有非常

成功的案例。例如阿里山的山美部落達娜伊谷的發展興衰歷

程，曾有那麼一段因政府過度投入而幾乎失敗的情況。但其之

所以能再起並持續穩健營運至今，也是靠政府適時適當資金協

助而成的。因此，載舟或覆舟，重點在於產業領導者如何善

用。 

當然，完全靠政府的資金絕對會失敗。就像過去政府推動

的六星部落計畫，多數的計畫在政府補助用完後，部落持續發

展計畫也隨之終止。 

因此，策略上，我們要把政府能提供的資金視作「火種」

（ 如本計畫 ），希望在初始階段，能幫助族人的種子人員維

生及建構種子點（示範區）。族人再以合作社資金，以及後續

經營產生的營利，繼續投入及擴大。 

6.2. 政府法令的配合 

以「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為例，原住民區一百萬以下的

勞務，基本上都應該由原住民企業或個人來承攬。然而，很多

原因（尤其是資金的問題），造成很多地區的原住民企業，基

本上都是漢人在運作，原住民幾乎少有因這個法律而獲得好處

者。 

可見，假如賽夏族內部願意合作，以正常之運作方式向原鄉

政府機關要求依法執行採購，原住民產業可以很輕鬆地透過政

府部門先站穩基礎。 

另外如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應用於其他政府部門，也是取得產

業發展資源非常好的方法。 

6.3. A 的策略 

就是與政府機關維持良好關係，善用法令擴大資源取得。 

7. A： Associated 氏族協力 

7.1. 氏族合作的重要性 

上述各個策略提到的，基本上都是內部及政府在本計畫可以

提供的。然而產業的發展過程，常發現有一窩蜂的現象，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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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發生的高麗菜過剩，以及前一陣子香蕉滯銷的情形。我們擔

心，一旦本團隊的產品大賣，是否有其他族人起而效之或連結

其他非族人資本家，開始投入形成價格戰乃至傾銷、品質低

落，而致整個民族產業崩盤。這將是本計畫策略裡，必須防範

之情況。 

7.2. 發展以氏族傳統分工管理祭儀的模式建構賽夏族產業管理制

度 

以賽夏族的祭儀為例，乃是採取氏族分工的模式進行。千

萬年來民族維持不墜之原因是，族內各氏族嚴守族內規範，絕

不侵犯其他氏族之祭儀主辦之權利，各氏族間並積極協助協助

及維持此一紀律及規範。試想，若賽夏人數非常多的趙家及風

家，也跑來搶辦矮靈祭，賽夏族豈不大亂，甚至可能危及整個

賽夏族之命脈。 

因此，以此協力的傳統精神及管理機制，假如能夠架構在

未來產業組織裡，透過協商協力，而形成不同產品之負責氏族

小組織（例如合作分社），以氏族自我管理及配合各氏族之協

力精神建構新的管理制度，未來賽夏族產業管理將如順水推舟

一般容易。 

7.3. A 的策略 

建立氏族分工機制來發展及管理產業，是賽夏族產業能否

成功的關鍵。 

8. L：在地發展（Localized ） 

8.1. 產業在部落發展的重要性 

a. 在地發展的重要性：能讓更多年輕人返鄉，部落年輕世代增多，

部落自然年輕化。而文化既然是產業的重要內涵，學習及傳承

文化的意願--包含族語學習的意願自然更高，文化及語言瀕危

的情況將逐漸轉好。 

b. 在地行銷的好處：在地經歷過文化感動的外來客，將不計代價

對部落所生產的產品產生購買慾望，如此，不必拉到外頭市場

被視作路邊攤產品而賤價拋售。 

c. 在地有產業，才能創造更多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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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L：在地發展是本計畫永續發展部落非常重要的策略之一 

9. O：組織化（ Organized ） 

9.1. 成立合作社 

回到「組織化社會心理學」所講，產業有組織，而能在組織

裡相互討論激盪發展策略及方向，以及產生經營管理模式共

識，產業才能走得遠。因此，部落產業發展必須要的組織--合作

社，應要能優先成立。 

9.2. 找到有理念的年輕人，組成管理組織 

按照木下齊先生地方再生的經驗，首先要找到「有理念」有

經營產業能力的部落人來負責經營合作社，而且族人優先。 

如前一節所述，組織裡當然要遵循相關的法律（政府的）以

及規範（內部的）來運作，其中後者應該要能是產自文化智慧

的，以之建立的管理體系，才會形成良好且屬於賽夏族的產業

（企業）文化。其將比法律形成的被動管理機制，更加有效。 

9.3. O 的策略 

組織合作社，善用有理念年輕人，按各產業合作社成立，並

逐次建構氏族管理及其管理制度。 

10. I：網絡鏈結（ Internet connection ） 

10.1. 與目標市場（顧客）價值鏈結 

善用友善的企業及大學資源產業空間之創造，乃是因為對產

品對象創造了更多新的價值。 

譬如，本計畫的目標既然要使賽夏部落成為電子新貴紓解壓

力之所在，與這些善用科學工具的人群，自然要能以最科學有效

的方式連結。因此首先，必須要有一個專屬的網頁乃至專有的

app，使對象客戶--科學新貴,能很輕易地得到本產業主組織的相

關訊息，使賽夏族的產業產品曝光度提升，絕對有助於產業的永

續。 

相關的鏈結，在成立組織初時，要能策略性與推動社會企業

責任（CSR）公司以及大學社會責任（USR）大學連結，善用其

資源，增加部落產品的產銷機會及提升研發產品的技術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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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初期，各種產品還不成熟時，仍能得到外界資源的支撐而

逐漸完善。 

10.2. 與在外的族人及周邊他族鏈結 

相關的鏈結，也別忘了與離家背井的族人建立起來，可以

適時讓他們了解部落的發展，引發他們返鄉的意願。 

至於與其他相同良好發展部落產業的族群，應該也要鏈結

及相互營運技術交流，使各族能相互觀摩學習，互相推薦，共

享共榮。 

10.3. I 的策略 

將部落與主要客群及社會企業及大學責任組織鏈結，並鏈

結在外族人及周邊他族，以內外取得供需之發展資源。  

11. 賽夏族產業部門（BU-Business Unit）策略之建立模式 

11.1. 產業部門策略之建立參考 

在總體策略之下，經過前面的各種思考及努力，將首先建

立第一個產業單位。以本以本計畫來說，就是「合作社」，作

為產賽夏族產業發展的基地。自此，合作社要開始直接開展生

產、銷售及服務等工作。然而，如何才能達到最佳的經營成果

呢?其中也必須有相關之策略，在此稱為產業單位策略。 

產業能否成功透過產業部門的各種策略獲得利潤，按照學

者司徒達賢之建議，可以依據 

a. 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b. 目標市場區隔與選擇 

c. 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 

d. 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e. 地理涵蓋範圍 

f. 競爭優勢 

等六種策略型態來討論。 

以上論點，雖並不能完全適用在賽夏族的產業發展上；譬

如規模經濟的思考，對於強調因為部落面積小人口少，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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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太大的各種業務及產品需求量。小而精緻、不講究規模數

量，反而才是賽夏族部落產業應該追求的策略。但其他部分仍

非常適用。 

因此，本團隊在策略展開一覽表上，將上述產業部門策略

納入，方便族人可以透過簡單的圖表，找到經營個別產業時，

必須考量的策略。 

11.2. 本計畫建立部落選擇產業之共識過程 

 本計畫應用 Karl Weick 的組織心理學理論以及上述策略，透

過幾次產業溝通及工作坊的實施，首先創造部落產業的共識。 

11.2.1 共識之形成 

a. 拜訪部落主要意見領袖，誠懇說明計畫全貌，獲得其肯定。 

b. 邀集部落意見領袖及族人，一起參與工作坊 

c. 解釋工作坊的主題--畫我部落，將部落地理及自然環境畫出來 

d. 與部落人一起標示部落的風景、人文、特色產品，以及一些令

族人懷念的故事地標。 

e. 選擇其中族人最覺得想推薦給外人的部分。 

f. 推派代表，講給其他上課的族人聽。 

g. 由上課族人選擇最佳的介紹以及賽夏經典 

h. 本團隊就上述各部落之特點錄案，成為該部落之產業輔導發展

重點。 

i. 本團隊親自拜訪，建議該部落之產品內容及發展模式 

j. 建議建構發展該產業之合作社  

k. 協助後續覓得產業發展需求資源 

 由於本計畫之費用稀少，本計畫已盡量將賽夏主要部落之

想法及本團隊之建議記錄，成為下一階段個別部落產業發展及

組織部落產業合作社之參考。  

11.2.2 族人對賽夏產業發展之看法問卷調查 

本計畫為了了解更多族人對產業的看法，特別做了一個問

卷調查，分別在每次的共識會議以及拜訪請益時，請參與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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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填寫（問卷格式及內容如附件七），本次調查總計完成了 46

份問卷，量化之數據請參考表 4-4。重點式做出問卷調查內容如

下； 

A.總體發展部分 

a. 了解傳統文化的族人比例僅約 6 成，尚屬偏低。 

b. 對於部落資源是甚麼?有那些?一半以上的族人並不清楚。 

c. 有 8 成以上族人願意將本身資源投入部落產業 

d. 但有 7 成以上族人認為部落產業很難發展。 

e. 上述之主因，族人認為依次是觀光休閒資源不足，行銷能力

不足，沒有資金，以及沒有人。 

B.部落活動資源部分 

a. 對生態環境資源保護部分僅約 5 成滿意。 

b. 對文化傳承部分，亦僅約 6 成滿意。 

c. 對產業發展不分，則低於 3 成滿意 

d. 青年勞力部分，僅不到 2 成滿意。 

e. 願意參加文化活動者則超過 9 成。 

f. 願意參加部落產業組織者，超過 8 成以上。 

g. 對於公部門提供資源投入部落各種產業活動，有超過 8 成族

人同意。 

h. 對於過去公部門提供資源卻失敗的原因，族人認為原因依次

為:沒有良好規畫執行，只是配合公部門取得效率指數，沒有

年輕人推動。 

C.對於部落產業組織的看法 

a.近 9 成同意成立部落產業合作社推動產業發展。  

b.近 9 成同意合作社推動產業發展，可採用式族分工模式合

作。 

c.近 7 成同意在兼顧傳統文化保存下，思考部落產業對外界

之顧客價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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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近 8 成族人同意提供個人資源成為合作社組織之資源起發

展部落產業。 

D.其他部分，請參閱下列統計表統計內容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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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族人問卷調查結果量化數據 

第一節、基本資料 

問題 答覆 人數 比例(百分比) 

生理性別 
男性 29 人 63% 

女性 17 人 37% 

年齡 

20 歲（含）以下 1 人 2.1% 

21-30 歲 3 人 20.8% 

31-40 歲 5 人 10.6% 

41-50 歲 5 人 10.6% 

51-60 歲 16 人 34% 

61 歲（含）以上 17 人 36.2%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17 人 39.5% 

高中職 13 人 30.2% 

大專（學） 8 人 18.6% 

研究所（含）以上 5 人 11.6% 

每月可支配收入 

5000 元（含）以下 10 人 27.8% 

5001-10000 元 2 人 5.6% 

10001-20000 元 4 人 11.1% 

20001-30000 元 12 人 33.3% 

30001-50000 元 5 人 13.9 

50001（含）以上 3 人 8.3% 

職業別 

（僅列前五高選項） 

家管/退休 11 人 26.8% 

自由業 9 人 22% 

農林漁牧 8 人 19.5% 

軍公教 5 人 12.2% 

製造業 3 人 7.3% 

其他 11 人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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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部落資源的認知程度 

問題 答覆 人數 比例(百分比) 

您是否了解賽夏族的

傳統文化？（如：舞

蹈、音樂、儀式、祭

典等） 

非常了解 4 人 9.5% 

大致了解 20 人 47.6% 

普通 15 人 35.7% 

不太了解 3 人 7.1% 

非常不了解 0 人 0% 

您是否了解傳統文化

是一種重要資源，可

以應用於產業發展？ 

非常了解 6 人 14.6% 

大致了解 21 人 51.2% 

普通 11 人 26.8% 

不太了解 3 人 7.3% 

非常不了解 0 人 0% 

您是否了解傳統文化

應用於產業發展必須

要有所節制？ 

非常了解 4 人 9.8% 

大致了解 18 人 43.9% 

普通 7 人 17.1% 

不太了解 11 人 26.8% 

非常不了解 1 人 2.4% 

您是否了解部落還擁

有很多的資源類型？

（如：自然、人力、

信息資源） 

非常了解 5 人 12.2% 

大致了解 12 人 29.3% 

普通 15 人 36.6% 

不太了解 8 人 19.5% 

非常不了解 1 人 2.4% 

您是否同意您本人的

工作可能可以結合本

族文化資源而創造部

落產業？ 

非常同意 17 人 40.5% 

大致同意 19 人 45.2% 

普通 5 人 11.9% 

不太同意 0 人 0% 

非常不同意 1 人 2.4% 

一般普遍認為本族部

落產業很難發展，您

同意嗎？ 

非常同意 7 人 17.5% 

大致同意 19 人 47.5% 

普通 8 人 20% 

不太同意 4 人 10% 

非常不同意 2 人 5% 

觀光休閒資源不足 25 人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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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本族部落產業

很難發展的原因為何

（可複選）？ 

產業行銷能力不足 24 人 57.1% 

沒錢（資源） 22 人 52.4% 

族人不團結 20 人 47.6% 

有資源但沒有妥善

規劃利用 
16 人 38.1% 

產業品質不佳 12 人 28.6% 

公部門不支持 10 人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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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部落資源活動的看法 

問題 答覆 人數 比例(百分比) 

您是否對部落中的生

態環境保育感到滿

意？ 

非常滿意 2 人 4.5% 

滿意 19 人 43.2% 

沒意見 13 人 29.5% 

不滿意 9 人 20.5% 

非常不滿意 1 人 2.3% 

您是否對部落中的傳

統文化「傳承」感到

滿意？（如：舞蹈、

音樂、儀式、祭典

等） 

非常滿意 2 人 4.5% 

滿意 19 人 43.2% 

沒意見 14 人 31.8% 

不滿意 8 人 18.2% 

非常不滿意 1 人 2.3% 

您是否對部落中的

「產業發展」的現況

感到滿意？ 

非常滿意 0 人 0% 

滿意 6 人 14.3% 

沒意見 13 人 31% 

不滿意 20 人 47.6% 

非常不滿意 3 人 7.1% 

您是否認為部落中

「青年的勞動人力」

足夠？ 

非常足夠 0 人 0% 

足夠 1 人 2.4% 

沒意見 6 人 14.6% 

不足夠 32 人 78% 

非常不足夠 2 人 4.9% 

若有機會，您是否願

意了解及參與部落中

「文化活動」？

（如：工藝、音樂、

祭典等） 

非常願意 9 人 21.4% 

願意 26 人 61.9% 

沒意見 7 人 16.7% 

不願意 0 人 0% 

非常不願意 0 人 0% 

若有機會，您是否願

意了解及參與部落中

「產業組織」？（民

間組織） 

非常願意 9 人 22% 

願意 22 人 53.7% 

沒意見 10 人 24.4% 

不願意 0 人 0% 

非常不願意 0 人 0% 

非常願意 9 人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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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機會，您是否願

意了解及投入部落組

織的「資源活動」？

（如：人力、資源、

產業協力） 

願意 26 人 61.9% 

沒意見 7 人 16.7% 

不願意 0 人 0% 

非常不願意 0 人 0% 

您贊不贊成由公部門

提供資源予部落發展

「產業組織」？ 

非常贊成 12 人 28.6% 

贊成 21 人 50% 

沒意見 7 人 16.7% 

不贊成 2 人 4.8% 

非常不贊成 0 人 0% 

過去公部門提供資源

給部落「產業組織」

失敗的案例很多，你

認為主要原因是？

（可複選） 

沒有良好規劃及執

行方案 
26 人 65% 

只是配合公部門效

益指數 
24 人 60% 

沒有部落青年人才

推動執行 
22 人 55% 

沒有願景策略 15 人 37.5% 

特定人士把持自肥

或政策買票 
15 人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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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地方合作社及商業模式之看法 

問題 答覆 人數 比例(百分比) 

您是否同意，成立地

方具有「合作制度

 」產業經營模式的

「合作社」組織？ 

非常同意 10 人 25% 

同意 24 人 62.5% 

普通 4 人 10% 

不同意 1 人 2.5%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了解並

參與「合作社」組織

的「內涵與運作」方

式？ 

非常滿意 5 人 12.8% 

滿意 28 人 71.8% 

沒意見 5 人 12.8% 

不滿意 1 人 2.6% 

非常不滿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本族是因

為文化中「氏族合作

分工，平等共享」而

延續至今，可以將其

精神應用於「合作

社」組織，共同經營

管理，發展部落產

業？ 

非常同意 10 人 25.6% 

同意 25 人 64.1% 

普通 4 人 10.3% 

不同意 0 人 0%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以「合作

社」部分盈餘，來回

饋部落文化及生態景

觀發展，以提升部落

生活舒適度？ 

非常滿意 10 人 27% 

滿意 24 人 64.9% 

沒意見 3 人 8.1% 

不滿意 0 人 0% 

非常不滿意 0 人 0% 

您是否了解，「商業

模式」是要考慮顧客

的價值需求？ 

非常了解 7 人 17.9% 

了解 15 人 38.5% 

普通 10 人 25.6% 

不太了解 7 人 17.9% 

非常不了解 0 人 0% 

您是否同意，「商業

模式」下若需要應用

個人（家族）資源，

非常同意 3 人 7.7% 

同意 27 人 69.2% 

普通 6 人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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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理的回饋個人

（家族）機制下，個

人（家族）資源願意

提供或配合給合作社

運用? 

不同意 3 人 7.7%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賽夏族

傳統文化或自然資

源，經策略思考及創

意，而轉換成「商業

模式」以及有限制的

「顧客價值」? 

非常同意 6 人 16.2% 

大致同意 18 人 48.6% 

有條件同意 12 人 32.4% 

不太同意 1 人 2.7%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賽夏族

傳統文化或自然資

源，經策略思考及創

意，而轉換成「商業

模式」以及有限制的

「顧客價值」? 

為完整了解無法給予建議，但建議公平公正公義求發

展 

確立地方人口、就業方式、土地利用狀況 

先討論出先前在本部落失敗的非營利組織原因，挪除

後再成立 

讓每一位居民充分了解其內容 

1.人在哪裡 2.共識建立 3.確立目標(產業) 4.永續發展 

先設計規劃利用的資源，在資源許可下進行討論決定 

同意，但需要部落族人的合意及共同認同合作社的價

值。 

宣導及共識 

請專業輔導 

尋找有志共同在地的協力人員，進而有效推出方案及

共同決議事項來實踐願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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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本計畫延續與建議 

問題 答覆 人數 比例（百分比） 

您所了解目前賽夏族

「傳統文化與自然資

源」的優勢，哪些是

可以共同發展經營的

產業 ? （可從自然

資源、文化、人力專

才、區域環境...等考

量）？ 

自然資源、文化、人力專才、部落環境 

能區隔出其獨特性皆有發展的機會及價值 

生態導覽解說、農作物的產銷等 

當地自然景觀、農產品、部落文化導航 

1.部落生態景觀 2.當地特產之行銷（精緻化） 

文化的傳承和部落各姓氏祭祀，這是傳統的文化，在

部落人才的老化和青年的出走，皆因本身部落的產業

不夠活化和產生經濟出入的原因，使青年出走、老人

留下。 

竹筍、高山蔬菜、高經濟誤、水果、竹炭、木材 

1.文化：祭儀、飲食、地域歷史 

2.自然資源：四季植物、山水林、狩獵 

3.人力：耆老、青年、婦女、連結地區性外部產業鏈 

您認為「本計畫 」

對於「賽夏族植物調

查與保存」有何想法

與建議 ? 

部落有這麼好的資源，應該予以保存，並且能帶給族

人有益。 

非常同意以紙本呈現外，成書傳承下一代 

1.里山倡議！ 

2.部落內共識很基礎&很關鍵 

3.目前相關自然資源結合產業計畫並不少見，可否比

對相關已經贏過之經驗，提出檢討及超越 

1.劃設廊道設置解說牌，以利族人及民眾知悉 

2.與地主多溝通物噴灑農藥，盡量用人工除等 

盡可能為未來賽夏部落發展藍本 

本部落的確很多植物值得保存的，而且本族的人不了

解本部落有很多的寶物，這些本族的人需要來認識。

不但要保存好，而且要讓本族的人要認識。 

對本計畫的調查和保存是認同，但須推廣和執行，部

落各個點和點的，連結和族人的溝通，聯絡使整個賽

夏族人知道，文化遺產和周遭環境的認知！ 

基礎盤點後，依據計畫策略，同步進行在地的組織整

合，以利未來推動各項產業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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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您了解「賽夏族及

新竹林區管理處」未

來還可以「共同」在

哪些「具體 」事情

上合作及努力呢？ 

部落的自然資源、文化等，應該可以互相合作推動 

1.法條上的顧問及資源 

2.還我傳統領域 

1.林地內登山步道維修整建、重整、遊客安全 

2.森林副產物開放採集，與族人共享 

1.林產業之結合 2.林下經濟推廣 3.文化傳承之協助 

4.部落環境之營造 

我不知道林管處與本部落要如何合作？但如果林管處

能幫忙挪一些經費，「事情」應該可以順利完成的 

開設採礦區、加大區域範圍，使原始區均得以正常，

增加當地族人工作機會為第一優先。 

更可以救援、種植、環保....等職，以努力、合作為森

林保護，以保國土之維持安全。 

現今部落山林坡地，以森木、桂竹，以大宗棲地，這

應是早期日據時代種植緣由，但以時據惠這些土地無

法變更地目或買賣、耕種，以使大部分族人無法再生

地耕生存，當然以國家賭地本法保護為先，使得在地

原生住民的生活，無法得以發展向上，是不是林務局

許可，可以開始擴大範圍為原住民的生活圈及土地回

歸，讓大家可以得土地、文化和經濟發展活化。 

林業社區發展 

1.賽夏族傳領的林業管理，互山林、護溪、造林、恢

復林業 

2.林務局內的自然資源開放採集、狩獵、產業合作示

範區 

3.未來期盼每年編列固定預算進行自然林業產業研發

工作，讓林業延伸三~四級產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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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一般社會對部落產業之看法問卷調查 

為了同時了解一般社會對本族產品之看法及喜好，讓族人

了解未來發展產業的方向，本團隊議針對性地設計了問卷，通

過網路進行調查（問卷格式及內容如附件八）。 

本次調查總計完成了 145 份問卷，量化之數據請參考表 4-5。 

按照本次調查，重點是節錄一般社會對原住民產業的各種

看法， 

a. 近 7 成受調查人之可支配收入金額達到 3 萬以上，其中 1/3 更

高達 5 萬以上，屬中高收入家庭。 

b. 6 成來自北部，與本計畫地域性相關，6 成以上 3 年來都來過

部落消費。 

c. 來部落主要消費之內容依次包含；部落特色餐飲，自然生態景

觀，有機農產，文創商品。 

d. 停留最多的時間長度為半天（約 48%），其次為一天（28%）

及兩天一夜（14%）。 

e. 消費文創品者，最多採購消費在金額 200-500 區間及 500-100

0 區間者，各占 33%。 

f. 8成消費者願意以原住民的產品當作台灣特色產品送給外界朋

友。 

g. 7 成消費者認為原住民文創品會是台灣文創品的亮點。 

h. 來過部落的消費者，有 8 成以上肯定原住民文化是足以代表台

灣，並且肯定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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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一般社會大眾問卷調查結果量化數據 

第一節、基本資料 

問題 答覆 人數 比例(百分比) 

生理性別 
男性 74 人 36.6% 

女性 128 人 63.4% 

年齡 

20 歲（含）以下 8 人 4% 

21-30 歲 12 人 20.8% 

31-40 歲 29 人 14.4% 

41-50 歲 60 人 29.7% 

51-60 歲 57 人 28.2% 

61 歲（含）以上 6 人 3%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2 人 1% 

高中職 10 人 5% 

大專（學） 90 人 44.6% 

研究所（含）以上 100 人 49.5% 

每月可支配收入 

5000 元（含）以下 15 人 7.4% 

5001-10000 元 22 人 10.9% 

10001-20000 元 26 人 12.9% 

20001-30000 元 23 人 11.4% 

30001-50000 元 51 人 25.2% 

50001（含）以上 65 人 32.2% 

職業別 

軍公教 61 人 30.2% 

學生 26 人 12.9% 

服務業 25 人 12.4% 

家管/退休 19 人 9.4% 

製造業 18 人 8.9% 

醫療業 15 人 7.4% 

資訊/科技 14 人 6.9% 

其他 24 人 11.9% 

目前所住區域 

北北基宜、桃竹苗區 127 人 62.9% 

中彰投、雲嘉地區 45 人 22.3% 

台南高屏地區 28 人 13.9% 

花東地區 2 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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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原住民部落的消費習慣 

問題 答覆 人數 比例(百分比) 

您對原住民文創商品

有興趣的消費內容是 

（複選題） 

 

※僅列出前五名選項 

特色/文創小物 151 人 74.8% 

農產加工品 79 人 39.1% 

手工 DIY 76 人 37.6% 

藝術表演/展覽 75 人 37.1% 

首飾/手錶/禮品 38 人 18.8% 

您願意在 

原住民文創產品 

之消費金額 

大約多少錢 

200 元（含）以下 23 人 11.4% 

201-500 元以下 67 人 33.2% 

501-1000 元 68 人 33.7% 

1001 元（含）以上 44 人 21.8% 

您過去 3 年平均 

曾經於原住民族部落

消費的頻率為 

0 次 

（跳至下節回答） 
67 人 33.2% 

1-2 次 91 人 45% 

3-4 次 29 人 14.4% 

5 次（含）以上 15 人 7.4% 

以下問題過去三年未於原住民族部落消費的樣本無須回應 

您到部落消費的 

主要內容是什麼 

（複選題） 

 

※僅列出前五名選項 

部落特色餐飲 74 人 50% 

自然生態景觀 73 人 49.3% 

有機農產 58 人 39.2% 

文創商品 53 人 35.8% 

部落文化祭儀 27 人 18.2% 

平均每次 

在部落停留時間 

半天 71 人 48.6% 

一天 41 人 28.1% 

兩天一夜 21 人 14.4% 

兩天一夜以上 13 人 8.9% 

平均每次 

在部落消費金額 

1000 元（含）以下 69 人 46.9% 

1001-3000 元 55 人 37.4% 

3001-5000 元 15 人 10.2% 

5001（含）以上 8 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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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原住民文化的看法 

問題 答覆 人數 比例(百分比) 

您是否同意， 

原住民文化是 

最具代表性的 

台灣文化之一 

非常同意 109 人 54% 

同意 76 人 37.6% 

普通 11 人 5.4% 

不同意 6 人 3%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 

原住民文化是珍貴 

且應該被 

全世界所看見的 

非常同意 130 人 54% 

同意 65 人 32.2% 

普通 7 人 3.5% 

不同意 0 人 0%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 

當你在選購商品時， 

會因為該產品 

與原住民文化相關， 

而增加其購買意願 

非常同意 75 人 37.1% 

同意 81 人 40.1% 

普通 33 人 16.3% 

不同意 13 人 6.4%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 

當你在選購商品送國

外朋友時，考慮以原

住民文化相關之產

品，作為選擇禮品的

選項 

非常同意 77 人 38.1% 

同意 84 人 41.6% 

普通 36 人 17.8% 

不同意 5 人 2.5%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 

原住民文化是 

最具代表性的 

台灣文化之一 

非常同意 109 人 54% 

同意 76 人 37.6% 

普通 11 人 5.4% 

不同意 6 人 3% 

非常不同意 0 人 0% 

您是否同意， 

原住民文創商品， 

會是突起消費市場 

之亮點 

非常同意 57 人 28.2% 

同意 86 人 42.6% 

普通 49 人 24.3% 

不同意 9 人 4.5% 

非常不同意 1 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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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產業示範合作社之成立的過程 

本計畫裡包含產業示範區之成立，惟如計畫及相關理論所

示，產業行動前，組織必須先成立。為此，本團隊積極輔導北賽

夏族群成立「有限責任新竹縣賽夏族文創農林產業合作社」，目

前已發起送件，本報告截稿之前，雖尚未核下，惟據了解，應已

無問題。 

誠如本文所分析，在原住民部落發展相關事業，由於部落人

對於產業及推動產業的想法不了解而排斥，甚至恐懼被排除在外

而降格要求引外人資源來對抗。本計畫之合作社成立，亦遭遇相

同之情況，受干擾以致有所延宕。本團隊總計召開超過五次會

議，才順利完成發起成立程序。 

因此，成立第一個合作社果然一波三折，耗費心力。但本團

隊亦能體諒及賦予耐心，不厭其煩地再尋找其他關心民族發展，

並認同以族人為合作社主體的族人，共同發起加入，而終於順利

發起成立合作社。 

12. 產業發展策略層次圖及發展步驟 

彙總上述族人及一般社會消費者之調查結果，發現與本計畫所

論述的結果幾乎吻合。因此將上述結果，彙整成整個賽夏族產業發

展策略層次內容，如表 4-6。 
族人可以透過這張圖表，清楚找到發展產業時，在產業建構各

階段所處在的位置，必須要做到的一些主要工作。 
族人若能順著策略順序往下走，尤其能透過族人的合作及團

結，並自行出資成立合作社產業組織，在部落產業領導者及總社的

共同協力，加上政府提供部分資源，並且配合政府政策之下，部落

產業必能成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149 - 

表 4-6 建構賽夏族產業發展策略層次表 

目標 Ma·a'lo~i 展開 總體產業建構發展策略 個別產業組織建構發展策略 產品開發及行銷策略 

創造賽夏

民族永續

發展的產

業，支持

賽夏族之

永續發展

空間 

人 
（Man） 

1.是賽夏族人的事 1.以族人為主之資本成立部落產

業組織 
1.發展賽夏文化內涵的系列產品 

2.賽夏族人有自己建構及管理產

業的能力 
2.由各部落族人成立不同產業之

合作社 
2.開發產品由族人耆老帶領，但由

年輕族人發揮創意發想 
 3.產業優先進用族人，尤其年輕

人 
3.優先建立年輕族人回鄉方案，初

期可採 parttime 模式(假日方案) 

資源 
（Money） 

1.族人必須要自己投資，積沙成

塔 
1.族人投資成立產業部門，族人

以資源（土地‚建物‚農產品）作

價投入，慢慢回收 

1.利用族人土地及部落周邊植物原

料，發展賽夏系列產品 

2.政府部門之資源應用要透明並

善用 
2.善用政府及外界資源，由族人

主導於產業發展 
2.善用各種友善組織，行銷賽夏族

產品 
3.善用友善社會企業（CSR）及

大學責任政策（USR）資源 
3.善用 USR 進行組織管理制度

建構 
3.善用 USR 進行個人能耐及產品

品質提升 
 4.引入外界資源時，必須注意組

織控制權應仍在族人手上 
4.了解外界最新產品流行趨勢 

政府 
（Administration）

1.跟著政府資源政策資源 1.與在地政府機關合作取得了解 1.透過政府機關行銷部落產業組織

產品 
2.政府資源應用需透明 2.爭取在地機關之相關標案 2.政府部門禮品需求之設計製造 
3.政府法令要研究善用及引導   
4.與政治人物保持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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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Ma·a'lo~i 展開 總體產業建構發展策略 個別產業組織建構發展策略 產品開發及行銷策略 

創造賽夏

民族永續

發展的產

業，支持

賽夏族之

永續發展

空間 

氏族協力 
（ Association） 

1.以文化祭儀分工精神，發展不

同產品 
1.保留基本股份優先給各姓氏家

族認股 
1.產品所需材料，生活所需，相互

採購。 
2.依照賽夏傳統文化內涵，建構

賽夏族產業分工管理制度 
2.協調不同部落成立不同產業內

容組織 
2.產品技術及品質提升交流 

  3.對外時，可共同行銷不同部落產

品 

部落在地

（Localized） 

1.優先發展部落產業 1.部落人優先成立部落產業組織 1.以部落人知道的資源，產出的產

品最好 
2.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2.找出部落獨特資源，發展部落

產業 
2.部落自然資源，是最好的產品發

想點 
3.越在地，越國際 3.部落為基地，以顧客價值，引

入外人願意進到部落 
3.動態思考顧客價值需求，營造外

人想進到部落消費的產品 

產業組織

（Organization） 

1.部落成立各種產業合作社 1.合作社必須部落人組成及主導 1.部落合作社名義出產產品 
2.未來聯合成為賽夏合作總社 2.各部落合作組織定期聯誼參訪 2.合作社間之產品及原料互相支援 
3.加入國際合作社組織 3.與他族合作社合作，包含金融

合作社 
3.與外界及國際合作社合作行銷產

品 

網絡連結

（Interneting） 

1.賽夏族內部合作社必須連結 1.合作社網路化 1.建立網路行銷平台 

2.進行與他族之合作 2.與他族合作社之合作 2.設計產品 app 
3.成立網路平台  3.與他族金行產品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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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建議及結論 

1. 結論 

1.1. 本計畫是傳承民族傳統智慧之開端 

本計畫雖主要以植物調查出發，以經過族人內部口述調查及

內部觀點，來保存純粹賽夏族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此外，如何能善用這些知識，不讓這些知識變

成浩瀚書海裡並不起眼的那本書，終於被埋沒，而被賽夏族人淡

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很多學研界學者也許已經做了很多相關研究，但本計畫希望

是從族人眼裡來看這些周邊的植物對賽夏族人的意義，有策略地

引起族人願意回頭看這些植物之意念，並且也與外人分享賽 夏

族與周邊植物間的密切關係。 

本計畫不希望大家以看教科書或學術論文的眼光來看這本

書，而是希望大家能以欣賞的角度，來享受賽夏族傳統智慧之

美。以這樣的欣賞角度，讓賽夏族的傳統智慧能永世傳承。 

本團隊認為，我們做到了。而這計畫，只是一個開端。 

1.2. 本計畫推演出「Ma'alo-i」之賽夏族產業發展略，可成為部落

產業發展的一種建構模式  

在本計畫名稱的後半段加上了「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衍

生出了產業發展策略的內容，與前段植物調查，兩者之間似乎天

南地北，也可能壞了植物調查所產出的很多美學的內容印象，變

成有些市儈的感覺。  

然而，站在賽夏族的觀點，部分族人常覺得賽夏族的文化，

尤其以矮靈祭為例，常常被束之高閣，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然

而，部分族人也強烈感覺自己的民族逐漸蕭條，蕭條到對外只剩

下矮靈祭的刻板印象。而矮靈祭只能在每兩年才被喚起，如此，

賽夏族人能否持續下去，將是個問號。 

因此本計畫從「文化經濟學」探討，在文化如何與經濟不相

衝突下，推動庶民族人更關心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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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去的惡劣經驗告訴我們，將文化融入經濟，最後都被

經濟的黑暗面所汙染。例如，經濟講究的供需理論效益為先，以

及個人利益極大化的基本規則，可能造成文化及族人的被犧牲。

或者，因為經濟的量變，逐漸影響而使文化產生質變。因此，發

展文化經濟，必須要有策略性。因此本計畫，研析出一個

「Ma'alo-i」的策略模式，加入賽夏族的傳統管理思維以及限制

發展內容，除已融入產業發展的各種策略外，並兼顧文化保存的

永續思維，降低發展產業所造成 對文化純粹的影響。 

而各族傳統管理思維及組織模式不同，可以參考這種模式，

發展融入其文化以及各自適用該族的文化產業策略模式。 

1.3. 本計畫是原住民族與政府，互相瞭解體諒之開始 

本計畫源自賽夏族與新竹林管處之共管協議，也許很多原住

民學者或運動者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認為賽夏族把自己作

小。賽夏族應當以「國與國」（nation to nation）的立場，與中

華民國對談，取得更多固有權益。首先，賽夏族傳統上是一個

「與人為善」、「以鄰為友」的民族，過去的歷史，雖然造成賽

夏族重大的傷害而使族人人數變少，領域變窄，但長輩(Tati'ni)

一再強調，族人要與鄰為善，友好交往的基本原則不變。 

再者，過去的對抗，似乎解決不了很多既成的事實，希望族 

人願意在現在政府表現的友善下，開始伸出友誼的手，嘗試開始

走出怨懟的歷史錯誤。透過本計畫之執行，慢慢在互相了解下，

彼此打開胸懷，了解及接受對方。也因而，讓族人能慢慢回到之

祖靈之地，感受千萬年來的恩寵。也因此能感動政府，換回政府

對賽夏族更多的尊重及回應。  

2.建議 

2.1. 建議林務局林管處持續進行本計畫，主要協助賽夏族植物苗

種種植及庭園造景用樹之植栽，以支持部落合作事業發展。 

2.2. 建議林務局於賽夏族傳統領域內之造林事業及林相整理，照

「原住民族工作保障權法」之規定，優先交給賽夏族之各部

落合作社分區承攬，以發揮共管機制之實質效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 

 

- 153 - 

2.3. 協助賽夏族建置里山經濟提到之能源轉化設備(如機械竹炭

炭爐等)，發展竹子，雜樹及整枝之能源化系統，建構相關設

備，以發揮森林之最大效益。 

2.4. 允許賽夏族人報備及有限度採集文創需用之植物原料(現貴

局剛通過相關採集辦法)，並公開辦理年度優良文創產品甄選，

成為機關用伴手禮，協助行銷及發展賽夏文創事業。 

2.5. 強化林下經濟之發展方案：包含產業建構輔導及行銷方案，

可透過類似本計畫，提出實施計畫編列預算執行。 

3.總結 

感謝新竹林管處的誠心協助，使本計畫順利完成，讓許多族

人找回信心，願意重新開始。也希望本團隊未負所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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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一場共識會議 

壹、會議主旨 

    107 年 2 月 7 日與賽夏族於立法院，承諾雙方願建立合乎正義原則的

夥伴關係，聲明在林務局轄管土地內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文化的尊重及

對「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落實，並體認為了部落永續發展，有必要增強彼

此合作關係相互支援。賽夏族具有豐富之傳統植物應用知識及智慧，惟整

體之植物調查應用，包含食用及其他應用研發則至今弗如，經賽夏族民族

議會共識認為應趁耆老仍在，重新以賽夏族人作為主體，依據傳統智慧體

系（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 TKS） 建構賽夏族傳統植物知識系統

復振賽夏族「傳統植物」族語系統，以為傳承。因此，林管處規劃以此計

畫協助賽夏族傳承智慧之外，並善用傳統植物智慧創造專屬賽夏族之生技

產業基礎，協助賽夏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第一個系統性建構傳統植物知

識，並轉換建置傳統植物加值應用示範區域，實質發揮夥伴關係之成效。 

貳、會議時間 : 107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 

參、會議地點 : 第一場次 上午 09:30-12:00 （新竹縣五峰鄉上大隘活動中心） 

肆、會議出席者 : 北賽夏族部落代表人、耆老、在地文化工作者、族人朋友 

伍、會議列席報告 : 原景發展科技有限公司 

陸、會議議程 

時  間 會 議 議 題 

第一場次_新竹縣五峰鄉．上大隘活動中心 

09:20-09:30 報到 

09:30-10:40 

北群 kilapa:部落會議工作報告 

（北群 kilapa:部落會議趙金榮 主持人趙山琳 執行

長） 

10:40~11:15 

賽夏族植物調查/應用計畫（原景發展科技有限公司） 

10:40-11:00 計畫總體概念/趙俊雄 計畫主持人 

11:00~11:15 執行計畫簡報/ Tiwas 計畫研究專員 

11:15-12:00 綜合交流 

柒、綜合交流意見 

1.趙一先顧問 

（1）本計畫所提相關之產業發展組織，建議由部落既有而現無營運狀態

之合作社組織來運作免於重新申請，成立新合作社冗長之行政程序，

本人協助將先與現有合作社持有人溝通，期能順利取得合作社主要成

員的同意延續運作，後續透過部落會議進行組織重組及章程之變更。 

（2）本案植物調查盤點流程，亦可順勢部落土地使用盤點及人口盤點，

因十年在即的 2020 年國土計畫期限前提報盤點結果，以須於在縣政府

提報新竹縣國土計畫法公告前確認；所以現在就應該開始進行，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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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點，進而功能性的討論規劃（比方說:農地、建地…等），至於已

流失的部落土地，未來可考量利用部落產業發展基金買回，也是一種

解決方法! 

2.夏麗玲委員 

（1）族語課程現上課均是老人家，族語課程不限於年齡層及男女老少，

歡迎各位族人踴躍參與，課程時間是固定，每次課程除書寫學習外，

多半是由生動的生活及情境對話。也會將相關課程應用在群組裡，歡

迎各位來參與，就當作自在聊天。 

（2）本週高峰聚會所族語課程時間原訂本周六 08:30-11:30，因本人出

差，擬改至 8 月 8 日（周三）15:00-18:00。 

3.趙榮標委員 

（1）土地外流問題，許多土地已經非屬賽夏族人所有，希望各位委員多

多宣導左右鄰居，不要輕易販售土地。 

（2）賽夏族人口數少，多元族群通婚，建議每個家庭是否規定下一代的

孩子們，多少也取得原住民賽夏族之身分。 

（3）部落要有自己經濟來源，可以考慮利用五指山水源區開發飲用水，

所獲得的收益，再來討論如何辦理。 

回應/趙俊雄計畫主持人：如果部落水源檢測結果確實有可開發性，可以採

用類似瓶裝礦泉水販售，以及還有竹炭水也有發展價值。於民國 94 年，

嘉義已有教授研發出相關流程，在竹崎、南投及烏來均已有相關實績，

然後再回饋給在地社區，建議族人可以列在明年計畫。 

4.趙健福委員 

原景公司於此會議向部落會議委員報告本計畫，本計畫規劃很完善，報告

的也很詳細，而委員在此計畫中，應該做什麼工作?要如何配合?其他族人

要如何知道有此計畫? 

回應/Tiwas 協同主持人：部落會議委員，由部落族人選出，就是代表族

人，本次會議已經超過半數，我們部落會議組織分為 8 大組各組別，

每次會議都會在 LINE 群組上發布消息及內容，請各位委員應於平時

就會議內容先行討論及溝通了解，進行生活化的討論，而在下次會議

時才有新的東西討論，計劃一定有經費在地要有願意一起支持與執

行。 

原景團隊所提供方法與策略，真正具體執行仍需要我們族人一起來完

成實踐。 

回應/夏麗玲委員： 

（1）我建議例如本案植物調查更明確提出需要多少人、需要何種專業人 
才、工作費多少及多久時間內需完成，工作需要花自己時間，該給的

費用要明訂出。 

（2）建議主席 8 小組應該要更明確訂出年度目標、需要多少人力（義工

及非義工）及工作費，而每次會議應該提出進度，之後檢討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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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趙俊雄計畫主持人：身為計畫主持人，有義務向大家報告及說明: 

(1)  很開心本計畫是由原景取得，我們族人才能這樣一起討論，不然其他

私人機構取得，想如何辦理如何花費根本不理會各位委員；當初在討

論此案時，與團隊討論認為本案應由賽夏族人自己來做，所以大家能

夠提出來討論非常好，表示大家都很清楚也覺醒如何做對賽夏好。 

(2)  計畫主持人費用，已向林管處報告過，是全數捐給南北賽夏祭儀活動，

此外本公司也沒有利潤，而嘉義派來協同執行本案的同仁薪資，也不

是用此計畫經費支付。 

(3)  將由 Tiwas 將計畫小組所需的人才專業需求提出，專業工作費用本

計畫也有安排，只是本計畫的範圍實在很大，計畫費用實在不足，例

如植調的部份，將先從祭歌 37 種植物開始，分有南北群，預定調查範

圍及相關費用，也請大家一起來討論，花費均是公開透明的。 

   5.趙忠正委員 

對於本計畫，我有興趣的部分，是有關”輕旅行”發展，如何讓外面

的人來部落消費，吸引人潮來，錢潮就來。而這次植物調查路線，兩旁也

可以種植一些有意義的植物，變成可以代表我們賽夏族部落的觀光動線，

希望原景能夠提出對於此部份如何操作，之後的執行人力、解說員及遊客

用餐需求。族人自己也要實際操作，其實不管什麼都是需要花錢的，不然

只會空口說白話，最後事半功倍，而各位委員大多都是退休人員，很多在

外族人還是需要工作上班，很難找他們回來，我們自己可以先做，然後人

潮來了以後再請族人回鄉一起做。這個計畫只有 1 百多萬，只是規劃工作

而已，希望各位能當志工的就當志工，生活不好的，還是要努力工作。 

捌、臨時動議 

◆ 趙金榮主席 提案 

1.以既有合作社重組組織及章程變更。 

2.水源區開發計畫。 

3.詹應華老已故，需重新遴選部落會議委員，擬由趙玉山先生遞補。 

◆ 決議 

1.既有合作社請趙一先顧問與持有人討論溝通，得到首肯後，再經由部落會

議重新組織及章程變更，提報縣政府。 

2.水源區開發計畫初步，請土地或產業小組（委員/幹部）來了解計畫可能

的發展性，再請計畫團隊初擬未來規劃可行性。 

3.經由部落委員鼓掌通過，將由趙玉山接任土地管理發展組之部落會議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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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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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會議照片 

  

       趙主席金榮 主持及致詞              高副執行長鼎豐 業務報告 

  

 趙俊雄計畫主持人 計畫報告說明      林執秘/研究員 工作與計畫報告說明 

    

        參與會議的委員們                   會議交流與臨時動議 

 

 

 

 

 

 

與會者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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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二場共識會議 

壹、會議主旨 

    107 年 2 月 7 日與賽夏族於立法院，承諾雙方願建立合乎正義原則的

夥伴關係，聲明在林務局轄管土地內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文化的尊重及

對「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落實，並體認為了部落永續發展，有必要增強彼

此合作關係相互支援。賽夏族具有豐富之傳統植物應用知識及智慧，惟整

體之植物調查應用，包含食用及其他應用研發則至今弗如，經賽夏族民族

議會共識認為應趁耆老仍在，重新以賽夏族人作為主體，依據傳統智慧體

系（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 TKS） 建構賽夏族傳統植物知識

系統復振賽夏族「傳統植物」族語系統，以為傳承。因此，林管處規劃以

此計畫協助賽夏族傳承智慧之外，並善用傳統植物智慧創造專屬賽夏族之

生技產業基礎，協助賽夏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第一個系統性建構傳統植物

知識，並轉換建置傳統植物加值應用示範區域，實質發揮夥伴關係之成

效。 

貳、會議時間 : 107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 

參、會議地點 : 第二場次 下午 14:30-16:30 （苗栗縣蓬萊工作坊） 

肆、會議出席者 : 南賽夏族部落代表人、耆老、在地文化工作者、族人朋友 

伍、會議列席報告 : 原景發展科技有限公司 

陸、會議議程 

時  間 會 議 議 題 

第二場次_苗栗縣南庄鄉．蓬萊工作坊 

14:00-14:30 報到 

14:30-14:50 
介紹來賓/來賓致詞 （賽夏族民族議會下議院議長 朱仁

貴） 

14:50-15:00 研究團隊介紹（原景發展科技有限公司） 

15:00-15:45 

賽夏族植物調查/應用計畫（原景發展科技有限公司） 

15:00-15:20 計畫總體概念/趙俊雄 計畫主持人 

15:20~15:45 執行計畫簡報/ Tiwas 計畫研究專員 

15:45~16:30 綜合交流 

柒、綜合交流意見： 

1. 朱仁貴（下議院總議長） 

建議優先調查與祭典相關的植物，每次調查及蒐集過程進行影像紀錄，

而能夠確實表達出該植物特有之賽夏味道及別於其他地方之特有處，並

將調查結果最終資料，能夠陳列在賽夏族民俗文物館，讓成果紀錄世世

代代傳承。 

2. 夏錦龍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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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進行調查之前，先蒐集相關文獻及資料，例如之前原民會與中研院

合作植物調查，以及相關賽夏藥用植物調查等書，蒐集後可以用來比

對，它的意涵及用途，可能與其他族群不同。例如，藤，在賽夏族有團

結之意。 

3. 章潘三妹村長 

經今日計畫說明，很開心能給予下一代永久的文化保存的機會，有感這

次風長老的離開，希望我們能儘快急迫進行。 

4. 日繁雄耆老 

     【賽夏語】 

      saboeh kayzah ’ay!  ’inakhini howaw o, ma’ sa’owaz 

niSo’ ’okay kototol ani ’okay ka:at ani ’okay ’alingo’ i 

tabin （mayhael） ma’ hawka’ tabin ’isahini ya:o 

ma’ ’akoey Singowip ila no ’alnoSaySiyat hini Sin 

kano’on ’oka’ i tihoero: mina ’okik ’abe’ 

papnabih ’inakhini’an nak noka tatini’ ’oka’ ka 

kina:at ’abe’ papnabih ’okay ngowip ’isahini ma’an ray 

tono’ ma’ ’ima haysiya ’ima ____ kahoey nanaw ’ima hororay 

kahoey ma’ Singowip ila ’okay paskayzaeh ’okay mari’i  

Sahoe’on o bosbosbos nom powa’ ho nakhiza pa i loehong toboS 

a ’aSo’ ma’ oy toboS a kakarpa: ma’ kayzaeh 

kakarpa: ’aewhay ponhoro: noka ’al’alak hara minkowis 

minkowis ma’ kayzaeh kano’ SipaStang ’okay ’oSa’ o’okay 

zingas ka tinawbon ’okay zingas hiza zomingas’ampowa’ ’okay 

zingas So’o ra:am ay….. 

mowa:i’ ka ralom.   

 

【賽夏語轉譯中文】 

    大家好，關於這些事，的確如果現在不推動、不寫下來、不影像紀

錄，以後就會消失了，到現在很多的植物我也忘記了許多，這些植物的

名稱要用賽夏族語說、怎麼說都已經找不到了，不經常講的這些植物，

以前老人家沒有文字，如果經常講或者經常討論就不會忘記，現在我的

腦海中存在的只有一些? 

比方說（日長老面對豆鼎發長老說）有個樹木是軟質的?那樹木我也忘記

了!要怎麼說呢?那不處理不取用?只能拿來燒能做什麼? （鹽膚木嗎?） 

那麼做木臼的就是櫸木啊!木杵也是櫸木作的，苦茶樹也可以拿來用，就

像年輕人搗（米）經過小米穗與小米穗碰撞就會脫殼，油桐樹經拍打的

作用，就不會黏到糯米糕真的餒~真的不黏，那個黏度為什麼不黏，你知

道嗎? 因為樹會出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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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調查植物要逐一拍照，並搭配書面記錄說明，期許大家一起努

力，計畫成果也是屬於我們賽夏族後代使用。 

5.劉金鳳 （鄉民代表/賽夏媳婦） 

~母語~大家好~ 

植物很重要，不只下一代，對我們現在就很重要；我們自己也要加油，

尤其部落重要的活字典長老們，要趕快將他們知道的智慧趕快記錄下

來，才能永久永續保存，不只族語，生活也是，以免出現斷層。這計畫

很好，我們一起加油。 

6. 朱仲一 （共管委員） 

本計畫很有未來性，主要有兩個意涵，一是人文面，例如植物可能用在

建材或傳統玩具，屬於應用人文，藉由此計畫影音紀錄，可以將百年內

故事記錄下來，進而了解長輩耆老之生活足跡；二是產業面，可讓年輕

原住民返鄉有重新凝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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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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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會議照片 

 
趙俊雄計畫主持人 開場主持 

 
朱仁貴總議長介紹在地族人 

 
來自代表會及村長的參與 

 
現場族人交流與建議 

 
林研究員 說明計畫內容 

 
參與會議的耆老 聆聽計畫簡報 

 
日繁雄耆老的勉勵與建議分享 

 
豆鼎發耆老的勉勵與建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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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第三場共識會議 

壹、會議主旨 

    經過本計畫第一次在地會議及期初規劃報告後，明確本計畫執行規範面

向，為落實及擴大計畫效益，投注各方面的專業資源其邀請相關行政機關與學

術顧問群，一起思考本計畫階段性的方向，提供友善改革的發展願景，並於執

行其間加值合作，這項活化地方調研計畫與未來植物應用研究，在尊重地方自

主發展原則下，本計畫如何從參與、從旁輔佐、引導新的契機，有賴於各位與

會的專家、學者及行政機關給于建言指導與方向。 

貳、會議時間 : 107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 ） 

參、會議地點 : 上午 08:30-12:15 （林務局新竹竹東工作站 2 樓會議室） 

肆、會議出席者 : 南/北賽夏族部落會議代表人、耆老、在地文化工作者、經營

產業族人朋友、計畫顧問群、新竹林區管理處 

伍、會議議程 

時  間 會 議 議 題 

林務局新竹竹東工作站 2 樓會議室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介紹來賓 

09:05-10:30 1.部落產業再生工作坊 （計畫主持人趙俊雄） 

10:30-10:45 休息與茶點 

10:45-11:15 
2.第一階段傳統植物調查及產品設計概述 

  （偕同計畫主持人 Tiwas） 

11:15-11:45 3.無法模仿智慧—傳承與共有（自然律例-陳堅真 老師）  

11:45-12:15 4.以手作溫度創造價值感 （近藤敦子 老師） 

12:15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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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記錄 
 
一、部落產業再生工作坊分組討論之報告   

 
隊名: 北賽夏讚神組隊 

組員: 趙一先議員、夏文健、趙金榮、趙立君、朱劍鳴 

 （如右圖標號說明） 

在地資源分析 發展特色說明  

 

 

 

1.蓪草 早期先人作為與漢民族交

流中心經濟來源 

2.蕨類 賽夏族食用植物亦是本族

獨有之植物 

3.台灣赤楊 賽夏族於 paSta’ay 送靈

搶折之樹種，係朱姓家族

第一及第二順位所使用平

時作為香菇培植之材料。 

4.山胡椒 作為香料用 

5.農特產品 部落多元之發展 

6.苦花溪蝦 祭矮靈所使用之最佳菜餚 

7.鱉 上坪溪水旁獨有野生 

8~15 餐飲住

宿區 

部落新興產業 

16.矮靈祭場 賽夏族文化信仰之中心地 

17.頭目之家 因應原民會倡議之重點部

落計畫而成 

18.帝那度祭

場 

賽夏族趙氏宗親主持之祭

儀 

19~20 公墓 生命禮俗 

21.矮人洞 矮靈源頭居所 

22.送矮靈廣

場 

與矮靈相見與送別之地 

23~27.古道 祖先所形之足跡      

 新興之休閒活動 

28.上大隘派

出所 

部落與行政部門共管規劃

之預定地 

29.瀑布 天然資源 

30.木工藝 部落文創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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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瓦祿隊 

組員: 風永金、朱仲一、絲清火、顏翊卉 

（如下圖標號說明） 

在地資源分析 發展特色說明 

1.東河巡守隊 進入東河第一站巡守隊任務為協助警察維護治安以及護漁 

2.賽夏族國道 連結五峰鄉東河重要道路其意義為賽夏族早期祖先重要的聯絡道路 

3.東河國小 在地具有賽夏族文化氣息的國民小學 

4.東河文物館 介紹東河歷史採礦伐木產業重要的在地文化館 

5.櫸木食坊 百年櫸木為飲食餐廳之特色 

6.東河社區 社區內有賽夏、泰雅、客家三族群其中「徐年枝老師工坊」為歷史悠久 

在地延續傳統織布之「賽夏織女」--風順恩和風麗珠老師 

7.鵝公髻部落 新開發的點（由瓦鹿部落協會發起維護） 

8.三角湖 早期戲水的地方，有天然的大石頭為醒目的標的 

9.林淑莉染織坊 石壁部落染織工作坊 

10.鹿場 三百多年前的台灣，曾創下每年出口二十萬張鹿皮的貿易記錄苗栗南

庄，是賽夏族的傳統生活領域，鹿場部落卻是屬於泰雅族人。這得從

兩、三百年前說起，當時新竹五峰石加鹿一帶的泰雅族人， 循著霞喀

羅古道，越過大窩山南側鞍部，沿著比林溪，進入南庄，與賽夏族發

生戰爭，而奪得這塊新土地，然後建立起鹿山、鹿湖、鹿場等部落。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99/tony0599.html 

11.東河吊橋 內有超過一甲子的步道、鐵線橋 

12.向天湖大橋 往向天湖之聖地 

13.中加拉灣 風家居住的加拉灣部落，上去就是高家和朱家聚集的中加拉

灣部落 lala:i'，昔日人口眾多，大都是高、朱兩姓，目前大

部分已遷移至東河街上及他處。 

14.加拉灣 

15.向天湖 美麗的高山湖泊也是賽夏族守護之地 

賽夏族文物館也結合各式農產品多元化之經營 

16.光天高山 海拔 1123 公尺一日登山的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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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歡迎您來隊 

組員: 章潘三妹、日明雄、豆鼑發、楊淑翰 

 

（如下圖標號說明） 

在地資源分析 發展特色說明 

1.馬菓坪部落 kakapas 日據時代戰場、刑場，現在發展養蜂 

2.蓬萊部落 zain 

（二苹部落/大湳部落） 

過去荷蘭人煉樟腦 

現在蓬萊護魚生態園區 

二苹（往加里山）:高冷蔬菜、露營區、養殖、花卉 

大湳:蔬菜、花卉、養殖、露營區、祈天祭場 

3.八卦力部落 kakanean 早期煤礦開採 

現在以賽夏族文化觀光景點（圓舞場） 

4 百壽部落 kaspolawn 

（馬陵社 mays 圳頭 inbawan） 

1936 年番童教育所 

可以看到台灣海峽、頭份、竹南 

特色道路 M 型山（馬陵圳頭台三線） 

特產:柑橘、桂竹筍、蜂蜜 

台三線特色公園（百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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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坊有感分享 

 

趙一先議員 

如果透過這個計畫，讓植物面回到剛才 Tiwas 所講的空間記憶裡，在沒有矮靈

祭的那一年，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讓下一代能夠參與了解，並在這樣的

足跡下，有預感 37 種植物會找到的，也感謝陳老師的分享。 

 

日明雄 先生 

這樣的活動第一次參與很有意義。 

 

豆鼑發 先生 

我們彼此了解也虛心接受今天所感受到的課程。 

 

章潘三妹 工藝師 

非常感謝與認同朱主任及議員所講的讓子孫未來可以多多參與。 

 

夏文健 先生 

如果文化可以做到實踐，感動在其中、教育也在其中。 

 

陳堅真 老師 

祖先留下來的文化價值也是商業財。 

感謝今日與大家分享，也同時您們可以回饋自己所觀察到的。 

 

莊仕標 顧問來賓 

這樣的計畫非常好，從在地的自然環境到在地的文化深度內涵結合，尤其在無

污染的原鄉環境中，可以找到自然資源的價值，再思考如何轉換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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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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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照片 

  
工作坊實作:瓦祿隊的成員討論中     工作坊實作:北賽夏讚神隊的成員討論中 

  
工作坊實作:歡迎您來隊的成員討論中  賽夏族的趙議員參與討論 

  
工作坊進行中                       計畫主持人說明本次工作坊意義 

  
偕同計畫主持人說明田調成果精華     邀請近藤老師分享有機手感生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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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陳老師分享田調過程的經驗與珍貴  工作坊進行小組上台報告（朱劍鳴先

生） 

  
工作坊進行小組上台報告（日明雄先生）   工作坊進行小組上台報告（朱仲一先

生） 

  
工作坊進行小組上台報告（風金火先生）  本計畫顧問來賓上台指導（莊仕標先生） 

 
工作坊圓滿成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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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第四場共識會議-產業原型思考會議 

壹、會議主旨 

本計畫與其說是執行工作，實質身為族人的一群團隊，我們一邊推

動也一邊尋找契機，在合作實踐路上一起做、一起找方法、一起找機

會，透過參與「在地部落會議」研討如何從外部或現代的知識或資源

下，有效融合並在行動中轉譯文化價值、應用傳統文化元素智慧，強化

產業的激素，而人的關係與組成卻是動力運作的心臟，那麼活化在地的

攻略，實踐、改變、組織是本會議探討核心之紀錄。 

貳、會議時間：108 年 03 月 27 日（星期三） 

參、會議地點：上午 09:00-12:00 （苗栗百壽村活動中心） 

肆、會議出席者：南/北賽夏族部落會議代表人、耆老、在地文化工作

者、族人朋友、計畫顧問群 

伍、會議議程 

時  間 會 議 議 題 

09:20-09:30 報到 

09:30-09:40 介紹來賓（百壽村部落主席豆鼎發） 

09:40-10:20 部落會議各項議題-自給自足，活化與改變 

10:20-10:50 
創建組織ˇˇ攻、守合作社  

（原景發展科技有限公司—趙俊雄計畫主持人）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2:00 與會建言與交流 （與會者） 

12: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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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記錄 

趙俊雄： 

1.產業發展由部落發起，原景協助規劃，協助洽找其他資源，例如向林務

局爭取經費，而部落基本產業架構起來，則需要一個法人機構如合作社

組織來作為買賣平台。 

2.第一先確認部落產業發展方向，如會議所提的養蜂、養雞或是其他項

目，藉由合作社做為一個買賣平台，並類似公司組織作人員工作分配。

五峰 kikapa 與百壽發展的產業可互相取捨及互補，擇本部落最有特色產

品，日後如每個部落都能成立合作社，之後即可做賽夏聯合社，可獲得

更多資源並能更好推銷。 

 

Tiwas: 

1.合作社組織為營利組織，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社會處，先找出 7 位

發起人，確認產業區域、組織名稱，產業以單項為主，近日將會提供豆

長老相關成立申請表格及標準流程，請族人依據辦理申請。 

2.建議可找年輕人加入合作社幹部，協助撰寫計劃書、尋找資源等工

作。 

 

柒、會議照片 

  
趙主持人計畫說明 趙主持人計畫說明 

  
趙山琳執行長介紹 會後檢討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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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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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第五場共識會議-創建在地組織會議 

壹、會議主旨 

為本計畫經基礎植物調查整理與文獻研究分析，針對未來可

行性的產業策略模式建立前，初步擬建構有效合作的產業示範區，

經本團隊參與式扎根執行成果，進一步有效溝通整合意見結論當

中，其未來傳統植物生態園區預定示範區，以在地現有的自然資

源、傳統領域、歲時祭儀場域、文化傳說遺址、土地利用整合、族

人之意願..等進行評估，故先以「上大隘部落自主發起」創建籌備在

地產業組織（合作社）之準備，於本次會議中整合確立在地居民未

來方向，聽取各方之建言與方向，以達到本計畫產業策略發展重要

之依據。 

貳、會議時間：108 年 03 月 30 日（星期六） 

參、會議地點：下午 16:00-18:00 （大隘村五峰小吃店） 

肆、會議出席者：北賽夏族部落會議代表人、耆老、在地文化工作者、族

人朋友、計畫顧問群 

伍、會議議程 

時  間 會 議 議 題 

15:50-16:00 報到 

16:00-16:10 介紹來賓（上大隘部落主席趙勝典） 

16:10-16:50 部落會議各項議題-說自己的故事〃走自己的路 

16:50-17:20 
創建組織ˇˇ攻、守合作社  

（原景發展科技有限公司—趙俊雄計畫主持人） 
 

17:20-18:00 與會建言與交流 （與會者） 

18: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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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紀錄 

趙山琳: 

1.建立部落人才組織，成立合作社必要的合作經濟模式。 

2.善用夥伴關係透過委員會提出願景與可以實踐的方案。 

 

朱劍鳴: 

1.簡報分享日本案例，的確符合本部落的發展方向。  

2.林務局推動「林下養蜂」、「山胡椒」、「金線連」、「段木香菇及 木耳」、

養雞..等副產物。 

 

趙晏左: 

1.個人經驗分享:導覽/露營區經營 

2.建議產業投放項目須明確，專心從事經營一項並連結外部行銷。 

3.在地人的互動:年輕人與老人 

4.例如:烤雞（內餡有 10 種植物草料）創新料理 

 

Tiwas: 

1.組織成立合作社的簡要說明 

2.推選或自願成為籌備合作社發起人（七人） 

--趙勝雲/趙山琳/趙晏左/趙增壽/趙山富/高美容/趙美菊 

3.盡快進行籌備會議（選定下次會議時間/群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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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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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照片 

  

趙主持人開場及議題說明 林執秘/研究員簡報說明 

  
族人聆聽簡報 現場族人交流與建議 

  

現場族人交流與建議 族人填寫問卷 

  

族人填寫問卷 會議圓滿成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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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產業策略工作坊-在地創生發展專題 

壹、會議主旨 

「民間創生」的原則必須經過現場作法了解問題之結構，並積極修正提

出有效的具體對策，透過本計畫調研的基礎資料與初探的訪問，形成進一步

與居民合作基礎，從經驗中知道困境為何?有待的問題解決?並可能做為未來

可行性發展的機會，透過本次會議邀請相關實務界經營業者提供一條路徑，

作為成功途徑的借鏡。 

貳、會議時間：108 年 01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參、會議地點：頭目之家/趙山琳宅 

肆、會議出席者：南/北賽夏族部落會議代表人、耆老、在地文化工作者、族人                 
朋友、計畫顧問群 

伍、會議議程 
時  間 會 議 議 題 

五峰賽夏族上大隘活動中心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介紹來賓 

09:30-10:00 
賽夏族傳統植物生活應用初步成果報告   
林杏 協同主持人 

10:00-10:40 
在地產業夥伴建立與籌備工作坊--(合作社) 
喻幸國  老師   桃園市原住民住宅暨文化協會總幹事 
             台北市社區規畫師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1:30 
何謂在地創生—從地方知識與資源範籌出發(實務案例) 
喻幸國  老師   桃園市原住民住宅暨文化協會總幹事 
             台北市社區規畫師 

11:30-11:40 休息時間 

11:40-12:00 與會建言與交流(與會者) 

12:00-13:00 午餐 

13: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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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與會建言與交流 

議題一、賽夏族傳統植物生活應用初步成果報告/林杏 協同主持人 

1.1. 朱劍鳴 主任 

從今天的計畫報告內容覺得滿特殊的，因為應用在族群裡面的不管是

文化祭儀，還有剛剛談到的生活醫療，甚至包括我們的工藝品等，這 48
種植物都涵蓋在裡面，與族人生活都非常契合。 

回應/喻幸國 老師 

建議這計畫可以提案明年度的國家永續發展獎，我覺得永續發展這個

概念是很棒的，因為政府機關要得這個獎是很不容易的，包括內政部

等，但林務局是最特殊的，年年得獎，我建議朱主任可以跟處長建議，

這個計畫應該會過，因為符合永續的概念，那就繼續努力，明年提案看

看。 

議題二、在地產業夥伴建立與籌備工作坊---合作社/喻幸國 老師 

2.1. 朱劍鳴 主任 

很高興能邀請喻老師來，就針對剛剛所提的合作社，在地的資源如何

去建構，還有在地夥伴如何去建立，透過這次植物調查的計畫，最終就

是一個在地經濟體系的建構，也是今天提出的合作社的想法。今天喻老

師很縝密的提到合作社整個建立的過程跟相關法令的依據，我在民國 92
年到 95 年的時候，分派到當初台北縣現在新北市的烏來工作站的主任，

發現了一個問題，在地的泰雅族同胞，顯然在他們的生活周遭領域有非

常多的資源，比如林務局台車的清潔，包括風景管理所的清潔、遊樂區

所有的清潔活動，甚至林務局在部落裡面所謂苗圃的管理，這些都要透

過組織運作，所以那時候成立了一個 Laka 合作社。所以就剛剛老師所提

的庶務、業務與財務，及籌備會、發起人及召開相關的會議，相關的程

序我那邊電腦還保存著，將來族裡面要做的話，我們可以把東西拿出

來，只要修訂整個目的及方法就可以了。 

我去年 11 月參選本鄉鄉長，曾主張要成立一合作社，因從烏來發覺

到，只有成立合作社，才能結合老師提到的，把人集合起來，透過組織

的運作，來去營造自己家鄉的未來，而剛剛 Tiwas 所提的，在我們生活

周遭的植物，將來可能的商品，這些都可以透過合作社來去處理。我想

Tiwas 邀請喻老師，也就是告訴我們這個計畫是永續性的計畫，透過本計

畫的調查，獲得基礎的資料，將來透過我們將來合作社的成立，去發展

這樣一個在地的經濟體系，我想這個非常好，而喻老師也提出相關合作

社建立的架構，老師也是永續計畫的審核老師，他提供這個意見也非常

好。 

這個計畫與林務局初步完成後，針對後續不管是商品的建構等，將來

是不是很有效地且很有系統地透過合作社，合作社的成立向新竹縣社會

處申請，有發起人、自籌款項，30 人以上每人 1 萬元，30 萬資本，透過

計畫，剛報告裡面有好幾項，希望以後家鄉每個部落都有合作社，透過

以往的經驗，提供給族人，朝這個方向應該是沒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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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喻幸國 老師 

國家永續計畫都是在講社造人文地理而沒有產業，這個計畫有講到產

業，等於說是亮點計畫，產業是最終最難的部份，能做到營運營業真的

是亮點。而烏來我曾經研究過，環境資源很好，溫泉很重要，還有一個

林業館，有一個社區協會在經營，也是屬於烏來工作站。 

2.2.朱劍鳴 主任 

就同前面所說 Laka 合作社，曾接辦了台車及風景區等環境清潔，我們

將來合作社的工作項目要明訂，造林或是清潔，還有剛老師所提的搬運

等，以在地環境來去做，包括類似公部門的勞務清潔，還有林務局現在的

大坪苗圃，其中造林及育苗工作，對原住民來說是非常駕輕就熟的，但就

沒有組織，一定要建構合作社才能承攬政府勞務，而政府採購限制型招標

有原住民優先。 

回應/喻幸國 老師 

主任說的很有道理，先設定業績目標，再來看可承攬的業績項目各部

門每年預算是多少，就可以初估年度預算，我想這個合作社的前景無量。 

回應/Tiwas 協同主持人 

本計畫最終要建構一套產業模式，若產業模式確定之後，合作社的業

務目標會非常確定，接下來就是財務跟社務部份，社務要找行政管理與領

導組織，以及財務要如何去管理。 

回應/喻幸國 老師 

最重要還有通路，以錢的觀點來看很重要。 

2.3. Tiwas 協同主持人 

植物調查過程中發現一個危機，部落草本植物，會因族人噴灑農藥而

死亡，所以現在很重要需要向部落提倡環保概念，之後規劃生態園區時，

需要與族人開會，於園區範圍內不可噴灑農藥。 

之前發現朱家庄上方，路邊一堆魚腥草死亡，還好更深入尚有一大

片，魚腥草能拿來做藥草，治肝治腎，陳堅貞老師有提供配方，可用來做

保健食品、藥品及飲品。所以若我們不自己愛惜環境，持續噴灑農藥，將

來可能調查 48 種及祭歌裡所提 37 種植物，會漸漸不見，未來可能考慮是

否要規劃草本復育區域，進而保護及留存下來。有些珍貴的草本非常值

錢，最高甚至可達每克 2 千元，若我們賽夏能把它珍貴的價值凸顯出來， 
5 克賣到 1 萬元，那這個經濟產量是很可觀的！ 

最後期望本計畫執行時能同步成立合作社，將這 1 年研究成果組織

化，不希望計畫結束後就放在抽屜裡，沒有實踐就太可惜了，那政府提供

的資源及永續發展的概念，就不是我們真正的目標及核心，請今天來開會

的各位將這些想法及概念分享給我們族人，也希望下一次會議，各位再找

更多的族人來參與討論。 

回應/喻幸國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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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給予建議，要慎重選出一個財務人員，不管作帳還是財務分析的

部分，管錢非常重要，將來預算支出要編列年度預算，將來需要核銷及財

務收集都需要非常清楚。 

回應/Tiwas 協同主持人 

郭素玉嬸嬸就是桃園市公所主技退休的，非常專業，這部分沒有問

題。 

2.4. 趙山林 共管委員 

我是一位土生土長的族人，有感很多植物真的是不見了，小時候看到

的，現在都很難找到，可能是因為環境被破壞了，或是沒有保存。這次成

立合作社目標產業的方向，從過去的研究結果得知，之前族人種菜、地瓜

等，都有天敵，像是寒霜、水太過豐富造成腐爛及蟲害等，很多外地人來

借我們的土地種植也是血本無歸，葉菜類都無法量產。就今天與會的族

人，幾乎都有土地但是荒廢的，地理氣候環境都不適合種植蔬果及養殖雞

鴨，之前南庄也曾經試著養蜂，但是也是不敵天敵虎頭蜂。就我認為草本

及林業應會比較成功，天敵較少，族人可以先去學習技術，自行栽種培

育，土地這麼大量產應該沒問題。光是野櫻，落在地上種子應有幾萬顆沒

人理會，若自行栽種嫁接，好幾萬顆銷售沒有問題。土地的利用、我們的

知識與經費都不足，以及組織鏈沒有形成，導致族人都只能打零工或到外

地工作。如果能夠在五年內將合作社建構起來，再加上土地的使用，將來

部落就變成寶地。 

回應/喻幸國 老師 

就通路而言，一年客戶需要多少量，是否有辦法供應，不然違約不就

賠慘了。所以調查的時候，那個區塊可以種植量產，而且初期不要種太

多，最容易種的，CP 值最高的，就是最少成本就可以種的，在地最有優勢

的商品最重要，將來買家要先找到，然後預估營業額。 

回應/朱劍鳴 主任 

曾思考與林務局資源相結合，之前夥伴關係會議中，有提到在地苗圃

的建立，造林的樹種，櫻花也是，如果我們有土地可以釋放出來，然後培

育的種子及技術，例如冷藏及發芽技術，由林務局資源提供。 

回應/喻幸國 老師 

營運要成功很重要就是降低成本，可以從這個方向來思考，尤其是沒

有成本是最好的。當然現在像櫻花來說，現在隨便種都有，而且 1 月份是

櫻花季，如果這邊都種櫻花，遊客就上來了。 

回應/朱劍鳴 主任 

主要就是銷售櫻花苗木，所以成立在地苗圃，而且不只是櫻花，其他

報告所提到的草本也可以。 

回應/喻幸國 老師 

木跟草本是有差異的，像剛剛 Tiwas 提到高單價的冬蟲夏草，1 公克就

好幾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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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Tiwas 協同主持人 

那是非常稀有珍貴的草本，比方說這次在苗栗調查有看到五薩草，可

拿來作中醫藥本坐月子泡澡用的，現在也很難找到，它除了根及葉可使用

外，樹頭也被用來雕刻佛具，所以整株價值二、三十萬。我們祖先的智慧

很了不起，但是我們現在都沒有在注意了，未來我們可以用現今方法去作

研究及研發。 

議題三、何謂在地創生--從地方知識與資源範籌出發(實務案例) /喻幸國 老師 

3.1. Tiwas 協同主持人 

合作社可以採用基金會方式嗎?可考慮向企業募資。 

回應/喻幸國 老師 

二者體制不同，建議先採用合作社，政府補助資源較多，也無需繳

稅。若要募資，可思考用資本方式，採用股票募資，先向政府申請櫃管中

心大約 2 年輔導時間。 

回應/郭素玉 在地族人 

我是認為合作社先成立起來，之後若是營業額很大，後續再考慮上

櫃。 

回應/喻幸國 老師 

營業額高再轉成公司，把社金轉成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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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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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照片 

  
計畫初步成果報告：林杏 協同主持人 在地產業夥伴建立與籌備工作坊：喻幸國老師 

  
與會建言與交流 何謂在地創生-從地方知識與資源範籌出發：喻幸國老師 

  
與會建言與交流 會後午餐交流 

 
產業策略工作坊圓滿成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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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族人對賽夏產業發展之看法問卷調查格式及內容 

 

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研究計畫 

【部落調查問卷】 
親愛的族人朋友們，您好： 

為了解各位對於107年2月初「賽夏族與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簽訂夥伴

關係」為建立合作夥伴之基礎下，針對賽夏族傳統範圍林業及民族文化

保存之建立，新竹林區管理處委託研究「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

展之應用研究」計畫，就計畫執行目的及目標，進一步了解您的想法、

期盼、未來策略等方向，此問卷之分析結果，作為賽夏族未來生活與產

業永續發展之依據，本團隊很珍惜您的寶貴意見及想法，希望您能夠填

寫這份問卷，謝謝您的支持！ma'alo' 

 

本問卷共分五大部分，請依據實際狀況在□上打ˇ或簡述 

 

一、基本資料 

1. 生理性別 

□ 男      □ 女 

2. 年齡 

□ 20 歲（含）以下   □ 21-30 歲   □ 31-40 歲   □ 41-50 歲    

□ 51-60 歲          □61 歲（含）以上 

3. 教育程度 

□ 國中（含）以下   □ 高中職   □ 大專（學）   □ 研究所（含）以上 

4. 每月可支配收入 

□ 5000 元（含）以下    □ 5001-10000 元    □ 10001-20000 元 

□ 20001-30000 元      □ 30001-50000 元   □ 50001 元（含）以上 

5. 職業別 

□ 學生   □ 軍公教   □ 服務業   □ 金融業   □ 資訊／科技   □ 藝文   

□ 自由業   □ 醫療業   □ 製造業   □ 農林漁牧   □ 家管/退休 

□ 傳播/廣告/設計   □其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展之應用計畫 

【結案報告書-附件】 

 
附件-38 

 

 

二、部落資源的認知程度 

1. 您是否了解賽夏族的傳統文化？（如：舞蹈、音樂、儀式、祭典等） 

□ 非常了解   □ 大致了解   □ 普通   □ 不太了解   □ 非常不了解 

2. 您是否了解傳統文化是㇐種重要資源，可以應用於產業發展？ 

□ 非常了解   □ 大致了解   □ 普通   □ 不太了解   □ 非常不了解 

3. 您是否了解傳統文化應用於產業發展必須要有所節制？ 

□ 非常了解   □ 大致了解   □ 普通   □ 不太了解   □ 非常不了解 

4. 您是否了解部落還擁有很多的資源類型？（如：自然、人力、信息資源） 

□ 非常了解   □ 大致了解   □ 普通   □ 不太了解   □ 非常不了解 

5. 您是否同意您本人的工作可能可以結合本族文化資源而創造部落產業？ 

□ 非常同意   □ 大致同意   □ 普通   □ 不太同意   □ 非常不同意 

6. ㇐般普遍認為本族部落產業很難發展，您同意嗎？ 

□ 非常同意  □ 大致同意   □ 普通   □ 不太同意  □ 非常不同意 

7. 您認為本族部落產業很難發展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 沒錢（資源） □ 沒人（年輕人）  □ 觀光休閒資源不足 □ 產業品質不

佳 

□ 有資源但沒有妥善規劃利用  □ 產業行銷能力不足  □ 公部門不支持  

□ 族人不團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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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落資源活動的看法 

1. 您是否對部落中的生態環境保育感到滿意？ 

□ 非常滿意   □ 滿意   □ 沒意見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2. 您是否對部落中的傳統文化「傳承」感到滿意？（如：舞蹈、音樂、儀式、

祭典等） 

□ 非常滿意   □ 滿意   □ 沒意見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3. 您是否對部落中的「產業發展」的現況感到滿意？ 

□ 非常滿意   □ 滿意   □ 沒意見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4. 您是否認為部落中「青年的勞動人力」足夠？ 

□ 非常足夠   □ 足夠   □ 沒意見   □ 不足夠   □ 非常不足夠 

5. 若有機會，您是否願意了解及參與部落中「文化活動」？（如：工藝、音

樂、祭典等） 

□ 非常願意   □ 願意   □ 沒意見   □ 不願意   □ 非常不願意 

6. 若有機會，您是否願意了解及參與部落中「產業組織」？（民間組織） 

□ 非常願意   □ 願意   □ 沒意見   □ 不願意   □ 非常不願意 

7. 若有機會，您是否願意了解及投入部落組織的「資源活動」？（如：人力、

資源、產業協力） 

□ 非常願意   □ 願意   □ 沒意見   □ 不願意   □ 非常不願意 

7. 您贊不贊成由公部門提供資源予部落發展「產業組織」？ 

□ 非常贊成   □ 贊成   □ 有條件贊成   □ 不贊成   □ 非常不贊成 

8. 過去公部門提供資源給部落「產業組織」失敗的案例很多，你認為主要原因

是？（可複選） 

□ 特定人士把持自肥或政策買票  □沒有良好規劃及執行方案  □沒有願景策略   

□只是配合公部門效益指數（KPI）推動，對部落發展需求根本不了解 

□沒有部落青年人才推動執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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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合作社及商業模式之看法 

接下來的問題，請先看過下段文字敘述後，再根據後續問題回答。 

    假設地方成立「合作社」依組織法運作投入，以賽夏族生活食、

衣、住、行、育樂為基礎衍生規劃相關「產業服務模式」，以建構地方

永續的生活、產業空間，促進部落產業市場的需求，激進地方人力資源

回流，這樣的組織計畫及服務內容，試問，對「合作社」組織及「商業

模式」的概念的看法是? 

1. 您是否同意，成立地方具有「合作制度 」產業經營模式的「合作社」組織？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2. 您是否同意，了解並參與「合作社」組織的「內涵與運作」方式？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3. 您是否同意本族是因為文化中「氏族合作分工，平等共享」而延續至今，可

以將其精神應用於「合作社」組織，共同經營管理，發展部落產業？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4. 您是否同意以「合作社」部分盈餘，來回饋部落文化及生態景觀發展，以提

升部落生活舒適度？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5. 您是否了解，「商業模式」是要考慮顧客的價值需求？ 

□ 非常了解   □ 大致了解   □ 普通   □ 不太了解   □ 非常不了解 

6. 您是否同意，「商業模式」下若需要應用個人（家族）資源，在合理的回饋

個人（家族）機制下，個人（家族）資源願意提供或配合給合作社運用?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7. 您是否同意，賽夏族傳統文化或自然資源，經策略思考及創意，而轉換成

「商業模式」以及有限制的「顧客價值」? 

□ 非常同意  □ 大致同意   □ 有條件同意   □ 不太同意  □ 非常不同意

8. 對於成立合作社的其他建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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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計畫延續與建議 

1. 您所了解目前賽夏族「傳統文化與自然資源」的優勢，哪些是可以共同發展經

營的產業 ? （可從自然資源、文化、人力專才、區域環境...等考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 您認為「本計畫 」對於「賽夏族植物調查與保存」有何想法與建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3. 據您了解「賽夏族及新竹林區管理處」未來還可以「共同」在哪些「具

體 」事情上合作及努力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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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一般社會對部落產業之看法問卷調查格式及內容 

 

【普及大眾調查問卷】 

親愛的朋友們，您好： 

    本團隊受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委託研究「賽夏族傳統植物調查及永續發

展之應用研究」計畫，本計畫近一步了解，普及消費者對於原住民部落消費型

態及購買原住民文創商品之態度，進行問卷設計及調查，問卷採網路線上不具

名隨機開放填寫，以及採用實地調研發放問卷之形式。 

   本團隊很珍惜您的寶貴意見及想法，希望您能夠填寫這份問卷，謝謝您的支

持！ma'alo'（賽夏族語/謝謝您之意） 

                          研究單位:原景發展科技有限公司   

 本問卷共分三大部分，請依據實際狀況在□上打  

 

一、基本資料 

1. 生理性別 

□ 男      □ 女 

2. 年齡 

□ 20 歲（含）以下   □ 21-30 歲   □ 31-40 歲   □ 41-50 歲    

□ 51-60 歲          □61 歲（含）以上 

3. 教育程度 

□ 國中（含）以下   □ 高中職   □ 大專（學）   □ 研究所（含）以上 

4. 每月可支配收入 

□ 5000 元（含）以下    □ 5001-10000 元    □ 10001-20000 元 

□ 20001-30000 元      □ 30001-50000 元   □ 50001 元（含）以上 

5. 職業別 

□ 學生   □ 軍公教   □ 服務業   □ 金融業   □ 資訊／科技   □ 藝文   

□ 自由業   □ 醫療業   □ 製造業   □ 農林漁牧   □ 家管/退休 

□ 傳播/廣告/設計   □其他                                    

6. 請問您目前住在哪個區域？ 

□ 北北基宜、桃竹苗區  □ 中彰投至雲林、嘉義   □ 台南以南至高雄、屏東  

□ 花蓮、台東地區      □ 澎湖、金門、馬祖等外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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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部落的消費習慣 

1. 您對原住民文創商品有興趣的消費內容是？【可複選，至多三項】 

□ 特色/文創小物   □ 服裝/服飾   □ 日用品   □ 首飾/手錶/禮品 

□ 電子/家電產品   □ 鞋/包/眼鏡  □ 書籍     □ 手工 DIY 

□ 藝術表演/展覽   □ 主題演講    □ 藝術家展覽  □農產加工品 

□ 其他_______ 

2. 您願意在原住民文創產品之消費金額大約？ 

□ 200 元以下  □ 201~500 元以下  □ 501~1000 元 □ 1001 元以上 

3. 您過去 3年平均曾經於原住民族部落消費的頻率為？ 

□ 0 次（直接跳至下一節作答） □ 1~2 次   □ 3~4 次   □ 4 次 以上   

4. 您到部落消費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可複選，至多三項） 

□ 自然生態景觀  □部落文化祭儀 □部落活動（如狩獵、文化講解）  

□歌舞展演  □有機農產 □文創商品 □部落住宿 □部落特色餐飲 

5. 平均每次在部落停留時間？ 

□ 半天   □ 1 天   □ 2 天 1 夜 □ 2 天 1 夜以上 

6. 平均每次在部落消費金額？ 

□ 1000 元以下  □ 1001~3000 元  □ 3001~5000 元 □ 5001 元以上 

 

三、原住民文化的看法 

1. 您是否同意，原住民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文化之一？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2. 您是否同意，原住民文化是珍貴且應該被全世界所看見的？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3. 您是否同意，台灣多元的原住民文化豐富，而讓你感到驕傲？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4. 您是否同意，當你在選購商品時，會因為該產品與原住民文化相關，而增加   

其購買意願？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5. 您是否同意，當你在選購商品送國外朋友時，考慮以原住民文化相關之產

品， 作為選擇禮品的選項？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6. 您是否同意，原住民文創商品，會是突起消費市場之亮點？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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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彙編專書：SaySiyat 好品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