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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風災所帶來的狂風暴雨，衝擊到許多傳統原住民部落，不少部落幾近全毀，必須尋求重建

或遷離。然而全球氣候環境的改變，無論重建或遷村，都需要政府及原住民部落好好考量與規劃

。

氣候改變　山區居住現危機　氣候改變　山區居住現危機　

近幾年來氣候環境的改變，使得風災影響變得更劇烈，時常在各地釀出災情，中央研究院環境變

遷研究中心主任劉紹臣說到，數十年的氣候變遷研究指出，台灣極端天氣變化越來越顯著，前端

的強烈降雨量也較之前足足增加一倍，而這樣的改變首當其衝影響的便是台灣原住民居住的山地

區域。降雨增加，加上土地不當利用及開發，早已使山區地質變得脆弱不堪，難以承受狂風暴雨

，當颱風一來，土石流沖刷讓多家屋因此損毀，更甚者整個部落都不復存在。

以三年前的八八水災來說，受災最嚴重的區域集中在高屏一帶山區，阿里山、台東也有不少災情

傳出，影響到的原住民族群則包含魯凱族、排灣族、鄒族等，許多部落遭受重大破壞，難以繼續

居住，勢必需要徹底重建或遷離，而政府在八八風災後，為提供部落居民一個安全的生存環境，

提出永久屋實行方案，希望代替中繼屋的概念，給部落一個重新落腳的地方。但一切重建方案的

制定太過匆促，不但沒有給部落居民思考時間，政府也未做到全面考量，未了解「遷村」這兩個

字眼，對原住民聚落而言的象徵意義。

風災帶來的狂風暴雨，直接衝擊到山區原住民的部落家園。（照片來源／林益仁提供）

遷村　對原住民來說遷村　對原住民來說

原住民在台灣島上生存的時間遠遠超過漢人，各族歷史上也不乏因氣候或其他因素遷移的例子，

在過去，當遭遇天災，部落居民往往可以憑著與自然共生的智慧，度過災難；當自然力量過大，

無法預測及避免時，部落也能在家園毀壞後凝聚力量，根據部落所需的生活條件，來尋找下一個

安全的居住場所。但最近幾年環境變動過大，加上種種社會因素，已超出傳統部落的經驗範圍。

長期在部落駐地研究的靜宜大學南島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林益仁表示：｢以前的天災沒有這麼頻繁和

劇烈，加上現今社會主要建立在科技發展上，並且多一個政府出來管理，原住民已沒有辦法用他

們原來的方式去因應生活空間的改變。｣

度過莫拉克風災的緊急救援時刻後，部落居民開始思考如何重建家園。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寫手柯

亞璇，本身也是受災聚落的魯凱族人，在記錄與觀察屏東各地的重建情況時，她發現部落族人本

身對於如何重建是有自己的想像與期待，柯亞璇說：｢部落的人本來期待是集體完整的遷村，或者

是由政府提供一塊地給他們，他們自己可以去規劃住屋及生活空間。｣但中央的永久屋政策一下來

，原住民對於自己未來住屋完全失去自主權，而且就算是遷移，部落本來的構想也是繼續在山區

裡尋找適宜地點，並非是遷至氣候、環境完全不同的漢人聚落，兩者之間的落差，也顯現出政府

對於原住民族群缺乏瞭解，並且欠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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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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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部落透過招開會議或參加座談，一同建構出希望重建的方向及樣貌。（照片來源／林益仁提供）

之所以不願意遷往政府規畫好的永久屋區域，背後因素有很多，包括文化保存、生計、經濟等考

量，加上部落集體移動的概念，若要遷移到永久屋，還需要繁雜的手續，並非每戶都可通過，就

算都順利申請到，也不一定可以居住在一起，維持原本聚落的鄰里關係。這樣的離散，對於早已

習慣周遭環境的部落老人家來說，感到十分不熟悉，政府顯然並未完整考量遷村對於部落可能帶

來的改變及影響。

政府決策　需多方考量政府決策　需多方考量

儘管永久屋的決策做得過於匆促，但政府會選擇建址在平地，主要還是考量到後續的居住安全。

以環境變遷的角度來看，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劉紹臣認為，若以氣候現今的變化來說，

並不建議原住民繼續回山區居住，但他也提到，若要部落立即離開原生土地，並不容易，或許可

以考慮彈性的政策，劉紹臣說：｢除了暑假颱風旺季之外，其他三個季節仍可住在山上，維持原有

的經濟生活，等到暑假時再撤離。」只要政府可以提供暑期相關的經濟配套措施，他相信應會成

為可行的辦法之一。

阿里山特富野部落的頭目汪念月，在八八風災時家屋全毀，因此也擁有申請永久屋的資格。他說

到自己對於永久屋的期待較接近山下的避難空間，並希望能夠將戶籍及財產繼續留在特富野，雖

與政府擬訂的方向不符，但現今仍努力爭取。林益仁教授也認為，政府興建永久屋，可以換個角

度設計，讓申請居民可以保留山上的土地及財產，在災難時能到山下來躲避，並且採取有償方式

，也不會產生違反社會公義的疑慮，讓願意負擔的人來申請，運用貸款或其他方式協助居民負擔

，一樣可以達到永久的效益。

永久屋立意良善，但其在實際運用上需要有更多的考量。（圖片來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重建的路漫長，各個受災部落對於重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及意見，政府應先提供一個居住空間，

來度過災後最困難的時刻，並且讓部落有緩衝時間好好思考下一步該如何進行，進一步與政府作

完善的溝通，再來執行。風災即將屆滿三年，仍有尚未完成或定案的部落，待更長期的規劃與協

調。而部落也應思考在不可擋的環境改變下，山區居住遲早將面臨危機，但山區與都市兩者各自

有其不同的生態特質，如何調適並具備適應新生存空間的能力，尋求更好的生活，部落應開始著

手思考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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