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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2  記者 林凱元 報導

這是個高舉保護文化與弱勢的社會，大大小小的抗議或社運在日常生活中上演。值得省思的是，

究竟現行種種方法是否真的正確？站在街頭上抗議的族群，不正是因為需要別人提供協助，所以

才走上街頭發聲？而現有的方式對於山地同胞究竟是不是好的，三地門文化園區每天上演的歌舞

算不算保護文化，九族文化園區又是否真正提供給原住民朋友一個尊嚴的工作？這些都是有待深

思的議題。

 

上帝的部落上帝的部落

這是一個小小的地區，他們自成一國，不受外界干擾。司馬庫斯是一個位於新竹縣尖石鄉，號稱

台灣最深山的原住民部落。地處偏僻且外界難以聯繫，直到一九九五年對外道路開通後，這個世

外桃源才開始為山下的人們所廣為聽聞。

曾經，司馬庫斯剩下數十人，共同經營成立之後，在族人的努力下，人口快速回流到今天的一百

七十多人。他們沒有像許多團體或民眾，持續不斷對政府抗議不公與自己權利受損，而是選擇先

安內，讓部落真正團結起來。

走訪巨木林道和司力富瀑布的路程裡，可以最真實的體驗到司馬庫斯與自然共處，卻又走出獨有

文化的精神。除了一小段路為了方便機車載送農作，而有人工整修，其他路段幾乎稱不上是路。

就在這樣的過程裡一步步走到被族人喻為大老爺的神木。擁有台灣第二和第三名的神木，在海拔

一千五百多公尺之上的春夏秋冬，泰雅族人們胼手胝足打造出一個雲中的部落，但他們只是謙虛

地說：「一切都是上帝賜予的奇蹟。」

上帝的部落，泰雅的故鄉。（照片來源／林凱元攝）

 

發展之路　靠自己發展之路　靠自己

對於文化的保存或弱勢族群的保障，大部分人只是左耳進右耳出，一部分人選擇捐款或出力，但

這些都不是對於司馬庫斯最好的方式。

帶領週六歌唱晚會的比納斯說： 「希望你們會喜歡，喜歡的話，要再來喔。」二十出頭的她，已

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是部落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她認為對司馬庫斯最好的幫助，就是遊客們

能協助推廣和再次光臨。錢財或物品之類的捐贈，對他們而言是種負擔，因為他們從不認為自己

是弱勢，而是希望和社會上的每個人一樣，憑著自己雙手打拼出一片天。

前來研究他們高山農業的中興大學研究生游蓓渝表示：「他們已經做到了文化產業化，但產業文

化化可能還有待加強。」她進一步給予建議「行銷他們在巨木林道栽種的高山香菇或許是個不錯

的點子，比方說讓遊客體驗採集。」司馬庫斯的發展完全是按照族人的想法與熱心助人的朋友所

共同努力，並沒有政府介入指導，他們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路，讓村子永遠保有神秘感，但對外的

大門也永遠開著；將文化與產業做最適當的融合，期許每個遊客都能有最獨特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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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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8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溫暖的週六晚會上，國小低年級小朋友在台上跳舞。（照片來源／林凱元攝）

 

共營　彩虹橋之後共營　彩虹橋之後

二ＯＯ八年後開始的共營制度，是司馬庫斯的轉捩點，部落形成一個共同體，一切共有，每人都

得出力，最後收入均分。雖然這讓部落走向逐漸的繁榮，但許多問題仍需解決。來司馬庫斯研究

獨特經濟制度的台中科大研究生鍾國仁就有他的獨到見解。「共營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達到永續

，能自給自足穩定成長，不怕沒退路，並且可以保有部落文化。」他同時也指出負面影響「共營

制度不一定能達到真正的平均分配，並且未來必須導入更多的技術性產品，否則始終不會有太突

破性的進步。」

再怎麼難以到達的部落，也很難不受外面世界的影響。目前有兩戶人家未加入共營，或許正是考

慮到無法真正公平分配。畢竟一個人的付出很難正確量化，如果又都給一樣薪水，難免心中不平

，這也是共產社會瓦解的主因之一。住民們當然有想到這些缺點，司馬庫斯發展協會秘書拉互依

就說：「靠大家的宣傳是很重要的，希望遊客們年年都能來一次。」他也指出共營的成果「部落

完全沒有人口流失的問題，反而是人口急速回流。畢竟能回到家，這個家又變得這麼棒，當然大

家都想搬回來。」

拉互依認為靠著和外界有限的互動，形成良性循環，沒有太多的商業介入，也同時兼顧經濟收入

。十幾年前因神的指示發現神木，改變司馬庫斯的是倚岕穌隆頭目，而身為他兒子的拉互依繼承

著父親的精神，為部落竭盡心力，雙眼總是布滿血絲。

為部落盡心盡力的拉互依。（照片來源／林凱元攝）　

　

杜絕商業化　永遠的故鄉杜絕商業化　永遠的故鄉

社會上人們所關心的議題，總是被媒體所引導，通常沒有被報導出來或沒有上版面的，都會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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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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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保障身心障礙人士，發展客家文化，維護原住民傳統等等，這類議題早已深植大眾心中，而

世外桃源的司馬庫斯並沒有。他們沒有強力要求政府補助，也沒有說因為自己是弱勢所以就該有

優惠，更沒有強力對外推銷泰雅族文化。他們在雲中土地努力生存，不求捐贈或贊助，憑著骨氣

賺取自己該有的，每週六的晚會上，也只是淡淡地對遊客說歡迎認識部落，認識他們的信仰。

上網搜尋司馬庫斯，找到的資料除了他們自己的官網以外，大概就是遊客的遊記了。正因為如此

神秘，去的又多半是散客，才不容易有破壞，能保有最初的美麗。台灣有許多觀光景點流於商業

化，商業化也滲透到許多珍貴的文化，當美麗的事物存在金錢的陰影下，一切就都變了。尤其在

開放陸客之後，風景名勝變得不再是用眼睛看以心感受，小販的叫賣聲，民宿互相爭客人，不僅

人文變質，自然環境也遭到破壞。而社會上相關文化產業的推廣團體，所做的和實際成效恐怕不

成正比，有多少分錢和力是真正用在刀口上，或真正達成效益，亦是有待商榷。

如何讓泰雅文化與自然風景永遠並存這塊淨土，並且不過度商業化，司馬庫斯現在已經進行遊客

人數管制。但永續的發展，絕對不只是部落的事情，不讓金錢汙染這個美麗世界，是社會所需共

同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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