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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架構 2

´文化保存與延續
´族譜製作
´永久屋議題追蹤
´組織培力與公共
事務的多元參與

´災難研究：對災
害風險的反思與
批判



文化保存與延續

´省思：訪談需要更
融入部落日常生活
中，例如人與自然
看重如何彼此一體、
共利共生，而非將
自然變動視為災害。

´工作調整：探究傳
統知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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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喚醒家族記憶，銜接親屬關係，帶來新的文化銜接、
權利聲稱和開啟各種潛在結盟與衝突的可能性。

族譜製作4

省思：族譜推動作為凝聚部落力量的一種行動方法，需要花費大
量的時間進行田野調查與溝通討論。
工作調整：鎖定家戶持續陪伴，逐步書寫家族史。

屏大場域 吉露、阿禮場域 來義場域



工作重點：推動自力建屋、追蹤政策落實、與政府溝通協商、促
進部落間經驗交流。

永久屋議題追蹤5

省思：需要持續政府、部落居民和相關單位之間的協調、合作與
交流
工作調整：持續參與並紀錄各永久屋之自主行動、連結國際社群
並持續倡議、撰寫並出版災難居住正義之學術論述。

人權工作坊 台東永久屋交流 發表災難居住正義文章高雄拉瓦克交流



組織培力與公共事務
的多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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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提高能力、鼓勵參與、
建立交流平台、提供支持，促進文
化交流和共享。

省思：社會變遷、人口外流、世代
差異等已是部落常態
工作調整：以有趣的方式鼓勵投入，
例如歌謠學習班即文化成長營，並
持續觀察青年參與部落事務的情形，
協助部落青年組織推動工作。

來義文健站照服員族語拼寫

阿禮青年策展



災難研究：六大面向談災害風險的反思與批判
• 災難研究的觀點演進

• 文化生態學和政治經濟學觀點

• 社會秩序與結構關係的重要性

• 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災難的影響

• 政治與權力取向的崛起
• 災難研究對政治組織和關係的影響

• 建立政治團結、行動主義和新議程

• 政治意識和制度權力安排的改變

• 韌性論述的省思
• 生態學的韌性概念在社會領域的謬誤

• 災後適應與根本原因的關聯

• 重新定義韌性為抵抗殖民政權的形式

• 原住民族在災難研究中的角色
• 納入歷史脈絡的韌性分析

• 氣候變遷行動的重要性

• 政治行動的方式：遊說、抗爭和訴訟

• 科技民主參與的意義
• 挑戰災難敘事和風險評估的政治過程

• 科技專家的角色和限制

• 民主參與對研究和解決方案的改善

• STS-災難研究的結合
• 挑戰科技霸權論述的視角

• 災難研究與科技民主參與的交互影響

• 促進社會實踐行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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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風災迄今的遷村安置、族群生活與族群存續歷程中，做
為主角的原住民族固然未能在決策中獲得一定的發言份量，但
並非意味著原住民族在主觀與客觀上完全喪失主體能動地位。
本研究將在這樣的研究旨趣下，開展出往後的知識研究與社會
實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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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各校團隊報名參
加！
議程&報名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