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SP季會 20240723 

他鄉/故鄉
原民遷村的文化培力、創新與再生產

計畫主持人：陳永森校長
共同主持人：邱毓斌、李馨慈、林慧年、古淑薰、夏傳位
專案助理教授：黃雅鴻、吳明季
專案助理：陳喬妤、柯宇希、劉雪鳳、鄭百騰、陸韻淳

HISP季會 20240723 

▍高齡社會下銀銀、銀青共作的挑戰與可能



目錄

前言：「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生態系作為行動方案夥伴

行動方案
 來義文健站：照服員訪談能力建構陪伴

 吉露：耆老生命史繪本繪製、青銀共學文化培力工作坊

結語



2009年風災之後的我們

永久屋政策無法處理的失落

＃阿禮文健站拍片計畫訪談，2024/7/2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會議）開一開，開到後面是整個部落全部都要遷村
了，......有一些長輩好像知道說自己不用遷，就好像我還可以在山上，可
是發現不對，是全村都要撤離，然後就覺得為什麼突然會變成這樣？

那個時空背景長大的人，其實基本上對自己原本的根是很重要的，......像
這個長輩他一回去(阿禮)，......就是一邊哭一邊講......說好久沒有回來，然
後一些曾經存在的一些東西都沒有了，然後他一直在講述，然後邊哭邊講。

就這樣了嗎？



所在的生命處境：
家空間的斷裂、遺忘與被遺忘

我們思考的議題

 如何創造不同世代、不同群體參與的空間？

 如何與部落共作具持續發展性的行動方案？



與文健站建立夥伴關係的基礎
1. 文化照顧

• 文化照顧政策引導，文健站被期待要發展具差異化
的照顧方式，大學分享專業陪伴部落共作課程。

2. 照服員具備行動能量
• 年輕族人、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公共事務關懷、
職權位置。

3. 原住民長輩： 記憶/知識保存者
• 以焦點團體訪談法，與照服員共作長輩知識與記憶
的收集。

4. 部落集體健康的照顧
• 撫慰長輩，敘說原鄉記憶，回訪原鄉（個人、集
體）。

• 文健站不僅是照顧長者，同時扮演支持部落發展、
傳統知識維護的社會功能，與計畫目標一致。

文化照顧

大學專業

照服員也

是行動者

長輩: 知

識保存者

關注原鄉

連結
長輩照顧
部落照顧



文健站 災後遷村類型 文健站地點 行動方案
來義文健站 部落遷村部落 原鄉 • 文健站照服員耆

老生命史訪談培
訓課程

吉露文健站 集體遷村部落 永久屋基地 • Kinulane吉露部
落生命年輪繪本

• 「在永久屋，把
文化種回來」青
銀共學文化培力
工作坊

阿禮文健站 集體遷村部落 永久屋基地 （啟動中）











照顧服務員田野訪談的培力課程

花香
困難：
1.人力不足
2.業務繁雜
以致無法完成逐字稿

秀玉：
困難：
1:長者族語深奧，難翻成中文
2:需要反覆聽多遍。才可以理解意義。
3:不太會羅馬拼音

感受：
1:有成就感
2:覺得我很厲害
3:謝謝能參與紀錄

芳琪
困難：
1.族語聽寫能力不足，需要反覆聽且
需請長者及同事協助翻譯。
2.現場聲音多，需認真專注，要有耐
心。

感受：
1.聽的很辛苦但值得。

針對訪談逐字稿
1. 什麼原因無法完成？
2. 遇到什麼困難？
3. 完成時的感受是什麼？





Kinulane吉露部落生命年輪繪本
「在永久屋，把文化種回來」青銀共

學文化培力工作坊

人社實踐x吉露文健站



Kinulane吉露部落生命年輪繪本

➢緣起：110-111年文健站的文化懷舊課程

➢課程發想：前婦女會會長擔任講師，透過主題設計引導長者畫出個人家

譜、家園生活樣貌及兒時記憶點滴。

✓我是誰

✓家的樣貌

✓記憶中的部落樣貌

✓兒時的秘密基地

✓讓我開心/不開心的事



➢健康照顧：活化大腦記憶、肯定個人的

生命價值。

➢族群文化：族群集體記憶保存與延續，

青壯年從中更能認識自己的部落。



➢從作品集到繪本：人社計畫協助長者訪談，透過簡單的生命史訪調後撰

寫故事，有架構的將每個主題作品串接編排成故事繪本。

➢進行方式：

1.利用文健站下午的例行訪視時間進行訪談。

2.利用長者子女的下班時間，在親子家庭時間進行訪談。



➢面臨的困難與插曲

✓老照片是輔助訪談的好工具

✓家人有時候會想要補充說明

➢如何捲動青銀一起參與

✓從「陪伴」照服員來「培力」

✓鼓勵青年參與故事族語翻譯



Kinulane吉露部落

生命年輪繪本新書發表會

8/20 （二）10:00-12:00

吉露社區多功能活動中心

原鄉的生命臍帶x他鄉的勞動回憶

面對文化、語言的消失，我們需要一本屬於自己的母語學習書。



「在永久屋，把文化種回來」青銀共學文化培力工作坊

➢課程發想：配合部落一年一度的小米收穫祭傳統祭典，在祭典前規劃一

系列的文化知識傳承課程，利用暑假期間鼓勵青年孩童參與，由長者擔

任講師，透過講述實作，讓新生代有體驗的機會。

✓小米農耕

✓苧麻採集

✓花環製作

✓男丁禮製作

✓小米酒製作



➢透過課程的進行，得以有機會與

長者討論傳統文化祭儀、農耕生

活文化，從中學習記錄相關的魯

凱語詞彙，為青年不斷創造母語

學習環境。



➢永久屋的土地應用

➢長期被箝制對園區的想像

➢傳統農耕實踐在當代的兩難

➢部落文化學習體驗為誰而存在？



小結：運用文健站的機制
共作促成知識公共化、原鄉連結的行動方案
 文化照顧

 大學與照服員共作，將行動方案設計為課程。
 焦點團體訪談過程，也是課程的一部分。

 大學專業
 大學對在地需求有敏感度，應用研究方法、社會設計方法，
與照服員共作行動方案。

 發展促進知識公共化的平台
 讓知識走出文健站：vuvu生命史訪談資料的轉化、生命年
輪繪本、青銀共學文化培力工作坊。

 擴大關係網絡
 照服員、長輩、部落族人、部落未來世代。

 發展中的行動方案
 來義：跨部落的遷村70週年紀念活動，部落諮詢會議。
 阿禮：增加阿禮文健站的合作，部落會議。
 吉露：繪本新書發表會、芋頭窰的完成。

長輩照顧
部落照顧



在原住民高齡社會互動共作的日常反思

 災難後部落如何重建？正值長照公共政策興起，部落族人順應趨勢投入長照

居服培訓、在部落推動長照據點，以此回應來自國家、慈善團體的資源協

助。

 與原住民長者共作的困境：母語的深奧精妙難以用中文詮釋。

 照服員如何同時應付文健站行政運作的繁文縟節，又要與外部計畫合作 ?

 文健站出現以前，部落如何照顧自己的長者？

部落青年：「以前住在原鄉時，我早上會去各家蒐集便當盒，媽媽會煮一大鍋山地飯，裝在便當盒後，

我們再挨家挨戶的給這些老人家送飯吃。我們就很像最早的文健站。」

 文健站由上而下的制式運作規範，是否會讓我們遺忘部落可以有自主照顧的

力量？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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