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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01



當大學進到社區。。。。

⚫大學的特性：
學門本位、行政本位XXO$@X&O%OXX、老師太忙、很吃助理...

⚫場域組織/行動者之特性：
各種官方組織（官大學問不大&官小學問很大）、政治力流竄（政黨認同與短期利益）、
民間生命力之旺盛（或者短命之恍如隔世）…

所以，大學如何與各種社區組織來共學共好（不要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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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大經驗中的分析視角與行動策略

建立起「行動者的理念類型」分析

資源、中介、中立、觸媒、和事佬、旁觀
者、示範者？

學會「不是一種策略幹到底」的工作態度
與能力：ex.伸縮、轉彎、放棄…

1.怎麼看待場域裡的組織

2.大學端的彈性地位

3.調整在場域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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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所見的地方組織社群類型

多為大學第一線合作、長期關
係經營的田野引路人

創新、能動性高保守、遵循慣習

主動、積極

被動、冷漠

地方

多為行動中會一起接觸共事的
人，每次都是同一群人

不常主動出現在行動中，但通
常是大學最想突破的社群

多為行動中給予許多想法指
導、批判意見的頭人

慣習主導者

被動參與者 長期協力者

積極行動者

人們選擇擔任什麼角色是動態的，可能隨當前政
治經濟狀態、議題、個人家庭因素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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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特質 可能形成條件 互動策略

積

極

行

動

者

⚫較能吸取外來經驗而較

有多元想法

⚫想做的事情太多

⚫行動派，手腳比嘴快

⚫對部落有強烈情感

⚫對於部落文化熟悉

⚫個人生命經驗(工作

/教育)

⚫部落當前的政治與

家族關係

⚫評估適切的資源支持模式：行動的公共性、可行性、是否

適合介入

⚫協助其在部落中與其他社群之間的溝通

⚫給予精神支持，共同面對創新行動引來的挑戰與批判

⚫尋找隊友、擴大社群：從其他社群中經營可能潛在的行動者

長

期

協

力

者

⚫長期被期待多參與部落

公共事務，因而產生疲

勞倦怠

⚫對於協力事務的類型不

一定有選擇權

⚫個人家庭造就其對

部落有強烈情感

⚫與主導部落事務的

角色有家族關係

⚫累積革命情感：共同參與協助當前下被迫參與的公共事務

⚫好好休息不打擾：適時給予休息的空間，不持續「打擾」，

有助於長期關係經營

⚫給予選擇權：了解個人有興趣的議題，將其作為優先合作的行

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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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組織/行動者的特質 & 我們可能的互動方法



類型 特質 形成特質的原因 互動策略

慣

習

主

導

者

⚫長期投入部落公眾事

務，經驗豐富，多受敬

重

⚫每個主導者的作風不

一，須個案處理

⚫對於部落文化熟悉

⚫個人生命經驗(工作/

教育)

⚫主導／友好當前掌握

部落的政治力量

⚫建立信任與溝通：透過頻繁參與部落活動、在日常製造非正

式的溝通機會，從中建立信賴關係，並掌握「地雷區」跟「灰色

地帶」

⚫展現大學的能力：從公共事務的共同協助，讓其看見大學端

可以給予的資源及視野

⚫有先前的累積，大學才有可能適時將行動方案的主導權分散

被

動

參

與

者

⚫只對特定事物擅長/有

興趣(運動)

⚫每個被動的理由不一

樣，須個案處理

⚫個人家族與當權的政

治家族之關係疏離

⚫不被認為對部落文化

是熟悉的

⚫個人當下生涯規劃

⚫社會變遷的世代差異

⚫理解被動主因：互動多於檯面下，較能在沒有權力空間的影

響下了解何以在當前被動

⚫製造參與空間、資訊平行對等：透過資訊對等給予參與公

共事務的機會、從中找到「想而不能、無從下手」的潛在積極行

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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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組織/行動者的特質 & 我們可能的互動方法



場域實踐案例一：吉露



吉露部落
地方組織社群

文化健康站負責人
族語推廣老師
部落青年（大學學歷）

積極行動者

長期協力者

慣習主導者

被動參與者

公部門幹部
當前部落幹部
曾任部落幹部
具有公教身分者

有的「被動」可能是被迫選擇
長期協力有可能是來自家族壓力協力
事務的選擇仍受限制

勇於創新突破，不一定有眾人支持
可能需要獨自承擔責難風險

有豐富的部落公共事務經驗
有自己習慣的作風

曾任公部門幹部
曾任部落幹部
曾任公部門幹部的家族眷屬
部落傳統領袖家族
政治意識形態與當前幹部分歧者
部落青壯年（國軍、高勞力、成家立業）
目前沒有永久屋／不常住在園區的人

文化健康站照服員
部落幹部的眷屬
部落年長者
部落青壯年（婦女居多）

場域實踐案例一：吉露02



從繪本到策展？？？展示不同世代的部落族人的生命故事，從中看見吉露族

人對原鄉的共同記憶，以及因勞動、求學、婚姻而各自展開不同的生命經驗

及移動軌跡。

場域實踐案例一：吉露02

吉露部落策略舉例：生命時光寶盒策展



場域實踐案例一：吉露02

吉露部落策略舉例：生命時光寶盒策展

發
想
階
段

如何製造不同社群
參與行動的機會

1. 從生命史書寫到地方策展

2. 選擇行動者：從文健站到社區發展協會

3. 擴張行動者：不同家族青年

執
行
階
段

課題 策略

1. 生命故事主題聚焦

2. 人們期待看見誰

3. 呈現誰的故事

4. 如何突破民族性既

有想像、取得平衡

1. 從職業切入，跳脫階級文化、性別

2. 受訪對象：從青年自身家族社會網絡延伸、具

原鄉生活經驗中生代

3. 老照片策展：從不同行動組織社群中找到共鳴

的議題→跨越空間、時間尺度的集體記憶

4. 多元異質的生命經驗呈現：強調每個人的故事

都是屬於吉露的一部份，並非作為吉露的代表



由部落主體主導

跳脫公部門限制

策展的公共性

集體記憶累積與延伸

廣納多元聲音

派系色彩減低

製造參與空間

行動策略所造成的效果

場域實踐案例一：吉露02

強化部落主體性 促進族人參與 跨越行動者藩籬 突破空間想像

挑戰既有慣習

製造創新可能



場域實踐案例二：來義



來義部落
地方組織社群

來義鄉公所（族內具社會改變意識的公務員）
來義野行
兼有族人身份的屏大專任助理

積極行動者

長期協力者

慣習主導者

被動參與者

傳統領袖（個人/文史工作室）
各村長
社區/部落發展協會

有的「被動」可能是被迫選擇
長期協力有可能是來自家族壓力協
力事務的選擇仍受限制

勇於創新突破，不一定有眾人支持
可能需要獨自承擔責難風險

有豐富的部落公共事務經驗
有自己習慣的作風

在地學校
部落族人
來義體育班（青壯年運動組織）

來義文化健康站的照服員
來義古謠班（青壯年文化組織）

場域實踐案例二：來義03



場域實踐案例二：來義03

來義部落策略舉例：多方協作平台的經營

多方協作平台將透過建立參與式治理會議的舉行，促進部落族
人共同參與與討論部落重要議題。



來義場域具體策略與實踐

發
想
階
段

1. 社會關係與世代斷裂

2. 行政邊界的制約（舊來義→來義、

義林、丹林、古樓→＋新來義）

1. 個別拜訪

2. 議題導向

3. 「舊來義」的公共化

執
行
階
段

課題 策略

如何取得行動者的權力關係之平衡
透過調整平台會議名稱

因應行動者的權力關係

場域實踐案例二：來義03



行動策略所造成的效果

聚焦於文化復振、
教育推廣等具體議題

重建「一家人」的
共同體意識

2024加拉阿夫斯系部落

遷村70週年系列活動

來義野行導覽點

義林部落合作課程

擴張平台成員

與不同部落與機構
建立信任

來義部落古謠專輯計畫

來義遷村70週年影像特展

原專班移地教學課程交流

場域實踐案例二：來義03



透過調整平台會議的名稱與形式，因應行動者的權力關係

場域實踐案例二：來義03



來義行動軌跡中的發現與反思

1. 「雙身份族人」的角色流動

積極行動者如鄉民代表、公所課長等可流動於官方與部落族人身份之間，是合作與行動的重

要橋樑。

2. 帶動鄰近部落參與

來義場域的活絡帶動了如義林部落的加入與交流。

3. 大學作為協作者角色

一方面成為積極行動者達成自我實現以及行動者自「被動」轉變至「積極」的後盾資源，

另一方面以保持權力平衡的方式，創造所有的行動者能自由發聲的公共空間。



在不同組織社群中，重組不同樣態的行動者、維繫行動者的主體性：
積極行動者：找隊友、協助與幹部溝通
被動參與者：尋找潛在積極行動者/組織、製造參與空間、鼓勵落實自己的想法
長期培力者：給予喘息空間，從參與者轉為觀展者
過於主導者：轉化參與的角色(幹部→父母)、不刻意諮詢、適時介入溝通協調

大學，以提升場域公共性為導向，要能認識場域中不同的角色，以此
為基礎來調整自己的介入、進行策略的調整。

結論：大學在實踐行動中扮演的角色
大學與社會組織都會發生變動，但變動的邏輯不一樣。我們如何「以大學就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