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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住民部落在早期的生活模式中，有著三種類型的農業生活模式，一就是農耕，二就

是採集，三就是捕獵（漁撈狩獵），這是主要因應生活需時的基本作為。然而，因為存放的

因素，這些的生活模式只求生活上適當與足夠需求，而不求過量的獵捕與過度的採集，在農

耕方面也因家庭能力與需求上的衡量，在沒有生意上買賣的需求時，也會適度開發土地，以

種植一家人足夠的農作物。這就是早期原住民部落的生活文化。直至外族入侵移民，破壞部

落原有的生活模式與機制，幾近瓦解消失。或許說是部落在尋求進步與發展而有的變化。但

我們總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寧靜的破壞，其破壞不僅是生活模式，更是嚴重影響了原住民部落

文化的發展與傳承。 

 在台灣的社會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的時候，這樣的問題更加劇的發生在原住民

的部落中，幼童、青年及壯年的外移，頓時使部落的勞動人口失去了平衡，有的是從事工廠

的童工，也有的是成了苦力粗工的佼佼者，而有的卻是遠渡外海的漁工與勞工。由此可知，

在多年以後的原住民部落己跟多年以前的部落是截然不同了，或許是人事已非，土地也也荒

涼了，更重要的是人情也淡了。如今，原住民在被改變的社會中要談及部落的農業發展，己

顯然不再是提起過去祖先如何的從事農耕的話題，反倒是在談論要如何求產量的增加與品質

的提升。以此為前提的談論，誓必就是依循著社會的需求與經濟的發展來作為開發自己的土

地來發展農業的理由。最後，我們所得到的結果就是生態的失衡與浩劫，從幾次的世界災難

中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樣的問題要如何的改善，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答案的，而是應該重新的調整我們的思

想與作為，再加上重新再找回這塊土地存在的初衷與價值，方能真正尋求到萬物的和諧與共

融。 

 

拉勞蘭部落的歷史 
傳說中的古老部落－拉勞蘭(lalauran)，它是一個非常傳奇的部落，依史前博物考古團隊從

舊香蘭遺址挖掘出土的文物中有幾點的證明，一，此地曾是一個非常繁榮又熱鬧的貿易商

區，因為這裡出土的文物有很多是從外地帶進來的，也有一些是在地所產出的文物。二，就

考古學者所述，這裡曾有全台灣最具規模的製陶、鐵、琉璃及冶金的工廠，三，它的遺址面

積要比現在的卑南文化遺址公園要大上一倍。這樣的發現正好也與筆者祖父－tjaikung 的口

述歷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玄機。「拉勞蘭」又名為「加里那母奴(qalinavet)」，其意為

「人口眾多」之意。有兩個比喻故事：一為此部落的人若群起撒尿，必尿流成河流向太平

洋；二為全部落族人若在山上踩踏一叢非常堅靭的黃藤樹頭，此一樹頭必被踩斷。其意就是

形容此部落人口的眾多是無可計數的。在卑南王統治東台灣時期，巡視至本部落時就曾見拉

勞蘭部落的人口多到有如出洞口要覓食的螞蟻一樣，在地上竄出。 

然而，在事隔千年之後的拉勞蘭己是盛況不在，人事也已非。但原為拉勞蘭部落所屬的

家族也所剩無幾，約有十二戶，筆者家族即為其中一支，如今，我們也只有述諸文筆與口傳

繼續的把部落的故事說下去。除此之外，我們也有責任要把部落來予以發展，如何的發展就

是部落族人共同的對話與規劃。 

再述部落近代的發展時，能從文獻考究的機率實在很少，所以大多是以口傳為主，再加以拼

湊，雖然難以完整的呈部落的原貌景況，我們也只能儘力，但是重點仍在於未來的發展與走

向，能否讓部落永續發展下去，並能使其風華再現。 

而拉勞蘭部落在有歷史記載的記錄中，已是日據的時代，約有五十年的統治，後為國民政府

時期的五十年，以及現在的民進黨政府的八年。也只不過是一百多的歷史。但在這一百多的



歷史當中，拉勞蘭部落族群的對遇，最早對遇到的族群就是恆春系統的阿美族人，再則就自

西部來到東部求發展的客家人；再來就是四、五０年代自大陸來到台灣外省新住民。最後就

是閩南族群的漢人。所以拉勞蘭部落其實就是台灣四大族群融合的濃縮版。 

拉勞蘭部落在歷經了多種族群的對遇之後，就已經不再有先前的壯盛與繁華，因此當強勢政

權掌控之下，拉勞蘭部落雖有反抗，但都效益不彰，反倒變本加厲的使部落沒落，限制部落

多項文化及傳統宗教活動的。在部落漸行沒落之時，又再遇到了政黨（治）及外來宗教的影

響，更使得部落的問題是雪上加霜。當國民政府來台初期（約民國五、六０年間），部落要

在恢復傳統祭典時，經阿美族與排灣族雙方的協調，當時只有部落概念而沒有族群文化的認

知下，大家協議就是以族群人數較多的阿美族的文化來呈現豐年祭的文化祭典。此一決定更

是將排灣族邊陲化，因為每逢部落豐年祭，排灣族人就需著阿美族的服飾過節。 

 

拉勞蘭的發展 
 身份認同與文化復振 

排灣族人穿著阿美族的服飾過節約有廿五～卅年的時間之後，正值台灣社會強調本土意

識覺醒的開始，當時有一些在外地就學讀書的青年，也都積極參與各項社會運動與原住

民運動，深深的體會到台灣的主體性，也同時發覺部落的主體價值與文化的主體價值。

遂而開始的認清自己的族群文化的珍貴與獨特性。開始凝聚了外地謀生與就學的青年，

來策動部落文化的重建與傳統組織的建構。 

在重建的過程當中最為困難的工作，就是族人之間的溝通與家人之間的協調。因為經過

半個世紀以上的文化沒落，族人對自我身認及文化的認同，已受了很大的影響。就只認

為只要人還活著就好，何必去理會什麼文化的問題？或是族群的問題？那也就不會更理

所謂的傳承與發展？ 

因此，當青年會開始了文化復振的工作時，部落耆老是即欣慰又矛盾，總以為就在他們

年老之時，再也看不到自己文化的呈現；但是，沒想到年青人即然如此有心的想發展自

己部落的文化，但又質疑其發展的可能性。而對青年人的家長們而言，反對的態度更是

直接，直接的責備青年人，做如此之舉動是毫無意義的事情，應該是想辦法有正當的職

業與安定的收入。因此，就有很多的家長是非常的反對子女們參與部落各項的文化活動

與祭典。 

然而青年人，為了尋求自己的身份認同與對自己部落文化的認識的決心。決定依循傳統

的概念，先行建構部落青年會所（cakar、palakuan），作為青年學習文化的場所與訓練

青年相關部落知識的地方。再則，就開始努力的恢復部落各式的祭典。 

經過了十餘年的努力之後，部落的長者為感動，家長也非常的認同。就開始部落集體性

的共同努力，共同為部落傳統組織的建構與文化的傳承來努力。 

現在的拉勞蘭部落己經不再是過去沒有自己文化與身份混淆部落，而是一個部落自己定

位非常清楚的部落。不只如此，它己是小有名氣，很多其他部落前來觀摩的部落。 

 

 打造一個自給自足的部落 
原住民部落在求發展之時，一定要想辦法擺脫過去的思維。也就是部落的發 

展是操之在他人的手上，可能是行政公部門，有可能民意代表；但卻往往自己是沒有主見與

主導權的情況之下，部落是如此被不民主又人性化的發展。 

拉勞蘭部落因著部落主體意識的增強，對自己的部落的有絕對的主導與規劃，努力在建構部

落未來的藍圖。主要是希望自己的部落真正的能感覺傳統的特色，也不失現代的先進，更希

望他能與國際接軌，成為一個國際化的部落。 

除此之外，拉勞蘭部落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先由外力資源的投注（不論是公 

部門、民間企業等等），透過部落撰寫計劃書的方式，申請各單位之經費補助，來運用在部

落的發展與建設，至少到前為止，也都已經有具體的成果展現。部落要發展，我們深覺得不



能單純是依賴別人的資助，反倒思考如何的將各單位對我們的資助，化為我們自己部落發展

的助力。然而，部落發展又不能操之在別人之手，仍需是部落集思廣義的來探討自己部落是

應該如何的發展。把一些引進來的資源再做一次的彙整，如何有效的把部落做更好的規劃與

推展。以達到部落的自立與自主。 

要達到部落的自立與自主，首重任務就是在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協調與共識 

的建立，進而能夠建構部落族人的年齡組織與性別組織。最重要的就是任務的組織。有了建

全完備的組織之後，再來就是要談及機制的運作與探究發展的契機。這一切都就緒了，也就

是準備要使部落朝向經濟的自主，也就是要透過在地產業的部份，來發展經濟自主的可能

性。經濟自主的發展路線，它必需要結合多面性的因素，去建構部落產業經濟發展的可行

性。因此，配合在地的特色來發展在地的產業，再將產業予以包裝行銷，成為部落產品。部

落地理位置是得天獨厚的背山面海，交通又方便，環境怡人空氣清新。農作物非常的豐富，

尤其釋迦最為得人的喜愛，先前就透過教會協助農民行銷，也獲得許多人的歡迎，釋迦也成

了太麻里鄉的入口異象標。除此之外，目前部落又小米為主軸，發展了相關的產業。「新鮮

小米」（2007 年全國原住品農產品評選第一名）、「小米露」、「酒釀醃肉」、「酒釀香

腸」的產品，這些都以『拉勞蘭』的商標真空包裝來行銷。目前是非常的受到歡迎部落產

品。 

 

產業發展的脈絡－小米復育 
本部落發展產業主要是以『小米』為主題。當初只是因為從部落的小米收穫 

祭卻看不到小米的疑惑開始引發動機，本想單純的從文化復振的角度切入這個議題，以使文

化的呈現更具真實與有意義。後來，引起部落的共嗚，尤其是在每年豐年祭，都穫得很大的

迴響。但要部落族人只為文化復振之理由來重新種植不具經濟效益的作物，實在是強人所

難。所幸政府開始推動社區營造的計劃，使社區能自主的規劃與發展，部落遂向文建會申請

計劃補助，並再向原民會申請，直至現今向勞委會申請多元就業的計劃。執行至得到很大的

激勵，所研發的產品，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本部落所研發之「小米」真空包裝獲 2007 年原

民會所主辦之「原鄉佳原味－部落農產評選比賽」的第一名。 

「小米」幾乎是要被部落的所遺忘，過去是原住民的主食，是很多生活文化與祭儀的核

心，尤其是部落的「豐年祭」，美其名就是「小米收穫祭」的舉行，卻都看不到「小米」。

因此，就在此一概念下，再透過政府部門的經費補助，發動部落族人以集體工作的方式來從

事小米的種植，以使部落族人重溫過去的生活模式。透過如此集體的互動，能夠顯出部落的

精神與價值。 

 在多年計劃的推動之後，得到很大的效益，發現此一計劃是大有可為，遂而 

積極的把它定調為發展部落經濟產業的主軸。因應社會對原住民文化的好奇與喜愛，我們應

該要更有自信的把自己部落的最好的東西與更多的人來分享，這也就原住民的分享文化。在

產品研發的過程中，我們又不斷的就教於部落耆老的智慧，發現他們不但是用於食材，也同

時可以成為裝飾用品，我們更是發現它具有相當高檔的營養成份－「蛋白質」，其至，可以

發展生化科技的東西，例如；洗髮精、酒釀醋、酒釀香皂、面膜等等的產品。因為我們研發

產品的需求，一年大概要 20000～30000 萬公斤的量，部落每年的產量也不過 1500～2000 公

斤，有一些絕大部分都需向其他部落來收購，因此透過中會產發部落的向中會各教會有種植

小米的會友簽約並收購外，更是鼓勵教會松年團契集體種植，後由本部落小米工坊以優惠價

格來合作收購。此一收購價格至少是比農會及一些商人收購的價格要高，所以很多原本在台

東從事收購小米的商人己經收不到小米，因此他也不得不提高價格，才能收到。因此最大的

獲益除了是文化的價值重新的被加碼外，更是讓部落老人得到更大的尊嚴與價值。 

 
 
 



部落產業發展的概念與精神 

 
一.  產業發展組織化 

原住民部落在談產業發展時，應致力於團體性的方式予以經營與規劃，儘可以避免單打

獨鬥之行為發生。以以色列國家有一個民間組織團體－kibutset 採集會員制的方式從事

集體農場的經營，他們向國家承租國有土地來作為他們發展農業及工業等產業的計劃。

全國共有近２００個的社群，掌握了以色列全國７０％的農業經濟。在台灣也有一個原

住民部落仿效這個模式自主經營著他們的部落－司馬庫斯，也是全國聞名。多少的部

落、學術單位、及團體常去觀摩。 

 原住民經濟競爭力很弱，但是我們資產不輸給別人，只是我們沒有看重我們的現有的

主要資產予以發揮，反倒一味的順應主流力爭發展，有時我們不得不體認我們是主流以

外的邊緣人，主流似乎離我們有一點距離。我們比別人努力幾十倍才可能被主流所認

同。但是，我們忘了，幾千年前我們曾是主流，而現在我們能否仍可成為主流？是很多

人都不敢探究的問題。因為大家都認為這世界就是只一個價值觀。其實也可以同時有不

同的價值觀發展於我們的社會。大家不防思考看看？  

1. 選擇發展之產業 

2. 確定種植的面積 

3. 鋪設市場通路 

二. 組織運作與資源連結 
1. 產：一般原住民的部落大多於生產原料為主，產業的發展應尋求獨特與達到整合的方

向為目標，避免同質性產業過高，盡可能以文化為主的產業作為其發展的主軸。例

如；小米、自然生態、紅藜、芋頭、地瓜，以及體驗教育與教學等的方向規劃。 

2. 官：訂定好發展的主軸與目標時，再鎖定提案之單位與尋求經費補助的單位，不論是

官方的政府部門，或是民間企業與社團的協助，以利部落產業計劃的推展。所以官方

部門多為是資本提供的來源，將其目標予文字化與書面化，較能補助之單位瞭解計劃

的執行與落實。 

3. 學：有了官方的資本協助，我們的產業發展就己可說是事半功倍了，但最為重要的份

應該就是讓我們所在發展的產業賦予學理的論與研究，與學術單位合作的作為就更顯

為重要了，因為它是我們發展產業技術進步，與專業背書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因此，

學術單位的合作往往就是我們突破困境一個很重要的作為。 

三. 邁向企業化的經營與管理 
1. 申請營利事業登記：部落目前有申請營業登記的單位；拉勞蘭小米工坊、原米本鋪、

有機小米產銷班、小米有機集團等。 

2. 發展部落的微型經濟：透過產業之發展就是希望建構部落的經濟自主的發展模式，至

少提供一定的就的業機會，安定幾個家的經濟生計。進而透過微薄之收益盡到照顧部

落老人及學童的能力。 

3. 以社會企業方式經營部落：部落要達企業化經營之難度在於，它是族人的生活空間，

而非商業活動之公共空間，容易造成族人對於營利事業產生反感。故此，在經營上需

多
方的與族人互動與溝通，以利瞭解族人之想法與觀感。更不時的要努力形塑社會企業
之形象。 

四. 部落產業發展的精神（傳統與信仰） 
1. 感恩：感謝上蒼的垂憐給予我們好的環境種植，使其生長與結果。又賜予我們智慧及

體力照顧這些的作物，以供為我們有好的收成。過去部落都會有納貢的文化，就如現

念的納稅制一樣，而這些就是感恩的心情行為。 



2. 分享：分享原住民部落絕無僅有的好東西，現在原住民的產業越來越受外界的喜愛，

因為它大部份都是出自於自然無毒的土地所生產的作物，我們原本就這樣的好的條

件，但是被我們自己所忽略了。但我們絕對可以發展的很好。把我們的發展作為是我

們願意與大眾社會分享我們的好物。再其次，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產物加上我們文化的

智慧與人分享，使他們能認識原住民的部落文化。 

3. 回饋：若有獲益，其所得應有效的回歸部落，建構經濟自主的與福利照護的部落，不

論是在此，或又建設，或有教育，或有關懷都應讓我們自己所得付出於部落。 

 

結語 
原住民的產業雖然有很多發展的可能，但應求務實的評估與判斷。 

發展以教會為中心的產業經濟模式，以及部落照護體系。 

多看、多聽、多想、多問。 

「機會」永遠是給準備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