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躍．比吼 Mayaw Biho 
紀錄片導演

黃淑梅導演的紀錄片《回家》是一部重量級的影片，她以多年

的時間，記錄孩子們一面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一面學習各種農

事、生活知識，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成長。

這部影片努力回答了，人們對於近年來各地原住民展開的對原住

民教育的種種新嘗試可能有的疑問：原住民的孩子一定要在教室

裡面學習中華民國教育部規定的課程嗎？

原住民的語言文化，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在土地上生活的各種方

法，不能算是教育嗎？不應該一項一項教給原住民的孩子嗎？如

果這些都應該教給孩子們，而現有的教育制度卻缺乏這些內容，

原住民可以怎麼自救呢？

屏東的原住民部落耆老們，回憶起當年北大武山溪谷流

水潺潺的情景，喚起了中生代青年對自己原鄉文化逐漸

流失的危機感⋯⋯

莫拉克颱風摧毀家園過後，武棟和拔而熱資兩家人，依然決定回到宛

如空城的三地門鄉大社部落定居，帶著孩子以自學的方式感受土地與

部落傳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瑪家鄉的美園部落，馬秀辛帶著其

他老師，以自然為教材，讓孩子們學習族語，以及老祖先們流傳下來

的各種生活智慧。同樣實行部落傳統教育的泰武鄉比悠瑪部落，德布

藍恩、楊江瑛等部落工作者，此時卻面臨國家體制、法令不理解部落

真實狀況，使得托育班的教育理想面臨無以為繼的困境。

因為了解原生文化的重要性，這群部落中生代一起組成「部落互助托

育行動聯盟」，除了積極從體制內進行政策倡議，也串連起其他部落

的教育資源，以互助的方式凝聚在地力量，讓部落文化的種子能夠持

續萌芽成長。

《回家》這部片所記錄的不只是這群原住民為文化保存所做的努力，

更從教育的層面提醒我們文化傳承的重要性。黃淑梅導演在論述爬梳

脈絡的同時，也捕捉了部落青年對原鄉土地的濃厚情感，還有部落靈

魂在新生代身上成長茁壯的軌跡。就如同她導演作品的一貫風格，片

中每一個鏡頭都在提醒著我們，珍視台灣這片土地所給的養分，並讓

這份愛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達努巴克 Danubak Matalaq
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離家、回家，像是一條明確的路徑，在我一

步一步行走的過程在內心度量著。長大之後，更發現自己要面對的

難題比這更複雜。

但「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這一支回到部落守護家園的力道，極

有可能會在未來的臺灣社會中產生極大的影響力，成為阻擋快速社

會變遷、工業化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重要力量。

這部片也像是一個邀請，如果你還在思考回鄉重建的意義，也許可

以提供給你一個支持的力量。對我來說受益良多，深深感動。

拉互依．倚岕 Lahuy Icyeh
司馬庫斯部落議會秘書

黃淑梅導演及其團隊，從她的鏡頭視角，看到了一群願意為

「回家」努力付出一切的族人，為的就是要讓部落持續有煙（有

人生活），一群為了翻轉現行學齡前幼兒教育能更符合部落生活

狀態的老師與家長們，他們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了新的盼望。

不管時代如何變遷、環境更替，族人們需要「傳統知識」，這是

主流教育所不能取而代之的地方，也是要持續努力學習的課題，

謝謝他們的努力，這不僅僅是為他們自己，從更寬廣的視野，我

們會看到這會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一條「回家」的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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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

聯盟的誕生，始於２００８年，各部落遭逢國家法律和

照顧現場的衝突，而開始互相集結、串聯，希望能跟國

家對話，讓部落能用自己的方式照顧學齡前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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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導的紀錄片中，把許多原住民的生活智慧及文化底蘊一幕幕呈

現出來，身為觀眾的我，其實是被再「教育」的，我們受的主流社

會教育太強勢，忽略了其實教育有另外一種更豐富的可能。

部落的教育是圓滿的，關係是無限延伸的，而不是從這個點到那個

點，畢業離開那個點，關係就斷線了。平和教保中心的德布藍恩

說，部落的教育是向下紮根的，根紮穩了，風雨來了，會飄搖，但

不會倒，即便有一天枝葉飄向外地，也會記得根在部落，有一天會

想要回來。回想起來，對於15歲就離家到高雄唸書的我，晃了高

雄、台中、台北、台東一圈，去年終於選擇回到屏東的老家，似乎

是這麼一回事。

在組織歷程中，各部落開始有了互助，從互助中看見彼此的差異跟多元，互相滋

養、學習和陪伴。也在這樣的歷程中，看見不只是學齡前的孩子，進入國小階段

的孩子、青少年、成人、長者，都可以在部落自在地學習、成長，擺脫殖民教育

帶來的陰影，成為真正「作部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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