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青春紀事

NTU Alumni Bimonthly No.1022424

回到最初的感動
文．圖／陳芃伶

臺
大，原本對我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學

校，因為高中愛玩，模擬考常常排名全校

倒數，但父母親永遠不會放棄他們的孩子。重考

考上了文化大學市政環境規劃學系，開啟了我對

環境規劃的興趣，從繪圖、模型到撰寫計畫書，

讓我奠定了非常扎實的基本功夫。大三，開始思

考自己未來的人生，沒在部落長大的我，一直很

想把我所學回饋給部落，當時看到臺大城鄉所對

於原住民部落的文化保存與環境規劃的在地參與

非常感興趣，才立志考臺大城鄉所。

進入城鄉所是我人生的轉折，重新給了我不

同的視野與思考方向，尤其跟老師與同儕學習很

多。我自認自己在班上是一個很安靜、沒有太多

意見的人，因為對我來說，讀臺大是一件非常困

難的事，學習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時間可以有其

他想法，只要把課業顧好，能畢業就很厲害的

了。

在城鄉所學到許多空間、人文、土地的理

論，而這些理論除了認識與理解之外，老師們都

希望我們能有自己的想法與分析能力，並能實踐

在實際案例上面，因此，一年級的實習課就進到

社區做實地訪查與田野。從教室走出去讓我看見

更多平常不太可能會了解的社會問題，在城鄉所

遇到的第一個衝擊就是都市違建。如果你了解原

來的歷史背景與居住人的生活歷程，就能理解他

為什麼堅持要住在這個空間，而政府卻無視於此

並以違建的名義來驅趕。大學時，我學的是都市

計畫、都市更新及都市設計，這些學習是告訴我

們如何讓城市看起來更美，提升居民的生活品

質，卻從來沒有要我們去了解我們認為醜陋都市

小角落中的故事，到了研究所，讓我有機會從不

同的面向去看待同一件事情。

除了都市問題，實習課也帶我們到宜蘭的漁

村社區，認識跟原住民部落完全不同的生活方

式，不過相同的是，都是資源相對貧乏的地方，

人口外流嚴重，也面臨文化傳承問題。當你漫步

走在小漁村裡，隨興和路邊的爺爺奶奶聊天，看

見漁港旁陳列的魚網與漁具，很自然你會被這些

小東西、小故事所吸引，這就是為什麼老師要我

們用心感受，從這些事件拼湊，作人際關係分

析，從中理出重要的人事物，然後深入訪談、進

行研究，去勾勒出能在這個地方著力的事情，再

寫計畫，這是我學習參與式規劃過程的開始。城鄉所給了我扎實的基本功，圖為海外實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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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影響最深的是一下的實習課，與城鄉所

的6位同學回到家鄉－金岳部落，展開了一段找尋

自己的過程。我，原名為Yagu Yuraw，這是我認

識自己的第一步，就是擁有一個泰雅族的名字。

生長在羅東小鎮，為了我們的教育，以及能在漢

人社會中生存及競爭，在我幼稚園年紀，舉家從

南澳遷來，在漢文化的教育體制下成長，說得一

口標準的國語，滿腦子漢族的思考模式，知道自

己是原住民，但從未意識到原民文化的重要及危

機性，直到大學時代，認識一群原住民朋友，才

展開一連串認同的過程。

2006年春天，是我真正認識舊部落Ryohen的

開始，也重新連結了我與金岳部落的關係。50多

年前，爺爺未隨著大多數族人遷至金岳，而是因

警察工作的關係，帶著奶奶、年幼的姑姑及其弟

弟妹妹們從Ryohen遷至東澳、再遷到現在的老家

－南澳（大馬路邊）。雖然我從未住過金岳，不

過，總記得每到過年、過節，必跟著大人回到金

岳探訪親戚，至今仍有在金岳玩耍的記憶，沒想

到我的根竟在32公里外的南澳山區Ryohen。在實

習時體認到部落尋根的文化根基，要比環境改造

及空間規劃更重要，於是與金岳社區發展協會舉

辦「回Yaki＆Yutas的家」的尋根活動，當時出於

好奇，想要看看過世的爺爺奶奶出生、讀書、結

婚生子的地方，以及想要補足這段歷史文化與生

活故事，藉此重建舊部落的文化資產，我跟著其

他青少年一起回舊部落。但看到的是荒煙蔓草，

也找不到爺爺奶奶的家，有些遺憾和心痛。站在

祖靈、祖先昔日辛苦開墾的土地上，不禁感動落

淚，在他們過世後，第一次感受到我們如此親

近，我大聲呼喊。

就是這樣的感動和衝擊，讓我強烈地意識到

文化的流失，有著背負文化傳承的使命，著手展

開了一連串的舊部落文化重建及部落營造的社造

過程，就從「回家」開始⋯

2006年的回舊部落文化「回Yaki&Yutas的

家」活動過後，耆老帶領著我們一群年輕人，開

始體驗山上的傳統生活，他們口述舊部落的歷史

文化及生活經驗，並帶我們實際走訪，通過對文

化的認識及認同，激發維護的想像，為聚落保存

從城鄉所畢業，返鄉發揮所學。圖為口試後，與教授委員、家人合影。左3為劉可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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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長期規劃。回舊部落到現在仍是部落最重要的

文化活動，也是討論度最高的文化議題，從荒煙

蔓草、空間回復、重現風貌、建立地圖、到每個

家屋的位置及長輩名字的確認，經年累月累積，

終於有今天完整的Ryohen（流興）文化資產。

2009年，體認到回舊部落的活動對金岳部落

已經不是祭祖或只是感動的意義，而是慢慢轉化

成新部落（金岳）與舊部落（流興）重新連結的

文化意涵，以及建構歷史文化及傳統生活的重要

工作。於是，決定向下紮根，將國小的畢業典禮

與回舊部落活動結合，讓小朋友認識自己的舊部

落，且透過此活動學習生態、文史踏查、族譜編

纂等知識，並找尋曾祖父母的家製作家屋牌。這

樣的活動有深厚的文化傳承之意。

此外，我們也開始將舊部落文化元素轉化成

推動部落營造的核心價值。首先在部落的重要入

口處，由族人自行重建最重要的兩個傳統建物

「傳統家屋」、「莎韻之鐘」，搭起了舊部落與

新部落的連結，並推展出未來之發展重要方向。

尤其是可從「莎韻之鐘」發展傳統生活與文化技

藝如編織、藤編、木雕等產業，並結合導覽解

說，建立一學習型的深度文化旅遊。

回到部落工作快5年了，我永遠記得我的老師

劉可強教授在畢業前說的，不管做什麼，都不要

忘記城鄉所的社會實踐的精神。回到部落，我一

直秉持著這樣的精神，透過參與式規劃，找回泰

雅族傳統社會組織的運作模式，讓族人的心凝聚

在一起，推動文化保存、文化傳承、部落營造和

促進產業發展，吸引許多青年回鄉服務與工作，

也間接影響了南澳青年組成跨部落的組織，為家

鄉的整體發展努力。這讓我想起在城鄉所認識的

每一位同學跟學長姐，跟著一群有理想、有實踐

文化是生活的，在我們這些年輕人身上。第一次回部落。



27臺大校友雙月刊／2015年11月號 27

陳芃伶小檔案

Yagu Yurow，南澳泰雅族人，現任宜蘭縣南澳鄉金岳社

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父親為金岳人，從小在羅東長大，原

本對於自己部落非常陌生，就讀臺大城鄉所，畢業後回到

金岳工作，推動一連串文化保存與部落營造的相關活動，

促進部落青年共同推動公共事務，並逐年培養年輕人留在

部落工作。於 2012 年入圍青舵獎青年參與社區組（個人

組），同年協助金岳社區獲選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101 年度

社區發展評鑑「特優獎」，以及內政部 101 年度社區發展

評鑑「單項特色獎績優社區」，以「舊部落文化尋根推廣

泰雅文化」獲獎。2013 年協助金岳社區完成全國首例「耆

老直升機圓夢計畫──找回記憶中的流星」，用直升機將

耆老帶回舊部落，藉以重聲重視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為南

澳青年新生代的指標。

力及分析能力很強的人共同完成了很多很酷的

事，第一次走上街頭、第一次到國外實習、第一

次自助旅行、第一次跟所上爭取我們的權利等，

因為有他們的陪伴，讓我覺得做什麼事情都不用

害怕，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也給我

勇氣回部落工作。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認識

這些優秀的同學們，他們在我辛苦讀書的過程中

幫助我克服許多困難，是他們發動了我回部落的

動力，是城鄉所讓我在家鄉實現了很多夢想，未

來依舊會秉著城鄉所的精神繼續努力，逐步實踐

更多部落及原住民族自治與文化傳承的願景，更

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工作。土

地是最有溫度的地方，家是最有包容力的歸屬，

年輕人在這塊土地上，一定會找到自己的價值及

實踐的空間，勇敢踏出去，相信這世界會有所不

同。

2012年直升機計畫，帶耆老回舊部落。

社會實踐精神的首要就是勇敢踏出去，圖為在金岳部落實習。我在後

排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