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年全球在食農系統對於國家、經濟、

社會、環境發展運作有不同角度的切

入，臺灣亦起草了「食農教育法」，進一步

將食農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中。臺大實驗林管

理處於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建立了臺灣第一

個因應食農教育法推行，並以民族植物食農

教育為主的展館。本館現有常設展「山野之

間：從神話到生活」及特展「植物、祭儀、

布農人」，透過科學研究的視野與臺灣原住

民族的風俗文化交織，展現臺灣豐饒的自然

環境與鮮明的民族文化，看日常與植物的關

係有趣又好玩。

當您進入民族植物食農教育館，我們就

期待在入口處能馬上抓住您的目光。我們精

選了27種可食用植物――這是臺灣島上最珍

貴且多樣的歷史印痕，更可以大膽的說這就

是世界史。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有著高超的

造船技術，更有卓越的地理學、天文學、生

態學、生物學及食品科學等背景知識，讓許

多植物在島上落腳深耕，也影響了島上的食

物文化。島上的過客與先行者經由大航海時

期讓植物進行長距離擴散，隨著時間與經驗

在錯誤與正確中挑選這些植物，讓這個蕞爾

小島包容了多元的族群與文化內涵。這個展

館要讓觀者跳脫較為常見的「食農體驗」，

希望開啟「食農系統」、「食農文化」及

「食農產業」的眼界，讓民眾從不同面向來

了解民族植物。

常設展呈現植物多元的應用和原住民族

與大自然互利共生的態度及觀念，亦直接點

出「食農教育」不僅止於「食」與「農」，

更搭配了原住民族神話故事，而篝火是許多

文 ‧ 圖／楊智凱

臺大實驗林民族植物食農教育館

臺大實驗林新設民族植物食農教育館，實踐大學

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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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故事流傳的地點，展館中就可見到

利用臺灣原生的桂竹搭建了一間竹屋，希望

能讓參訪的民眾感受篝火耆老口述故事的場

景，故事述說了生活經驗，做人處事分享與

傳承。

從過去沒有文字紀錄的時代開始，經

驗與生態智慧的哲理就隨著篝火旁的故事流

傳下來。今年適逢鼠年，篝火故事中就有一

則與老鼠有關，而這是布農族的故事「被懲

罰而變成老鼠的人」。相傳很久以前，只要

一粒小米就能夠讓全家人吃飽。有一天，一

個婦人準備煮飯時，她想：「一次只煮一粒

米，一餐就吃完了，乾脆煮多一點，就可以

好幾餐不用煮飯了。」於是，婦人在鍋裡多

放了小米，當小米慢慢煮熟時也慢慢地膨脹

起來。看到膨脹的米，婦人嚇得抱著孩子躲

在角落裡，結果米飯一直膨脹，婦人被擠壓

得越來越小，最後竟然變成了一隻小老鼠。

家人回來看到，既生氣又難過，婦人的丈夫

找不到他的妻子，只看到躲在縫隙中的老

鼠，而變成老鼠的婦人看到家人就羞愧地躲

起來。從那時候開始，布農族人就不能像以

前一樣，用一粒米來煮全家人的飯了。這則

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聰明的您應該可以有

很多的解釋吧！類似這樣的神話故事在就在

原住民族的文化裡；和自然共同生活是深植

在心中的根本。從耆老傳述到傳統祭儀的儀

常設展「山野之間：從神話到生活」，大幅壁畫

呈現臺灣山林原住民的獵場。（攝影／李順仁）

以臺灣原生桂竹搭建竹屋，置身其中，聽著篝火

耆老講故事。（攝影／李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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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狩獵、採集等生活的日常裡，無一

不見對土地與生命的敬重，隨手取得的都是

生活資源，腳下踩踏的都是學習的場域。

常設展「山野之間：從神話到生活」透

過科學解析植物的各種應用加上訪談對話，

看見原住民族如何將其對自然的觀點與信仰

體現於生活之中，反映出神話中所建構的宇

宙觀及價值觀。而食農教育不是只有探討如

何兼具友善土地又能夠獲取食材，就原住民

族而言，土地所供給的不僅是食物，更擴及

到生活、文化層面，面對自然的態度成為了

因地制宜並與其共生共榮的生活方針。還有

展場的布幕是由36種植物的標本影像輸出排列

而成。（攝影／李順仁）

構樹帽、構樹皮衣是常設展經典展品。

布農族的小米歲曆，看見布農族人對山野知識之豐富

與經驗之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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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比他們更擅長和自然相處，更擅長和自然

一起生活呢？

民族植物食農教育館座落在信義鄉，第一

檔特展為「植物、祭儀、布農人」。植物對於

布農族的重要程度，從小米歲曆中的祭儀便可

略知，無論是荒地開墾、小米播種、除草或收

穫，重要的祭儀與活動都是繞著小米而發展。

活躍於高山的布農族，生活文化中帶有許多植

物身影，從古老的時代開始，便透過耆老的口

傳延續至今。除了小米之外，布農族在祭儀中

的植物使用更是多元，從生活機能的實用性，

到符號意涵的象徵性，皆說明布農族人對山野

知識之豐富與經驗之廣博。此外，祭儀是傳統

智慧的延伸，透過對祭儀的認識，一睹其信仰

對於土地、生命的尊重和期許，從根本看見布

農族的文化價值。例如：在3月時會舉辦除疏

（草）祭，每年除疏（草）祭結束，這個空檔

會有打陀螺和盪鞦韆的時機，司祭者轉動陀螺

三次，每次轉動時便會使用綁在小木棒上的構

樹樹皮，用來抽打陀螺使其加速，口中念著：

「小米，快成長，像陀螺迴轉般快快地長大，

同時人口也興旺。」打完陀螺之後，將陀螺存

放在穀倉，並以酒撒祭。

這個特展呈現布農族原住民族耆老口中

的知識、故事及信仰中對於自然的敬畏與愛，

是原住民族與自然共同生活的法則，其深植於

心中的永續精神，是最具山野精神的「食農教

育」，在生活之中無不與植物產生連結。展場

的布幕是由36種植物的標本影像輸出排列而

以圖文並茂、影音方式多元呈現臺灣原住民在植

物資源的運用與智慧。

本校開發樹豆相關產品，讓遊客將在地的滋味帶

回家。（攝影／李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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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一張圖是日治時代採集的構樹標本，

象徵南島語族始於臺灣。這是中央研究院生

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鍾國芳副研究員（他也是

本校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兼任副教授）利用

構樹的樹皮布提供了南島語族的遷播證據，

構樹帽、構樹和雀榕拼接而成的樹皮衣是常

設展經典展品，長得像毛毛蟲的雄花是阿美

族人餐桌上的佳餚，構樹皮富含纖維可造

紙，而獵人也容易在其果實旁發現野生動物

身影。樹豆也是常設展介紹的特色植物之

一，樹豆多半會在種植小米時種在田地周

圍，不僅耐旱，更是山田裡樹蔭較大的作

物，早期便成為年輕男女談情說愛的地方。

樹豆種子搭配山產烹調，是原住民族常見的

料理之一，更因為其豐富的蛋白質等營養價

值，亦是婦女產後坐月子的重要食材。本校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曲芳華主任與其團隊進

行樹豆的相關研究，開發出樹豆漿、勇士豆

茶、蜜樹豆、鹹豬肉勇士豆醬等產品，讓遊

客將在地的滋味帶回家，開創更多元的部落

觀光特色並提高在地的經濟收入。 

臺大實驗林民族植物食農教育館絕對是

地方創生的最佳例子，希望能建立一良好平

台，將地方經濟、文化、社會向上提升。也

期望大眾透過本館認識臺灣原住民傳統作物

及栽植樣貌、理解作物在日常生活扮演的角

色、體驗原民傳統食物，通過推廣民族植物

及食農教育理念，協助部落觀光推廣，實踐

大學社會責任。

楊智凱小檔案

現  職：

臺大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研究人員 2009 年 - 迄今

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2020-

學  歷：

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2019 年畢業

學術著作：於國內外知名學術期刊發表 60 篇論文、國內外研討

會發表與口頭報告 37 篇、專書 21 本（大安溪原鄉部落植物密碼、

櫟足之地 - 臺灣殼斗科植物圖鑑、臺灣民族植物圖鑑、臺灣種子

植物科屬誌…等）、技術報告 20 篇

得  獎：

2016 年中華林學會獲頒林業優良基層人員、2014 年中國植物園

學術年會最優秀報告人獎、全國農業技能競賽森林職種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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