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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多元文化的交流平臺

過去臺灣社會主要以漢文化的價值觀作為主流

思考模式，造就大眾對原住民部落文化的認識，往

往只停留在觀光層面。事實上，原住民不僅是臺灣

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我們也擁有豐富的文化底

蘊，而作為多元文化認識與互動窗口的原文會，希

望藉由建立更多元的交流管道，讓其他族群能夠從

原住民文化中，學習運用不同的觀點和方法愛護我

們的家園，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本期《原視界》是一個全新的開端，我們特別

邀請新銳MV導演郭佩萱到阿美族的malacecay傳統家

屋構築與寶庫工坊，與我們的族人彼此交流學習。

透過他的視角，讓非原住民的朋友們跳脫過去遊客

的身分，重新以朋友的眼光，更深入地認識、欣賞

阿美族的傳統文化之美。

臺灣這片美麗的土地，正因為有原住民、閩南

人、客家人，以及來自各個國家的多樣化族群，才

養成今日的繽紛色彩與欣欣向榮。隨著網路科技越

來越發達，現在我們擁有比過去更多元的管道，了

解不同族群的文化與生活。原文會會持續搭建更多

友善的交流平臺，鼓勵年輕族人深入了解自己文化

的定位與價值，並且堅定地應用特有的知識與文

化，點綴我們愛的臺灣。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執行長

編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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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在南王部落長大、受過卑南族年齡階

級訓練的陳豪毅，在 30 歲回到阿美族母親所屬

的麻荖漏部落時，他發覺這裡只有教會，卻沒

有族群文化的痕跡，誘發他開啟認識母親文化

的路徑。陳豪毅透過自己的身體向老人家請教，

花了近 7年的時間學習藤編。藤，除了做籃子，

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於綁房子，在陳豪毅對自然

素材有十足的認識後，他決定開始備料建房。

陳豪毅用 2年半的時間採集與處理材料，

並募集大約 600 位志工在 3個半月將這幢仿造

1 百多年前樣式的家屋建造完畢。這幢家屋全

是天然素材，過程唯一使用現代工具是鏈鋸，

其他都是手工製造，不過陳豪毅並非刻意拒絕

便利的方式，只是他全心投入建家屋，無暇分

心工作賺錢，也就沒有經費採買工具。

約有 600 支竹子、800 把茅草，1,500 支

五節芒、12支原木，以及3公里長的黃藤。

廚房



I P C F I s s u e  3 5 9

陳豪毅認為在自然環境無法完全防範

白蟻，只好與牠們和平共處，白蟻要

吃木頭就讓牠吃，便放了成堆的木頭

在外，以防白蟻們侵襲家屋。

有些族群的家屋是家庭式的，但阿美

族是整個家族數十人都住在家屋，陳豪毅

認為建築是讓人使用的，便因應他的需求

做了許多改良，在格局上都有縮小。家屋

外頭有廚房、天然廁所 *，接著他還預計要

蓋豬舍與雞舍，打造傳統的生活環境。

在居住環境與模式建立後，陳豪毅的

生活節奏變得要花更多的心力，每天都必

須確認家屋狀況、上山砍柴生火、燻茅草、

視氣候時節獵捕動物等，日常不再只是上

班、下班、滑手機。「這就是你要選擇自

己想要的生活，錢並不是唯一，有那麼多

的錢，但不了解生活的環境、不認識土地，

這樣空洞過每一天不是我想要的。」陳豪

毅說。

＊「阿美族對死亡不忌諱，

但對屎尿很忌諱。」陳豪毅

分享，過去沒有廁所，族人

會趁一大早到很遠的海邊上

廁所，順便洗屁股。這間他

特製的天然廁所沒有馬桶、

沒有水，大小便後鋪蓋木屑

就可以消除臭味囉。

然環境無法完全防範

們和平共處，白蟻要

，便放了成堆的木頭

們侵襲家屋。

狀況、、況況 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 砍柴砍柴砍柴砍柴生生生火生火火生火火、燻、燻、燻、燻燻燻茅草茅草茅草茅草、、、、

獵獵獵獵捕動捕捕捕動捕動捕動捕動動動物等物物物等物等物等，日，日日日常不常不常不常不常不不常 再只再只再只再只再只只再 是上是上是上是

滑滑手機手機手機手機手機機手 。「。「。「。「這就這就這就這就就這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你要選要選要選要選要 擇自擇自擇自擇自擇

活活活活活，錢，錢錢錢錢錢錢錢錢錢錢並不並不並不並不並不並不並並並並並並 是唯是唯是唯是唯是唯唯是唯一，一，一，一，，有那有那有那有有那有那那那麼多麼多麼麼多

解生生活的活的環環環環環環境環境環境環環境環境環環環 、不不、不、不不不認識認識認識識識土地土地土地土地土土土地，，

每每一天一天不是不是是我我我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想我想我我我想想想我想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的要 。」。」。」。」陳豪陳豪陳豪陳豪陳豪陳陳豪豪

廁所，順便洗屁股。這間他

特製的天然廁所沒有馬桶、

沒有水，大小便後鋪蓋木屑

就可以消除臭味囉。



使用便利的工具是人之常情，但

若學會野外生存的一招半式，遇到危

險也能淡然處之。陳豪毅先是在家屋

外教郭佩萱學習用小刀製作竹筷，接

著再到海岸山脈第一高峰麻荖漏山認

識山林環境及採黃藤，讓郭佩萱運用

自己的雙手觸摸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現代工具雖然較為方便，但傳統不會用鋸子鋸竹，因

為鋸下的木屑會塞住竹子的孔洞，導致竹林死亡。陳豪毅也

提醒，鋸完拖竹子時要先觀察上方有沒有蛇，不然蛇可是會

掉到頭上的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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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脫木內的白色髓心是自然界的保麗龍，重量非常

輕，在濕潤的時候能夠塑型，待乾掉會變硬。白色

髓心放入製作家屋的竹管可以防止雨水與蜜蜂進

入，若放在竹筏的破洞處，還能夠增加浮力。

在阿美族的生活中，黃藤簡直無所不在，不論是蓋房子、

做籃子、吃食等，通通能看到黃藤的身影，尤其黃藤心更是

祭儀不可或缺的料理。但採黃藤可不容易，沿路一起認識其

他植物吧。

紫花藿香薊是山裡的

緊急醫藥包，將葉子

搓揉後，再取長葉樹

如山棕、鬼針草等葉

子包紮，能夠消炎、

止血，並避免受到細

菌感染。

禾本科的植物如芒草、狼

尾草、甜根子草、五節芒

等，適合製成筷子或烤

肉架。若是環境中能食

用的野菜少，阿美族人也

會將禾本科植物的莖拿來

料理，苦澀的味道能降火

氣，搭配蛋白質，味道會

轉為清甜。此外，在野外

飲用溪水容易喝到寄生

蟲，可以吃野薑花排毒。

但族人並不太會喝河水，

而是靠吃芒草補充水分。

採藤心要挑部位，從末梢數來第六

片葉子處切斷，能讓植物繼續生長，而切

下的藤便是能食用的部位。但森林草木叢

生、枝葉糾纏連成一片，切斷後也沒這麼

容易能拿了就走，還得與這片茂密的樹林

拔河，割除纏繞的枝葉；取下後必須先削

皮，除去布滿藤身的尖刺，才不會採個黃

藤卻流汗又流血。

昊恩正在教郭佩萱用鐮刀削黃藤皮。昊恩正在教郭佩萱用鐮刀削黃藤皮。昊恩正昊恩正昊恩正昊恩昊 在教在教在教郭在教郭教郭佩萱用佩萱用佩萱用用鐮刀削鐮刀削刀削刀削鐮鐮 黃藤皮黃藤皮皮皮皮皮黃藤藤 。昊恩正在教郭教郭教 佩萱用佩萱用佩萱用鐮刀削鐮刀削鐮鐮 黃藤皮黃藤皮黃藤藤 。昊恩正在教郭教郭佩萱用佩萱用佩萱用鐮刀削鐮刀削鐮鐮 黃藤皮黃藤黃藤 。昊恩正在教郭佩萱用鐮刀削黃藤皮。

I P C F I s s u e  3 5 11



我以為原住民的家就是石板屋，因為戶外教學或去觀光都是看到

石板屋，就對石板屋印象滿深刻的，他們都說過世的人會埋在石

板底下。所以你們一開始在講家屋的時候，我很想發問家屋到底是什麼？

原本以為是一個機構的名字。

很特別，因為我沒有真實看過，印象中看到的影片可能有類似茅

草蓋下來。不過我第一個想法覺得很像搭景，我還發IG限時動態，

很多拍片的朋友都問我是在拍片嗎？大家都以為那是布景，他們還懷疑我

有什麼大片要拍。會有這樣的想像，有一部分是因為裡頭的分類有點太齊

全，每個角落、每個位置都有很明確的用處，對我來說好像有點缺乏「生

活感」。但可能是我平常沒有接觸過這類的建築，沒看過一個建築都是竹

子，連屋內的用品都是我們很少看見的材質。

有一點，因為我覺得很少人會捨棄科技去住在那樣的房子裡，就

像每個人都會用手機⋯⋯對耶，那邊有插座嗎？我很難想像有人

捨棄電或是一些很方便的東西過生活，尤其在科技這麼發達的情況下，如

果刻意過很原始的生活，對我來說也是很違和。但今天參觀家屋、聽他的

說明，我覺得他是有想過才做出選擇，這樣的做法我覺得很好、很認同。

我相信文化是需要保留，但如果太刻意就會很像作戲，所以才會那麼多人

以為我好像在拍片，因為只有拍片才有可能這麼真實地呈現原始生活。

近期春假我有跟家人到部落觀光，我覺得滿弔詭的是那一整條街

都很像是 set 出來的，一些傳統的石板街道參雜現代建築，再加

上到處都賣石板烤肉或相同的商品，好像為了販賣他們這個特色，而刻意

強調一些事情，我在那個環境就不是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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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今天的體驗我覺得滿真實的，因為他是真的這樣生活，沒有在演給你看。他不會刻意要

用最原始的工具，畢竟我們想要的生活不可能這麼辛苦，人類就是不想要那麼辛苦才進化到現在

這樣，有什麼理由回去荒野求生，那是為了節目塑造的，但我們是真的在過生活，使用現代工具

真的不是罪。

應該是第一次，但今天以前我沒有想過我這麼不會用刀，我一直以為我很會用！我傻

眼！我無法想像今天刀子砍下去都不在同一個位置，我真的超慌，我想說我有這麼不會

砍嗎？都沒有準頭，很奇怪耶。早上滿挫折的，因為我自認運動細胞滿好，領悟力也滿高，加上

我很愛看野外生存的網路影片，覺得操作起來很容易，今天才發現怎麼會這麼難，真的不敢相信。

我從早上開始一直在ㄍㄧㄥ，想說這次安排的級別也太難了吧，我人生真的很少遇到這種自我懷

疑的時刻，我以為我是日本節目的森川葵，今天才知道，好吧我不是。

我已經跟我朋友放話以後不用帶噴槍了，我想挑戰之後露營也用這種模式，只要帶打火

機就好，沒有木頭也可以砍一些樹枝燒。生火這件事讓我滿著迷的，因為視覺對我來說

很重要，我聽過一個說法─火是原始人的電視，我希望隨時隨地可以看到一些視覺的東西，當

你在野外沒事情做，天那麼黑，你就喜歡看著火，發現它的千變萬化。

我是比較喜歡動物，植物的記憶點很少，聽完就忘了，不過我滿喜歡野外採集這種自給

自足的生活模式。我目前只記得敷傷口的草藥，因為電動玩具補血的草也是紫色的。

我之前從事的戶外運動都沒有像今天這麼疲勞，強度好高，我還默默心想要是其他人受

得了嗎！雖然很挫折，但我又拚了命地想要搞懂，那些真的是身體的經驗，你沒辦法用

「看」來學習，體感完全不一樣。身體這件事很奇妙，就像老師說：「你頭腦很聰明，但你身體

很笨。」你在腦中想和身體去體驗是不一樣的，用腦袋想事情很容易，但如果沒有身體去接觸它、

沒有經驗去熟悉它，你是學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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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飯，必須先做餐具；要去潮間帶採集，就得先編籃子！

為了下午的採集行程，郭佩萱先在家屋用印度鞭藤製作籃子，

下午就能裝入採集到的螺類、貝類。只是編籃子講求手感，這

對「能動不能靜」的郭佩萱可是一大挑戰。

先挑 6 根藤對稱擺陣，再拿 1 根

較細的藤，以一上一下交錯方式

穿過底座 6根藤。

手上的細藤編完 1圈為上下彼此

交錯，但第 2圈開始會和第 1圈

重複，原本 6根藤的底座需要再加入 1

根，才能繼續上下交錯的格式。

當手上的細藤快沒空間編織，再

取 1 根細藤與手上的細藤交疊續

編。視要做的籃子大小，決定這步驟重

複幾次；當底部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將

底部立、挺起來，形成碗盤的圓弧狀再

往上編織。

手腳運用很重要，如果只靠手

壓，不靠腳踩固定，藤的位置就

會跑掉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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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尾時，將底座原本的 7根藤，

先取 1根壓上右邊的藤，再往下塞

入橫面的藤（也是 1上 1 下），並將尾段

藏在籃內，7根藤依序操作就完成囉。

阿美族的編織方法有十幾種，這為普

遍編織方式，不是阿美族的傳統編織。

郭佩萱拿自己編的籃子與陳豪毅編的魚簍們合照。郭佩萱郭佩萱郭 拿自己拿自己拿自己編的籃編的籃編的籃子與陳子與陳子與 豪毅編豪毅編編的魚簍的魚簍的魚 們合照們合照們合 。。郭佩萱拿自己編的籃子與陳豪毅編的魚簍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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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阿美族分工為男性負責竹編器具與打獵，女性是織布、種田，但水域則

是男女都會參與。為什麼下海對阿美族這麼重要？原因在於阿美族有 Pakelang 的

習俗，現在雖然多被詮釋為慶功宴，但實質是代表一件重要的事情結束，要開始

做另一件事情。做 Pakelang 需要下水，因為「水」在阿美族文化中有「淨化」的

意義，象徵洗滌汙穢、洗去疲憊，所以 Pakelang 有出現魚、蝦等，就代表你下過

水了。

陳豪毅也提醒，到海邊除了抓生物，也要懂得觀察海浪的變化，隨時注意風

與浪的狀況，在自然環境得隨時提高警覺，安全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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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潮間帶的生物種

類豐富，但也不是撿到都能吃。

像是芋螺有毒性，只能吃腹足的一點點

肉，而且帶回家千萬不要碰到淡水，不

然會臭掉，直接冷凍即可。蝦類、蟹類

雖然常吃，但滿多螃蟹都有毒，東海岸

大概只有 5種螃蟹能夠食用喔。

陳豪毅透漏隔天的午餐是阿

美族石頭火鍋，要煮石頭火鍋就要

先撿石頭，而且還限定只能撿麥飯

石。這種事還是第一次聽說⋯⋯

郭佩萱採集到的生物。

海參噴出白色細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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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好累喔，要好專心，老師幫了好多忙。一開始滿像昨天一

樣感受到挫折，因為會突然做到一個地方才發現順序不對，全部

拔開重來，當下心想好險才做沒多久，不然會崩潰。最難的是第一、二圈，

要靠腳幫忙，藤很難控制，後來用夾子發現藤需要一點時間就會固定、定

型，然後就進入重複的動作，很像打毛線，有點催眠。

如果重複的事情做多了，或是太專注，這件事情就很容易遺留在我腦

海，卡著出不去。像是拍一支MV，等它上線後，我會一直重複看到我再也

不想看為止，等於我和這件事情的關係已經結束。我昨天就有被削藤的畫

面困擾到，一直想到底要怎麼削啊？今天編籃子也滿重複的，還好下午有

其他記憶蓋過，我一看到海就超開心的耶。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竹筒飯，飯真的超黏，老師有說以前會當作膠

水用，我洗手都洗不掉耶。另外我平常不太會吃苦瓜湯，今天黃

藤吃起來滿像苦瓜，但我覺得我可以，可能是因為昨天削藤太辛苦了，所

以才比較愛吃它吧。

今天還有飛機菜，我沒吃過，也不知道飛機菜可以吃，不過我滿疑惑

老師說日軍用飛機灑飛機菜種子，日本這種菜很多嗎？我沒在日本料理吃

過這樣東西。不過吃那道菜的時候，我一直

陷入「招河童」的畫面，腦中一直有個小劇

場擺脫不了，為什麼跟河童有關係？拿

葉子河童就會過來嗎？後來才知道老

師是說「昭和投」的⋯⋯

我超喜歡海，平常就滿愛去海邊釣魚、游泳，而且今天有超多種

生物，石頭上面都是珊瑚，真的超漂亮。我小時候很喜歡抓寄居

直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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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今天寄居蟹的殼是我看過最漂亮的，有超多顏色，仔細看殼還有不知道是什麼的

生物寄居在上面，超酷。會動的魔鬼海膽也很驚人，牠腳超長還會自己移動，超像外

星生物。我們最開始到的大礁岩裡面都是海膽，我沒有想過會有那麼多，那一整個區

域的每一池都超級五顏六色，其實我很想要在那邊待著看很久，只是老師速度很快一

直走，我想說真的沒東西嗎？一看發現，好吧真的沒有。

潮間帶跟海不一樣，如果在海裡能很快看出這一片都是珊瑚，會比較有立體感，

知道這些是生物；但潮間帶很像一池、一池的作品，我會想要看很久，確定這些是什

麼東西，而且我在潮間帶的觀察力有降低，因為我都會被每樣在動的東西吸引。

我今天一開始有學貓咪想徒手抓魚，但完全沒成功，連碰到都沒有。老師分

享他以前被礁岩刮傷的事情，我想到我有一次海泳要潛過一個洞，但因為浮

力太高，我的背整面刮過去，所以我聽老師講受傷的故事都覺得可怕，一路上有領悟

到「體驗真的是身體去驗證那些事」，才知道什麼事該注意、什麼事該怕。老師在海

邊提醒我很多次，海膽的刺會噴射，他使用「噴射」這個字讓我滿驚恐的，是你太靠

近牠，刺就會「噗嘶」出來嗎？

他講的一點我滿喜歡，就是「你從這裡拿了，你可以再放一點。你抓一些魚，

可以也收一些垃圾」，這想法很不錯，是個人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以後

我釣魚看到垃圾真的會撿一下，但如果太多可能就算了⋯⋯

我看過有人用那個石頭烤東西，但我不知道那叫

麥飯石，我現在還想像不到明天石頭火鍋

是怎麼用。真的會把石頭丟到鍋裡面，讓石頭跟食

物在鍋裡面一起煮嗎？有麥飯石過濾後，應該會別有

風味？我自己覺得這樣想像很合理啊。

那叫

郭佩萱想像的

石頭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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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是「吃草的民族」，許多田野路間的野草都是阿美

族人的生態寶藏、桌上餚饌；更有一說是「阿美族愛吃苦」，

因為多數野菜帶有苦、澀的味道。這些野菜常見的料理手法是

入湯，再加點調味用的野菜或蛋白質，即是營養豐富的一餐。

跟著陳豪毅巡視家屋周遭，一邊認識野菜，一邊準備等會兒火

鍋的食材吧！

又稱鹿仔樹，以前是

養鹿用的飼料。有雌雄之

分，雄的會長出小花，族

人大多食用雄的構樹葉。

煮魚若沒有生薑，可

用刺蔥取代。葉子曬乾打成

粉、加入鹽巴，就是原住民

的胡椒鹽。拔的時候要斷

頭，不然刺蔥越長越高，就

會失去味道囉。

帶有毒性，不能吃太

多，料理時加入1、2片即可。

搓揉葉子會釋出油，抹在額

頭上有提神醒腦的效果。

多多

搓搓

頭頭

又叫做昭和草，因日

本飛機在昭和年間投灑種

子，不是「招河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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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情人的眼淚，是一種藻類。下雨的時

候會在乾淨的地方膨脹、出現。營養之高，被視

為「雨中珍寶」，不過一定要洗乾淨喔！ 

是釀酒的植物，味

道近似八角。葉子搓揉有

獨特香味喔！

葉子有去黏

膜的功效，胃酸

過多或腹瀉時可

以吃個 1、2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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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冬天才有，龍葵耐

煮，適合煮粥。果實有微量

毒性，吃多會拉肚子。

香草植物，可以泡茶、

釀酒。阿美族能用於釀酒

的植物約有 12 種，而黃藤

的果實也可以用來調酒喔。

又稱山萵苣，非常

苦的菜，可以做藥、入

湯，或製成青草茶。採嫩

葉就好，太老就不吃了。

苦苦的的

湯

葉葉就 葉子可以入湯。

適合取根煮雞湯。

採完回家分類後，還記得

這些菜是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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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傳統石頭火鍋跟在火鍋店使用的琺瑯鑄鐵鍋不

同，是將麥飯石用火烤到極高溫，再放入裝滿食材的檳榔鞘

葉容器，用石頭的高溫將湯燒滾、煮熟食物。這項料理方式

的緣由，是因過去在河邊 Pakelang 時皆就地取材，東海岸

盛產安山岩，祖先處理食物過程發現這類石頭非常好用，而

流傳至今。

阿美族傳統會以3顆大石頭排三角形成三石

灶，稱為Parod，「火爐」的意思。

斑狀閃石安山岩，俗稱麥飯石，具有過濾

水質、高溫環境不易裂等特性。

石頭放入湯水中會降溫，需不斷將變

涼的石頭放回 Parod 再烤熱、將高溫的石

頭加入湯裡加熱食材，重複數次，直到

食物都煮熟、可以食用。陳豪毅分享：

「石頭火鍋是阿美族生活智慧的一

環，過去的食物就只有飯跟湯，沒

有太多料理方式，這能吃到食物的原

味，加入辛香料類的野菜就能提味。」

過去在河邊煮石頭火鍋是用冰冷的河

水與生食，通常一碗湯需要用至少

20 顆石頭才能煮熟食物。

直到直到

：

早期原住民社會會拿掉落的檳榔鞘葉製成

器皿，其具彈性，泡軟後能輕易彎折成

型，風乾後能變得堅韌，保存相當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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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為是像第一天要去山裡採，結果馬路邊就有很多，這樣

是不是等於沒有人在專門種野菜，植物就真的是亂長，然後你要

懂得去辨識，那認錯就麻煩了。現在應該只有 Sama 我比較認得出來，它的

葉子很不規則，但我只會認第一種型態，其他變化型我就認不出來。這也

是我很訝異的地方，同一種植物會長不一樣的型態，我以前沒有想過耶，

這根本增加難度，自己去採一定會在野外中毒吧？

石頭火鍋超好吃，讚！湯的鮮味完全不一樣。我原本想像是丟石

頭下去煮，結果是把石頭燒完丟到水裡，我滿嚇到可以這樣料理，

我從來沒想過石頭能這樣做，然後湯又真的很好喝。其實我口袋偷藏 1顆

麥飯石，想說以後可以對照著撿石頭，哈哈。

我覺得是對時間的感受很不一樣，他們會認為這件事情本來就應

該經過很長的時間執行，不像我們都想把時間壓縮，在這段時間

挑戰能做完的極限。他們好像沒有那麼在乎效率這件事，這不是缺點，而

是很自然而然發生，這是我沒感受過的。還有老師提到有白蟻就放木頭給

牠吃，這想法很棒，用自然的方式避免牠影響你，但我想到家裡廚房的蟑

螂，我該怎麼辦呢？在陽臺放食物嗎？這樣好像變成在養蟑螂⋯⋯雖然還

不確定怎麼實際運用在我的生活，但他講得滿有道理。

即便我用完整的 3天栽在這個環境，都還是很像觀光客，原住民

還有很多生活智慧學不完，真的需要很長時間深入體會。但我有

個疑問，如果這環境是大家都能接觸的類型，會變得很觀光，但如果有非

原住民想學習，要怎麼接觸這些東西？就像有些原住民要回部落學習也是

困難重重，所以這個門是不是有點窄？但它窄也是滿有道理，因為太開就

像觀光類的豐年祭，又變成是一種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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