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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建立正面、深度的部落觀光經營模式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董事長

面對全球化社會，部落發展觀光是不可避免的

趨勢，越來越多人喜歡往郊區流動，享受與熱鬧擁

擠的市區截然不同的氛圍與景色。這為原住民族部

落帶來許多正向改變，像是提升部落經濟，或是提

供外來者更深入其境的旅遊體驗，認識原住民文化

的獨特與美好。然而有利必有弊，最明顯的負面影

響，便是促使部落的價值觀往資本主義、商業化的

方向挪移，衝擊部落原先較為純樸的狀態。

建立正面、深度的部落觀光經營模式，最重要

的原則是避免一味迎合城市的主流價值觀，而是建

構屬於部落「自我詮釋」的正確基準與方法；遊客

則必須學習尊重部落場域和禮儀。

本期《原視界》邀請魯凱族青年Muni Druluan

到司馬庫斯部落，學習民宿觀光產業的幕後工作，

除了幫助返鄉青年朋友，在摸索部落產業發展過程

能得到充沛的養分，也讓大家見證司馬庫斯部落如

何落實傳統文化精神，在經濟層面互助、共享，並

將部落知識轉譯，走出不一樣的部落旅遊樣態。

展望部落觀光的未來，期許遊客能夠藉由親身

體驗，認識原住民族真實生活樣態；身為原住民的

我們，也能嘗試將寶貴的部落哲學導入觀光，豐富

部落觀光的深度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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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atarw
amara: mat

yangulwalw
adhane ka 

vai，魯凱族
語「交棒：

很可愛的泰
雅」之意。

阿禮部落位
在中央山脈

最南端的霧
台深山，在

莫拉克風災
後遷移至山

下永久屋居
住。經常臺

中、阿禮部
落兩地往返

的都市孩子
Muni Drulu

an，

返鄉路也變
得更快速。

但是過往一
家人相處的

畫面並未隨
著行囊移動

至山下，仍
停留在山

與山之間。
這次來到同

樣位處深山
的司馬庫斯

部落，層巒
疊嶂的山景

會喚

起Muni什麼
樣的童年記

憶？因團結
發展部落觀

光而讓族人
安居樂業的

泰雅

人，又會帶
給年輕世代

什麼感觸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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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1,500
公尺、197

9年全村通
電、1995年

開闢第一條
聯外道路，

這些形容司
馬庫斯的數

字，遠不及
在

搖晃的車子
坐上3小時

，上上下下
繞過幾座山

頭，帶著搖
晃的身體感

抵達部落入
口來得實際

。這個曾因
地理

環境而與世
隔絕的部落

，在30多年
前因為發現

巨木，成為
炙手可熱的

觀光勝地。

遊客們大量
湧入，族人

們也各自經
營民宿，導

致部落面臨
相互競爭、

感情不睦的
問題。「如

果持續下

去，會毀了
我們的孩子

。」此念頭
浮現在族人

們的心中，
於是在幾次

的會議後，
部落8戶人

家決定一起
蓋山

莊、餐廳，
並從2004年

開始執行「
共營制度」

（Tnunan，
泰雅族語「

共同編織」
之意）—

土地共有、
觀

光共營。經
過多年調整

，目前分為
文化教育、

農業、觀光
發展、生態

環境、人事
等9個部門

，目標除了
共同

發展觀光，
也要把獲得

的資源挹注
回部落教育

、文化、醫
療等面向，

為下一代建
立永續的概

念。而整個
部落

分為三大會
，處理不同

層面的事務
：部落議會

（部落內部
事務決策）

、教會（信
仰）、部落

發展協會（
公部

門窗口）。

如今，部落
的課題已非

過去的人口
外流，而是

如何在觀光
發展下，永

續經營文化
與自然。往

年祖先翻山

越嶺，找到
寬闊土地留

給子孫，當
代的司馬庫

斯族人，則
以部落共營

的方式，持
續守護這片

土地與族人
。

觀光是司馬
庫斯的主要

產業，在

這裡人人有
事做、事事

有人做，每
個人

各司其職，
都是不可或

缺的鏍絲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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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庫斯觀
光業務分成

民宿和餐廳
，由

全部落共同
經營，占部

落7成收入
。一起跟著

Muni學習旅
遊產業幕後

的眉眉角角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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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組的工作是整房，每天9:30到

14:00是整房時間，工作內容包含備品替

換、床單替換、衛浴打掃、地板掃拖。4

組人馬（約20人，寒暑假會增加）負責

2百多人的房間，掃完負責區域會接著到

另一區支援，讓全部落房務工作能在旅客

check in前完成。

過去司馬庫斯的床位是上下通鋪，可

以住到4、5百人，但因旅客過多影響住宿

品質、增加垃圾量，工作人員負擔也大，

約在8年前調整住宿型態，增加小套房房

間數、降低入住人數，也減少一次性餐具

的使用。不論是輪調制度或住宿型態調

整，都是經由族人共同決議的。

Kyomi老師示範房間備品的

擺放方式，讓Muni作為參

考範本整理其他房間。但

Muni對自己很沒信心，常

常東奔西跑來回對照。

餐廳組分成不同餐廳的內外場，從內場的料理、分裝菜盤、洗

碗，到外場的帶位、送餐、與客人應對都是份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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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房務與餐廳工作在

司馬庫斯都是輪調的，今天負責民宿

的組員，隔日會到餐廳工作。如果在

部落待得夠久，仔細留心會發現服務

人員都是出現在不同地方的熟面孔。

輪調制度目的是讓族人能熟悉不同類

型的工作，加上各工作工時長短不

一，族人也能稍作喘息。

3年前，司馬庫斯觀光發展部長與族

人合力推出下午茶餐點，供應披薩、鬆餅

和蛋糕。在另闢的廚房內，4個人合力製作

出60個披薩，揉拍麵糰、烤製成餅皮，再

依照客人點單的口味，抹上不同的醬、撒

上料。口味除了常見的海鮮、素食，另有

山豬肉披薩，醬料則有紅醬和青醬，其中

「打那青醬」口味以刺蔥取代九層塔，是

山下吃不到的特殊風味！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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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山上的黑熊有好幾百隻，但因為人類太愛吃而幾

近消失。所以頭目雕刻一隻黑熊，既是紀念性質，也

提醒年輕人不要再捕捉牠。

原本泰雅的祖先生活在南投山間，隨著人口增長，耕地

不敷使用，「如果我們一直住在這邊，下一代會連馬告都不

夠用。」於是祖先們開始往北遷移，翻山越嶺只為了讓後代有

更寬闊的地方生活。最後祖先們在思源埡口分開，分別前往新

北、新竹縣、宜蘭等方向，當時族人們不捨地緊抱樹木，連樹

皮都脫落了。Masay頭目的祖先，選擇往b’bu Sasaw（東泰野

寒山）落腳，即為現在的司馬庫斯部落。

歷經與殖民政府的對抗，以及戰後國家對於語言、傳統文

化的抑制，加上位處深山，司馬庫斯族人歷經一段生活較為艱

苦的時期。直到1991年，部落因「發現」巨木群、聯外道路

開通，開啟觀光產業的生機，促使原本在外地工作的族人們陸

續回來，但也因此引發競爭。「巨木群是一起尋找的，步道也

是一起鋪的，如果只看見生計，沒有愛在裡頭而各自為政，土

地有一天都會變成財團的生財工具。」幸虧當時的頭目明鑑，

實踐土地共有的理想，如同祖先為了把土地留給子孫而遷移的

初衷，讓泰雅族群的命脈與文化得以延續。

最後頭目問起Muni家鄉部落的情況，並語重心長地提

醒：「原住民的文化要回來，要堅守族人的尊嚴與土地。」

名為「繡眼畫眉」，是泰雅族的占卜靈鳥。獵人在打

獵時可以觀察畫眉鳥的飛行方式判斷吉凶。若飛行得

平順，代表「吉」；若飛行急促、左右搖擺，代表此

行可能有危險。

當婦女有懷孕跡象時，貓頭鷹會在家裡附近啼叫。若

是懷男生，貓頭鷹會發出「咘咘」的聲音；若是女

生，叫聲為「ㄋㄧㄚˋㄋㄧㄚˋ」；如果是一男一

女，則兩種聲音都有，貓頭鷹簡直比超音波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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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來過
司馬庫斯，

但有去過對
面的鎮

西堡。我曾
經在公視的

節目看過這
裡的共

營制，當時
覺得這種凝

聚力很棒，
其實我

們部落這幾
年落也想做

民宿和觀光
產業，就有

人提

過這個制度
。

這可能跟族
群性有關，

我們魯凱族
真的很愛拖

東西、

擦東西。以
前看媽媽整

天打掃都沒
什麼感覺，

直到

不同族的
朋友說：「

你們魯凱
族一天到

晚在打掃

耶。」才忽
然發現我們

好像特別愛
清潔。我媽

媽說過，他

們部落打掃
是拖整個馬

路，還有類
似叫人脫鞋

才能走過去

的說法。但
把東西擺整

齊真的不是
我擅長的，

別人都會把

我折過的衣
服拿起來再

折一次，然
後還很驚訝

我有折過。

內場。因為
外場要和客

人應對，加
上有些客人

的反應比較
直接，情緒

容易受到影
響。內場可

以專注

投入在工作
上，雖然時

間很緊

湊，伙伴間
講話直來直

往，但

就是純粹反
應工作上的

狀況，

心情不會那
麼緊繃、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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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有做
過日式餐廳

的外場，所
以很

快就上手，
也知道怎麼

應對客人。
在內

場我負責裝
簡餐小菜和

盛飯，比較
困難

的是每一份
要定量，還

要顧及顏色
分配，好險

我

最後有成功
做完。

看著那些泰
雅的特色餐

點，其實我
們部落有

討論做「排
魯特色餐」

，魯凱和排
灣的人很常

合

作外燴料理
，除了住得

近，食材、
烹調手法也

滿

相近。我們
的特色餐可

以有魯凱族
的 abai，或

是

排灣族的 c
inavu；還有

族人超愛吃
的芋頭，把

比

手掌還小的
芋頭拿去烤

成乾，可以
直接啃著吃

；

另一個是樹
豆排骨湯，

我們習慣種
樹豆，是個

很

養生的料理
。

應該是頭目
在談話尾聲

勉勵我的時
候。我以前

跑部

落田調，也
很常跟原住

民長輩聊天
，通常他們

結尾

都會和我說
：「你是原

住民的小孩
，要加油。

」可

能因為臺灣
原住民族人

口少，就算
不是同一族

，只要是年
輕

人，長輩都
有同樣的關

懷和期望，
聽到這句都

覺得很感人
。

不管哪一族
都有「長幼

有序」的問
題，很多時

候因為輩

份低，常常
有「輪不到

年輕人講話
」的感受，

只能低頭做
事

情；就算婉
轉地給建議

，長輩還是
會有微詞，

除非你做特
別

多事情、幫
非常多忙，

才有機會在
決策時給建

議。很多都
市

原住民青年
都會遇到類

似情況，所
以滿羨慕司

馬庫斯，這
裡

滿平權，能
做決策的人

都很年輕，
長輩很信任

他們，也間
接

讓年輕人更
願意回來做

事情。

早上覺得好
多房間喔，

好像無垠無

涯、沒有終
點，不過跟

我在都市工

作的辛苦感
受不同，這

裡大家都

一起做事，
心態就比較

快樂。最印
象深刻

的是輪調制
度，讓我很

驚艷，這模
式代表

對工作群體
的信任度很

高，每一個
人在各

種崗位都可
以完成工作

，彼此還能
互相幫

忙，非常團
結，是不是

應該要跟西
方說一

下我們這裡
管理學很厲

害？

還有另一個
就是星星好

多，想到以
前

我們在部落
看到星星很

多、距離很
近時，

都會說很像
頭皮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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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庫斯以
巨木聞名，

到

底巨木是怎
麼被發現的

？沿途

風景和泰雅
族的遷徙歷

史、產

業有什麼關
係呢？走在

族人們

的傳統領域
，從各種細

節解鎖

司馬庫斯吧
，出發！

＊「神木」是外來說法，當地

族人以「巨木」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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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山徑上若有特別「乾淨」、沒什麼雜草的緩

坡，代表常常有人在此地活動。每當族人要下去溪谷或

移動到對面的山，會先集結做禱告、整理裝備和食材，

因此山徑才會有些雜草較少的地景。

在步道的碎石坡向外看，

這一片是部落的傳統領域，由

泰雅族人守護這片土地。前方

的番社跡山，高度約1,500公

尺，有些緩坡是泰雅族人曾經

住過的地方，族人也在這一帶

和日本人打仗過。

沿著底下的Tqzing（塔克金溪）往源頭去是大霸尖山，

泰雅族人的遷徙路徑便是從大霸尖山順著溪流到司馬庫斯，

再慢慢往下擴散。所以前山（尖石、那羅）的人若說：「我

是從Smangus來的」，就是這個原因。而Tqzing也是大漢溪

的上游，我們保護部落生態，也是在守護石門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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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片地原先沒什麼樹，族人便

在此種植柳杉，可以作為做步道修繕

的材料。

另一個大量種柳杉的地方是司馬

庫斯部落下方。早期部落家戶都有種

植水蜜桃，但經過部落討論、決議，

水蜜桃應該種在緩坡跟不受颱風影響

的地方，於是就改種柳杉，這些樹木

也能留給後代蓋房子時分配使用。

Tayux是「休息」的意思，Raga則是指「楓樹」。這個地方是

由5個勤勞的兄弟Talah、Temu、Ahok、Miquy、Yukan開墾，他們

各有所長如農業、體育、音樂、編織等，而司馬庫斯部落的人是

Miquy的後代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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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水蜜桃當經濟作物前，司馬

庫斯部落主要是種植香菇。香菇採好

後要烘乾，方式有兩種，一是用放在

工寮右邊的烘乾設備；另一種是天然

烘乾法，先挖一條溝放入鐵桶，將木

頭放在鐵桶裡面以高溫烘乾。現在機

器已經移除，僅剩空蕩蕩的工寮。

YAYA是「巨大」的意思，這棵神木大約2,500

歲，有45公尺高。能長得這麼高大，原因是這裡位於

背風坡，又靠近水源，提供巨木生長的優良環境。

在2021年因疫情封園期間，部落男孩

子花了幾百萬買木料，用卡車和人力輪流將

棧板運進巨木群。搭建步道的用意是保護巨

木根部，避免遊客直接踐踏。

巨木群步道有一部份為族人的獵徑，

過去族人打到獵物，會利用天然的冰涼河水

冰鎮獵物，因此河水會帶有獵物的味道。

我記得3歲
的時候跟著

爸爸、媽媽
，從

新光部落背
著香菇菌種

到這裡。小
時

候都會在這
邊吃山豬肉

，吃完就長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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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倒不是小
時候的養成

，比較偏向
成長過程參

與其他族人
的導覽活動

而訓練出來
的。像今天

我看到一片
比較整齊的

地，是因為
之前聽長輩

說過，當你
在山林看到

一片土地有
被整理過，

很可能是

有人為使用
才造成差異

。

應該是走在
山徑，前後

都看不

到人，深刻
感受到自己

發出的

聲音混在山
林裡面，你

也有自

己的聲音。
其實我自己

走的時候，
有聽

到好大的腳
步聲，可是

回頭又沒有
看到

人，一度懷
疑是不是我

發出來的聲
音，

但感覺那腳
步聲很大、

像男孩子的
踏

步，應該不
是我。我為

了找出聲音
的來

源，還原地
停留30秒，

最後什麼人
影也

沒有。冷靜
下來看著自

己的步伐，
才發

現聲音是我
製造出來的

，突然有自
己跟

著環境一起
走、一起呼

吸的感覺，
我也

成了環境的
一部分。

有啊，在走
上坡的時候

，身體記憶
就會

有點回想起
來，小時候

在部落走路
也是

一直上坡、
下坡，感覺

很相似。尤
其今

天步道前段
和我的部落

滿像的，只
是竹林沒有

這

麼茂密，小
時候沒有東

西玩，我們
都會到處走

，

拔樹枝、拔
草、撿石頭

丟一丟、鬧
著玩。這讓

我

想到一件事
，我們部落

的房子是一
層一層蓋在

山

坡上，所以
走在上層可

以接到下層
人家的屋頂

。

有一次看到
一間屋子比

較荒涼，我
們以為沒人

住、發現祕
密基地，還

呼朋引伴叫
大家來玩，

在

屋頂上跳來
跳去，結果

一回家就被
罵了，因為

那

戶有來問是
誰的孩子在

別人家屋頂
上面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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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非常
喜歡走路，

走在巨木

群的感受很
好。我們部

落都是小

小的山路，
以前都覺得

走山路很

無聊，這裡
的人應該也

認為這些路
很稀

鬆平常，就
像我小時候

住在石板屋
也覺

得沒什麼特
別，後來好

多觀光客在
拍，

才發現生
活中很多

自然而然
的族群慣

習，其實都
是很寶貴與

具有重要文
化意

義的。

我從小在都
市長大，只

會講一些日
常對話，像

是「要不要
吃

飯」、「肚
子餓」、「

去洗澡」、
「去睡覺」

等，類似國
一英文

課本的程度
，所以就沒

辦法和外婆
用族語聊天

。我很認同
Moto

老師說的，
族語要從小

開始學，長
大要再學另

一個語言真
的很困難。

像

有時候我媽
媽講一些族

語單字，我
都會記在手

機裡，可是
每次打開手

機

看都會有一
種全新的感

覺，每次都
得重新背，

怎麼背都是
前面那幾個

單

字，這樣永
遠背不完耶

。

Moto老師的
想法很適合

講給我媽媽
聽，因為我

媽媽都會對
著你講一

段很長的族
語，期待你

趕快回應，
但這麼長真

的聽不懂，
我只好自己

拆

解單字，一
個一個問。

所以如果能
從小培養孩

子們的單字
量，他們學

習

族語就會很
快。

走出步道時
下了太陽雨

，Moto老
師立刻騎車

回家收衣服
。我當下有

驚覺，「啊
，原來收衣

服是他的工
作。」居家

形象和理事
長的頭銜很

不搭。昨晚
到頭目家聊

天時，也看
到他幫小孩

洗澡，

這滿像近幾
年討論原住

民的性別觀
，會發現現

在性別

分工很難概
括地說哪一

族是父系或
母系。而魯

凱族因

為是階級社
會，和貴族

家族的長女
結婚必須要

「入

贅」，但「
入贅」是很

華語的概念
，實質的意

義並不

是這樣，這
也不影響男

女的家務分
工。

今天和Mot
o老師談到

跨族群婚姻
，因為泰雅

族男

性是不能入
贅的，如果

遇到泰雅族
男方和魯凱

的貴族

長女結婚，
該怎麼辦？

應該只能兩
家長輩一起

來吵了

吧，但我還
沒遇過這樣

實際例子，
我想命運應

該有在

刻意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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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庫斯
的兩大招

牌就屬巨
木

和水蜜桃。
水蜜桃不僅

是一年一次
的

秒殺逸品，
還有許多遊

客會為了水
蜜

桃年年上山
。除了得天

獨厚的自然
環

境，能種出
又大又甜的

水蜜桃，還
有

許多隱藏版
的照顧工作

。

司馬庫斯水蜜桃品種：早生黃金桃、晚生

黃金桃。

一年只收成一次，所以要細心照顧，最怕

颱風。

在司馬庫斯還未發展觀光產業前，幾乎每

個家戶都有種植水蜜桃。以觀光為主業

後，種植面積降低，目前有4區果園，約種

植7百棵，每年約需套7萬個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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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健康的水蜜桃樹，一棵樹一

季可以採收400至500顆的水蜜桃，

老一點的果樹則是100顆。

 水蜜桃樹大約生長15至20年為優。

我們光顧的這一區樹齡都達15年以

上，今年產季結束會砍掉果樹，讓

土地休息，在其他土地種新的水蜜

桃樹。

 搭錏管：樹枝若下垂，水蜜桃會長得比較差，甜度也會受

影響，所以果園都會搭格子狀的錏管，支撐樹枝。 

 水蜜桃若太甜會裂開，裂果通常甜度較高。松鼠、夜蛾吃

過的果實也非常甜。

疏果，要把發育不良的果實拿掉，

避免果實太密，導致養分不足

套袋

開始砍草、放基礎肥

料、疏枝

收成後理肥，將營養劑埋在

土裡，類似坐月子的概念

一年除草3-5次：4月謝花疏果前、5月套袋

前、6月採收前、10至11月放肥料前（若有

空閒也可以每個月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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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約5月中旬水蜜桃套袋後開始設陷

阱，一天巡2次，分別是清晨與傍晚。

捕捉動物：條紋松鼠、赤腹松鼠、老鼠。

每年捕捉到的量都不一樣，如果山上的果實長得很好，松鼠

就比較不會下來果園吃。而陷阱放置的數量沒有定量，會挑選周

圍有樹的地方放（松鼠也會走地面，但特別喜歡走樹枝）。

細鋼索，過去是用

苧麻線或細藤類。

陷阱圈直徑5至8公

分，約為鼠類頭型

大小。陷阱圈要離

跑道有點距離，差

不多是動物疾行時

頭的高度

鐵絲製作pri（卡榫） 削尖的木片，插入跑道縫隙

木頭或竹子，當作

動物的高速公路

細桂竹

放陷阱的時候要把彈力棒夾

在腋下，避免手沒抓好時，

陷阱會彈到眼睛。

在準備採收水蜜桃的時節，每天晚上9

至11點（夜蛾活躍時段）都要至果園報到。

被夜蛾吃過的水蜜桃會爛掉、不能賣，因

此要防止夜蛾入侵。司馬庫斯的4片果園相

加，每晚平均會抓到20幾隻，若是掉以輕

心，可是會有幾百顆水蜜桃受害。

夜蛾種類：落葉夜蛾、斜紋夜盜蛾、小型

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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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

1. 黏蒼蠅版，能夠防小型夜蛾。

2. 寶特瓶內置「愛情陷阱」賀爾蒙，防小型夜蛾。

3. 手抓：當夜蛾停駐在水蜜桃上，快手抓夜蛾的翅膀，讓牠終生與水

蜜桃分離。

每年7、8月水蜜桃收成，是司馬庫斯農忙的日

子。先把袋子拆掉，像握雞蛋一樣，稍微轉動水蜜

桃，要注意保留果柄。果柄脫落的話，蟲容易從果

柄銜接處跑進去，保存時間便會減短。拆完之後收

入袋子、再放入籃子，避免水蜜桃刮傷。

拆袋→依重量分級、裝

箱→用包裝條包覆水蜜桃兩

側，要盡量拉緊保持穩固→

再次檢查是否底部有瑕疵，

將箱子分堆放置→出貨。

整理瑕疵水

蜜桃，零售

給部落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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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會是
我人生第一

次、也是唯
一一次放陷

阱。因為魯
凱族的女生

不太會參與
狩獵，加上

陷阱又屬於
手作，我又

特別不會編
東西，魯凱

族的繡法只
會最簡單的

十字繡，所
以Mu老師

在講「Ｌ

型」的時候
，我內心一

直吶喊：「
Ｌ型在哪裡

？」

像我對抓夜
蛾就沒有障

礙，我不會
怕動物。只

是

聽到Lahuy
老師說有長

輩會從晚上
8點巡到12

點，一方

面佩服務農
的人果然很

勤勞，二方
面也感受到

上一代

跟我們這一
代有著不同

個性。至於
採果，我非

常敬佩

Lahuy老師
可以快速辨

認哪些水蜜
桃壞了、哪

些沒有，

他幾乎不用
拆袋子就能

看出來，但
我都要花很

多時間

偷瞄。最後
在分裝場我

很擔心耽誤
進度，因為

大家都

很熟練，但
我一直拉斷

包裝條，一
連拉斷了4

、5條，

包了幾十顆
後才比較上

手。一整天
下來，發現

水蜜桃

農事是很細
膩的工作，

原本以為是
純粹的體力

活，但

有很多的細
節要注意。

在司馬庫
斯共有、

共享的制
度

下，每個人
都很認真，

不像我們

在外面領薪
水工作，有

時候會偷

懶，這裡的
人都帶有使

命感，整個
族群、

家人一起把
每件事情做

好。加上這
裡的

工作是輪替
制，每件事

都接觸得到
、每

一件事情都
要會，從櫃

檯接洽、農
作，

到廚房內外
場、房務整

理，要學習
的東

西非常廣泛
，所以他們

十幾歲就能
獨當

一面。我相
信這樣的模

式，對族人
、對

下一代的
能力培養

會是很大
的幫助。

我很羨慕司
馬庫斯的年

輕人，可以
在熟悉的環

境長大。作
為都市原住

民，一開始
回去部落時

，格格不入
是難免的，

就像到一個
新的群體也

會有的尷尬
，但應該要

放下心理的
障礙，把事

情學好比較
重要。認真

照著做、不
要預設太多

，就能讓更
多族人認識

自己，快速
打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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