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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的部落，培力的評鑑？原住民族部落
活力計畫現場的民族誌觀察*

林文玲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資本流動的衝擊、社會快速變

遷、及個人主義興盛的社會脈動中，傳統部落文化日益空洞，部落集體支持

系統亦逐漸式微。有鑑於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2年開始推動原住

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望透過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共做、共食、共享與共

榮的互助方式，凝聚部落成員的力量，維持部落生存的穩定。為了確實掌握

各活力部落計畫執行狀況，該計畫設置了期中訪視與期末在地評鑑會議，以

督導及考核計畫實施的成效。期中訪視與期末評鑑機制在於引導、指認部落

活化的基底與架構，以及永續經營的願景。本文以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的

幾次期末評鑑會議為場域，試著從人為中心的會議探討方式稍微偏移，一方

面循著客體、環境、地方、身體以及物質的主動性視角及其所顯露的軌跡，

與其他實體的關係樣態，所組成的「物的議會」，進行觀察、描述與討論。

再一方面本文也將透過物的發言，去覺察並辨識在評鑑會議中起著情動之各

式各樣的物及其動態生成，以及它們如何滲透以人為中心視角的評鑑會議，

對會議的形式、界線與內涵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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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前人類學界對於會議（metting）的討論及研究有逐漸升溫的趨勢，並

透過會議的形式、內容、集會、動員等議題進行多方剖析，從中擴大會議的

意指與內涵（Sandler and Thedvall, eds. 2017；Brown et al., eds. 2017）。1會

議不僅只是一處事前被指定的匯集／聚空間，同時也是一種聚合、組織的方

式（Brown et al. 2017：11）：將出席的各方人士聚集在一起，讓某些重要的

行政、監督以及協作行動通過它（會議作為場合、管道，組織、連結多樣化

的活動）而達成。會議的實施時常被設想為能夠讓人、事、物以及想法進行

抒發、攻防、釐清、協商或尋求共識的場合。會議因此也是校準及協商不同

觀點的空間。就此意義，會議是一種基底也是一些管道與介面（如Larkin對基

礎設施的描繪）。2這些管道與介面也是中介之場域，提供人、事、物以及想

法隨著尺度的轉換而彼此遭逢，發生影響或被影響，進而導出某些結果。

會議的組織作為（organizing），能夠去區分與連結專家或政府官員不

同形式的知識、社會及物質脈絡（Yarrow 2017：95）。藉助行動者網絡理

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動態視角，會議的組織作為是生發、

坐落於有著不同行動能力的人與物組裝為網絡的場域當中。3空間、場域以

及組織作為在過往對於會議的民族誌研究中較少被注意，卻是理解當代生

活與日常脈絡無所不在的活動：會議的重要節點及途徑。雖然，關於會議

的學術探研較之以往已更為多元，不少學者以人的聚集及其言語／媒介和人

為製作的宣傳物件、標語或象徵符號等為分析的對象，也有學者專注會議所

帶出的物質性議題。不過對於會議的組織作為與物質性的更為深入的學術分

析，或者就會議空間、氛圍，以及所具有之多重感官現象（a multi-sensory 

phenomenon）的進一步闡述則並不多見（Joy and Sherry 2003）。

1　 Meeting有會見、會面、會議、集會、聚合、匯聚等意思，本文以「會議」一詞的會面、討論、

論事等意涵作為meeting的中文翻譯。

2　 Larkin發表於2013年關於基礎設施的經典大作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3　行動者網絡理論著重人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異質組裝所形成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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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自2012年開始推動的「原住民族部落活

力計畫」的期末評鑑活動為對象，進行探討。「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是

原民會因應台灣原住民族部落，在資本主義與全球化高張的當代社會情境，

族群文化及傳統結構與價值遭遇巨大衝擊而提出。部落活力計畫前身「原住

民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是原民會2005年為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

星計畫」所提送的方案。前項計畫2006年開始至2009年結束，原民會續推

「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直到2011年。4部落活力計畫或部落永續

發展計畫雖然名稱不同，卻都是以原住民族部落為單位和基底，希望透過公

部門計畫的推動，以健全部落組織的自主運作及整體轉型，盤點部落發展的

資源條件與環境特性，及創造部落新的就業機會與生活條件。

「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標舉的目標計有：（一）落實部落會議組

織，奠定原住民族自治基礎。（二）復振部落傳統文化，凝聚文化主體認

同。（三）發展部落經濟產業，促進部落就業機會。（四）營造民族生活環

境，建構部落安全場域。（五）回復共工共耕文化，減少貨幣依賴。（六）

強化生活照顧功能，推動健康部落生活。這六項目標涵蓋部落生活的重要面

向，並指出計畫的核心價值：透過原住民族自主以及集體的共做、共食、共

享及共榮的互助行動，活化社群組職及其動能。此項透過公部門的政策推

動，活化部落的組織與連結的紮根計畫，是一項具備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作

為。5它意圖成為支撐部落的隱蔽基底，讓部落發展工作真正落實在日常實踐

與經驗當中，創造部落永續發展的機會，以逐步降低部落對政府或外在資源

的依賴。6 

4　以原住民族取代原住民，尊重原住民族的自我界定及文化認同，凸顯多元而有差異的台灣原住民

族群。

5　基礎設施作為某種隱蔽的基底，支撐社會與人們日常生活運行，有其物質性的條件與效應，並且

與社會形構之間有著緊密關係（林文玲 2017：1）。教育，科技，醫療衛生，體育及文化等社會

事業屬公共基礎設施的重要環節，亦即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

6　參考106年原住民部落活力計畫公告事項（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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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彙報與計畫研議 委託辦理

專管中心
督責協調三區

北區部落營造中心 南區部落營造中心 東區部落營造中心

花蓮縣（秀林鄉、萬榮鄉、

卓溪鄉、花蓮市、光復鄉、

瑞穗鄉、豐濱鄉、吉安鄉、

壽豐鄉、鳳林鎮、玉里鎮、

新城鄉、富里鄉）等縣轄內

之原住民鄉（鎮、市）

台東縣（達仁鄉、金峰鄉、

延平鄉、海端鄉、台東市、

成功鎮、關山鎮、大武鄉、

太麻里鄉、卑南鄉、東河

鄉、長濱鄉、鹿野鄉、池上

鄉）等縣轄內之原住民鄉

（鎮）

嘉義縣（阿里山鄉）、

高雄市（那瑪夏區、桃

源區、茂林區）、

屏東縣（三地門鄉、瑪

家 鄉、霧 台 鄉、牡 丹

鄉、來義鄉、泰武鄉、

春日鄉、獅子鄉、滿州

鄉）等3縣轄內之原住民

鄉（區）

新北市（烏來區）、

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

桃園縣（復興鄉）、

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

關西鎮）、

苗栗縣（泰安鄉、南庄鄉）、

台中市（和平區）、及

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

、魚池鄉）等7縣轄內

之原住民鄉（區）

圖1　工作關係架構　　　　　　　　　　　　　林文玲製圖

部落活力計畫的執行是透過政府機構，民間團體以及部落和它們各自

的組織和行動者，共構階層化的工作關係來落實。行政部門的原住民族委員

會推出部落活力計畫，經由招標程序隨後委由非政府組織的民間社團實際執

行。包攬計畫的非政府組織成立專管中心統籌各項行政事務，並督責協調其

下北區、南區與東區三個部落營造中心（請參考圖1）。本文聚焦的部落活

力計畫期末評鑑即是由各區營造中心負責安排，並與部落聯繫，敲定外部委

員，確定時間地點以及活動流程。期末評鑑的結果將量化為等第和分數，關

係著受訪視部落能否賡續辦理下年度計畫（請參考圖2）。由此看來，期末

評鑑隸屬部落活力計畫這項來自公部門推動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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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評鑑活動同時也是一項權力機制，隨著社會性基礎建設的佈建，展現國

家、政府對原住民族部落的政治、社會與經濟之多重治理。

一、第1年秧苗型：曾參加本會部落營造人才儲備培訓課程，並取得最近
秧苗型 3年之結訓證書。

二、第2年秧苗型：前年度執行第1年秧苗型計畫，評鑑成績乙等以上。

一、第1年結穗型：前年度執行第2年秧苗型計畫，評鑑成績甲等以上。

結穗型 二、第2年結穗型：前年度執行第1年 穗型計畫，評鑑成績乙等以上。

三、第3年結穗型：前年度執行第2年 穗型計畫，評鑑成績甲等以上。

圖2　計畫申請條件　　　　　　　　　　　　林文玲製圖

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活動實際上由幾方人馬共同組成，於約定日程一

起前往受評部落，進行實地訪視。實地訪視內容包括書面資料審閱，行政配

合度評核，並透過面對面的言語行為：執行單位報告，評鑑委員提問、意見

回饋，以及綜合座談溝通、交換彼此的意見與想法（請參考圖3）。期末評鑑

活動一方面具備各方人員的會合、事先被指定的地點、口頭報告、書面資料

審閱、實地訪視、意見表述、表格填具以及面對面交流等內容。再一方面通

過期末評鑑活動意圖去完備的是部落活力計畫的行政、監督以及協作幾項工

作任務。以此而言，「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活動，相當是一種

人事物的匯集／聚，以及意見交流的會議現場。基於這樣的理由，下文對部

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活動」將以「會議」一詞作為表述。由於部落活力計

畫實施的場域是部落當地，並訴求部落族人的參與及培力。因此，評鑑會議

的實施要求與會者移動身體前往部落所在，並且需要會議出席人員多方覺察

部落所提計畫之標的，所涵蓋的客體、環境、地方、身體以及物質形跡與狀

態。如此才能夠確切掌握、評估個別計畫的運作情形與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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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時間 備註

主持人致詞及相關人員介紹 5分鐘 由原民會核派主持人

活力計畫工作團隊報告 15分鐘

查閱相關書面資料 20分鐘

實地查訪 40分鐘

綜合座談（含問題澄清） 20分鐘

圖3　期中訪視與期末訪視流程　　　　　　　　　林文玲製圖

綜上所述，本文以「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為研究場域，聚

焦作者於2016至2018年間，擔任「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委員的

幾次參與及觀察。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委員的產生，首先由承接計畫的專

管中心，在他們所建構的專家學者的資料庫名單中，考量每一場次評鑑會議

所需的環境生態、產業行銷以及社會文化等不同專業人才進行組合，然後向

委員詢問日期、意願，進而邀約形成。7期末評鑑會議的外部委員，通常由三

位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組成。評鑑當天，來自不同地方的委員集合之後，隨

即由北區、東區或南區部落營造中心工作人員接應，而後依照事先排定的行

程，展開評鑑之各項活動及事務執行。

誠如一位部落活力計畫營造員所指出，部落活力計畫的擬定在於找出源

自於部落而又具備特色的「亮點」。這個亮點會是傳統以來與族人的社會連

帶及日常互動緊密相連的事物或場域。立足在這樣具族群文化重要性的「過

去」，並將它活化起來，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希望，也將能夠讓部落族人動員

起來，一起攜手參與的部落營造工程。這樣一種希望工程根植的社會文化基

底，以及共享的信念及價值，是讓部落一起動起來的重要機制。本文呼應這

位營造員關於部落活力營造的深刻見解，文章內容將朝著三個各具特色的

「亮點」依序移動：H部落的菜園花園化，T部落的舊社遺址再現，以及M部

落的復振傳統歌謠文化。8 

7　整理自專管中心工作人員的談話。

8　本文所提及的部落皆以化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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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中的客體、地方與物質：參與、行動與說話

Jen Sandler等人從Brian Larkin（2013）“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一文獲得靈感，提議從基礎設施的視角去認識「會議」。他

們將「基礎設施」視為一種系統，有其結構並能夠讓人、事、物、想法、工

具、文件等藉由它而進行流通（Sandler and Thedvall 2017：14）。Sandler等

人對會議的這項理解顯然來自於Larkin討論基礎設施的兩層分辨，一是基礎設

施是「創造其他客體／對象（object）得以運行的基底物件」，而基礎設施本

身也是「事物（thing）之間的關係」（Larkin 2013：329）。引申來看，「基

礎設施」意涵的「會議」因此，有其物件（thing）的部分並且蘊含著（各

種）關係（relation）的向度。

從物件或物質的角度來看，會議是匯集的空間也是匯集的方式，而匯集

的動態表現是一種組織作為。會議所匯集的如若不僅止於人，還有物的話，

那麼它的組織現象將是一種「社會與物質的纏繞」（sociomaterial）。換句話

說，每個組織作為是與物質性（materiality）彼此鑲嵌、完全纏繞在一起，這

讓我們需要去留意會議中的物，以及這些物的作用，形成環境之氛圍以及它

可能的影響。

Bruno Latour（1993）在他的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我們從未

現代過》的最後章節，提出「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這一新

型態政治構想，希望的就是讓各種各樣的物能夠不經由專家（譬如代議

政治representative politics的）代言，或者只能透過「被呈現」（再現）

（representation）來進行「發言」、顯露其身影。Latour的用意在於將物納

入，從物的角度看世界，削減以人為中心的觀看、思維或理解世界時所遭遇

的屏障。開啟物的視角，將各種有機物或無機物，人造物或技術物，自然或

環境帶進，以其來認識並詮釋世界的場域，讓原本噤聲不語的物能夠開始講

話。然而，物不說話的，不是嗎？

「物的不說話」有其原因。在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當中，一直存在著

一項隱含的設想，即是將行動（action）與行為（behavior）給予區分，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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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人類通常是有意識地行動，而物質（materials）和物（things）則根據可

預測的結構與化學特性來行為（參考Anscombe 1957；Latour 2005：61）。如

此之構念影射了人與物之間有著一種本體論上的二分，也就是人的行動總烙

印著目標導向的藍圖，而物質與物則多是對外部刺激的無理性、沒有思想成

分的非人性（brute）物理反應（參考Stout 2005）。物被理解為沒有思想也無

理性，對外部的刺激產生可預期的反應，這與說話及語言所立基的交流、溝

通、學習、維護及運用有絕對性的差別。就此而言，物沒有「說話」能力也

不具備語言系統。

物雖然沒有類似人類的語言系統以及說話的方式。然而，物卻是構成

人類每日生活的基本。物的介入改變著人們的感知、表達、說話的方式以及

社會生活及行為模式，構成了當代人類生活「社會與物質纏繞」的現象，這

說明了物有其重要性。物也時常從人類的活動或事件當中，表達它的存在以

及彰顯著它的作用。因此有需要回看物及其存在，以及知道它在「說」些

什麼。為了讓人之外的其他東西譬如物可以浮現出來，首先需要去化解「積

極的人性與被動的自然」這項二元制約，進而去察覺「行動者」更為寬闊

的意涵。再者需要去克服如何從物的角度進行發言這件事（Ramond 2016：

30）。然而，要發展物的認識論及其視角，就必須去對抗兩種根深蒂固的見

解：物是被動的，物會靜音（同上引：31）。針對物不說話這件事，Latour

暗暗指出：也不是所有人都很健談，許多人並不愛講話，不少人缺乏說話的

管道，更有人不知道要如何去表達自己。正因為如此才有民意代表、代議

士、報導者、甚至小說家以及紀實類的文字或影音創作，或者人類學的民族

誌書寫（總在不斷想方設法去呈現、呈述其研究對象或社群）。

Latour的意思是說，人跟物一樣，通常不是自我發言而是「被呈現」

（再現）的，多半是通過他們的中間人，他們的「發言人」來表達自己或進

行發言。然而，人跟物應該不全然一樣？確切來說，物是「不說話」的，面

對不說話的物，我們要怎麼成為物（們）的「發言人」？或者到底有什麼方

式能夠讓物發出講話聲？Latour給出他的關鍵破解法，他說一位代議政治的

發言人與他所代表的民眾並不是說著同樣的話。一位稱職的民意代表，常常

需要將他所服務的選民摻雜著憤怒、不滿，有時顯得雜亂無章的言論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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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變的更「有形狀」（put into shape）；甚至有時候是將充滿矛盾的言論

內容變得清晰、連貫有邏輯，讓人易於理解並能夠有後續討論、交流的可能

（參考Latour 1993）。「民眾透過代議士而發言」使得「發言人代言不說話

的物」這件事或許就不會那麼突兀或難以為人所接受？

歸結來說，Latour的「自然政治」（politics of nature）與「物的議會」

所做的闡明以及提舉的訴求在於，物與人可以通過他們各自的發言人之中

介，以這種方式一起說話。然而，要讓人與物一起說話其實還有一項前置工

作需要處理，就是必須去拆解諸如結構／能動，自然／文化以及思想／物質

之類的二元論。這些二元分劃與對立所形成的體制遍布諸多領域，有著深遠

的影響。一般來說，二元論的作用常常以犧牲另一方的利益來成就二元對立

的這一方（Derrida 1998），並且通常都是用來維護某個階級、性別、性、種

族之權力或特權。因此，藉助某種二元對立之操作，在建立父權體制、殖民

主義、同性戀恐懼症、以及階級或種姓制度時，為人們提供了認知與情感上

的前提要素。進一步來說，人與自然或與物的「分裂」是來自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centrism）這樣一種構造世界的方式，通過這項人與自然／物的二

分思維對自然的開發及利用，造成今日生態危機以及氣候變遷的棘手問題。

為了去和解、調解人與物之間的隔閡與對立（「積極的人性與被動的

自然」是最具代表性的說法），許多學者認為有必要去削弱分裂他們的概

念對立，其中最重要的是「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主

動」（active）與「被動」（passive）之間的對立（Ramond 2016：33）。

「主體」或「客體」的二分對Latour而言並不真正存在，他以傀儡大師以及

傀儡戲偶作為比喻，來說明他的觀念構想中並不存在任何只是「主體」的

「主體」，或者只是「客體」的「客體」，但是存在著「準主體」（quasi-

subjects）以及「準客體」（quasi-objects）。Latour以傀儡戲來闡述他的想

法，傀儡大師應是依據他手上傀儡的大小，重量，形狀，習慣，表情以及

相對容易向一個方向或另一個方向移動，來調整他講故事以及他的表演。

Latour還說，傀儡大師的傀儡經常激勵它的主人，彷彿它是一個「演員」，

又好比是它在引導著傀儡大師的手一樣。據此延伸，Latour意涵的「準客

體」與「準主體」則「既非客體、也非主體、也非兩者的混合」(La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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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82)。9

通過「準客體」以及「準主體」的構念方式，人與物之間的差異將不

再是不可逾越（Ramond 2016：33），他們有了相互聚首的可能，並且能夠

通過各自發言人的中介而一起說話。演繹了傀儡大師與傀儡之間的互動關係

之後，Latour得出另一個結論：人們不能說傀儡主人是一個「活躍的主體」

(active subject)，而傀儡本身是一個「被動的客體」（passive object）。以

一般被名為客體的傀儡為例，它並不是中性的，因著它的物質特性，有時它

利於某項搬演行動，有時它卻可能是行動的障礙。換言之，它參與行為。

因此，如傀儡這樣的客體也是一種「行動者」（參考Latour 1996：237）。

至此，Latour重新定義了「行動」（action）以及「言語」，提出「物的議

會」，讓物有其發言席，也讓人們可以在新型政治型態的框架內與物有一種

對稱關係（symmetric）。

在這項新型態政治框架裡，對於「關係性」（relationality）的理解、

連結及動態，有了新的向度及想像可能。以往用來解釋社會事務與過程

的結構、系統或機制（mechanisms）被轉移為對事件（events）、活動

（activities）與互動（interactions）的微觀政治探析（Fox and Alldred 

2018：315）。而「社會」與「自然」元素所聯繫到各種各樣的力道／量

（forces），產生的情動（affect），10從物理相互作用，到生物過程，到社會

遭遇，再到思想，慾望，情感和記憶（Braidotti 2000：159；DeLanda 2006：

5），將隨著探析尺度的挪移，而有所變化或以不同方式重新組裝。微觀尺

度中的政治力道／量，源自於物質於事件中的相互作用（譬如環境、空間或

氛圍因陽光、空氣、天候、空間動力、身體動作之聚合與變動）（Fox and 

9　對L atour來說，沒有純粹的主觀或客觀立場，或者純粹的主動或被動，有的只是客觀性

（objectivity）與主觀性（subjectivity），主動性（activity）與被動性（passivity）的混合

（Ramond 2016：33）。

10　不少當代物質主義論者以去主體的「情動」（affect，有「情感」、「情態」、「情狀」多種

譯法）取代（人的主體性濃厚之）能動性（agency），以實現諸如「自然」與「社會」的和解

與協作。並以此凸顯無論是人或非人，有生命（animate）或無生命（inanimate）（DeLanda 
2006：4；Mulcahy 2012：10；Youdell and Armstrong 2011：145），都具有「情動／影響以及

受情動／影響的能力（Deleuze and Guattari 1988：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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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dred 2018：318），權力（power）在此被設想為一股不斷變動的力道／量

與情動的暫時性的聚合。有鑑於非人因素時常作為瞬態關係網絡中社會生產

的貢獻者，社會科學領域專家的任務不再只是去描述和解釋「社會力量」；

反而需要對來自物理，生物，經濟，符號和其他「領域」的一系列異質元

素之組裝，以及如何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社會聚合提出解釋（Latour 2005：

5-6）。

本文以會議以及它的匯聚為主題，試著從人為中心的眼界偏移，循著客

體、地方以及物質的主動性視角，所顯露的軌跡，與其他實體的關係樣態，

覺察並辨識會議中起著情動之各式各樣的物（們）之聚合／解聚aggregation/ 

dis-aggregation（Deleuze and Guattari 1984：286-288）：一種「物的議會」

現象。再一方面本文也將從不同尺度著手，試著去描述「內在」於會議的

動態關係如何與空間，時間，組織構造以及社會此些「外部」脈絡組織產

生關聯。這脈絡組織或許可以推展到環境，將環境納入，使之成為會議匯聚

的影響要素，以建立人與非人（物質）之間的連續體（Braidotti 2006：41；

2013：104），讓涵蓋物及物質性的新型態政治構框（framing ）能夠出現。

承上所述，本文立基於作者擔任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委員的幾次參與

觀察，文中論點及問題意識的鋪展則將循著評鑑活動匯集／聚人事物的組織

作為，以及各計畫亮點所涉及的客體、環境、地方、身體以及物質的線索、

軌跡而逐步展開。具體來說，阿美族H部落的計畫目標的菜園花園化，其中

位於地表的菜園、水池、垂直立面的爬藤植物、樹木，及形成的綠帶，其所

在環境以及形成之氛圍（ambient），匯聚著人、物、物質、光線、雨水及天

候等主體與類主體，彼此連動產生效應，渲染著會場的調性，影響在場人們

的感知、感受及思維、判斷。T部落的排灣族舊社遺址再現，舊社具歷史縱深

的地方性扮演關鍵性角色，亦即地方的能動性以及它所含納的事物，在實地

查訪的腳步行動中，不斷觸發新的組職作為，並帶出深度時間，緩解甚而抵

銷會議的現代性時間體制，及其加諸於人的感知與體驗上的規範與束縛。M

部落以復振阿美族傳統歌謠文化為部落活力計畫的亮點，吟唱團老人家的身

上，承受、感知、轉化著族群的歷史經驗以及集體情感，舞出的感性共享空

間是一處中介生發之所在，在此意義發生了變化、力量產生了重新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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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往部落活力計畫的現場

由筆直而尋常的大馬路以垂直角度轉進一條小路，沿著這條路徑前行、

車窗外接二連三映入眼簾的盡是高低層疊的一片綠意。車上的委員與工作人

員只要稍微將視線向左方偏移，隨即可以瞥見有著原住民圖樣裝飾的遮陽避

雨小廊道，上面寫著「部落涼亭」的地方。再往前行駛則有個綠綠的小池

塘，池水旁有一個樣子類似廊道，入口上方標示這一區塊是「野菜園區」。

經過野菜園區車速緩緩地來到更小的彎路上，轉了幾回終於到達本次「原住

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的其中一個會議地點：位於花蓮市舊工業區邊

緣的H部落。

昔稱大本或托瓦本（Tuwapun）的H部落是花蓮市唯一靠海的原住民聚

落，也是唯一沒有漢人居住的部落。Tuwapun意為「湖潭很深、很寬」之意

（張文良 2017），也有「容易淹水地方」的意思。11此地原先居住的是撒奇

萊雅族人，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其附近建港，限縮了族人的生活空間以及部落

的範圍。而此地又屬沼澤地，常有水患，不少當時的族人遷離此地。現今的

H部落是一個由42戶、人口數155人所組成的小型聚落，其中有5戶的撒奇萊

雅族人是日治時期以來的住戶，新遷入的住戶多半來自花蓮縣光復鄉的阿美

族人（整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冊》）。

落戶定居於此的阿美族人原本以漁業為生，卻因周圍生活環境有了港

口的建造、鉛業工廠、特殊煉廠，以及後來的台肥與台泥等工廠而造成許多

變遷。漁業生計沒落，年輕族人往外發展、找尋工作機會，部落裡多為老

人與小孩。H部落所在的環境雖然大幅變動，不過部落本身位處城市邊緣，

生活機能不盡理想，沒有被整併進入都市開發的版圖，因而得以保留原先

的人口組成，以及既有共工共耕的文化機制（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2018）。因此，當原民會拋出活化社群組織與連結的部落營造計畫之徵

求，H部落族人評估自身現況，思索部落共營生活與生計的基礎，提出了都

11　引自當地族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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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菜園的構想。12在都會區域種植無毒野菜並將它花園化，意圖結合環境、

生態永續的當代思維，擘劃部落發展之願景（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正如H部落的計畫摘要所示，這是一項透過農耕文化，復振傳統社

會組織，活化部落動能的家園營造計畫，其目標是鋪設一條讓出外討生活、

浪跡各地的部落年輕人，能夠回到家鄉來工作的轉型新出路（整理自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

H部落自2011年申請通過「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歷經兩年「秧苗

型」到「結穗型」計畫的執行（請參考圖2），以（一）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

組織、（二）營造民族生活環境、（三）發展部落經濟產業、（四）復振共

工共耕文化四個面向，做為部落營造目標。13計畫主管機關的原民會委託承辦

單位某社團法人成立專管中心，其下有北、東、南三區部落營造中心。H部

落活力計畫是由東區營造中心負責監管。為了確實瞭解部落活力計畫執行狀

況，各地區承辦單位依部落計畫屬性邀集不同專業之專家學者組成諮詢輔導

小組，以專家學者認養部落的陪伴機制，對「對部落體質〔進行〕診斷、引

導，〔以〕持續性的討論、訓練、評估與監督」，讓部落透過活力計畫「調

整腳步與學習方向」（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2015b）。此外，

「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亦設置有期中訪視以及期末評鑑兩關卡，以檢

核、掌握部落推動計畫的實際成效，評估其下一個年度計畫執行的利弊條件

（請參考圖2），並從中提出未來各別活力部落輔導以及發展之參考（整理自

《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冊》）。H部落活力計畫

期末評鑑由東區營造中心籌辦，中心工作人員確認受訪部落的會議時間與場

地，敲定訪視委員名單，安排來自各地的委員於同一時間集合，並一起前往

即將接受評鑑的計畫執行部落。

12　都市菜園奠定規模之後，H部落後續提出「菜園花園化」的計畫新目標。

13　 H部落當年度執行結穗型部落的第一年，依照規定結穗型部落除須執行「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

組織」及「營造民族生活環境」項目，得依部落願景及發展特色，擇定其他補助項目至少一項

辦理。「發展部落經濟產業」以及「復振共工共耕文化」是計畫執行部落自行擇定的兩項目標

（引自《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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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驅車前往H部落的一行人，正是某次期末評鑑會議的委員及承辦單

位的工作人員。我們（評鑑委員、行政部門代表與承辦單位人員）是在一

個看似即將大雷雨的午後來到這處「事前指定的匯集空間」（Brown et al. 

2017：11）：H部落教會。前進到會場所在的路徑正遍布著綠意，讓悶熱的

天氣有了可以呼吸的感覺。下了接駁車，評鑑委員與等候著的部落計畫執行

人員以及幾位在地族人聚首、寒暄一番，在舒緩的情狀之下淺嚐在地種植的

草本茶之後，立即感受到降溫的功效。接著氣氛一變，評鑑會議照表操課、

正式展開。

H 部落活力計畫營造員是一位女士，她略顯緊張的打開筆電上的

PowerPoint，雖然並不熟捻「簡報」類型的講話方式以及ppt這項表達工具，

卻能夠漸入佳境稱職地報告了計畫執行的情形，並提出明確的自我評估。接

著評鑑委員的詢問剛好雷雨轟隆作響，雨點此起彼落強勁地打在屋頂、牆壁

及路面上，毫不客氣地將委員（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發言聲響給吞沒。最後

會議結束雨也停了，走出稍顯昏暗的會議室，外頭涼風吹拂，天空顯得清澈

而明朗。事後我對這場評鑑會議的印象多半來自於一種氛圍式的看（ambient 

vision），14能夠記起的事物大多圍繞著會場的環境、周遭以及激烈天氣，會

議中的交談內容則不復記憶，會議進行的方式，填寫的意見與評分，因為與

那幾天的其他評鑑場次混淆在一起，也益發顯得難以辨識。

透過回想逐漸浮現的H部落評鑑會議場景，提點了「會議」中共同在場

的不僅止於人，還須將物，各種物包括進來。譬如會場所在、空間、布局、

陳設，乃至於形塑或者影響著「會議」的氛圍，以及影響著氛圍的溫度、陽

光、空氣、雨水、山、溪流，或者雕塑、圖畫、工具的人造物件和技術物件

等。這些會議中的物以及它們的匯聚不常被提及或深入追究，卻在我下面章

節所要討論的「會議」場景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分量。

14　「氛圍式的看」，意指人們環顧四週時所觸動、引發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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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物的議會」領受生機盎然的菜園綠帶

回到H部落的期末會議，來自各地有著不同專業背景的三位外部評鑑委

員，由計畫承接單位聯絡、接送、一起驅車前往會場。路途上，委員們閱讀

有關將要受評鑑部落的現況以及計畫執行進展的簡報，此時某種形式的前

導會／匯聚即已展開。去到會場沿路的一草一木埋伏醞釀著H部落活力計畫

「菜園花園化」的主題情狀。「菜園花園化」此項主軸與核心，藉由ANT提

供的洞見，將會議視為能夠把不同行動能力的人與物組裝為網絡／場域，從

而對它進行檢視。15在這個網絡／場域之中組裝、聯繫起來的物，涵蓋著經常

被視為被動的物質、地方／場所以及客體的綠帶、生態池、園藝、造景、野

菜，以及天氣徵候、雷電、雨水等。評鑑活動當日的天氣徵候提前揭露了本

次會議之氛圍及其變化的戲劇性轉折。會議及其所在的氛圍可能來自沿途環

境、花早樹木、氣象天候、空間分布、設備狀態以及物件的配置等。這些應

該也是會議中的諸多匯聚之一。

會議所匯聚的人事物當中，通常只有人會被視為參與者，並且是可以

自行發言的行動主體。會場裡的「其他」譬如事件與物或陽光、雨水、樹木

等一般不被視為會議中的一環，或者，也不對會議的進行產生什麼影響。

不過，一直以來在人類學研究與著作當中，被忽略或邊緣化的這些「其他」

（Lien and Pálsson 2019），狀似被動而靜默不語，如今研究者意識到它有

其能動與主動性。這些「其他」的浮出會不時攪擾、影響它所在或捲入的網

絡、場域，並轉換著網絡、場域的環境、脈絡、力場及其狀態與氛圍。這或

許可以說明大家參加會議時常常經歷的一種情況：進到聚集著人們的某個空

間，立即感受到某種情緒的積極印象。進到會議的現場，是進到一個物理空

間也是進到空間所在的氛圍與情狀。而對氛圍的感知來自於人們環顧其所處

15　楊弘任2017年發表於《臺灣人類學刊》的〈「養水種電」的行動者網絡分析：地方政府、光電

廠商與在地農漁民〉一文，藉由行動者網絡理論，梳理太陽光能、基礎設施以及異質治理的交

織及互動，提出精闢的分析。人類學者李宜澤2012年〈漂浮的技術地景：台灣生質能源計畫的

技術選擇與規模的三重邊界〉亦是運用ANT探討生質能源所坐落的多重場域技術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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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四周而獲致。空間中刻意或非刻意安排的物件在人們「氛圍式的看」

的當下，留下它的印記或形跡。

H部落教會是部落族人日常集會的場所，並運用做為本次評鑑會議的空

間。包覆著教會／聚會所與聚落住居的外圍空地，以及近年來透過規劃而逐

漸成形的綠化環境，即是H部落營造的重點項目。族人以「復振共工共耕文

化」作為部落活力計劃的標的，圍繞耕作文化的園藝造景以及野菜栽種，成

為計劃執行成效的關鍵指標，也是本次評鑑會議及參訪的核心重點。評鑑委

員的工作與任務則是聆聽執行單位營造員簡報計畫執行狀況、查閱相關書面

資料、野菜園的實地訪視、提出意見回饋給受評部落，及最後分項給予評分

（請參考表1）。會議活動與內容如表列時間一一展開（請參考圖3），計劃

執行單位以及委員各就各位、進入這項時間規劃當中、扮演自身角色並需要

有效率地完成不同工作分派、推動會議的進行，以及完備會議召開目的。

表1　期末訪視項目與配分
期末訪視面向 期末訪視項目 配分

1. 行政 1-1 提案組織對計畫的支持度

（1）定期舉行會議解決計畫執行的問題

（2）提供非計畫內資源使計畫推動更順利

1-2 專業計畫執行與管控能力

（1）依照工作期程完成工作

（2）有推舉營造員與臨時人力遴選機制

（3）執行過程皆有相關工作記錄並妥善保存

1-3 營造員與臨時人員出缺勤、工作報表與服務紀錄的管理

（1）上述人員確實簽到或打（刷）卡

（2）專人管理人員出勤表

（3）監督機制正常運作

（4）上述人員工作日誌登載

（5）確實辦理上述人員的勞健保與相關保險

1-4 財務規劃與專款運用的合理性

（1）計畫經費專人管理

（2）專款專用

（3）有紀錄可查

1-5 訂定財產管理辦法並定期進行財產清點

（1）有完整的財產清冊

（2）定期的清點記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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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訪視面向 期末訪視項目 配分

2. 業務 2-1 計畫內容符合部落需求

（1）能具體分析計畫內容與部落需求之間的關係

（2）計畫執行前後對部落產生了良性的改變

2-2 計畫對部落營造人才培力成果

（1）培力課程符合計畫目標

（2）培力人數達到預定目標的80%以上

2-3 計畫推動的績效對部落發展的增值性

（1）服務範圍或面向的增加

（2）部落形象與知名度提升

2-4 計畫推動增進了部落的公共福祉

（1）辦理活動的居民回饋（如滿意度）

（2）強化部落內部的支持系統

30 

3. 居民參與 3-1 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以及凝聚組織或部落共識

3-2 組成經營管理組織、有自主性組織或班隊

3-3 居民有配合意願、自發性協同推動

3-4 與其他團體結合情形

35 

4. 永續發展與未來效益 4-1 直接受惠的居民戶數、人數

4-2 與各類外部資源連結情形

4-3 可持續性發展機制之建立

（1）延續之可能與具體計畫

（2）延續計畫之廣度與深度

15

林文玲製表

H部落「復振共工共耕文化」計畫，是運用並整理道路周邊的公共空

間，以及生態池周圍的土地種植野菜。另外考量整體景觀以及種植成效，當

年度計畫重點是為擴大生態池邊的野菜區，將之改造搭建棚架成為瓜類園

區，以達美化環境的效果。總結來說「野菜園區花園化」是H部落評鑑會議

被指定需要給予聚焦、審視的物件。然而，如何對「野菜園區花園化」此項

關鍵物進行訪視評鑑，與之「交談」並進行「問答」？

從時間的尺度切入，植物中的野菜與人之間的差異頗為巨大。人類平均

壽命目前約為七、八十年，而植物則端視品種動輒幾百上千歲，而野菜的生

命週期相形之下顯得短暫。對前述各種生命或其週期的覺察，是無法在會議

所規畫的時間內發生。若從節奏的視角來看，人長得快植物慢，或者應該這

麼說：人總是難以覺察植物的生長，更別說在短暫會議停留時間可以去知覺

栽種的成效。因此，菜園的栽種成果大部分是透過本計畫營造員的簡報，展

示不同時間點的照片紀錄，讓評鑑委員可以稍稍知道菜園區的奇妙變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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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野菜們的茁壯生長。透過照片記錄所傳達的訊息簡約而直接，與巡迴菜園

區實地走一遭所感受得到的有所不同。照片影像的媒介將時間的延續以及這

之間植栽的變化做了節點註記（類似縮時攝影的效果），讓人們可以從中去

理解並知覺作物的生長狀況。進一步來說，紀錄植物生長的照片連上筆記型

電腦而播放出來的視覺影像，提供了一種Leonard Cohen在Anthem（1992）

詩歌中所描繪的，「一切皆有裂隙／這就是光線進入的方式」（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16這樣一種裂隙讓原本留在

陰影中、難以被聽聞的植物透出光線，述說了自己的情境與狀態。

從植物本身這端延伸體察，生態池邊分布著幾個菜園，被良好規劃及管

理的菜園上有著不同品種的野菜。這些野菜就著地表、地形鋪展它們形態各

異的綠衣。野菜園邊的瓜類棚架，原本為了遮陰而搭設建造，卻在它順著立

面棚架向光延展的變化中，構造出豐富的環境景觀。瓜棚站立的傾斜度也使

得所在環境，增添了空間的層次感及其多樣肌理，而棚架疏密不一的間隙，

讓光照強弱及角度之偏移，幻化著環境的氛圍。野菜以及爬藤瓜類是藉由活

力計畫的推行，在族人就種地的位置、大小與方位進行周詳的考量及規劃之

下，有組織地栽種起來。17野菜園及瓜類爬藤形構了H部落菜園的樣貌，而野

菜與瓜類兩者的生命活力，則將菜園點化成為花園。

野菜以及爬藤瓜類的生命力，不言而喻來自於植物探測水源的強大能

力，以及截取、利用日光，辨識其質量以利光合作用進行，轉化成為其生長

的能量所需。植物所呈現的這些為人所熟知的特有生命力（量）：捕捉光

線、遠離危難、尋求支撐（如攀緣植物），所產生的移動確實難以透過人的

瞬時眼睛作用給予捕捉、接收其訊息，卻是其活力樣態的最好表達。這樣的

活力嶄露也表現在如何處理以及轉化此地區鄰近工業區而來的水質、土壤的

種種可能危害的因子。由於植物自身的「綠色分析室」能去辨認剖析何者為

有益，或者何者為有害的微量化學物質，進而選擇去擷取或避而遠之。

16　 Crack意指有藥癮，受到藥物控制的人。Cohen亦藉由歌詞表達，不完美是人間常態，每條縫隙

透出的都是人性的光芒。

17　整理自營造員的口頭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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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本文意圖跟進人文社會學界正在經歷的「地質轉向geological 

turn」，於深刻體認人類「必定」住居在地質環境中的事實，進而警醒於

「非人」並不限於「生命」或有機體而已（參見Raffles 2002；Pálsson and 

Swanson 2016）。「非人」當中的礦物以及微量元素不容易被覺察，卻對

人類的生命與生活起著相當大的影響與作用。H部落的植物們將它所處的地

殼、地理的材料（特別是周邊特殊工業在土壤、水質以及空氣的種種遺留）

含納進入自身，然後憑藉吸附進來的物質，隨著它的屬性與特質，與之交涉

或相互作用或共存，被它影響或讓它轉化、移動或將它分解、排除，從而活

出自身的條件。18若從植物「綠色分析室」這端過渡到植物所遭遇之礦物、化

學物質，也將會看到地理、地質成分不僅僅是非物質事物（譬如人為作因）

指導下的惰性物質，而是「（礦物、化學物質等無機物）有它活躍的靈魂、

思想」（Bennett 2010：10-11），要與之互動也必須就它的屬性、特徵以及

形式、條件進行。

一路進到H部落的綠化環境，簡約地說，即是植物們與它所在脈絡互動

之結果的活性力的充分表露。植物活力訊息的傳播，主要是生物體透過其分

布的型態以及嶄露出不同層次的綠色與漸層來進行自我陳述，真正來講，是

不需特別通過人類的代言。反而人們「氛圍式的看」的當下，植物以色彩表

徵其活力並撞擊人們的感覺與知覺。色彩也是來自於一種物質的材料，野菜

園裡的綠，旁邊雜草以及些許樹木色調不一的綠，都向人們發出其話語聲

響。不過植物的綠色「講話」同時營造其話語之氛圍，比較是一種直達感官

視覺的訊息／頻率的震動型態，因而這些「綠」也是一種情動之化身，向著

人的感知起著滲透的力道（是一種直接的情動力與感覺的聚合），並藉此傳

達其話語內容。

位於城市邊緣的H部落原本日益凋零的社群組織與生活機能，透過野菜

的復育與栽種，將荒廢貧脊之地轉化為綠意盎然「小而美的部落」。菜園的

18　畢竟，生命體、有機物與在其周圍的他者建立關係，也對他者做出反應，自己（在建立關係或

做出反應時）也被改造了。由此，我們並沒有什麼藉口不將社會理論擴展到岩石和河流……

（Tsing 20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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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化讓這處沒有漢人住居的原住民部落，以共工共耕的傳統機制來創造它

的新亮點。循著植物這項生命體偏移，體察它在活力部落此次評鑑會議中的

能動、主動性及其產生的影響，很顯然H部落活力計畫的亮點是綠色的。而

評鑑會議的事後印象與記憶，主要是由日光、植物、綠色、雷雨以及涼風摻

雜的混合體得來的記憶回溯，這些物的遭逢產生的力道卻影響著一位評鑑委

員當下的諸多感知與感受，以及隨之而來的判斷，最後給出的評價。

期末訪視行程最後的綜合座談（含問題澄清，請參見圖3）由三位外部委

員輪番提問或給予建議，再請計畫營造員或參與計畫的族人就其負責的工作

項目加以說明、補充。委員的問題和建議以及部落這方的回應，隨後由個別

委員在評鑑表格將審查意見整理成文字，填上分項評分之後，交回分區部落

營造中心留存並做成紀錄，以利後續查核及計畫成效評比。計畫承辦單位制

訂的評鑑表格、表單上面列出的項目、規格以及配分比，是將綜合討論的意

見與交流，條理、文件化，讓某些形式指標能夠呈現出來。

綜觀委員的意見表述及問題澄清，多半引發自營造員深入參與而來，且

以聚焦的陳述和視聽媒介輔助的報告展演，並針對計畫營造核心的植栽、水

源、光照、環境綠化以及產品行銷，給予建議或請求部落族人進一步說明。

綜合討論時段的口頭提問及意見交流，較之於形諸文字的審查意見更具張力

及實質性，處處有著溝通、協商以及共識形成的動態痕跡。在這互動交流當

中，評鑑委員的話語及表述，是需要來回於他的現場所見、所聞與所感，而

給出他的認知、判斷及評價。這也意味著委員有所本的意見與回饋，是植

基、參照並不斷來回在H部落活力計畫中的關鍵物件——植栽，以及它所在的

實際環境，也就是議場之外的非人「其他」，以及這些「其他」能動、主動

敘說出來的情境與狀態。

五、地方擔綱的非常基調：舊社歷史現場的再造

在一次往台東縣達仁鄉P村的訪視活動中，到達開會場地的訪視訪員一

行人，在還沒來得及好好環顧四周的瞬間，就被看似早已等在那裡的兩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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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卡給接駁上車。兩輛敞篷貨車隨即往山的那邊緩緩駛去，委員們將被帶往

的地點是T部落19活力計畫實施項目中的「歷史現場再造的katjuwaqauwan舊

社」。20Katjuwaqauwan舊社為P村排灣族人的第十一次遷徙地，距離目前聚

落位置有九公里路程。兩輛小貨車一前一後在產業道路的小徑上顛簸前進，

行經幾處陡峭路段配備四輪傳動的小貨車總能在部落族人膽大心細的熟練駕

駛中突破難關、奮力掙脫險路，順利將大家送達目的地。

圖4　出入口祭壇　　　　　　　　　　林文玲拍攝

到達再造歷史現場的katjuwaqauwan舊社遺址前，接駁小貨車停了下來，

讓所有前來的人在一處石板堆砌而成的祭壇前停下。這裡是部落祭壇pakan，

祭壇上立有一面長形石板作為石碑，上面直向的中文字與橫向的排灣語拼音

19　 T部落位在台東縣達仁鄉，是東排灣族maljaljaves家族第十二遷居地。tjuwaqau部落排灣語的tju
指在什麼地方，aqau指竹子（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促進會 2015c）。

20　以永續T部落風華為活力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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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陳。石碑正中央一行直立中文：「出入口祭壇」。T部落活力計畫營造員與

族人以米酒、香菸祭拜祖靈，並向祖靈告知今天到來的目的，並請求祖先庇

佑此行順利平安。祭拜之後營造員偕同族人回頭向大家說：「通過這個出入

口就進到我們的傳統領域」。

通過出入口，在熟習地形、環境的獵人長輩帶領以及解說、提醒下，我

們穿梭在樹林之間，蜿蜒向上，來到一處高點。對我們多數人而言眼前除了

樹林也還是樹林。然而，走在前面的當地族人所望見的彷彿不僅止有樹林，

（他們）似乎還遇見、感知著「其他」許多可見以及不可見的諸多存在。譬

如在地族人他們會說這棵樹、那個山頭，或此處這個轉彎的地方，在來自外

地的我們看來明明蔓草叢生、頹圮多時，卻不時從族人口中或地形要塞飄

揚、纏繞出典故、傳說或事件、禁忌，而且這些典故、傳說或事件、及禁

忌，儼然從我們的腳步行動之間冉冉昇起，栩栩如生地來到大家的眼前。

領路在前的獵人長輩毫不猶豫地穿梭行進，堅定的腳步移動，透露著獵

人經常性的路徑往返，同時也讓隨行在後的我們覺得長輩手上應該是有張生

動而立體的虛擬地圖供他參考。由於每走幾步路，這張隱形地圖似乎就會跳

出新的形勢，連鎖牽動（大家的）腳下速度、節奏或順暢度，並因應攀爬、

坡度或腳踏位置而有所變化。不斷變換著的環境、形勢或地景也轉換著場

域，帶出許多存在的樣態以及故事（新）景觀（storyscape）。其中來自獵

人長輩最實際的提醒不外乎：「不要往那邊踏，（因為）很可能會踩空」。

其理由是幾經草木厚厚埋藏的「那邊」其實是室內葬的地方。若不慎踩下去

可能會跌落至幾公尺深的地方，這將會打擾安息此處的先人，對先人們的不

敬。行走在這個地方，隱隱之中有規範須遵行，這些規範在我們一行人跨過

出入口的那一刻發生效用，大家自動自發因應與這個地方的「協議」而適當

地行為舉止。

獵人長輩停在一處略有坡度的狹窄空地，讓大家圍著他，好讓他為大家

解說為何祖先家屋都蓋在斜坡上，而家屋下方就是陡峭的斜坡及峭壁。長輩

說這樣蓋家屋主要用來防禦，是利用地形、地勢構造成為易守難攻的聚落環

境。在另一處面積較大的平坦地，從殘存周邊的石牆，可以推斷這裡是一處

家屋所在。長輩說這是第十一遷徙地katjuwaqauwan舊社遺址maljajaves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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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這處家屋即是T部落活力計畫將要去照亮的光點，21也是部落族人希望將

它風華再起的現場。

計畫營造員為我們說明此舊社頭目家屋重建，是要去落實他們向原民會

申請的當年度計畫三大項目中的「營造民族生活環境」。22營造民族生活環

境需將祖先住居生活的空間依據地形、地勢加以整理，並仔細辨識當時的社

會與生活機能場域。位於舊社民族生活空間的重要位址的頭目家屋，將以傳

統工法回復其內外部環境，並整理周邊祭壇、遺址及巷道。針對家屋的空間

配置，計畫營造員特別指出祭壇所在以及家屋右側一處空間。這處空間是收

容部落裡孤苦無依的族人，住居於此的族人是由頭目提供照養。營造員最後

歸結說，經由對祖先生活空間、場域的辨識、整理與指認，能夠去強化我們

（後代子孫）的文化主體認同以及對族群存續的的使命感。

為釐清katjuwaqauwan舊社遺址maljajaves頭目家屋的歷史、事件及故

事，該計畫透過後代族人啟動部落誌調查並不時向老人家請教，逐步勾勒其

完整面貌。部落誌調查的用意在於「企圖找回祖先的記憶、探尋祖先走過的

路、試著體驗祖先的生活文化，並予以記錄與傳承，俾作為本部落活力部落

發展的基礎資料」（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7）。部落族人以走到

舊社所在，一種具身體現（embodiment）而遇見、親近與認識祖先生活的

地方；而族人將自己浸淫在這個地方／所在的具地體現（emplacement）的

當下，地理空間轉而成為與自我強大聯繫的地方／所在。這正是地方在個人

（曾經在此生活的人以及他的後代族裔）身上進行了它的工作，23並成就一種

憑藉地方而來的與土地、與不同樣態的他者密切互動和對話而來的非人（中

心的）地理自我（more-than-human geographical self）（Larsen and Johnson 

21　所謂部落觀光，是要觀部落的「光」，找出部落的特色與亮點。本部落自103年執行原住民部

落活力計畫開始，冀望透過田野調查逐步瞭解部落的「光」點（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7）。

22　 Katjuwaqauwan舊社遺址的再造是T部落結穗型計畫提出申請的三個項目中的「營造民族生活環

境」，另兩項為「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織」以及「復振部落傳統文化」（整理自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 2018）。

23　地方工作placework不是一種信念而是一種方法論。是一種開啟探究地方能動性以及超越以人為

中心的地理自我之方法進路（Larsen and Johnson 2016：150）。



152 

Taiw
an  Journal  of  A

nthropology   

臺
灣
人
類
學
刊

 

2016：151）。

此處，再造的歷史現場成為T部落傳統領域裡的重要「地方」／所在。

這地方／所在以許多不同方式召喚著人們進到這裡來。透顯地方能動性（the 

agency of place）的這些召喚聲響，召喚著相遇、對話，並召喚著共享此地方

地景的人與非人關係之連結或重新連繫。在這個意義上地方是「空間敘事相

遇或形成配置的軌跡，它們具有各自的時間性」（Massey 2005：139）。如

同本計畫營造員向我們講述的，他隸屬的maljajaves家族於日治時期被迫從原

來山上的住居地搬遷下去。過去住在山區的時候，部落各自擁有自己的傳統

領域，部落之間彼此互不侵犯。反而在集體移往山下，由於主政者將幾個部

落遷居在一起而組成了村落之後，「家族之間的互動因為都有mamazangiljan

（頭目），加上日本殖民統治者〔在傳統領袖機制之外〕另扶持了部落頭

目」。24於是集體移住（部落變成村落）以及（誰才是）部落領袖等因素，使

得當前村落範圍／形式的族人間之整合顯得困難重重。

Katjuwaqauwan舊社之地方生產（the production of place）就在透過

走路而進到不同的時間層，以及藉由導覽解說之中介而觸碰到不同時空的

「來來往往」當中形成。舊社作為地方所展開的工作，一方面將諸多時間性

（temporaries）埋藏其中，再一方面提供並促進走動、移動其間的人、事、

物或想法駐進裡面，並讓它們通過不同時空場域及情境狀態而活化並積極參

與地方／所在的生產。地方生產因此可被視為一種具像、形象化之（構圖）

過程，也是一種意義形塑的過程（參考Harrison，Pile and Thrift 2004：39-

40）。而諸多時間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katjuwaqauwan舊社之地方工作的

接引、承轉之中，將彼此交織在一起並互為索引。

「〔地方讓〕各種各樣的事物（可以在世界上）匯聚在一起，並且在這

種相遇和建立起至少短暫平衡的過程中，它們可以創造性地產生新的組織，

這些組織要大於它們各個部分的總和」（同上引：40）。這些創生而來的新

組織於承載不同時空的人、事、物、想法、回憶與敘說，以及各種實質或象

24　計畫營造員為評鑑委員進行導覽時所做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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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權力。在這些人、事、物、想法、回憶、敘說以及權力浮現並產生交會的

同時，katjuwaqauwan舊社歷史再造現場在此轉身成為各種力量充斥的地方，

也是某種中介力場之所在。25

在此中介力場當中，因各種作用力的交接而讓身處其中、與之互動的人

們於感知、認知的框架有了移置和鬆動的裂隙，因而有了新的意義之生發以

及關係的延展或再連結的可能。而這些「可能」的出現，還在於透過外在於

它的網絡通過組裝而形成：會議之匯集的動態表現，也就是會議的組織作為

（Yarrow 2017：108）。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會議的組織作為將「實地訪

視：舊社頭目家屋」納進議程，並調動其出場順序，讓katjuwaqauwan舊社歷

史再造現場這個地方／所在，首先進行了它的發言。Katjuwaqauwan舊社／

地方的發言所展現的能動性，促動著進到其中之參與者的具身體現與具地體

現。具備如此之促動能力讓katjuwaqauwan舊社／地方的發言深具特色而有說

服力。

Brown等人（Brown et al. 2017；Brown et al., eds. 2017）曾指出，會議經

常用來作為重要的行政、監督以及協作行動的管道。上述訪視流程清楚表達

了部落活力期末會議所具有的監督、考核、管控以及規格化、秩序化的幾項

需要檢核的重要形式指標（參見表1）。而評鑑委員的這些查核動作，需在

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有效率地執行完成。部落活力計畫的評鑑委員是經由

承辦單位而進入此項由政府、民間組織以及在地協會一起組合而成的系統當

中。這個系統的運作是與政府單位以及透過計畫所欲達成的政治、社會與經

濟治理互相關聯在一起。這些治理透過會議形式的現代性時間管理及規劃，

清楚地限縮、聚焦於制定的訪視表格上所列舉之訪視項目以及分項配分，具

體責成為訪視委員的工作內容與任務。

然而，評鑑委員一行人來到歷史現場，走到「地方」及其通道，進入的

是多重時間（multiple temporalities）以及地方指引的內涵，在此Laura Bear 

25　在法律或物理學的語言中，mediation中介是指通過「中間的媒介者或機件」而造成變化，它的

作為與效應是一個力場，在力的作用中，產生了重新定向。而在人文社會領域或一般性的使用

中，許多具有「中介」性質的地點，可能都具有「力場」的作用，在力的作用中，產生重新定

向（參考McEwen 2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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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的「時間景觀」（timescapes）將有助於展開對地方所啟動之多重時

間性的分析與討論。Bear的「時間景觀」讓我們得以延伸去檢視資本主義現

代性居主導的時間地圖（the dominant time map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一

種線性，同質並集中於短期積累）是如何與「其他時間慣例」產生互動或進

行連結（參考Bear 2016：489）。相對於線性、短暫、緊湊而間隔嚴明的訪

視活動時間，26走進地方讓時空解了壓縮，而被解壓縮的時空呈現為此時此地

與異時異地相互交疊的狀態。解壓縮的時空讓會議之形式邊界有了不規則的

現象，溶解並破壞了會議的流程、壓縮的時間及其蘊含之規約。27就在「限縮

的會議時間」被突圍的狀態，從中蔓生的某種緩解以及自由度，讓參與其中

的外部委員有機會逃脫被要求的「任務」（所框限的思維與判斷），而按照

自己的感受節奏及意願去再組織、再結構、再制定眼前之現實及其隱含的秩

序。

部落活力計畫的期末評鑑會議本來是用來檢視國家治理機構所投注

的經費，於地方部落所推動的軟硬體建設，對部落族人、在地組職運作以

及政策意涵和夾帶的治理思維有否落實的校準及考核。然而，會議明確訂

定的目標卻因「走進地方」而有了偏移。被納入會議組成環節的「地方」

（katjuwaqauwan舊社歷史現場），因其能動性以及展開的地方工作，其組織

作為創生新的組織、結構以及多重時空之延展以及意義之重新連結。這些因

地方而來，由地方而起的組織新作為，干擾著現代會議在形式、運作以及希

冀達成的目標。尤其，走進地方的體驗式時間，不斷去抗拮的即是現代工商

社會腳步加速社會下的「會議」在時間的規劃、時間的壓縮及其所植入的內

涵與約定。28然而，因地方而起的各種時間性則有如地下根莖，蔓生、跨越至

不同地層並穿過會議制定的各項「藩籬」／規範與範圍，有了一種反會議的

26　 Hartmut Rosa（2005：6）認為，現代社會時間結構的轉變，不僅重新構建了我們彼此之間以及

與我們自己的關係，而且還影響了我們如何與我們所居住的物質和自然世界如何聯繫起來。換

言之，特定社會的時間結構既具有認知性又具有規範性及約束力，並深入到決定個人習慣的人

格結構中。

27　 Rosa（2010：67-97）提議現代性可被理解為一種加速的過程。

28　誠如Rosa所言，當代加速社會的時間體制架構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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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徑與效果產生。

總結而言，花蓮H部落的都市野菜園花園化，是復振傳統共工共耕文化

的具體成果。野菜園區連接的綠帶，則源於植物的能動性，以及日光、雨

水、溫溼度與天候動向，一種物的匯聚以及形成的氛圍。這一氛圍影響、牽

動著參與者的感知、認知並影響了思維之運作。Katjuwaqauwan舊社所在，凸

顯的則是地方於「物的議會」所擔綱的非常基調。這項基調直搗現代會議的

時間結構、鑲嵌的內在視野，以及對某種秩序的要求，從而抗拮了國家藉由

經費補助及計畫推動所夾帶的權力施行以及對部落的控管與治理。

六、動態的會議現場

（一）開放式空間，拘束不了的搖搖飯

自katjuwaqauwan舊社實地查訪地點再度回到議事現場：瑪拉拉彿史排

灣文化藝術發展協會廣場。此協會廣場即是maljaljaves頭目家屋前庭。呈長方

形的前庭、場地相當寬敞，有及腰的干欄式圍欄以及雨遮篷架，人們進出自

由，屬半開放式空間。會場中央供委員開會用的桌椅已妥當擺置，會場邊緣

則已經來了不少族人，或坐或站或走動，彼此講著話，抽著菸或嚼食檳榔、

喝著飲料，靠近烹煮食物的角落則有幾位婦女聚集一起。隨著期末評鑑委員

一行人入座就緒，會場瞬間安靜下來，東區承辦單位人員介紹出席本次會議

的縣府代表、評鑑委員；計畫營造員則一一點名會場周圍的族人，並發給委

員印製精美的彩色紙本簡報內容，隨後就著評鑑項目編排而成的PowerPoint

依序開始報告。

本會場因屬半開放式空間，會場除了PowerPoint傳送的視覺主導之各類

訊息之外，場內不時傳來的蟲鳴鳥叫，偶有機車駛過的聲響，以及微風輕拂

夾帶的各種氣味，充分體現了此空間所具有的多重感官現象（Joy and Sherry 

2003）。在這些由不同感官進行接收的訊息當中，有一項嗅覺感官的訊息持

續飄散且越來越濃烈。原來這味道是某種混和著米、飯及蔬菜的新鮮食物香

味。這氣味絲毫不客氣地自會場邊緣烹煮食物的小角落，將它的氣味源源不

絕地散佈開來，進而瀰漫、穿透了整個會場，成為強勢而具主導的訊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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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飯混和著蔬菜的香氣是來自最具排灣族風味，被族人暱稱為「搖搖飯」的

pinuljacengan（比努拉稱安）。29

從異質組裝的角度來看，本會場／空間的多重感官現象是由一系列諸如

聲音、視覺、氣味等之「複雜的能動性和行動／參與者所組成」（Warnaby 

and Medway 2013：348），而且這些組合之物、物質或能動性分別來自先前

不同尺度的組裝體，卻在此刻納入這項組裝當中。在瑪拉拉彿史排灣文化藝

術發展協會廣場的評鑑會議中，原先活動之進行明顯是由視覺體制所引領，

包括正襟危坐的與會人員，專心看著投影在布幕上的剪報文字、圖表以及活

動與成果照片。透過這些視覺材料，部落營造工作者的用意，無非向委員們

呈現他們推動此計畫所投注的心力以及豐碩成果之有力「證據」。然而，這

些活動影像提供的傾向於證據與表象，至於如何穿過表象而對計畫實施有更

深入的瞭解，這也是很重要，30譬如如何就評鑑項目中的「居民參與」（35%

的配分）進行更為貼近的認識與評估？31

藉由視覺材料的照片、圖表及文字紀錄等，評鑑委員在觀看與閱讀資料

當下，的確可以窺見族人去到山上如何協力整理舊家屋、維護步道、及與山

林互動的情形。照片影像中的人物若剛好在場也會被cue出來，讓大家向他致

意。此外，從照片記錄的場景，也能夠知道當天開會所使用的場地其實就是

一個多用途的空間。這空間當天是協會廣場，化身為活力計畫評鑑的會場；

他日則是工作與勞動的場地，參與活力計畫的在地族人在此製作洛神花蜜，

整理農作器物等；在另外的時刻這裡則是部落族人集會地點，譬如用來開部

落會議，以及籌備排灣族民族議會之開會場地。

29　「搖搖飯」也稱「山地飯」，傳統煮食方式是架設三顆石頭放上大鍋子，然後用柴火燒，須不

斷地攪拌大鍋子裡的小米、紅藜或大米加上水，以及採來的當季野菜，一直熬煮到成黏稠狀。

由於需要不斷攪拌所以稱為搖搖飯。

30　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其核心概念為，希冀部落從互助共生的傳統文化中推動原住民族文化與

部落發展。以部落集體的力量來因應部落族人所面臨之處境，逐步降低各部落對政府或外在資

源的依賴。透過活力計畫進而去建全部落的組織，並結合各式資源，讓族人都能在部落裡找到

自我定位。而將部落發展工作真正落實於日常實踐與經驗中，以創造部落永續發展的機會（參

考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2015a）。

31　「居民參與」的細項有：3-1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以及凝聚組織或部落共識；3-2組成經營管理組

織、有自主性組織或班隊；3-3居民有配合意願、自發性協同推動；3-4與其他團體結合情形。

亦請參考「期末訪視項目與配分」一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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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不同人事物與活動、事件等都是利用協會廣場／頭目家屋前庭同

一空間／場地來進行。此一空間與功能及其意涵之多元與變化，來自於一

系列複雜之能動性和行動、參與者之間的聚合／解聚（Deleuze and Guattari 

1984：286-288），這也意味著此一空間的不受約束，是變動、開放的系統

（Thrift 2008）。正因為空間的此種動態開放特性，讓搖搖飯的香氣源源不

絕、無遠弗屆，進而襯托此項排灣族人匯聚一起、共食分享的日常食物，其

菜飯混和撲鼻香味的主動態勢是一種不守規矩的力量（Canniford et al. 2017：

234）。氣味的不受約制以及空間的開放與變化，加上它們之間的交接與匯

集，讓「這個」會議空間的別種意涵及其他場景有機會露臉。

對於空間的討論若依循異質組裝的方法進路，將更能掌握它所具有的開

放性與動態表現。空間組合體及其拼裝特質，說明了空間是嵌套於其他網絡

當中，並且於文化系統的宏觀層面，以及日常互動的微觀層面上都是與其他

網絡相連結的（Askegaard and Linnet 2011）。因此，研究者可以同時去關注

空間所坐落的更大網絡，以及深入其鑲嵌著更為局部的組合體及其紋理脈絡

（同上引：389）。此種連接到更大與更小網絡組裝的探索方式，既凸顯了空

間如何變化、以及為何發生變化，也能夠去指認那些表徵空間變化的一些特

定節奏（Chatzidakis et al. 2012）。

圖5　不斷攪拌中的搖搖飯　　　　　　　　　 　圖片來源請見Kev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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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開會現場，當搖搖飯的氣味越來越明顯，會議空間及其氛圍頓時在

視覺主導的認知與行為範式，和氣味引領人們去感知以及領略的事物之間有

了游移、交疊或競爭的現象。氣味的力量或其能動性讓其能夠去指出、標明

並構造空間的體現經驗（參考Canniford et al. 2017：241）。搖搖飯的香氣具

備這樣的能力，帶著與會的外地委員來到排灣族社會空間的重要場景處。這

些場景包括部落族人集會，一起勞動或公共事務的商討之後，一起享用搖搖

飯。搖搖飯是族人之間連結、維繫以及情感交流有形、無形的能量補給品。

一同分享搖搖飯看似平常卻寓意深遠，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會連結與文化

時刻，其表徵與傳遞的即是排灣族人共食、分享與倫常價值的文化底蘊。

此外，T部落活力計畫期末會議將評鑑委員的座位一字排開，放置在場地

中央，委員座位的前方為報告用的投影布幕以及計畫營造員報告的位置。座

位的設置說明這場會議在形式上，是評鑑委員對營造員進行提問以及給予建

言。然而有趣的是，每位委員發表意見的時候，總會不時轉身向後方「旁聽

席」上的族人說話。委員以專家身分對在地計畫實施狀況發表看法，而真正

推動計畫的參與族人其實更能掌握計畫落實的程度以及獲致的成效為何。從

這個角度回看，會場周圍的族人表面上看似隨機的旁觀者，不過這些保持靜

默的外圍聽眾卻對專家的發言與建議起著「監督」的相當效果。所以，事實

上旁聽席的族人是本次會議無法忽視的出席人員。如果說族人於會場現身是

某種「會中會」的參與，那麼搖搖飯氣味指示並引領人們到達的則是「會外

會」的某些關鍵場景。

當評鑑會議來到尾聲，場地邊緣的身影漸漸動了起來，有人起身踱步，

有人彼此交談，有人找上個別委員繼續剛剛會中討論的話題，最終大家都移

步去取用搖搖飯。在這之前，搖搖飯氣味早一步就已侵入評鑑會議的現場，

並在人們難以察覺的情形下，對這個空間進行重新編碼（encoded）（同上

引：243-244），於是在會後的共食與分享當中，在地意涵的匯聚無縫接軌地

悄悄展開。本來充斥著各類來自行政部門與計畫承接單位治理思維的會議空

間／協會廣場，轉而化身為在地族人集會以及溝通交流的社會空間／場域，

亦即頭目家屋之所在。

換言之，搖搖飯氣味好比既是線索也是指涉物：它的氣味使得頭目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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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空間）和族人集會（文化連結）的意涵變得可感知以及可理解。而這

些可以觸摸到的社會文化肌理，相信能夠弭補視覺主義主導下去身體化的會

議進行模式，增添口頭報告扁平化證據的立體感，甚且讓會議既定模式（習

以為常以至於有些麻木）的形式化認知有了接觸的入口與向度，而變得更為

活現起來。

（二）舞動身體簽載族群的名字

評鑑委員搭乘的車子在台東市區穿梭前行，左轉右彎地進到有些複雜

的住宅區巷弄，而後駛入一條很有田間小徑味道的水泥路上。小路一邊多房

舍，另一邊則較多為田地。在有些蜿蜒的這條小街道還不到盡頭處，九人座

廂型車就在一處普通民宅前一處狹小空地停下來。原來這裡就是當天的訪視

地點：M部落臨時聚會所。M部落是一個都市型的部落，位於臺東市區，是

一個人口超過三千人的大部落，不過卻沒有一處固定的實體，可以用來傳承

傳統文化的聚會所。同樣是都市原住民聚落，地處城市邊緣的花蓮H部落沒

有同步捲入都市化的快速變遷；M部落則因都市版圖的急遽擴張，族群混居

在一起，散居其中的族人無論從房舍外觀或居住型態皆難以辨識是否為原住

民家戶。如同所言，「在這裡看不到一般原住民部落會有的部落意象及傳統

建築」（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2015d），反而看到許多部落文

化流失的痕跡（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M部落隨著時間以及社會與生活型態的轉變，原鄉聚落的可辨識度日益

模糊，加上年輕人口持續外移，文化承傳出現斷層。族人透過部落活力計畫

的推展，鎖定部落僅存的傳統歌謠文化作為營造之亮點，希望將這項無形文

化遺產加以發揚光大。傳統歌謠文化承載、存活在老人家身上，M部落族人

啟動田野調查工作，採集傳統歌謠，訪談老人家的生命史，詢問關於部落歷

史以及傳統文化知識，並逐一探訪部落各氏族名。32M部落活力計畫透過田

野工作啟動社會關係與連帶，讓部落族人一起被牽動，進而積極地加入部

落營造的行列（整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107年度部落活力計畫期末評鑑手

32　整理自M部落活力計畫營造員的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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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田野調查收集到的資料譬如生活、勞動、休閒、祭典或儀式都設法

融入傳統歌謠的展演活動，有時配合老照片或動態影像，讓觀眾能夠更好地

體驗歌謠的意指、內涵與情境。

回到訪視的現場。我們一行人走進這處民宅，通過玄關沿著房屋外部

往裡面走，接近房屋盡頭有一處搭建著遮陽鐵皮屋頂的戶外空間，即是我們

開會的地方。這處空間顯然是多功能場地，靠牆壁某一角落放置有工具、鐵

器、農具等器物；另一邊則有文件檔案夾、吊掛著某次活動的布條以及老照

片等。平日這裡應是工作空間，今日則充當部落聚會所，讓評鑑會議有地方

可以召開。這處空間雖然顯得狹隘卻別有洞天。或許因為屋外開放空間，又

與有著多種綠色植物的後院連成一氣，讓侷促的空間有了通透與延伸感。

然而，實體空間內卻佈滿各式各樣開會必須物件：靠牆一側有投影用的

布幕，緊鄰布幕相隔約一個手臂長的位置，則安排了給委員們用的桌子和椅

子。這些簡易的桌椅體積雖小卻有一半在屋簷內，一半露在陽光底下。陽光

底下距離會議桌椅不到五個步伐之處，還有十來位穿戴傳統服飾的老年人安

坐在那裡。老人後邊就是樹木以及栽種植物的地方。重點是，穿著如此正式

的老人是來旁聽部落執行活力計畫的成果報告？

會議開始沒多久我以為是來旁聽的盛裝老人們卻紛紛起身，將他們原

本坐著的塑膠椅子挪開、疊放整齊，然後整隊，隨即其中一位長者起頭吟唱

起歌謠，一整隊的老人陸陸續續舞動起身體，並以歌聲與之應和或彼此對

答。33老人家的舞動的身軀向前向後或左右移位，在某處劇烈的橋段她們身形

向前逼近委員所在桌椅，這時委員趕緊起身，順手將桌椅往內推開，讓老人

們的吟唱展演能夠順暢進行，步伐、節奏以及動作能夠全然使出，不致有阻

礙。老人家的吟唱與舞動的身形穿插在會議不同段落間，吟唱之內容有迎接

賓客、海邊捕撈、田裡勞動、日據時代故事，以及最後向我們道謝（其實是

送我們離開）的歌謠。老人家真切、投入而有活力地舞動著身體，在他們前

進、後退、左右移動的當下，時時跨越「舞台」無形之界線，欺近正式會場

33　評鑑當天非假日，訪視的時間也不在晚上，因此本來就不多的年輕團員，因為工作的關係也都

無法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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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頓時模糊、解消會議空間以及展演空間之間的分別及其涵義。如此

擺盪、時時有所偏移的空間界線及場域感，對身在此間的幾方人馬均產生了

影響。

歌謠展演原本是M部落活力計畫接受評鑑的首要項目，吟唱團成員的

身形動態將被審視觀看而評估其成效。透過本次評鑑會議需要給予評估的

「成效」至少包含兩個向度，一是傳統歌謠的復振；另一是對族人的培力

效果。34然而，變化中的空間開啟的連動效應，使得「成效」有其擴張版圖

的動能。就在吟唱團老人們身形全然展開並釋放其張力的當下，評鑑活動

的主客體角色及定位被打亂而發生轉置。本為審視者的評鑑委員頓時成為舞

動之力量及意義的接收方。進一步來說，轉置得以發生，在於展演者（吟唱

團的老人家）透過身體舞動鋪展、伸張了感性共享的可能與場域，並渲染、

滲透著觀看者（評鑑委員）的知覺、感覺之運行，因而有了觀看者被影響

（affected）、被撼動的能量釋放效應。35本次評鑑會議的一位同行委員即深

受感動，久久不能自已。

如此觸動觀眾的展演並非偶然。評鑑會後我翻開M部落活力計畫資料，

赫然發現族人設想的「表演方式」深刻埋藏了對觀眾的邀約與召喚。

室外表演，以共同體驗及欣賞為主，將表演距離與觀眾拉近，以不

影響表演進行為優先，觀眾可以在這樣近距離的方式欣賞與體驗到

深度文化的表現，獲得尊重原住民文化的意念，也能同時與表演者

互動，以舞蹈的方式帶動觀眾，讓表演不只是觀賞也能是共同參與

的方式呈現，使體驗者有更為深刻的印象。（整理自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2018）

34　請參考「期末訪視項目與配分」一欄表中的「2-2 計畫對部落營造人才培力成果」。

35　此種反轉關係之發展其核心是因動覺同理（kinesthetic empathy），也因身體中的「互為主體」

的運作模式而來（Koch and Fischman 2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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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離，空間動力，讓本來作為觀眾的我們（我與上述那位委員）不再

只是在旁邊觀看，而是被吸納進入歌舞生發的另一時空場域，浸淫其中，獲

得深刻體驗。

當代不少物質主義論者都將人與非人視為具有「情動／影響以及受情動

／影響的能力」（Deleuze and Guattari 1988：127-128）。而Gilles Deleuze承

續了Baruch Spinoza對於情動與關係性的思辨理路，指出「關係性」的動態表

現，必然將突破個體間的「隔絕」，引出譬如吟唱團員與評鑑委員身體之間

「affect」的相互關係（參考Shouse 2005；Slaby 2019：61-62）。藉由「關係

性」說法可以用做理解評鑑委員受到「情動」的狀態，甚至於評鑑委員「情

動」的身體感受歷程。這份感受及歷程在委員身上以我個人以及上述那位委

員為例，是有著情感與力量，用「培力」一詞給予註解，頗為恰當。

與評鑑委員起著相互關係之另一方，吟唱團老人家的身心狀態為何？Tim 

Ingold講述他在一次學術聚會場合被要求用舞蹈方式，（用整個身體而不是

用說話聲音）來介紹自己的名字。Ingold（2011：12）歸納了他在地板上移

動、彎曲身體，竭盡所能去表達自己的名字；結果令他訝異的是，這些地板

上的身體動作，與他手握著筆去簽名時的節奏和形狀完全一樣。Ingold「以舞

動身軀介紹自己名字」獲致的經驗反思，導引出他對（運）動（movement）

與自我之間聯繫的闡釋：「作為生命有機體，我們動（我們不僅作為生命有

機體而[運]動。）我們即是我們的（運）動；……我們對自身的了解與我們

對（運）動的感覺，也就是與動覺（kinaesthesia）密不可分」（同上引：

10）。以此延伸，老人家舞動的身軀不單只是跳唱歌謠的動作表達，而且

也是一項深度連結身體經驗、身體體驗與感覺、以及與生命經歷及事件產生

聯繫的動態表述。這項表述內外連通，是一種關於族群情感結構的抒發及表

達。老人家以舞動的身體真切地簽署族群的名字，其筆觸充滿力道有它獨特

形狀，極為觸動人心。

承接上述，當代會議的形式明確並講求效率。會議中的文件與表格有其

物質性之意涵，支撐、引領會議的進行，框架及脈絡化會議討論的議題與方

式（Brown et al. 2017），並從而導出某種系統性與組織化的知識生產。然

而，在部落活力計畫形式底定的評鑑會議中，M部落吟唱團老人家身上所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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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具時空肌理和經驗歷程的知識及意義，在她們舞動身軀、吟唱歌謠的當

下開展了感性共享的場域，傳遞著因互動、共同在場及參與而來的具身體現

和具地體現的知識。舞動的身體所形成的共享場域也是一種中介力場，在其

間（某種裂隙）有形、無形的疆界被穿梭，主客、委員及受評鑑者的既定格

局被轉置，知識的屬性及其生產之樣態也有了不同以及新的向度。

七、結語

本文以物的匯聚以及物的議會兩個相互關聯的面向，描繪並探討會議

中的物、物質性及其作用。花蓮H部落的「菜園花園化」必將帶入植物、植

栽、綠帶以及它們努力活出來的環境。活現出來的植物反過頭對它的環境與

所在進行著色與定調，並從中營造了環境的氛圍。評鑑委員氛圍式的看，讓

他瞥見、注意到環境的周遭：某種氛圍。這些氛圍反過頭來影響了評鑑委員

的感知、思維、判斷以及給予的評價。「菜園花園化」的環境與氛圍實則來

自於植物、顏色、土壤、雨水、空氣、溫濕度，也就是各種物的聚合與解聚

之動態過程及其暫時性結果。物的聚合及異質組裝在katjuwaqauwan舊社這個

地方尤其明顯。住居於katjuwaqauwan舊社／地方的諸多不同時間性的人、

事、物，在地方工作以及人們「歷史現場」走一遭的當下，通過不同形式的

媒介積極現身並活躍地進行自我表述。這樣的眾聲喧嘩讓層層套疊的時空頓

時解了壓縮，也讓原本主宰會議及參與者感知的線性、短暫以及短期積累的

現代性時間政體有了裂隙。在這樣一種裂隙當中，地方讓「物的議會」熱烈

展開，其中所注入的多重時間性這項非常基調，甚且直搗、對反現代會議的

時間結構，鑲嵌的內在視野，治理思維以及對某種秩序的要求。

走到歷史現場體驗了地方／所在的豐富內涵及多重時間性，移動、走

動則促使空間有了動態表現以及意涵之轉變。M部落吟唱團老人家舞動的身

體，將世界的生產和其中「社會」和「自然」各種各樣的力量，從物理相互

作用，到生物過程，到社會遭遇，再到思想，慾望，情感和記憶，統統聯繫

起來（參考Braidotti 2000：159；DeLanda 2006：5）。身體的移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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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產生了空間及其意涵的轉換，而身體舞動其動覺表徵了自我覺知與轉

化，也通過與他者互為溝通、理解的場域裡，將身體舞動而來的力量傳遞至

他者這方。而不受規範的搖搖飯氣味，則逕自穿越無形的會議邊界，在人們

不知不覺之中對議事現場空間進行重新編碼。重新被編碼而組裝的空間，搖

身成為部落族人集會的空間／屬性，一種與日常生活場域有所疊層，卻在不

完全密合的一些空隙當中，提供機會讓評鑑委員能夠去看見、去體認當地族

人集會和組織的方式，以及聚集一起時的共做、共食、共享與共榮的情境與

狀態。搖搖飯在此不僅是有家的味道的一道美食，也是一項引領人們的物件

與媒介，使得人們能夠去趨近、領略在地部落既日常卻又深具社會文化意涵

的重要場景。

部落日常、生活環境以及計畫營造場域，是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期末

評鑑發生的背景以及進行的地點。這些地點有為了會議的進行所規劃的空間

配置、場地布置以及物件陳列，也有本來就在此處的物件、物質遺跡或活動

的刻痕。地點中各種物和物質的聚合／解聚，通過異質組裝發出作用力，讓

它們從原本作為背景、也是被評鑑的對象，轉身成為具主動能動性（譬如舊

社的地方工作以及它發出的召喚）的物的匯聚，進而對周遭以及因為部落活

力計畫期末評鑑而進到此處的人事物產生影響或被影響（某種「物的議會」

的展開）。部落日常、生活環境以及計畫營造場域，存在著許多當代一般會

議在形式與內容上無法安排或控管的事與物。因此，移駕到此的評鑑會議縱

使準備了自已的議程以及希望達成的校準、監督及考核的各項治理動作，卻

因會議地點自身的生成、流動（flow）與脈絡，以及在其中的物、物質以及

它們的匯聚而受到干擾或遭到破口。透過物的匯聚以及物的議會，可以觀察

到受訪視、被督導部落的在地性以及它的實質性，相當程度能夠去拮抗藉由

計畫與會議而來的國家權力之施行以及對原住民部落、社群的治理與教化。

「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冀望透過公部門的構想、規畫及方案之推

動，強化部落組織及連結這項根柢，從而調整部落體質，促進部落自主以及

集體的共做、共食、共享及共榮的互助行動，進而活化部落生機。在此意義

下，部落活力計畫堪稱是一項介入當代原住民族部落的社會性基礎設施。此

項基礎設施所戮力落實的「活力的部落」以及「人才之培力」（請參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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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訪視項目與配分」一欄表的第2與第3項）兩目標，也是期末評鑑會議查核

的兩個重要項目。然而，作為基底、背景的「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及其

實施與運作，有著基礎設施隱形、隱藏的特徵。這項隱身運作的機制在「活

力的部落」以及「人才之培力」的落實情況以及成效之評估，很主要藉由移

駕至部落進行實地訪視的方式，讓評鑑委員身處充斥著日常生活痕跡的多重

感官之空間場域，身歷其境、深入體察。進到此空間場域的委員並與生活在

部落中、鑲嵌著時間深度的人、事、物及地方相互遭逢。而人、事、物彼此

遭逢，碰撞出來的接觸界，有機會讓參與其中、共同在場的人們「看見」部

落活力源出、所在的真切情狀，以及計畫施行（包括期末評鑑會議、活動）

培力人們的實際效果。

本文的研究取徑首先以逆看方式，將作為基礎設施的「原住民族部落

活力計畫」這項「背景」（ground），轉換成為分析的焦點（Bowker et al. 

2010）。繼而從人為中心的視角偏移，試著從物、物質及其匯聚與能動性的

向度，進行描述並展開分析。如此之研究進路，探觸「看似理所當然、宛如

背景，但實際上支撐、串接、構築起吾人生活紋理、軌跡和節奏的那些物質

性、社會性與象徵性的設施、裝置、關係及符號的複合體」（王志弘 2019：

42），並加以呈現。此項對於部落所在及其生活場域的不同時間性，及多重

感官及多向度（multiplicities）交織的觀察與描寫，符應了「基礎設施轉向」

(Harvey et al. 2016：3）在知識層次上對民族誌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上的

拓展，並藉此釐清執行活力計畫的部落支持其族群特定生活方式的條件與網

絡。如此之澄清與梳理有助於將部落關鍵性的社會文化基礎設施指認出來，

進而啟動其復甦或重建的可能。此外，讓部落地方生發的「物的議會」透過

民族誌的探研及書寫而現身，並追索物的動態以及它的各式發言，也讓人們

可以在新型態的政治框架內與物產生一種更為對稱的關係（symmetric），這

亦是在知識實踐的層次上開啟了「新的責任場域」（new sites of responsibility, 

Rodgers and O’Neill 2012：401；引自呂欣怡 2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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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 Tribe, Empowered Evaluation?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at the Site of the 

Indigenous Vital Tribe Program 

Wen-ling L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Under the impact of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capital flows, as 
well as the rapid social changes and the flourishing of individualism, 
the traditional tribal cultur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mptied out, and the tribal collective support systems 
have gradually declined. In view of this,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started the Indigenous Tribe Vitality Program in 2012, hoping to unite 
the strength of the tribal members through mutual assistance, co-eating, 
sharing, and co-production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ribal survival. 
The Indigenous tribal vitality program is implemented through tribal 
meetings to form consensus and complete its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tality program of each trib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gram, the administrative part of the promotion program requires a 
mid-term visit and a final local evaluation meeting. Experts, scholars, and 
administrators make up the members of the mid-term visit and the local 
evaluation meeting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They are also used to screen 
the tribes that can be continuously funded in the next year and that can 
serve as models for the guid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tal tribes in the 
future. The mid-term visit and final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to guide and 
identify the foundation and structure of tribal activation and the vision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inal evaluation meetings 
of the Indigenous Tribes Vitality Program as the field for observation 
and proposes a different research approach from the existing human-
centered perspective of the meeting. It observes, describes, and discu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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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liament of things" composed of the agentive perspectives of 
objects, the  environment, places, bodies, and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ir 
revealed trajector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entities. Through 
the speaking and self-narration of things, researchers will be able to 
detect and identify all kinds of things and their dynamic generation in 
the evaluation meeting, as well as understand how they penetrate the 
evaluation meetings, affecting the form, boundarie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meetings. 

Keywords: the indigenous vital tribe program, evaluation meeting, 
parliament of things ,  more-than-human perspective,  
heterogeneous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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