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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內的Djalan（路）與局外的橋（Tjekeza）：南迴區域主體性的共構與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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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與橋 

臺東大學作為地方主體（局內）與主流社會

文化（局外）的橋樑（Tjekeza） 

創生之路（Djalan）：與地方協作發展社會

創新方案，共構以地方知識為核心的路 

發展以當地知識為基礎的另類現代性 



為什麼是南迴線？ 

面積最大，人口最少 

南迴公路升級，速度加快、穿越加大，

只能靠產業道路與南迴公路連接，機

會快速流失 

整體人均產值偏低 

雜糧作物供需失調，農民生計難以為

繼 

在地經理人團隊培育不足 

 



研究目的 

執行邏輯 
地方知識為
主體的另類
現代性社會
與文化發展 

實踐場域 
臺東縣 

南迴線大竹
高溪流域 



步調 
>>逐步理解地方知識 

>>部落主體的文化實踐 

>>尋找與外部社會相關論述的接合與轉化 
檢討資本主義式經
濟發展的影響 

反轉過去由外到內、 
由上到下的模式 

研究目的 



族群內外
的複雜性 



台坂村有
影響力者
地 圖 



土坂村有
影響力者
地 圖 

https://arcg.is/1nmnTa


Kigalju~ 
排灣語：慢慢去貼近它 



首2年- 
分析與理解
地方知識和
社會性質 

 

作出動態
調整 

下一步 
區域經濟與
社會創新 

添加标题 

尊重區域主體性 

沒有絕對先後次序的子計畫 

強調掌握地方脈絡 
 
適地性的小規模方案 





一個不急於追逐KPI的計畫 



以「嚐試錯誤」為前題 

初期-認識地方 

中期-服務地方 

長期-共創地方 



首年執行策略-總計畫 

1. 進行部落討論會 

2. 建立資源儲存共享平台 

3. 隨時掌握子計畫或USR計畫的進度 



首年執行策略-子計畫 

1. 發展方法論 

2. 以計畫內部、地方民眾的溝通與討

論為基礎，凝聚和共構行動方案 



跨領域、跨地域團隊組成 

 本校教師(三個學院) 

 博後（例：蕭鄉唯） 

 助理（例：高蘇貞瑋、張雯喬） 

 工作站主任（大狗部落吳清生頭目） 

 其他在地人士（例土坂村熊大龍） 



研究成員的專業在地化 

 不急於提出行動方案 

 掌握地方需求，提出合理可行、能夠共

作的方案 

 確保「共生、共創與共享」的內部轉化，

對部落進行自發性與反思式培力 



初期工作 

收穫祭的參與觀察 

探索TEK及文化慣習 

了解當地社會組織 

反思方法論 

 



慢慢掌握 
社會、歷史下脈絡的部落行事風格 



怎樣了解部落內部/之後 
的溝通及分類方式？ 
 

如何獲得族人認同？ 
 

例子：跨學科討論「研究倫理」 



 避免大學由上而下的
「指導」方案 
 

 據地方需求來尋求參與
教師及博士後研究人員 

 

強調由地方社群自
主運作的可延續性 

 

未來：擴大教師參與社群及與USR計畫整合 



7、8月祭典期間的工作重點 

 趁著祭典期間建立一些關係以便日後的工作外，主要觀

察二個重要項目： 

 

1. 人群的脈絡與邊界(包括不同時空下邊界的移動)。 

2. 不同人群間資源的取得、競爭、利用、合作與分配。 



大溪 
阿美族 
嘎布隆岸 
豐年祭 



大溪 
阿美族 
嘎布隆岸 

求救 舞有點難跳 

台坂 

拉里巴部落 

溪邊 

抓蝦 
 

台坂 
拉里巴部落 
參加青年之夜 
一起穿族服 



上大溪 
舊部落 
絕美秘境 
不能說出去 



敬 請 指 教 

報 告 結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