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博士後

李瑞源 (Papa r i l Tava l i )

實作場域的行動研究
如何規劃、提案與落實？

2019-1021 in 科技部



此時此刻
2 0 1 3年以來的地方連結。

時光倒流
埔里在過去有三件事，影響著此時此刻。

預期外的船山航線
原 本 設 想 的 ， 沒 有 實 踐 ； 反 倒 是 意 外 偶 然 ， 開 枝 散 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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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
一 個 族 群 、 一 個 身 世 ， 誰 來 述 說 他 們 的 故 事 ？

小結
計 畫 趕 不 上 變 化 ， 唯 一 不 變 的 ， 是 行 動 價 值 的 初 衷 。



01 時光倒流
1 9 9 4 社區總體營造啟動 1 9 9 5 新埔里發展委員會

1 9 9 7 完成埔里社區資源調查 1 9 9 8 倡議生態博物館 ( E c o - M u s e u m )理念

1 9 9 9 九二一地震

我們都處在歷史連續面的運行軌道上，前後牽引。



1995 新埔里發展委員會
經濟突飛猛進、功利主義興起，社區命運共同體有逐漸鬆弛跡象；
遂提出「地域振興、人文為主」策略，建構埔里的長期發展藍圖。

保有山城清新資源，促進埔

里成為居住、創業、休憩、

觀光、鑽研、潛修、采風、

擷俗的發展重鎮。

山之城

推展花卉之精緻農業，並美

化埔里，以展現花之都之精

緻風貌。

花之都

藝術、文化、社教、工藝、

民俗、地方 產 業、出版、禮

俗之推展，展現藝文大鎮之

風貌。

藝之鎮

促進河川整治、環境保護、

生態保育之推展，塑造親水

文化，綠水長流。

水之鄉

健之邑

推展無障礙環境及健康保健

措施，使鎮民享有安全、和

樂、健康的居住環境。



《水沙連雜誌》第一期 (1995 .9 .9 )



1998 倡議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理念

六大冊《南投縣埔里鎮社區資源調查期末報告》

人的資源篇(2冊)、文化資源篇(2冊)

文化&自然資源篇(1冊)、產業&景觀資源篇(1冊)

1997 埔里社區資源調查

埔里鎮公所有個提升埔里形象的標案，主要是做識別系統的建置設計。

提案。贏了 又如何？

在這裡，我們要提出的則是一種可長可久的觀光發展方式，即是將埔里鎮
整體視為一個Eco Museum(生活環境博物館)。

觀光。重新定 義



由居民所支持的觀光，以居民為
主的觀光發展。

所謂觀光，即是觀地方之光。 以埔里各種生活文化及生活環
境為觀光的主要內涵。

埔里的美好生活，即為建立埔
里魅力與形象的基礎。

〈觀光發展與形象塑造的方法—以埔里的構想提案為例〉

埔里觀光發展的四個理念



終極目標

觀光發展只是手段，真正目的在激發
居民之自發、自主、自信的精神根基，
以及感動生命內裡的無價文化，謀求
生活之豐富自足。



九二一地震

All stop

All reset

「集集大地震」造成全國2,415 人死亡，11,305人受傷。而南投縣死亡人數最多的是
埔里鎮 210人，重傷57人，約有6,250棟房屋全倒、6,600棟半倒。

埔里鎮公所倒塌；埔里酒廠發生爆炸；暨南大學多棟大樓外牆龜裂。



《水沙連雜誌》19期(2000.4)：暨大投入災區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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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地區 學校重建座談會」(1999.10.26)



大樹下乘涼。



02 此時此刻
2 0 1 3 埔里研究會，開啟新一波暨大 & 地方社群的互動。

2 0 1 6 埔里生活生態博物館網絡，打造未來宜居城鎮。



埔里生活生態博物館網絡

1
地方資源盤點
各組優先盤點埔里十大節點。

2
確認可能場域
以節點密度最大，或資源集中區為主

要行動場域。

3
地方諮詢會議
召開地方諮詢會議，說明來意和傾聽

地方聲音。

4
以地方資源和需求為考量，規劃最適

當方式進場。

E c o - M u s e u m  N e t w o r k  P u l i

文史、藝術、生態、產業

初擬行動進場



文史組的十大節點

壹、醒靈寺

貳、大瑪璘遺址

叁、黃望家古厝

肆、愛蘭教會

伍、平埔番祖廟

陸、地理中心碑(測量原點)

柒、虎頭山平台(犁頭尖遺址)

捌、恆吉宮媽祖廟

玖、覆鼎金遺址(埔社舊社)

拾、劉家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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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進度

名稱定調：埔里生活
生態博物館網絡

•取網絡概念，富有內
部資源整合、外部跨
域串連之意涵。

•發揮平台功能，集結
並凝聚夥伴關係

完成主要論述

•理念、目標和主張

•以「節點」做為核心
共構的博物館網絡

•各組皆完成至少十個
節點的盤點和規劃

召開地方諮詢
會議(2017)

•生態組(4/26)

•文史組(5/15)

•產業組(6/8)

•藝術組(7/15)

結合大學共同
推動

•生態組&科院USR

•產業組&管院USR

優先行動議題
文史組

以大船入港
做為示範點

生態組

用蜈蚣社區
生態解說員
培訓打頭陣

藝術組

探詢茄苳腳
水水人生的
埔里水議題

產業組

籌劃小鎮品
味的埔里生
活創客市集



03、預期外的船山航線

船山講古—以船山文史解說員培訓為目標的熱身活動

船山講古--規則篇

第一階段：社區內部(3社區+1教會)

第二階段：船山區域(愛蘭國小、暨大附中)

第三階段：全埔里(船山文史解說員培訓)

✔

✔

一、事先選出 6位長輩講故事，5分鐘/人

二、現場補充故事者，2-3分鐘/人

三、趣味競賽，聽眾起來動一動

四、票選前二名，披彩帶，隆重頒獎



船山講古

愛蘭社區 鐵山社區 愛蘭教會 梅村社區

愛蘭國小 暨大附中 埔基長照中心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埔基長照中心

一、美麗偶然：社區長照計畫的提議(鎧麟)

二、船山講古模式+長照中心=讓機構長輩認識船山文化

三、加油添醋：以大一國文課的學生創作為主軸

四、橫向資源合作：環環相扣，發揮整體綜效

船山講古
創作發表會

船山故事因著持續被討論、被運用而活化了起來，參與其中的多方主體，以相對平等的
教育本質與對話空間，共構多方位賦能的學習潛能。

多方位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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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學生而言：
大一國文課，像
成年禮，一個被
接受與肯定的社
會儀式。 106-2

107-2



04 巴宰
一個「失」世代的文化處境，處於下游，努力上游。



在地鏈結的資訊平台

船山媒

合平台

在地

小旅行 厚熊

咖啡

船山散

步小冊

產業文

化化

暑期

工讀

暨大與

小學課程

微型

提案

埔基愚

人之友

共好學習、相互成就

10/27新竹公園教會
野外禮拜210人

巴宰協會
籃城書房
哇特小旅行

巴宰協會



巴宰文化進入校園(一、二、四年級；教師研習日)



愛蘭師生進入巴宰森林(三年級校外教學，2019.10-18)



暨大人社與巴宰協會的合作備忘錄

2018年7月9日提案通過，
11月17日正式簽署。



產業文化化：巴宰文化與巧克力的相遇



小小巴宰回森林 營隊

以巴宰森林體驗，
捲動在地國小、高中的族群文化認同。



05 小結
計畫趕不上變化，不管天地怎麼旋轉，

認真對待當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地方、故事、大學

 社區：以文化做為活化發展的契機

 巴宰：以文化做為保存再現的行動

 大學：以文化做為民眾觀點的紀錄

故事圈

大學

地方

故事圈

地方

大學 地方

地方

地方
地方

相
互
影
響
作
用

Before
After



實作場域的行動研究「如何規劃、提案與落實？」的難題/挑戰！

主體需求
任何構想皆以此為原點。

保持彈性
保持讓事情隨時有好轉

的空間與機會。

並非只策劃一輪的友善合作，
而是不斷地在前進、挑戰中更上層樓。

創新開展
連結 內 外部資源，讓新

想法有實現的可能。



I、番婆鬼傳說：重建番婆鬼生命史

不好說的那個人

影響人類行為的那個人

  

 

定位？部落觀點？

Daxe-daxe
是部落的、也是城鎮的文化資產



人社場域的整合(資源、空間、議題)

眉溪部落、噶哈巫四庄、籃城、房里、船山

從一條河看土地人群的歷史

從生態博物館角度，認識自然資源與人文活動的結合。
3

2

II、眉溪上下游：一條河域的營造

1 擴散：眉溪四庄、房里里(紅瓦厝)



Paka-tahayak

感謝您的林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