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晏佐、蕭鄉唯

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



實踐場域

•臺東縣南迴地區

•排灣族生活文化

•大竹高溪流域



研究議題

• 前期：路與橋

• 本期：流與勢
依循當地排灣族認知中「從
源頭的 水流開始，順勢而流，
並擴散開去」的邊界流動態勢



【前期：路與橋】

搭建橋樑，鋪展道路



【本期：流與勢】

順勢而流，引流造勢



「勢」的意涵

• 社會文化上的態勢：辨識排灣文化準則與慣習，探
索符合地方脈絡的公共性

• 在地知識上的趨勢：傳承地方生活與生態智慧，發
掘在地知識資產與理想生活圖像

• 地理環境上的形勢：掌握南迴環境資訊，促進在地
防災調查與社會經濟發展



「流」的意涵

• 科技上的流域：以流域視角認識人與生態環境的互動
關係，思考人與自然如何透過科技尋求永續共存。

• 產業上的流通：掌握在地經濟需求與特性，探索符合
其生活脈絡的生產模式，思考人與作物/作品如何透過
產業改善生活。

• 文化上的流傳：重視族群文化的獨特價值，協助記錄
與轉譯排灣族的記憶、祭儀與技藝，思考人與他人如
何透過文化產生連結以及相互照顧。



Doing 
what 
we 
do 

best

體現行動

教學、研究



@啦里吧部落

文化照顧傳統生態智慧



文化傳承：世代連結

探索社群與環境的關係



聽！vuvu在唱歌

演唱、錄音、文字化、討論與教學……for whom？演唱、錄音、文字化、討論與教學……for whom？



誰
的
計
畫
?!



紙上談兵：連結農田與餐桌

貼近在地日常的照顧模式







為vuvu搭建田園中的位置

文化照顧 ft. 傳統生態智慧



小米的公共性



三級警戒：化危機為轉機



擴散至家戶的實踐動能



basatja－給予（ba）作物（satja）







實踐的擴散力：kiratam論壇

編織學習的多重管道



建構對話的平台

以時序為軸線



增
加
知
識
可
近
性








路與橋 to流與勢
• Mulusu（牲禮官）：cemusu（串）

• 東大人社中心：

促進群體互動

編織知識體系

跨學科交流

拓展多元學習途徑

• 啦里吧 大竹高溪 南迴

• 引流造勢



謝謝聆聽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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