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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區災難，大學應該做什麼？

基本理念：把危機變轉機
 重點不是短期「救災」，而是災後「重建」

基礎工作
 災害的調查與分析

初期深入災區，不為救災，而為災害的調查與分析

 災難的地方化書寫
重點在於：對當地族人而言，這場災難意味著什麼？

 參與式災後重建
在錯誤中繼續嘗試



災難發生初期

 2015年8月8日烏來風災發生後，樂酷團隊於11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釐清受災狀況，並進行初步的災因分析。

 進行團隊分工，分別進駐大豐社福館、救災指揮
所（區公所）、災區前線、以及團隊辦公室。

 建立救災資訊整合平台「烏來風災資訊網」，藉
由原本烏來樂酷社團的人脈連結與好友名單，讓
部落族人能夠第一時間透過平台分享資訊。













風災網的功能

推進災害的調查與分析

 確認地方災損情形，也讓族人生命財產狀況獲得
釐清

推進災難的地方化書寫

 記錄族人面對災難時所產生的行動與感受

順暢社會局的救災物資分配工作

對外募集救災人力與資源



災難新聞退燒、救災行動趨緩
 公布災害分析結果，延續族人憂患意識？

 災害前／後航照分析
 共食文化在災害期間的復甦
 導向「部落廚房」的重建方案？

 尋覓重建主體…
 扶植既有地方組織？
 引入至善（基金）模式？
 團隊聘族人當專任助理，主導重建？

 何去何從…
 當危機消逝的同時，轉機也隨之消散。
 如果失業的就業了、失學的就學了、失醫的就醫了，那
麼，還有什麼好重建的呢？



災難的地方化書寫
感謝這次風災

 這是祖靈的啟示，告訴我們為了下一代，我們必
須改變現狀

地方的災害分析
區公所：部落其實沒事，有事的是道路橋樑與溫泉業
者。

基督長老教會：召開多次會議，高度關注並把問題指
向第三次通盤檢討。

地方頭人：溫泉業者侵佔我們的簡易自來水水源，又
私掘溫泉井、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滑動下陷。



地方知識的重新科學化



重建主體的浮現

觀光協會的重建計劃

 積極拉攏區公所背書

烏來部落會議之改組

 符合選舉程序

 試圖與區公所溝通並形成合作（或起碼避免對立）

教會：在政商集團之外

 2016.01.11.新北市府前的抗爭記者會

 2016.04.09.聯合執訓上對三通問題的說明



參與式災後重建

大學不是重建想像的提供者，而是催生者。

我們積極提供族人關心但懶得整理的訊息，因
為，我們一直在等待重建主體的浮現。

重建主體的多元存在，讓我們變成合作（而非
抗爭）的倡議者，並試圖在多元衝突之中尋求
調和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