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合部落特色發展山岳遊憩～ 
建構南澳太平山長程步道系統 

吳雲天 ∗ 

摘  要 
  台灣山林具備非常好的山岳遊憩條件，除了吸引國人熱衷參與各類型相關活動，長期以

來也吸引許多來自香港、日本等周邊國家愛好登山健行的國際山友前來。現行的活動內容大

部分都侷限於以純粹登山健行為目的，未來若能發展結合部落特色的山岳遊憩活動，藉助世

居於傳統領域的部落族人於登山活動中融入部落生活體驗、環境資源永續利用的生活智慧、

傳統手作步道維護及登山協作，以呈現出步道系統獨具代表性的文化面貌，這將是台灣未來

發展山岳遊憩值得期待的一個突破。 

  宜蘭南澳深具吸引國際人士前來進行山岳旅遊活動的潛力，位於山海交界的南澳自然環

境得天獨厚，再加上南澳仍保有豐富珍貴的泰雅族傳統生活智慧，若能以串聯泰雅族南澳群

流興等舊部落遺址的南澳古道為基礎，再聯結打通目前荒廢的日治時期蕃地寒溪道路銅山駐

在所至朝日駐在所，銜接太平山的台灣山毛櫸步道，無疑將是北台灣山林中最具登上國際舞

台潛力的長程山岳步道系統，更是可提供傳承珍貴部落文化的舞台，發展山岳生態旅遊願景

的具體實踐。 

 

 

 

 

 

 

 

關鍵字 

泰雅族南澳群、山岳遊憩、山岳生態旅遊、部落、步道、登山健行 

 

                                                 
∗台北市出去玩戶外生活分享協會理事長 



 
 

 
 

168 登山自律 萬里泰平 

結合部落特色發展山岳遊憩～ 
建構南澳太平山長程步道系統 

吳雲天 

前言 
  分布於太平山東南側的南澳北溪、南溪，以及和平北溪流域的廣大山林，幾百年來都是

屬於泰雅族南澳群的傳統領域，追溯至清朝時期即有數十個大小部落散布其中，部落間往來

聯繫的山徑如網絡般四通八達。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方便經營管理於山區建立警備道路及駐在所，而現今駐在所等建

物都已腐朽毀壞，但部分警備道路及部落舊路仍然保存，甚至仍為現在南澳泰雅族人進出山

林所使用。最近幾年南澳各部落陸續舉辦尋根返回舊部落的活動，武塔、金洋及流興等老部

落皆有部落耆老帶領族人前往尋根，山徑路況都相當明確，而山毛櫸國家步道繼續聯接銅山

或雅音山的山徑，山界亦經常有隊伍前往，目前唯有由銅山或雅音山接續日治時期蕃地寒溪

道路銅山駐在所至朝日駐在所的這段路無人行走為荒廢的狀態，但此一路段也並非全無蹤跡

可循，仍有極少數的登山隊伍組隊前往踏查，由相關行程紀錄判讀，可知沿途的幾個駐在所

遺址及部分古道應仍可覓得，甚至部分古道仍維持良好，唯部分路段崩毀或遇寬稜隱沒於植

披之中，若能整合相關資料，並投注資源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與定線，修築吊橋過河、闢新

路替換崩塌之舊路、砍草整路、逐段打通，若能讓這段路線重現世人面前將非常具有價值。 

做場白日夢 
  結合部落特色的山岳遊憩，究竟會呈現一個什麼樣的畫面呢？我想應該是充滿了濃濃的

人情味，一種天人合一的美好體驗，就讓我們到南澳山林中先做場白日夢吧！ 

  剛入秋的太平山已頗具涼意，看著陽光斜照在翠峰湖上，讓人心曠神怡，走進山毛櫸步

道，步道兩旁杉樹夾道，半個月前剛被颱風掃過的山林，還可見得到一些斷枝倒木，步道在

樹木間穿梭，沿著望洋山的山腰前行，步行約一個多小時，步道穿出森林，只見稜線上山毛

櫸一片翠綠，優美的樹型讓人感動，很快來到銅山前的鞍部，有一塊自導式解說牌，上面寫

著泰雅族稱這裡叫做亞普拉賽，是以前族人從南澳到寒溪與外界聯絡的必經之路，也是當年

日本人首次進入泰雅族南澳群領域的途徑。步道由這邊開始轉為小徑，途中遇到兩位家住南

澳金洋的泰雅族朋友，正在清理步道上的枯枝斷木。慢慢爬上銅山與雅音山的稜線，四周的

山毛櫸純林林相非常獨特，原始林中有許多巨大山毛櫸讓人震撼，經過一段下坡路，山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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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寬大的古道，這古道是當年日本人為經營管理所開闢的警備道路蕃地寒溪道路。 

  沿著古道前行來到今晚的宿營地銅山駐在所，原本的駐在所早已倒塌，如今新建的屋舍

是泰雅族的傳統部落屋，一進到屋內，只見屋角升著煹火，上面還燒著一壺熱水，這裡是銅

山駐在所營地的管理站，由南澳的金洋部落的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管理，一位泰雅的朋友笑咪

咪地向我們打聲招呼：「歡迎！我是莊主，請問是要宿營嗎？今晚營位都已經預約滿了，請問

有先訂位嗎？」繳完管理費，莊主便帶我們到安排的營位，只見四周的營位幾乎都已紮滿帳

篷，接著帶我們認識周遭的環境設施，廁所很乾淨，還有一大桶 50 加侖容量的燒柴式熱水器

燒的熱水可供擦臉熱敷，洗手台清涼的山泉水讓人愉悅，能紮營在當年的駐在所，四周環繞

原始山林，這感覺實在太棒了。整理好帳篷鋪好睡袋，便到廚房開伙煮飯，廚房非常熱鬧，

一張張原木製作的大桌子都坐滿了正在煮飯的山友，牆壁上有張告示提醒大家，「自己的垃圾

與廚餘請自己隨身帶下山。愛，就是把飯吃光光，因為吃光了就沒有廚餘需要背啦」，因為這

裡所有的垃圾，都是由部落的朋友定期每周上山來揹下山的。 

  吃飽飯到管理站烤火，只見屋內牆壁上掛滿各式各樣以木頭、黃藤、織布、琉璃珠、鐵

器等素材所製作的銅山駐在所專屬紀念品，還有畫有整條太平山南澳步道插畫的美麗頭巾，

印有銅山駐在所的排汗衣，尤其幾塊手工編織的布匹超有質感，上面還繡有「銅山駐在所」

五個字，以傳統泰雅族手工藝製作的紀念品實在太精美了，真想通通買回家！莊主說，沿著

步道一路下去，還會經過矢櫃及朝日兩個駐在所，也都是由金洋部落經營管理，話一說完，

莊主舉起手上的探照燈揮一揮，問屋子裡所有的山友：「要不要一起去散個步啊！」一群人跟

著莊主來到古道上，沒一會只見莊主將燈打向一棵樹稍，一隻大赤鼯鼠正張著大大的眼睛看

著我們，模樣真是可愛，再走一會，又看到一隻貓頭鷹，可惜一下子就飛走了，泰雅族的莊

主真是好眼力，繼承獵人的優秀血統，夜晚山林中的動物都躲不過他的雙眼。 

  第二天繼續步道行程，來到一座小溪，只見兩名泰雅族的朋友正在以鐵絲、老虎鉗及鋸

子整修過溪的竹橋，原來是兩周前颱風的雨勢太大，連小溪都溪水暴漲沖壞了竹橋的一小段，

他們倆人砍了新的竹子要來替換損壞的結構，修橋的師父說，這幾天他們已經維護了古道上

將近十座跨越小溪溝的竹橋了，雖然竹橋有時會被大水沖壞，但滿山的竹子當原料，搭建及

維護竹橋又相當容易，幾個人用簡單的手工具與一卷剛鐵絲就能搞定，實在很適合應用在物

資不易抵達的深山中。 

  走了一整天路，途中經過了兩個駐在所，終於來到第二晚的過夜處老流興部落。老流興

部落旁不遠處的一塊平地上，新蓋了好幾棟泰雅族傳統屋，這裡是由金岳部落的社區發展協

會經營管理，想當年，整個老流興部落遺址上可是蓋著滿滿的這種由木頭及石板所構成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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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屋，一定超壯觀。今晚可以不用睡帳篷了，因為事先訂到了傳統屋的床位，雖然是大通鋪，

但能住在這麼有特色的傳統屋中，讓我十分期待，今晚的晚餐也不用自己煮，因為這裡有有

泰雅風味餐可以點用，所有的餐點都是由金岳部落的部落廚房所研發，使用各種在地食材，

能在深山裡吃到這麼有特色又美味的風味餐，真的是太感動了。 

  隔天清晨用完早餐，莊主邀請大家到舊部落的台階地上巡禮，只見每一戶房屋的遺址都

整理的乾乾淨淨，旁邊還有立牌說明這是誰的老家，來到部落旁的湧泉處，莊主解說這湧泉

是當年日本人專用的水源，部落不能使用，部落居民的用水是另外從高處溪流引水來用。回

到管理中心，看到紀念品中有賣縮小版的以黃藤所編織的泰雅族背架，木牌上有以燒灼方式

烙印的流興兩個字，真是太有特色了，當下買一個作為紀念。 

  吃飽喝足買完紀念品，莊主在我們臨走前的給我們一張名片，上面是他在南澳金岳部落

家的地址與電話，他說他家中還有更多更大型的泰雅族藤編的生活用具，歡迎我們下山後可

以去他家拜訪，這真是讓我太期待太興奮了，下山後一定要去！今天就要趕下山了，離開老

流興後再次經過朝日駐在所，步道沿著富太山南側的山腰，這段路不屬於南澳古道，因為原

本經過舊武塔部落的古道有一段已經完全崩壞，現在這條山徑是泰雅族人新闢的路。 

  傍晚來到楠子駐在所，到管理中心小憩片刻，看著前方跨過合流溪上有一座小巧的懸索

吊橋，聽莊主解說這座懸索橋很獨特，要拆要裝都很容易，只需要幾個人用手工具就可以進

行，且非常精簡，在大自然中毫不起眼，完全融入環境之中。從合流溪匯流口之後的南澳古

道就沿著南澳南溪畔，步道平坦好走，終於在天黑之前走到南澳古道的入口，搭上部落朋友

經營的接駁車，不到一小時就抵達南澳火車站，為這三天精彩的旅行畫上句點，說實在，排

三天走完實在有點小趕路不夠悠閒，下一次我要排四天。 

  這樣的白日夢喜歡嗎？結合部落特色的山岳遊憩真的很迷人，過程中除了欣賞自然美景，

還能與部落族人互動、體驗部落傳統文化，當然，要真實呈現這樣的一條結合部落特色，現

實中許要努力的地方還多著，但有夢最美不是嗎？南澳這片山林所擁有的潛力是非常精采的，

住在這的部落朋友是充滿智慧與人情味的，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築夢踏實。 

台灣山岳遊憩之現況 
  本文所指的山岳遊憩，其登山技術設定範圍為山岳健行(Mountain walking and trekking, 

summer)。台灣登山風氣頗為盛行，粗估參與各種型態之登山人口約有五六百萬人之多，約占

總人口數之四分之一，而國內現行山岳遊憩，主要以自然賞景探索山林溪谷為主，兼有探索

古道古蹟，或欣賞生態之美。 

  山岳遊憩與一般大眾旅遊最大的差異，在於山岳遊憩的活動範圍都位處自然山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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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環境氣候變化或意外事故時，接受社會資源的協助較為不易，無法獲得較及時的支援，

往往第一時間需仰賴自身的經驗、技術與裝備，以及隊友的協助，由於這樣的特殊性，目前

社會大眾進行山岳遊憩活動時，主要透過下列三種型式來進行： 

一、 參與登山社團 
  透過參與登山社團所舉辦的活動進行山岳遊憩，是目前國內最主要的管道，自日治時期

至今，發展出許多歷史悠久的大型登山社團，組織動員力強，活動多元出隊密集，透過社團

內部的訓練課程，可提升人員登山經驗與技術。 

二、 報名職業登山嚮導公司活動 
  近年隨著海外攀登活動的引領，國內陸續成立職業登山嚮導公司，提供多元的山岳遊憩

服務，服務人員採專業分工，有嚮導、揹工、大廚等不同任務。原住民朋友世居於台灣高山，

特別能適應高海拔的工作環境，因此近年來數個來自南投布農族所成立的職業登山嚮導公司，

經營的相當有聲有色，信譽良好，甚至承攬國家公園或林務局山區相關經營維護工作。 

三、 自組隊 
  具備一定程度的登山經驗與專業技術的山友，經常會採自組隊的方式進行山岳遊憩，行

程彈性大，且往往搭配山岳遊憩同步進行一些專業性的活動，例如山岳攝影、生態觀察、老

部落探訪、踏查台灣早期林業發展遺跡、森林鐵路、舊路踏查等等。 

  台灣山林具備非常好的山岳遊憩條件，除了吸引國人熱於參與，近年來也吸引了許多來

自香港、日本等周邊國家愛好登山健行的國際山友前來，大致上也是透過上述型式進行。台

灣現行的活動內容大部分都侷限於純粹以登山為目的，未來朝向能推廣及吸引更多人參與有

益身心健康的山岳遊憩活動發展，結合部落特色的山岳遊憩活動將是值得推動的突破方式之

一。透過各種部落特色體驗活動的加入，即使同一條步道路線，可設計出包括各種長短天數，

各種體力要求，內容更豐富的山岳遊憩體驗行程，突破以往追求「到此一遊」的框架思維，

扭轉為體驗式的登山生態旅遊，與部落交朋友，因為那山裡有我朋友，所以「一去再去」。未

來各種體驗行程的設計，只要在細節處因應上述不同的登山形式的需求，搭配各自適合的服

務方式，山岳遊憩由純粹以登山為目的，逐漸發展出結合部落特色的新模式，絕對是指日可

待的。 

結合部落特色發展山岳遊憩之願景 
  台灣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面積都屬於山岳丘陵，世居於這片山林中的原住民族目前已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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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十六族，這些多元而豐富的部落文化，含括了各種生活於山林中所累積出來的生活智慧，

不論是建築、焚墾、狩獵，原住民族以其獨特的生活方式與山林共存共榮。若能以既有之山

岳遊憩為基礎，投注資源建立以山岳生態旅行為目標的山岳遊憩發展模式，台灣的山岳遊憩

環境必將能受到國際的重視，並吸引國際人士前來參與，將能提升國際對台灣的認識。山岳

遊憩結合部落特色可以從下列四個面相來努力： 

一、 具備人文深度的山岳遊憩 
  台灣的山林自古以來都是原住民族傳統生活的領域，不論是部落的遷移，或是不同部落

族群間的互動，都保有珍貴的口述歷史、神話，聖地、祖靈地、獵場等等。此外經歷清朝、

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來台，原住民族與漢人之間的互動，在山林中亦留下許多的歷史與

遺跡，這些都是屬於台灣山林中獨特的文化元素，更是珍貴的世界遺產。重新自山林中將這

些歷史與遺跡整理出來，並以嚴謹的態度保存維護，進而活化利用，賦予傳承文化的重責大

任，尤其透過部落族人的共管、維護及利用，這將是推動結合部落特色發展山岳遊憩最重要

的願景。 

二、 重用部落傳統專業技能的山岳遊憩 
  發展結合部落特色的山岳遊憩，建立尊重部落共識、尊重達人、重視分工的觀念與相關

規定，是決定能否長期運作的重要因素。一條長程步道的經營與維護，若能依循部落傳統技

能，獲得部落共識的支持，將能發揮最大的成效。 

1. 以舊部落的經營管理為例，舊部落是部落非常重視的傳統領域，擁有相當多的文化遺跡，

同時也是水源所在、適合休憩的營地所在，透過部落的共識，共同經營管理，一方面可

以傳承文化、以傳統工法維護遺跡、保護水源，另一方面可以資源活化，進行解說導覽、

販售傳統編織、藤編等工藝紀念品，提供部落族人於舊部落傳統領域工作機會。此外還

可推廣部落文化，讓更多人了解部落中蘊藏的生活智慧與獨特珍貴技藝。 

2. 長程的山岳遊憩必定有協作的服務需求，透過部落的分工合作，提供在地食材、特色風味

餐、專業嚮導兼解說員、協作背工、緊急救援等等不同任務導向的專業建立，將能形成

完善具部落特色的人性化服務產業供應鏈，提供部落族人於傳統領域擔任協作工作機

會。 

3. 長程的山岳步道首重安全，但無須過度人工化，路跡明確不易發生迷途即可，強調對環境

的干擾及破壞應盡量避免，透過部落中技能高明的族人擔任維護管理，只要有族人經常

的使用走動，砍草移除風倒木，即可維護良好。即使發生崩塌，亦可委由部落族人另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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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無須強行在崩塌地闢路。遇河過溪則因地制宜，有固定需求的過溪點可設置現代

化快拆型懸索橋(鐵線橋)，季節性需求的便橋可設置就地取材的原住民傳統木橋、竹橋，

一切優先以便於部落族人以人力、手工具及傳統技術可以維護為原則。 

三、 同時兼具備文化傳承及永續觀念的山岳遊憩 
  狩獵文化是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傳承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部分，以往站在生態保育的立場，

以及愛護生命的立場，往往予以否定以及汙名化。反觀歐美、日本等保育先進國家，經由嚴

謹的研究數據，早已證實傳統的狩獵文化不但無害於環境生態，甚至有助於生態平衡，因為

人類傳統生活本來就融入生態環境中。以上論述並不是要推廣狩獵，而是要提倡一種理念，

傳統的狩獵文化應該予以尊重，山岳遊憩活動若能結合部落狩獵文化中部份的體驗活動，其

實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步道沿途虎頭蜂窩的摘除、野生蜂蜜的採集、以魚藤觀察溪流中的魚

類等等。過往由於錯誤的登山觀念，山岳遊憩中經常製造大量的人為垃圾遺留於山林環境中，

透過部落的管理，希望能落實執行清淨山林的觀念，達到永續經營的山岳遊憩， 

四、 具備人性化與專業服務的山岳遊憩 
  台灣的山岳遊憩自日治時期啟蒙，經歷數十年的各自發展，比較現今日本與台灣的山岳

遊憩，日本在人性化服務的區塊，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借鏡與學習。去過日本登山的山友都

會發現，日本的山岳步道都盡量維持自然，避免人工設施，垃圾也少，但避難小屋內部則提

供非常高品質的人性化服務，落實使用者付費，未來部落經營步道沿途宿營地時，亦應採取

使用者付費的機制，不論是廁所維護、廢棄物處理、食宿服務，都應採取尊重專業的方式經

營管理。 

結合部落特色建構南澳太平山長程步道系統 
  景色秀麗的太平山，若能透過既有的台灣山毛櫸步道，聯結串聯目前荒廢的日治時期蕃

地寒溪道路銅山駐在所至朝日駐在所，再銜接流興、連結南澳古道，無疑將是北台灣山林中

最具登上國際舞台潛力的長程山岳步道系統。本步道系統除了擁有太平山豐沛的自然景觀與

伐木歷史景觀，銅山及雅音山一帶源自冰河時期孓遺之珍貴稀有植物台灣山毛櫸（台灣水青

岡）林相優美，沿途途經數個日治時期的駐在所以及泰雅族南澳群舊部落遺址，還有和平北

溪流域豐沛的野生動物資源與天然溫泉露頭，尤其南澳泰雅族各部落保有珍貴的狩獵、藤編、

織布、口簧琴等泰雅族文化之美。一條步道能同時含括如此豐富精采的各種元素，且沿途所

經過的山林都處在自然原始狀態中，非常珍貴。以下將分別針對步道的硬體建構與部落特色

的軟體資源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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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結合部落特色建構步道硬體 
1. 長程山岳步道使用者的需求 

長程山岳遊憩步道的使用對象設定為平時熱愛參與戶外活動的人群為主，對於這樣的使

用對象，步道的安全考量將著重於步道路徑清楚，至於路況的各種變化及通過地形的方

式，可接受度非常大，只要不會造成迷途，對於經常從事山岳遊憩經驗豐富的山友即已

足夠，也因此步道維護盡量維持原始設置時的風貌即可。 

2. 融入自然的手作步道與就地取材 

這些古老的步道本來就是以手作步道的方式所開闢的，盡量避免水泥化，僅需就地取材

以石塊、風倒木、夯土、導水溝等方式稍加整理，對自然環境的干擾降到最低，相對也

不易遭遇天災破壞。 

3. 手工具即可維護之懸索橋 

台灣山林步道中現存別具特色的歷史古橋，都是日治時期所建造的懸索橋，山界又習慣

稱作鐵線橋。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日本的懸索橋造橋技術已發展的更為輕巧，尤其小型

的懸索橋，僅需於兩岸建設小巧牢固的兩支固定桿，其餘組成橋梁的鋼索及零組件都已

精簡及輕量化到以手工具與人力即可架設及拆卸。以日本上高地通往涸澤小屋途中的本

谷橋為例，每當冬季結束雪融成溪，就會派員以手工具組裝懸索橋，等到雪季來臨前，

又派員予以拆除，拆裝維護相當容易。這樣的懸索橋非常適合引進於台灣的步道，既融

入環境，又維護容易，最讓人驚豔的是橋兩端基座的設置對環境的干擾非常小。 

4. 就地取材的部落傳統木橋與竹橋 

當步道通過一些地形或溪流時，建議可採用部落傳統技術搭建的木橋或竹橋，也許颱風

季節會被沖毀，但這些以自然素材就地取材所建造的橋，非常融入環境，且山林中容易

取得材料，融合部落傳統工藝與智慧，以人力及手工具即可搭建，安全又好維護。 

二、如何結合部落特色建構步道相關服務產業 
1. 舊部落及舊駐在所遺址活化利用：舊部落遺址及駐在所屬於部落珍貴文化資產，絕不可隨

意侵犯，但腹地相對較為廣大，建議於遺址附近另覓適當地點建立服務中心，並採泰雅

族傳統屋建築，新舊並存。所有的服務中心，應交由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管理。藉由

步道沿途傳統屋的興建與維護，可培育部落專業造屋人才，傳承珍貴傳統文化。 

2. 南澳各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可組成服務團隊，內部針對嚮導、解說員、揹工、廚師、營地管

理員進行人員訓練，提升專業能力，追求服務品質一致。如此可提供工作機會，讓更多

年輕人可以留在部落工作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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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泰雅傳統文化產業，一方面培育人才傳承藤編、織布、口簧琴製作與吹奏等傳統文化

技藝專業技術，一方面提供各式具部落特色之紀念品販售，提升部落收入。 

4. 泰雅族南湖大山學區部落學校：位於武塔國小的泰雅族部落學校是南澳非常重要的部落文

化傳承基地，透過部落的觀點在正規教育體制之外，為部落的青少年打造出學習傳統知

識的環境，以復振族語與文化，建立原住民學生對部落的認同感。畢業的學生若能持續

投入結合部落特色所建構步道相關服務產業，將能應用所學，繼續精進傳統知識與技能。 

政府部門或非政府組織與南澳金岳部落合作實務經驗分享 
  依據筆者這幾年與南澳鄉金岳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合作之觀察與實務經驗，有下列心得： 

一、 政府部門與金岳部落之合作 
  政府部門與部落的互動，最高原則就是在必須尊重部落的自主意願為前提下達到所設定

的目標，當然政府可透過提供資源徵求計畫的手段，引導部落內部有協調能力的士紳挺身而

出，由內部凝聚部落共識，透過社區發展協會提出計畫。當部落有意願推動時，建議政府部

門於計畫推動的前幾年應盡量滿足部落於計畫中編列之人事薪資，以作為吸引曾在外求學之

年輕族人願意返回部落貢獻所學的基本保障，依據經驗，這些學有專精具有能力的年輕族人

對部落而言非常珍貴，且往往是成敗的關鍵，透過返鄉年輕族人較強的執行力與行政能力，

部落才有能力依照政府相關規定來推動計畫的執行。雖然政府現行計畫主要是以一年為執行

期限，建議政府部門能參考該部落當年計畫的執行成效，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有潛力者持

續給予人事經費支持，一般來說至少約需三至五年的時間甚至更久，部落社區營造才能形成

新的產業雛型，讓年輕的族人可以長久的留在部落發展，一旦產業形成，即可達成自給自足

的階段成果。 

二、 非政府組織與金岳部落之合作 
  非政府組織與部落的互動，最高原則依舊是必須尊重部落的自主意願，但要扮演的角色

則是合作夥伴，由非政府組織扮演部落與消費者間實務面溝通的橋樑，部落則扮演發掘與恢

復傳統的文化的提供者，透過實際的操演與修正，逐步發展結合部落特色的山岳遊憩活動。

一般山友與部落朋友，對於山林中的許多認知是有落差的，舉個例子來說，部落的朋友說安

排走一個鐘頭輕鬆可到的行程，但實際上一般山友有可能得走了兩個鐘頭才到同時累得要命。

隨著實務經驗的增加，部落越來越能掌握各種山岳遊憩活動的細節，非政府組織也就可以逐

漸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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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具執行力的南澳金岳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南澳金岳部落社區發展協會是南澳各部落中執行力最好的組織之一，整個部落的凝聚力

這幾年來非常強，返鄉參與部落營造的年輕人也逐漸增加，目前已經發展出結合部落特色的

山岳遊憩活動，並在今年的旅展推出商品販售。金岳部落近年來開始每年或隔年都會舉辦尋

根活動，由耆老帶領部落年輕族人返回舊部落流興尋根，同時整理舊部落，在舊部落紀錄下

耆老的口述歷史，進行文化傳承。未來不論是官方，或是非政府組織，若有任何組織要在南

澳尋求在地部落的合作，金岳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將是最推薦的合作夥伴。 

結論 
  路是由人走出來的，每一條山徑都有屬於他自己的故事，太平山南澳步道系統的靈魂在

於世居於此的泰雅族南澳群，若能結合部落特色發展山岳遊憩，不只是提供出一條受人喜愛

的山徑，更將對泰雅族人繼續保有及活化傳統文化有莫大的幫助。當整個步道系統貫通之後，

全程約需三至四天，不論是登山協作、步道維護、環境保育、文化體驗，都需要人力的投入

及後勤支援，若能同步與南澳現行之各社區發展協會相結合，從規劃初期就讓南澳族人可以

共同參與步道各方面的規劃、建構，乃至於未來經營管理，將能確保呈現出本步道系統獨特

的部落文化風貌，同時提供舞台協助部落傳承珍貴的文化，實踐山岳生態旅遊的精神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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