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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禮部落生態旅遊分享篇— 

極端氣候在雲端部落的自然相遇 

包基成* 

  感恩「保育天使」陳美惠教授的引薦能與大家分享，十二年來投入阿禮部落人文關懷、

環境保護與生態旅遊的指導與陪伴。 

  憶起從九二一大地震，再歷經無數次恆春半島落山風的吹襲，開啟社頂部落生態旅遊的

培訓課程與訓練，話到雲端阿禮推動生態遊又遭逢莫拉克風災的肆虐，上山下海為這塊土地、

這群同胞拚搏的歲月，魯凱族阿禮部落族人賜名給她Cemedhase(和煦的陽光)與Samelrenge(馨

香遠播)自有他不凡的付出與辛勞，冒著生命危險、親愛土地人民的典範與故事，至今仍深深

感動，部落發展史添了「悲憫上帝的兒女」行腳在殘破山河的故事，因為有陳老師，我們相

見歡，共話十年滄桑。     

  談「部落生態」、「永續經營」應回歸教育的本質，部落的願景，著眼於以「部落本位」的

「內省自律」，提出具體內容如下：（一）賡續優良傳統文化，發展部落本位教育。（二）深化

生態旅遊專業，培訓人才經營部落。（三）發揮策略聯盟功能，結合社區組織共識。（四）提

昇社區草根意識，型塑對話平台機制。以教育為手段，透過計劃的宣導、推動執行、檢討修

正、再實施等步驟，並針對阿禮部落－－老、中、青、幼的同胞，或探訪阿禮的遊客、研究學

者、慈善團體，施以深度的魯凱文化課程，也提供公部門、民間團體（部落各協會）、部落各

教會「策略聯盟」合作的共識與方向，發揮統合的意志與資源，落實「在地再造」「復興運動」

所建構「靜淨靚敬競進」的願景。因為氣候不穩定，大多數的族人被迫遷到平地––長治百

合部落園區「永久屋」，阿禮部落推動生態旅遊，仍是未定之天！  

  十多年來，學術單位陳老師團隊進駐部落，持續推動「里山倡議」、「林下經濟」、「老人

關懷」等蹲點輔導與陪伴，若以陳教授開始推動阿禮生態旅遊的時間(2007 年)為標的，歷經

莫拉克到面臨 2018 年 9 月 18 日山竹颱風災變，自有前後不同層次的作為與成就，換句話說，

「生態旅遊」的推動，務必產、官、學、研、N(慈善團體)的五力結合才能成事，成事在人的

協力合作，但要成功，仍在天意，阿禮部落極端氣候無論如何都勉力前行，一直面對艱辛的

困境與挑戰，該如何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如何在瞬息萬變的氣候中推動生態旅遊？又如何在

政治意識型態介入體制中，實踐最大公約數的社會責任？挑戰難關，關關難過…，還是那句

老話：「走不完仍要啟程，我會在雲端上的阿禮與你們自然的相遇。」，「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的劃設，仍得仰賴五方協力推動向前。 

                                                 
*魯凱民族議會主席、魯凱族阿禮部落傳統領袖 (大頭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