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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登山推動與「內本鹿小學」之經鹼分享

劉曼餓賣、金珮..

摘要

臺灣生態登山學校創立目的在於推廣臺灣山林文化、做為人與土地之間的橋樑,並

秉持「山是一所學校」的理念辦學。作為一個非營利團體,透過長期的培訓課程以培力

有共同理想的志工乃是協會運作上最大支柱;作為一個期許推廣登山教育的單位,我們

試圖用在地本土的觀點看待我們所需的登山課程。本文在於分享協會推動生態登山一本

土化LNT課程的經驗分享,以及建立一個與部落共行的學習場域- 「內本鹿小學」之經

驗。透過兩則以在地觀點方式發展登山課程的模式,提供第一現場經驗,期許在造樣的

交流場域,能夠對於國內本土的山林教育多樣性有所精進。

關鍵字‥

生態登山、LNT、登山教育、內本鹿

暮淡江登山社OB ,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臺灣生態登山學校理事屏束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研究所全

島黑熊調查研究助理。

叫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臺灣生態登山學校秘書長,荒野保護協會企劃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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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登山推動與「內本鹿小學」之經驗分享

劉曼儀、金珮

一、前言一臺灣登山教育現況與臺灣生態登山學校的成立1

臺灣登山協會林立,各項登山活動充斥週末假日,但是在登山教育課程方面的課程

卻不普及。學生團體以筆者大學所接觸的登山社團為例,每年定期舉辦初級嚮導、中級

嚮導訓練以及社團幹部訓練,每週山野教室課程,另設有嚮導群會議為每支登山隊伍的

品質把關。社會登山團體部份,大部分是以年度的例行性活動來辦理,雖可看到琳瑯滿

目的登山訓練,但都較無整體性的規劃,而且仍是「師徒制」較多,少有系統性與持續

性的登山訓練規劃,這突顯了臺灣的登山訓練,基本上還停留在師父禪徒弟式土法煉鋼

型的傳承(陳永龍, 2003 ;邵定國, 2001) 。目前民間所開辦以登山活動占主要比例,

教育訓練課程不多。並且課程也多以單堂講座方式進行為主,協會多以單堂講座方式進

行,缺乏課程連貫性與整合性,且課程內容多著重在登山技能面,缺乏更多樣性與深入
的思維探討山的意涵(劉曼儀, 2006) 0

2003年一群關心臺灣山林環境與教育的伙伴們發起臺灣生態登山學校,並且於2005

年正式立案成立一個非營利的登山教育機構。由於大部份的活動皆是靠輔導員來支撐,

因此定期培訓生態登山學校的輔導員是我們的固定任務與存續之計。在「讓山成為一所
學校」的重要精神指標下,我們宗旨是‥

l,保護臺灣山林的生態與人文環境0

2,推虜以環境偷理為主的登山文化0

3,深化登山過程成為探險教育,讓山成為一所學校0

4,培訓探險教育之頷導人才。

每一年我們開辦登山學校輔導員培訓課程,這是登山學校最重要的活動,透過這項

指標課程我們不段培力更多人了解山林教育的推動,輔導員除了要具備登山技能外,亦

要能夠對眾人傳達登山學校的理念,且必須具備統籌規劃活動課程的能力,因此需要長

璋間的培訓與累積經驗,再加上強烈的興趣與熱誠才能造就出獨當一面的輔導員,自此

也才能開始進行山這所學校下各式各樣主題與課程的推動。這三年來我們所推動過的課

捏包括四季南湖小學主題課程、 LNT實驗班、與林務局合辦LNT愛自然體驗營、古三

慧溯溪隊、默默郊山無影腳一日郊山活動、室內「大背包小學堂」推廣課程、野外求生

課程、山power讀書會以及與部落共行的內本鹿小學⋯ ⋯等,以上課程完全都是由協會

輔導員以志工方式在推動自己與登山學校的夢想。本文重點即在於探討推動LNT課程

以及一個嘗試與部落合作的登山課程之經驗分享。

臺灣生態登山學校由「社團法人臺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所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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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NT實鹼課與生態登山的實踐

近年由於林務局推動「無痕山林運動」 ,讓Leave No Trace這樣的戶外原則在國家

公園與登山步道大為曝光。在林務局尚未推動該運動之時,生態登山學校已將LNT納

入必修課程,早期在LNT尚末廣為人知之前,生態登山來指涉LNT (連志展, 2003 ;

鄭廷賦, 2004) ,但在經過多次的討論與正名,生態登山所指的是一種基於自然環境的

登山方式,對於自然環境有強烈的保護意識,其內容向度應包含生態知識層面、情意態

度層面,以及技能層面的操作原則。奠基在這樣的基礎下,我們便開始規劃一套我們心

中所認為的LNT課程與實驗方式。

(一) 、本土實謹研究與廚餘實鹼

有感於高山上的營地或山屋旁常有被山友任意傾倒的廚餘,引來黃鼠狼或酒紅朱

雀、金翼白眉等山鳥前來取食而改變食性, 2006年7月登山學校LNT小組發起了長達

近一年的實驗行動。初步構想是在山下以定點定時的方式記錄廚餘的腐化速率,等實驗

步驟成熟後再把經驗複製到高山。

愚公移山的實驗精神

廚餘實驗觀察定點選在富陽森林公園,每月記錄一次。由於大家對「實驗」這件事

都是新手,缺乏實務經驗,所以實驗方法和步驟幾乎是土法煉鋼,透過每月不斷地討論

和修正,除希望把變因減到最少,儘量符合科學原則外,還要考慮觀察記錄的容易度。

所以光是該用何種容器裝樣本、怎麼觀察不會造成干擾、如何放樣本才能接觸到土壤又

不會被泥水滲透而無法辨識等問題,就讓大家傷透腦筋。另外樣本的種類也要多元,希

望能與山上常見的廚餘種類類似,因此原本第一次只有米飯,到後來新增殼類、菜飯廚

餘、乾麵條、衛生紙及可分解塑膠袋等。甚至最後還在鄰近的福州山稜線上新闢戰場,

設立對照組來比較日照多且乾燥的環境,是否比遮陰多且潮濕的森林區腐化速率慢(實

驗過程大要可參閱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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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6年7月-2007年5月廚餘貴臉觀寨央討輪

日期 內容 

2006年 

7/15 

選定實驗區,以稀飯為樣本,分別埋至12個不同的洞中,預計每月挖起一個做觀 

察。 

8/20 

1.挖出第一個樣本,發現腐化速度很快,且在土壤和雨水的作用下混成一團,難 

以觀察。 

2.討論替代方案‥用600c.c.透明空保特瓶做容器,開口切開與土壤接觸,每次只 

要挖開周圍的土即可觀察,減少拿起又放入的干擾。 

9/16 重放裝滿米飯的保特瓶樣本,將其餘Il個果凍盒全部挖起。 

10/28 

1.米飯約腐化五分之一。選福州山稜線為對照組的掩埋地,比較潮濕與光照兩個 

環境不同是否會造成腐化速率的差異。 

2.掩埋類別更多樣化,包括殼類、菜飯廚餘、乾麵條、衛生紙或報紙、可分解塑 

膠袋等。各準備兩份。 

11/26 兩份相同樣本分別埋在A點(潮濕)和B點(陽光)兩處。 

12/22 

A、B兩定點開洞,熟廚餘完全不見,只有麵條有明顯差異,稜線腐化速率較慢, 

其他類別幾乎都差不多。猜測也許是高度差不夠,所以看不出差別。 

2007年 

l/21 

A點(潮濕)麵條已腐化3/4,且佈滿綠色菌絲oB點(陽光)僅腐化l/40報紙、 

衛生紙和可分解塑膠袋都完好無缺。 

3/04 A點(潮濕)衛生紙已完全不見,麵條腐化更多,其他與前次無差。 

5/ll 挖出所有樣本,廚餘實驗走入尾聲。 

實驗的一小步,行動的一大步,歷經一年的實驗觀察,可推論出小小的結論,那就

是低海拔廚餘分解的速率沒有想像中的快速。尤其後來在森林底層的潮濕區和山頂稜線

的陽光區分別埋入相同的樣本作為對照,更可發現日照與濕度對腐化速率的影響,以乾

麵條和衛生紙為例,陽光充足且乾燥的地點,腐化明顯較為緩慢。

雖然實驗方法仍不夠專業,也顯得粗糙、陽春,但這是在地登山者對LNT實證研

究的起步,期待能拋磚引玉,有更多本土的行動或研究數據,找出屬於臺灣自己的路。

(二) 、三天以上的LNT爐鹼營

Daniels和Marion(2005)曾指出,環境教育要達到效果,仰賴幾個要素,包括‥場域

(setting) ,參與時間長短(duration of invoIvement) ,情意(affective component)和實務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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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practical actions) o LNT目前所推動種子教師培訓課程(Trainer) ,雖也著重

戶外場域的教學情境以及實務操作,並強調價值澄清,不過兩天一夜時間過短,所學有

限,大多侷限於七大原則的技能教學;而LNT知識又非僅是照本宣科就可得知精髓,

重點在於因地制宜,親身實踐。基於此,登山學校在LNT基礎課程外,於2007年6月

底嘗試舉辦三天兩夜LNT體驗營,考慮攀登地點的首要條件是路程不能太長、太趕,

否則光是走路就耗去大半時間,根本無法進行課程。同時最好沒有山屋,須要野地宿營,

如此關於營地選擇、廢棄物處理等課題才有實務操作的機會。統合上述的考量後,最後

選擇一般登山者僅要兩天即可完成的合歡北山天鑾池作為課程地點,學員親自走一遭,

可把LNT和山上生活做很自然的連結。

此外在LNT的學習上,經驗也是重要的一環,不光是技能操作(比如挖貓洞、清洗

鍋具)而已,更多是在面對不同環境條件時,個人判斷依據所建構起來的經驗,這個情

境實踐的經驗比技能操作還要重要。尤其當學員面臨著環境特殊性、氣候濕冷、天數長

短、體能負荷等種種外在條件的交互影響時,對LNT的實踐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感受。

比如帶個人排遺下山,天數就是極大的考驗,還有如何遠離步道解決上廁所的問題,面

對環墳艱困是否還能堅定意志挖一個符合LNT標準的貓洞2等。學員們透過具體經驗的

觀察或反思,發現LNT有它的限制性和不易執行,漸漸地建立起自我衡量的依據, LNT

不再是死的原則,而是可以活用於任何人和任何環境,在個人能力、需求及環境保護間

找到平衡點。

(三)、既要LNT,也要愛自然

LNT的核心精神在於「尊重」 ,認同動植物、土壤、水源等整體自然環境都有生存

的權利與價值,而能意識到個人對降低環境衝擊具有責任,其內在的哲學思維就是土地

倫理的展現。不過,在LNT實際教育現場發瑰,這種不以人為本,而是顧及生態整體

性的價值觀,非透過文字或口述傳達就能立即體會或建立的,它是一種情意的層次,一

種人與自然關係的建立,一種地方感的認同。

曾有學員表示, LNT原則教導他很多保護自然的方法,他也的確一一奉行,但動機

是出於遵守規範,而非因為對環境的同理關懷。這中闆的斷層是什麼呢?是與自然情感

面的聯結。所以2008年的LNT體驗營與林務局合作,以「愛自然」為主軸, LNT不再

是LeaveNo T[ace的縮寫,而是「Love Nature Tbgether」 !我們以攀登雪山為目標,規畫

一系列的課程,從行前準備開始,細膩地思考糧食和裝備該如何降低環境衝擊,最後在

山上,更試圖建造一座橋樑把人和自然的關係重新連結起來,透過自然體驗、繪本、獨

處靜默、團體分享等方式,讓學員學習用不一樣的眼睛和心靈去感應周遭的世界。我們

相信當個體的感官更細膩敏銳,才能增添更深層的覺知,而這也是產生倫理和責任意識

的鑰匙。

2貓洞的大小建議為15-20公分,相當於一個手掌的深度及寬度,掩埋前可用樹枝將排遺與部分土壤混

合,以加速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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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貼近土地‥ 「內本鹿小學」 -一與部落共行的學習計畫

(一) 、圉內登山課程與部落結合的現況

2003年因為碩士論文的關係,筆者開始認真調查國內現有的登山教育課程開始,便

走上這一條未知無盡的道路上。當時研究發現國內缺乏長期且有規劃的專業登山課程與

執行單位(劉曼儀, 2006) ,雖然在我所屬協會一臺灣生態登山學校企圖規劃長期登山輔

導員培訓課程,但目前僅能算提供一個基礎先備課程階段,在國內更進階的登山課程求

助無門的狀況下,這也難怪國內不少登山者傾向到國外像NOLS這般登山學校上課。

臺灣是個多山的島嶼,早在沒有地圖和GPS的年代,已經有原住民居住在山裡「生

活」 ,這種長期在山裡的生活經驗知識轉化成為屬於山人的「生態智慧」 、 「民族生態學」 。

也許坊間不乏一些對於原住民充滿異想的「文化」活動,不過就同樣在山裡活動的登山

者而言,學習部落的生態智慧卻是非常實用可貴的知識!如先前所言國內登山協會對於

長期規劃的登山課程付之闕如,更別提與原住民合作的登山教育課程。放眼望去目前登

」協會所辦理與原住民上山的活動中3 ,大多可以發現的是短期的上山活動,在活動當

中做中學,但是為了活動的可複製性,或是進階課程開發上的侷限,一直無法看到對於

京住民登山更深一層的探究0

2007年3月我開始了一個跟山有關的全職工作一臺灣黑熊調查之研究助理,這個工

乍促使我大量的到山上做調查,大量的接觸部落。因為要獲得山上野生動物的訊息,我

≡千接觸的大多是熟悉山林的獵人,因為我們都喜歡山,有共同的嚮往所以在這項事物上

嘈是特別容易得到共鳴!除了對於狩獵議題帶點防備心,礙於現今的法令無法開懷的說

三實情,只要一聊到山部落大多數人眼睛都會亮了起來與你侃侃而談!每個部落都有屬

二洎己的領域,即使政府沒有明文規定,但那樣的界線卻十分清晰,而且是長久以來部

牽與部落之間不成文的默契,要知道山裡的狀況,找部落的人問最清楚!

也是因為訪談的關係我接觸到延平鄉桃源村的內本鹿後代們(布農族郡社與鸞社群

三主) ,與這個部落更像是「因為喜歡山」而湊在一起,那種強烈的吸力促使我在2008

三跨年與他們同回內本鹿老家進行20天的家屋重建工作。在這其間我彷彿在接受另外

一種登山教育,一套屬於部落的知識體系!不僅只於環境本身,而是人與環境過去的連

-≡(林班路、揹工路、古道、工寮、獵寮、石版屋、駐在所) ,這些山裡的內涵透過部落

「哥的傳達更為深刻、真實!這是一種跟一般登山隊伍上山享受不到的知識與滿足,更

二一毒那舉手投足間的生活習慣與自然觀!在與世隔絕的20天裡,我想也許這就是個好

穹會,而我也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內本鹿的寶(山、人) ,我開始醞釀「內本鹿小學」的

÷≡嚎。

三二3登山會所辦理的「獵人學校一哈盆生態與人文學深度體驗」以及基地營、米亞桑所辦理「獵人生活

甚寂營」,活動以3-5天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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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山之石-Tracker School的啟發

「追蹤師系列」的書近年在臺灣很熱門,多虧筆名為「達娃」的譯者及其出版社將

這套書籍轉介給國人。原著作者Tbm Brown(1978/2007)本身在幼年時期因緣際會(或者

說是他的天命)受到印地安式教育的啟蒙,造就他本身行為與思想上的獨特,傳授他這

些野地技能與感知能力的是一位稱作「祖父」的印地安人,這位祖父本身就是個傳奇,

終其一身在追求新知與自我的追尋。而Tbm Browm除了為祖父立傳之外,更透過文字

的力量把這些野外求生與追蹤的技能以及自然哲學觀轉化成一本本適合社會大眾閱讀

的書籍,除此之外更成立了一個Tracker School來傳授、延續這些古老智慧o目前Tracker

School所開設的主要系列課程包括Philosophy , Leaching , Healing , Prophecy/Vision ,

Scout , Survival Skills , Tracking ,每個系列下又細分許多的分支課程。

從Tbm Brown的寫作內容發現,他所欲傳達的祖父式的思想,也許是普遍通用於全

世界第四世界的原住民們,對於環境的覺知(Awareness)能力是發自於把自然當做一種

「生活空間」進而衍生出的共處方式。不過,最令我佩服的是Tom Brown把這一切紀錄

的如此詳實,在我們只能得到三本中文翻譯書時,其實他已經寫完十幾本書,更不用提

一些類似野外求生的工具書。而他在1978年所成立的Tracker School也影響了數千人的

參與共學。

(三)、開始部落、開始內本鹿

在開始投入登山教育的研究之時我一直掛念著部落這塊,也許是出自於某種山與山

的牽引,我總是認為要了解山一定得涵蓋原住民這一塊。我們曾經邀請獵人學校的創辦

人Sakinu作為輔導員的講師分享原住民的土地倫理,兩小時半的課Sakinu唱作俱佳,

總是讓人印象深刻,但那樣的「印象」又是怎樣的印象!我想是帶著一種對於部落、對

於原住民帶著距離的觀看。但是我仍在他的分享裡找到一些我所需要的能量‥

這一刻讓我感受到人有顏色,我最喜歡看人背後的顏色人本來就是有顏色的。人

說話是一個圖騰,眼神的記憶來自於背後有一種風,我們稱「dediau」 O你會感應感受非

常強,關於這群人的眼神透露著是跟你相同相吸,不分族群沒有分種族,因為我們都

喜歡,叫做「自然」 ,不然你不會闖入我們所熟悉的地方(撒可努,課堂逐字稿,民國94

年5月14日)。

除了邀請像Sakinu這樣的人到登山學校分享外,我們也試圖辦過兩天一夜的野外求

生營,選擇與宜蘭南山村的部落朋友合作,走獵路、住寮子、學取材生火⋯等等。並且

於2008年6月到獵人學校取經舉辦兩天一夜的建教合作, Sakinu的拉勞蘭(香蘭部落)

團隊教了我們五件事「運用天然的繩子」 、 「因地制宜的搭寮模式」 、 「生火」 、 「省力揹人

帶」還有「省力挖土棒」 ,並且預約冬天來臨時要進行更進階的課程。

在這些過程當中我所感受到的是施與受兩者的福,部落人作為施者他們分享了他們

所了解擅長的,身為受者的我們卻得到不一樣的體驗!一種不同於普遍登山觀念的方式

與概念,某種程度也滿足了一群對這樣智讖有所嚮往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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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內本鹿小畢的課程目棣與執行方式

內本鹿小學的目標在於與部落結合開設一系列本土登山教育課程,因此挖掘在地資

源,建立與部落的夥伴關係,是開辦初期最大的挑戰。強調與部落合作自然是師法部落

講師,尋找適合的部落人作為傳承知識與技能的講師,並且共同來思考可行的教材與課

程運作模式。

在「山是一所學校」的重要精神下,我們希望可以展現「一山多特色」 ,我們所賴

以為師的,沒有任何一張關於登山的「證照」或「結業證書」 ,他們所擁有的是「長期

的、在地的山林生活經驗與知識」 ,可以帶領更多人了解我們的山,所擁有的不只是技

術,而是長年累月所醞釀出來的知識系統與價值。內本鹿小學的目標在於:

1.建立內本鹿小學與部落共行的夥伴關係0

2.透過部落朋友的帶領,去學習其山林生活方式與自然觀0

3.著重內本鹿山區的教育內涵、以部落為主體來發展山林教育課程0

4.深厚內本鹿文化,強化山的內涵與教育意義0

5.規劃一套具有內本鹿特色的「原style登山課程」 。

黃武雄(2004)在《學校在窗外》提出￣孩子為了什麼去上學? 」是為了「打開經驗世

界,發展抽象能力,以便與世界真正的連結」 。陳永龍(2005)亦沿用這樣的概念來說明「登

山學校」的目的,在於走進山林, 「為了打開經驗世界(感性) 、發展抽象能力(理性) ,來

與大自然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結」 。推動內本鹿小學的行動,其重要性如下‥

1.登山教育的深化與行動

內本鹿小學的目的不在於推廣一個容易複製的登山商品化,而是在運作一個登山教

育志業,將教育化作一種行動力!在期間深耕「山、內本鹿、原住民」的內涵0

2.推勤原住民部落建立山林學校傳承教育

「內本鹿小學」是一個新的嘗試,結合原住民部落,在過往的經驗當中,我發現部

落的人會因為我們的重視(或者說外界的造訪與學習) ,而慢慢「正視」他們所擁有的傳

統技能與價值。 「內本鹿小學」可以作為一個先驅實驗,與部落共同經營的夢想,在培

力他人與自己的過程,讓部落本身重視他們本身擁有的,進而能發展出獨特的辦學特色

與內容!

如果「內本鹿小學」成功運作,這樣的模式也可以帶給臺灣其他各部落,也許「南

山小學」 (宜蘭南山村) 、 「丹大小學」 (南投) 、 「舊好茶小學」 (屏東)⋯等都可以陸續運作,

當臺灣其他各地的部落開始發展自己的山林學校,相信原住民會再度拾起血液中與山林

的連結,而臺灣的登山教育更能有多樣化與豐富的發展與內涵0

1.課程安打蟆操作過程

所有活動中的「講師」都是部落裡的人,在山上各有所長的大哥們。既是講師,站

在使用者付費的立場,讓這樣的活動可以成為他們的收入之一,對現實生活也許沒太大

幫助,但理想狀態是讓大家「發揮所長,半農半x」 ;活動大部分的消費(餐點、交通接

駁等等)盡量使用「在地資源」某種程度也是微微促進地方經濟,只要確定這筆消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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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回鑽到部落人身上即可。因為部落中許多熟識朋友的協助,讓活動的規劃上算是順利

許多,內本鹿小學的核心團隊是包含「部落+生態登山學校十參與者」 ,把人帶進部落,

讓部落更多人認同「內本鹿小學」的重要工作。

為營造一個長期累積並具有延續性的課程,我們試圖以學期的概念來規劃活動,每

次課程都有不同的主題性。在期末我們試圖安排較具里程碑的活動,如第一學期期末是

以回到山上老家(進出至少得花8天時間)協力部落「重建家屋」的工作隊;第二學期則

是針對內本鹿古道全段的調查課程。以2008年的時間作為「內本鹿小學」第一學年度

的行動研究,完成第一年度的目標後將討論修正,再執行!以此方法不斷修正進步前進

邁向下一學年度。

表二 內本鹿小學第一學年度行事曆

時 間 備註 

創校籌備與試辦 

2008.2-6 規劃討論時期 

2008.3 試驗性試辦「內本鹿小學」活動並檢討修正 造訪Hisul事件地點(5天) 

第一學期 

2008.7 「內本鹿小學」開學典禮 3天 

2008.8 布農山上生活教育初階 3天 

2008.11 布農山上生活教育進階 3天 

2008.12-2009.11 「重建家屋」工作隊(30天)、補給隊(15天) 

15-30天,造訪內本鹿小學核 心地點;老家「TbkiVahlas」 與日本小學「壽」 

第二學期 

2009.3 內本鹿起義日造訪「Halipusung」Hisul故居 6天 

2009.4 內本鹿古道調查課 2天(室內課程) 

2009.5 內本鹿古道全段文史調查 15天 

2009.6 內本鹿小學第一屆結業式與部落分享 2天 

邁入第二學年度了_. 

2.山是一所學校、斑駁牆垣是課本、部落大哥是老師

正式開始內本鹿小學前,我們曾試辦五天營隊,成員主要皆為生態登山學校的輔導

員o活動主題包含「古道」、 「內本鹿事件」、 「Halipusung」聚落、 「駐在所」 、 「祭儀」 ,

融合多項可行的元素在此呈現,在活動最後我們有一番針對內本鹿小學的可行性評估與

討論,於是在七月我們正式開始對外活動!每次的課程大多是12人為主,部落講師從

2-4人不等,視所需課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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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

在開學典禮我們試著先樺領學員進入內本鹿的「老家」 、 「古道」 ,藉由真實的接觸

靂史建築來去了解內本鹿所發生的歷史,包括日人開鑿古道以管制此處的郡社群因此而

衍生的總總抗日衝突。運用空間做為不同的教室與課本,在老家我們可以做老家的教

育,伴隨著我們部落耆老讓學員了解進到老家(布農話mai-1umah )應有的禮儀與祭禱

方式,在那裡我們談阿公小時候在山裡的記憶。

獵場教育

第二堂課我們則來到部落後山的獵場進行獵場教育,了解具象的動物痕跡辨識、山

上的陷阱如何因地制宜的放置,如何運用天然的野菜,在山上如何找水等等。除了生活

技能外,並且了解一個狩獵活動背後,繁複且嚴謹的文化與傳統。除此之外,卻也得面

臨當代狩獵文化的困境,我希望學員所接觸的是「真實」而非一種觀光型態的導覽活動’

而我們也必須去面對這個社會共同的問題!

在「生活」中學習

我們把「生活.的概念融入在活動中的每一刻,要學員試著去接受在此是在學習￣

種山上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食衣住行育樂皆得與山林接軌,了解所處的環境有多少資

源可以運用,嘗試減少文明的緩衝器( ex:方便的爐頭瓦斯) 。當把山林當成「生活之處」 ,

這樣的概念自然不同於「侵入性的登山.模式,所衍生的教育課程自然也不盡相同。學

習在山上生活是一門生活技能基礎課程,這些之外所欲傳達的主題才是重點。並且為了

讓學員能有所回饞,每次上山課程都會分組進行「團隊日誌」的紀錄,並於夜間跟大家

分享,透過紀錄者與眾人的互動,在幫助大家建立起共同記憶。除此之外,活動的最後

一個活動稱之為「回饞. ,視運用小組的團隊共智,透過表演的方式去展現他們在活動

當中的學習,同時也作為給部落講師的回饞。

關於山裡的文化行勤

第三堂課一與部落接軌的文化行動課。內本鹿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再加上部落裡

對於山中老家尋根的熱切讓這座山區變得很不一樣。於是站在一個試圖與部落接軌的課

程下,課程選在部落開辦,透過內本鹿相關的紀錄片、立體模型圖以及尋根運動中的要

角來讓參與學員了解「人與山共創出來的價值」 。並且在課程最末我們討論實際行動方

案,藉以協力目前正在積極重建老家的部落人。

未來是更具挑戰性的工作

接下來我們上山回到部落老家,除了擔任補給隊伍、學習石版屋重建的技術外,更

帶學員親身感受部落裡的「回家之路」 ,以及進入日治時代的內本鹿行政中心。第二學

期則以調查為主軸,針對內本鹿區域作各項文史資源調查已累積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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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內本鹿課程所遭遇困難與反思

(一) 、開發原味登山課程與部落講師的挑戰

坊間不乏與原住民登山的活動,對於「初體驗」者,那的確會是個好的入門經驗,

但是要「深入」的課程卻不易取得。因為入門活動其實普遍大多是可想而知「山上祭儀」 、

「足跡辨識」 、 「野菜辨識」 、 「找材生火」 、 「搭寮炊事」 、 「狩獵文化與習俗」等等。但是

接下來的課程呢?那些日積月累已經融入於生活中的課程並不十分容易抽離出來作為

一套套的課程,因此除了需要有跟原住民登山的經驗外,本身也得對於「山上的教育媒

材」有極高敏感度,才有機會把所學習到的生活智慧轉化成一套套有系統的課程。而在

部落要找到願意面對群眾分享與傳承智慧的講師也是重要工作,部落人多擁有這些智慧

與技術,但要成為講師總是需要一番心理建設與先前溝通。因此,讓在地人認同內本鹿

小學的理念,願意成為共同打拼的夥伴,是這個活動的重要精神,也是最需要花心力與

時間撩下去培力的部份。所以大量的聊天與遊說,讓部落各相關人士/單位了解我們的明

白,才可能有一個賓主盡歡的夥伴關係!

(二) 、內本鹿小學的核心團隊運作

理想中的內本鹿小學應該是包含「部落+生態登山學校+學員(志工)」 。部落作為教

學場域、講師與課程等各項資源的提供,自然在活動中扮演重量級的腳色。而登山學校

為一北部團體,要時常到後山討論課程時間加上交通費也十分吃緊,除了我個人在屏柬

工作具有地利之便以外,其他人大多是在透過網路討論並且在現場直接配合演出。內本

鹿的魅力夠大的確召喚到不少登山學校的輔導員前來(約12人) ,但如何讓內本鹿這條

線能永續經營下去,則也得深思考量。因此,必須在納入參與過內本鹿卻有地利之便的

志工夥伴們,漸漸成為這核心團隊的一部份。東部地區有其活動招生上的難度,參與我

們活動的學員大多也是以北部為主,因此後續在東部的宣傳上必須更努力進行,號召有

志參與的學員並且慢慢始其成為可以討論的夥伴,跟著部落、登山學校一起來打造內本

鹿小學。

(三) 、培育人才有廷續性上的困難,但仍值得努力

學員參與內本鹿活動的目的,大多是對於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信仰有興趣,

另外一部份則是對於其在山上的生活技能(賈用性)以及跟土地的連結(情感性)感興

趣。目前參與的學員除了協會本身所培育的輔導員外,有為數不少報名者是因為對原住

民文化、野外求生技能感到興趣者,倒不是完全衝想學習「登山」 。若作為一套不重複

且每次活動都有新花樣的課程,理想上希望學員從頭到尾每一堂課都能參與,進而培養

一批對於「內本鹿、山、原住民」有完整認識的學員,進而成為未來的助力,但實際上

卻很難達成。因此在架構課程時我們所做的努力是開發不同的教學素材,但是沒有門檻

之分,讓新的參與者能夠「進入」狀況,舊生卻也可以學習到新的知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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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慈犖山雅動琪r肉奉鹿小犖J之餿拾分事

五、結語

站在一個自許對於臺灣山林環境能付出行動力的單位而言, LNT實踐的過程無疑是

一種緩慢、卻又紮根的學習方式。我們花了大量的時問在於討論與架構一套課程,以及

大量的時間在於「培力」夥伴,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看見學員在過程當中的轉變與學習,

進而能在課程的帶領當中產生一些行動力!每一套課程我們就像在作「種子播遷」 ,這

顆種子帶有一些教育理念,並且期待其發芽長大。

山是一所學校,在山裡學無止盡,當有人開始對於一個山區產生興趣,就有機會發

展成像內本鹿小學的運作模式,盡然讓山成為我們的學習場域,讓在地人發揮他們對山

的本分,讓更多人了解山與人的價值。期待在國內的「登山模式」是能夠帶領民眾、登

山者用一種「深耕」的方式去學習山裡的知識、品嚐在山裡自然受教的感覺,並發展在

山裡各式各樣可能性的課程。若自許為登山教育的推廣者本身不應局限了自己對於「山」

的發展,停留在以登山基礎學能(裝備、糧食、技術、醫學等) ,而是朝向更積極的去挖

掘這份「學問. ,讓在山裡的各種面向都能朝專業發展,自此登山教育志業才有其發展

的可能性。

而若能嘗試與部落合作,與部落向學,透過原住民的山林觀來了解山,又會是不同

境界的嚐試。不是「登山.這種外來者侵入的思維,而是轉化成在山裡「生活」的思維

模式,自然而然所衍生的行為、概念、文化與生活自有不同,而內本鹿小學便是努力在

嚐試這份不同,並在這些有趣點上慢慢累積可行的課程。學習本土化的知識系統,重新

看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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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悠登山雅動與「內本鹿小犖」之經撿分事

附錄一各項活動照片

LNT廚餘實驗課程一廚餘入洞

溯溪隊與青輔會遊學臺灣活動結合

LNT與樹的親密對話

大背包小學堂室內推廣課程

輔導員課程期末攀登山上上課情形 獵人學校取經一Sakinu教挖土棒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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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本鹿小學一耆老帶領老家祭禱

內本鹿小學一內本鹿事件地造訪

內本鹿小學之第三堂部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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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本鹿小學一傳統陷阱智慧

內本鹿小學一學員回鎖(人體陷阱)

運用立體模型來了解內本鹿傳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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