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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行程 A：吉籟獵人學校 
日期：108 年 9 月 27 日（週五） 
吉籟獵人學校介紹：（引自吉籟獵人學校網頁及臉書） 
 
 
 
 

吉籟，源自阿美族的母語發音 CIDAL，這

字不僅為太陽之意，在阿美族的母系社會

裡，更象徵著母親。 
因此，吉籟獵人學校不單擁有滿滿的熱情和活力，更期許自己能如母親守護孩子一般，

守護這塊土地、照顧部落裡的人們。 
獵人學校的創立，正是來自於這一股堅定的心。隨著台灣社會急速的現代化，在這樣的

浪潮中，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技藝和智慧被忽略忽視，長久下來衍生了文化斷層和技藝流失

等問題。而產業結構的改變，一方面讓部落族人原本的生活方式受到嚴重的衝擊，這樣的衝

擊，迫使年輕人不得不離鄉出外工作，更讓固有的傳統文化難以保存跟傳承。有感於此，我

們決定成立吉籁獵人學校，本著傳承、延續和守護的初衷，積極將原住民的獵人文化發揚、

教給下一代，其中內含了寶貴的知識和技能，以及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價值觀等等，更期盼

由傳統與休閒觀光旅遊的結合激盪，把新的生機帶進部落的同時，也讓生活在寶島台灣的我

們，能用不多的角度了解這塊土地，進而更深愛這塊土地。 
吉籟獵人的體驗活動囊括山與海的領域。山林體驗活動包括：生火，達路案製作，植物

辨識，狩獵陷阱製作，組合弓製作，攀樹，無具野炊，原住民式捕魚-八卦網，原住民抓蝦捉

蟹，溯溪，極限運動-垂降，海洋體驗活動包括：潛水，浮潛，花蓮外海船釣，不論是哪一領

域的體驗活動，專業、熱情、幽默風趣的獵人團隊，絕對讓你收穫滿滿，滿載而歸。 
 

 
 
 
 
 
 
 
 
 
 
 
 
 
 

活動內容： 
09:30-11:00─花蓮火車站後站集合出發 
11:00     ─抵達 
11:00-12:00─簡報：藉由影片介紹吉籟獵人學校活動內容；驛站導覽：水璉部落的故事 
12:00-13:30─獵人風味餐 
13:30-16:00─野外求生體驗：山林教室獵人體驗課程 

編繩：用隨手可得的植物，教你綁、繞、纏的編繩技巧。 
容器製作：認識大自然素材，教你如何製作線繩、山野取水容器。 
生火：獵人體驗的第一堂課，教你不靠現代設備，十秒，只要十秒就能生火的 
獨門秘訣。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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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行程 B：富興生態農場 
日期：108 年 9 月 27 日（週五） 
 
 
          「LiPaHak（里拔哈）」在阿美族語是開心、快樂的意思。      
 
【富興 LiPaHak 生態農場】和一般的有機農場或生態農場有什麼不一樣呢？首先，先來說說

農場成立的原委。眾所皆知，一般農民對於農作物的蟲害、病害，已經很習慣的使用農藥來

防治，對於田間雜草也一律用殺草劑噴除，除了對人體健康不利，對土地造成傷害之外，也

直接衝擊原本生存在田間不是所謂「害蟲」的昆蟲，例如蜜蜂，以及野生動物，例如鳥類、

兔子等，甚至河裏的魚蝦；對於會吃農作物的鳥類，例如環頸雉、花嘴鴨、麻雀等，也使用

捕或毒的方式來防治。回想早期沒有農藥的年代，田野、河流，除了是孩童的遊樂場，也是

大人們的「糧倉」，在那個年代，人與自然是處於一種共存互生的狀態，而不是像現在只重

生產，枉顧自然的極端現象。那麼有沒有辦法把早期那種人與自然合諧共存、生產與生態永

續利用的農業環境找回來呢？ 
於是我們向台糖租了六公頃的地，在這六公頃中畫分了三個區塊：一區是私、一區是「公田」、

一區則是「棲地」。「私田」的部份邀請社區與部落的居民無償認作，目前有 19 位農戶加入，

每人認作一分地，所以我們不是私人農場，應該可以說是「合作農場」；農戶的生產所得全

數歸農戶所有，農戶也有絕對的自主權決定要種植的作物，也有別於一般的契作農場。不能

使用農藥、化肥，這當然是最基本的要求，另外也不得「捕」、「毒」野生動物；「公田」

則是「實驗田」，雖然農場禁止農戶「捕」、「毒」野生動物，但是農民因為蟲害、鳥害的

損失，也不應該完全由農民承受。於是我們和東華大學、花蓮農業改良場、林務局合作，以

公田作為實驗田區，運用天敵、圍網等較溫和的方式解決生產與生態間的衝突，並且協助農

戶銷售受害的農產品；「棲地」，名符其實就是給動物住的，目前營造了一塊溼地，未來我

們也希望溼地能帶來「生態系服務」的功能，讓農民的所得不僅僅只能來自農產品的銷售，

也希望溼地能與文化連結，而具有文化意涵。 
 
 
 
 
 
 
 
 
 
 
活動內容： 
09:30-11:00─ 花蓮火車站後站出發 
11:00   ─抵達 
11:00-12:00─ 食農教育－田間好物：野菜水餃 
12:00-13:30─ 用餐 
13:30-14:30─ 農場體驗－農事活動(視當令農事而定) 
14:30-14:45─ 農場嘗鮮-點心時間 
14:45-15:45─ 認識農場－農場環境及理念介紹 
15:45-16:00─ 分享與交流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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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行程 B：森川里海之里山故事-復興/新社社區 

山邊的復興，海邊的新社－臺灣東部的里山故事 
復興（Dipid）部落位於豐濱鄉新社村花東海岸公路旁的小山坡上，鳥瞰湛藍廣闊的太平洋，

村落被森林所圍繞，擁有豐沛的水源和豐富的山林資源。部落的居民是在 1940 年代左右，由

花蓮縣光復、瑞穗及臺東縣長濱遷徙而來的阿美族，但近年來因人口外流嚴重，目前社區內

多是老弱婦孺，部落居民篤信基督教，以社區內真耶穌教會為信仰中心。而部落長老為找回

族人的健康，促成社區與衛生所合作推動無菸環境，2006 年和村民訂下「無菸無酒無檳榔」

的生活公約，社區積極推動戒除菸、酒及檳榔，並教育孩子從小養成禁止菸、酒、檳榔的習

慣，讓復興部落成為全臺唯一的「無菸社區」。 
新社（Paterongan）部落則位豐濱鄉花東海岸邊，西靠海岸山脈，東臨太平洋，新社部落除了

具有數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也是噶瑪蘭族語言保存最好之處，更是昔日帶領全臺噶瑪蘭族人

推動噶瑪蘭族復名運動與文化復振的核心，深具考古與文化價值。百年前來到新社的原住民

為了生產糧食，在臨海的基地上依著山形，開闢出一階一階、與海相鄰的水梯田，在每個收

穫季，形成稻浪與海浪呼應的景象，獨特而美麗。近年新社部落的水梯田，更在一群返鄉青

年的推動下，改變慣行農法，朝向以友善生態的有機農法耕種水梯田，經營出更豐富的農田

生物多樣性，帶動部落傳統農業結合生態永續發展，找回社區居民、土地的健康，也延續族

群的文化。 
2016 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和東華大學在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發起「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

議，結合林務局花蓮林管處及水保局花蓮分局，和復興部落及鄰近的噶瑪蘭族新社部落協力

經營，企圖透過跨域治理的方式，增加對在地部落的生態及文化服務功能，守護部落的「森-
川-里-海」地景與海景，恢復美好的生態與環境，活絡社區部落。雖然人口老化及缺乏在地

就業機會，仍然是部落發展的隱憂，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里山倡議精神，己在東部的這片

土地上生根發芽，在部落居民持續的參與努力下，部落的未來仍然極具希望。 
 
 
 
 
 
 
 
 
 
 
 
 
 
 
 
 
活動內容： 
09:30-11:00─ 花蓮火車站後站出發 
11:00   ─抵達復興部落 
11:00-12:00─ 復興部落－無菸酒檳榔的部落環境及理念介紹 
12:00-13:30─ 用餐（復興部落） 
13:30-16:00─ 新社社區－社區導覽及體驗課程 
16:0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