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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我們一直手牽著手，往前走。   秘書長／黃盈豪

台灣有第一個女總統了，前陣子台灣各地種低海拔地區居然下雪了大安溪沿線也是，

農曆年台南的大地震勾起了我們九二一的回憶和一起為台南人喊加油，跟原住民主體文化有

關的電影神鬼獵人男主角李奧納多終於拿到影帝了……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一直再轉動，而部

落雖然靜靜的，但我們一直手牽著手向前走。

部落廚房的大家，用一起吃飯共同照顧這件事情當起點，把一群部落媽媽、年輕人和

外來工作者串在一起，這幾年反省更要回到部落，更踩在土地上，有了自然農法和青青菜菜

的新方案，建治在「自然農法開跑了」這個文章中敘述了把小農串起來的故事和緣由；不只

是分享有形的食物和資源，工作站也在沿線分享部落工作的經驗，素鳳從自己進協會跌跌撞

撞，做中學的會計經驗，理解到普遍原住民在地組織的行政難題，「用財務串連部落」這篇

說的就是用舉辦財務工作坊和無私的經驗分享，也是一種我們的部落共同照顧，更串起了部

落組織間的互相幫忙和共學；一直在經營的認養人計畫，這次有認養人黃玲娟家人的部落廚

房遊記，讓我們看到如何串起部落和一群來自各地可愛認養人們也歡迎更多朋友的加入；工

作站的好朋友瑞芳，用他對部落和對食農教育的用心，在台北將有了一間串起都市和部落串

起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店；這期部落報最令人期待的，莫過於一直堅持在廚房，企圖用產業支

持照顧的社工組，幾年來一直陪伴部落小朋友的羅賓，這次「童眼看廚房」讓我們看到小朋

友眼中繽紛的廚房和陪讀時光，加上大安溪流域的青年凱柏和蕙茹的部落文化營遊記，也串

起了部落未來的希望。

我們一直手牽著手，和你和大家，繼續往前走。

雖然傳統文化已快枯萎，
但只要我們有心，
它還會活起來的。

哈卡巴里斯部落耆老

起心動念是在部落工作的第三年，因著在部落裡要創

造更多的可能及改變目前的銷售模式(經濟活動的習慣)，

好像得由部落的串連團結，找到屬於部落自有的優勢，才

有機會開創出不同於一般市場的運作方式。部落有土地、

有人力、有蔬菜、有水果、有山有水，有自然的環境，相

對於都市的水泥森林及繁忙。彼此正是一個對照也是一個

可以互補及相互支持的關係。

在營利為導向社會，消費行為影響者生產端的計劃，

食物要美要好看而不在意它的安全性，這前題下我們需付

出多少的代價(大量的技術、資材的投入)，也因此產生了

食安、環境問題。而在很多的部落及社區，很多人正在對

抗著這個問題，以自然愛

護環境的方式來從事種植

，但如果消費觀念沒有真

正的了解並支持，那生產

者的未來更是困難重重。

因此，想要在都會區有個交流、對話的空間，讓消費

者和生產者有可以互動，讓更多人認識食材原本該有的樣

子並加以支持、消費，這個念頭在邁入部落工作第五年的

今年 3 月，—個有產品展售、有對話空間的平台要開始了

。想要有很多活動、很多的對話及交流在台北都會的“樂

穠。雙連”裡。

有產品展售、有對話空間的平台要開始了 

樂穠×環境雙連＝部落與都會的聯結    
 專案輔導／張瑞芳

部落廚房脫離「至善」單飛後，舉辦「104 年度認養人

相見歡」為能讓認養人留下美好的回憶，部落廚房每位成員

都戰戰兢兢在為本次活動供獻心力，絞盡腦汁精心策劃來因

應。日期訂在 104 年 11 月 14 日～15 日(星期六、日)，節

目有「種菜體驗」、「部落年度回顧」、「營火晚會」、「

星空夜語」、「雪見再現」、「採柿樂」等活動，希望吸引

認養人踴躍報名參加。

我們報名了 9 位，幾經家庭會議，決定不自行開車，就

租一部 9 人座休旅車前往，既省經費又可全車歡樂。期待的

日子終於到來，一早從基隆、台北市、新北市、新竹等沿途

接客，終於全員到齊，歡唱中上了高速公路。卻遇高速公路

塞車，原計劃會在 12 時到達，但在接近下午 2 時才到部落，

趕緊祭五臟廟為先。稍做休息，於 15：00 正式展開活動。

首先登場的是全體認養人暨親友下田種菜，小孫女與小

孫子賣力播種，大舅子黃威伯是第一次參加(也是認養人之

一)，也拉起褲管翻土澆水，大家玩得不亦樂乎。才藝表演

競賽讓大伙手忙腳亂且出盡奇招、香濃的柿子餐餚使人唾涎

。營火晚會由部落青年吉他彈唱拉開序幕，獲得滿場的掌聲

、烤肉助興欲罷

不能。晚上我們

一家被安排在桃

山部落住宿（月

嬌表妹開設的咖

啡館樓上），檜

木的建築、優雅

清潔，是休息的好所在。謝謝月嬌的貼心!

第二天部落安排參訪「雪見休憩區」，由於時間不夠

，只能觀賞影片「泰雅祖先的由來及尋找新家的回顧」。

由於兩位孫子女要趕回新竹上課，匆匆趕回部落上山採柿

子去。只見柿子大又美，大夥在指導下採得不亦樂乎！用

完中午的風味餐，部落還贈送了伴手禮，且領了獎品，之

後于下午 1 時左右結束這次的行程。

此次活動感謝部落成員的用心、細心、貼心及愛心，

讓每位認養人及參加的親友賓至如歸。希望部落趕快茁壯

，打出一片天!

鄭文淵記于104年11月15日

一開始，參加台中「好伴」

舉辦的活動而認識了德瑪汶協會

，從建治大哥和小白的分享，了

解協會在部落裡扮演的角色以及

如何努力深耕，說實在，這樣的

分享讓我很激動，因為要從一個人開始做對的事情，到影

響部落的大家，帶著大家一起堅持做下去，是件非常不容

易的事情。

「哇!!你們真的很棒!!」是我當下很直接的想法。

而當時我也思考著，依我這樣“在都市工作又嚮往著

做這樣對的事情”的人可以為這片土地、為這個真的在深

耕的協會做些什麼? 不知不覺中，也就掏出了錢，選擇訂

購蔬菜來表示支持。

沒想到，每週三當蔬菜送到辦公室時，引起了不少同

事的好奇，也藉由著大家七嘴八舌詢問的同時，我也充當

小小解說員，大致介紹了協會、部落菜市場的理念，也讓

幾位婆婆媽媽開始加入了訂菜的行列，更是增加同事間討

論料理、烹調技巧的機會，我想這也是協會堅持實踐的「

互助、分享」的價值之一吧!!!

每次下廚前的準備是我最緊張的時刻，因為不知道這

次洗菜時會洗到肥美的菜蟲、努力往上爬的蝸牛，還是從

沒看過但努力蠕動的小黑蟲……雖然過程驚嚇，但我知道

這意味著我可以用健康的食材照顧自己、照顧家人，除了

肚子滿足以外，連心裡也都暖暖的。

如果你問我，會願意繼續訂購蔬菜嗎?會願意與朋友分

享訊息嗎?我會告訴你，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

滿足自己的身心   訂菜戶：小兔

甜柿季‧恬適趣‧認養人回娘家
二日遊記事 認養人：黃玲娟夫鄭文淵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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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營隊－宜蘭南澳哈卡巴里斯部落  

體驗×傳統脈絡＝部落文化旅途   

第一次跟著德瑪汶協會出去玩，自己也背負著一個組

長的責任，期待又興奮。因為這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到不同的部落去體驗不同的生活文化，算是一種可以

出去玩又可以學習到很多的寶貴機會。

從高中到現在，很久沒體驗那種露營的感覺，而這次

的活動算是一種新的體驗，也學到非常多。在整個活動下

來，其實很佩服 Pisuy 姊姊，很年輕的就跟著 Wilang 老
師上山打獵，只要是 Wilang 老師去哪 Pisuy 姊姊幾乎都

會一起去，而 Pisuy 姊姊也很了解整個生活文化的脈絡。

當時心裡想著，姐姐還這麼年輕，但感覺起來很資深，想

說姊姊應該會先在市區裡打拼一陣子之後，再回到部落；

曾經我也想過這個問題，一直想待在自己的部落，為自己

的部落做些什麼事，服務部落，但我還在努力學習更多，

努力思考以後怎麼服務部落。很羨慕的是，老師們都還有

保留自己的文化，感動的是第二天晚上的阿公，很樂意跟

我們講故事，當阿公在講時，感覺的出來阿公真的是經過

人生的歷練，心裡很澎

湃的在跟我們說故事，

那一字一句都感動在我

們心裡，長輩們真是我

們的寶，Wilang 老師

和 Pisuy 姐姐也一直跟

我們說，要多跟長輩們

學習，從長輩那得到更

多的知識；當下聽完時

，想說回到家一定要去

多跟長輩聊天聽故事。

部落青年（暑期工讀生） 吳蕙茹           

睽違六年的第一個暑假，獻給了部落共同廚房，原因很

簡單，就是想好好待在部落裡學習。某日工作期間，羅賓姊

姊問我們說要不要參加文化營，我一時興起，哇賽!營隊耶~

之前在我生活步調裡，根本沒有這種東西，整個開心到無法

自拔，過了數秒……一回神立馬答應。

我們這次青年營隊出來的重要行程之一是哈卡巴里斯部

落的耆老，他擁有豐富的部落史，這堂課讓我深深體會到，

我對自己文化根本只了解皮毛而已，原來自己的文化傳統以

及族史在我身體裡慢慢被侵蝕，不能再繼續遺忘了，好比說

阿公最後給我們的強心針，「雖然傳統文化已快枯萎，但只

要我們有心，它還會活起來的。」夜深人靜，在睡晚覺前，

自己放空好好回想，一整天過得非常充實，也讓我更了解自

己。

這趟青年營，讓我深深體會到，關於自己傳統文化的相

關事務，我們怎麼遺失文化，為什麼會遺失，又要怎麼把它

建立回來，阿公以及比穗姐姐為浪(Wilang)老師每說的一句

話，都是在幫助我們更了解自己，當哪天別

人問我們，為什麼我們可以有原住民加分，

我就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因為我會很

多你不會的事，我有那個能力讓我加分。在

這三天裡，大家彼此互相照顧，一起分工合

作，一起聊天打屁，每一個大大小小景象，

都讓我非常感動，希望下次的青年文化營，

我可以再繼續參加。在此也要感謝帶我們的

大人們，你們無私的付出，何不是想讓我們

更成長，讓我們可以更了解自己，這趟文化

旅途，永遠烙印在心。

部落青年（暑期工讀生） 吳凱柏          

15 年前有機會回到部落工作，帶著是會計半專業樣

，是被期待被賦予責任，沒有前輩的領路，一路摸索邊做

邊學，深刻感受到都市的會計人員，已被分工到所學到的

僅是皮毛，很幸運自己在部落，從皮毛深入到一個組織財

務管理職，生硬的財務，原來透露著重要訊息,也看見台

灣因著民間組織的活絡，公部門開始要求非營利組織的財

務業務，經驗裡告訴自己，對內部財務管理及對外的政策

規範和捐款者徵信，是應該嚴謹待之。

因為自己不熟識公部門核銷，被退 10 幾次使信心受

挫、不了解非營利組織的屬性，免稅的規範、會計科目設

定上誤植、租金、所得代扣，造成國稅局人員的注意、農

漁牧所得是免稅，多此一舉申報了個人所得、也連帶被健

保單位罰則，是因為政府剛啟動2代健保政策……等，主

管機關諸如此類的盯梢，反應出組織財務管理機制的重要

性，小單位沒有專責財務人員，每個工作者都要兼職擔負

，在管理流程上若稍不慎，小則個人吸收賠償款項，大則

影響人之間的信任度及對外

的徵信度，今年帶兩個組織

的財務人員，首要是主管人

員一起執行，並重視在後勤

的行政財務工作，來達成組

織業務更臻熟。

因為累積許多失敗經驗，才看出它的重要性，不只是生

硬的數字，還是某程度工作者的信任關係，部落陪伴部落服

務並不縮限在個案，財務是媒介是工具，如何看到部落需求

、願意介入協助，意義才為不同，大家的力量才會一致，之

前開財務課是一時，教導效果有限，現階段陪伴組織給予及

時協助，親臨實務問題去操作，讓財務人員經驗更深刻扎根

，非營利組織雖欠缺專業人員，用勤能補拙的態度以對，這

是我的經驗及看法，用這些經驗及工作方法，可以為其他工

作者帶來信心，用財務連結部落，這也是我自己的～部落照

顧～。

首要是主管人員 一起來執行 

經驗×工作方法＝用財務串連部落    
 行政組長／林素鳳

童眼看世界－我認識的部落廚房    

快樂×童畫說故事＝德瑪汶陪讀班   
 社工／穆佩玉

記得我和廚房夥伴們第一次種植蔬菜是在 2002 年，

當時只是單純的希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照顧部落。只是

種菜這件事並不足於支持我們，我們辛勤所耕種的菜多數

讓市場機制剝削。於是我們開始討論如何因應市場剝削問

題，也因此，我們討論出了另類發展的模式，這也就是我

們現在所經營的市民農園。

當初會從種菜開始，其實是因為大家對於部落產業的

發展剛開始並沒有太多的想像，但是原來單純簡單的開始

，讓我們反而可以從過程中累積對部落的認識，從過程中

學習彼此的看待與了解，了解彼此才能相互包容，包容才

是我們可以一起努力的動力，我想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我們

可以在這麼資源人才缺乏的偏遠部落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條

路的原因，除了農園的經營，後來發展出傳統產業、美食

餐飲、烘焙其實是奠基於我們學會了傳統部落怎麼一起工

作的基礎上。

幾年努力

中，希望可以

真正發展出永

續的自主力量。表面看起來協會後來所嘗試發展的社會企業

經營模式已具基礎，但在此之時，我們又有新的反思，除了

社會企業發展模式之外，我們必須發展出更接近土地的作法

，所以今年我們主軸拉回農園的自然農耕上，而且計劃將我

們幾年農園的發展經驗向更多其他部落推廣。因此，我們建

置了一個平台，就是兩週一次邀請部落農友到農園進行交流

，我們透過平台導入自然農法正確觀念與技術。協會在未來

的努力目標是希望培力更多的人，讓部落更多的人可以投入

自然農園的經營，也希望可以獲得外界的支持鼓勵，讓我們

開始一起學習怎麼友善對待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吧。

自然農園～我們開跑囉! 

永續×自主力量＝農園的自然農耕    
執行秘書／林建治

每個學期開始，我們陪伴著孩子寫作業、分享生活點滴。每一次陪讀，

社工都會用照片和文字記錄著小朋友滿滿的笑容，今年特別邀請學生們

畫下眼中的部落廚房和

陪讀的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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