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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篇文章是以宜蘭「流流社傳統噶瑪蘭家屋興建」的經驗，嘗試說明：空間專業

非營利組織駐地工作的角色與工作方式，特別在面對地方文化與環境紋理的維護

議題時，可能採取的工作策略。 

流流社是一座面積僅四公頃的丘地，位於宜蘭冬山河下游，四圍環繞生態豐富的

低地農田，是宜蘭噶瑪蘭族最後的現生聚落，也是重要的考古遺址。由於噶瑪蘭

族特殊的歷史，在十九世紀中葉開始集體向外遷徙之後，形成文化與地域的斷裂，

留存在宜蘭的噶瑪蘭族已幾乎完全漢化，遺失了原本的語言和文化。目前居住於

花蓮的噶瑪蘭族雖然與當地的阿美族融合，仍舊保存著噶瑪蘭語言傳統文化。 

自 1987 年以來，噶瑪蘭族開始正名的行動，噶瑪蘭族的主體性與噶瑪蘭文化保存

的重要性，在漫長的時間中逐步被彰顯。在此一背景之下，台大城鄉基金會宜蘭

工作室在長期駐地的工作中，推動流流社的保存工作。以公部門小額補助、專業

者的協力，讓居住花蓮的噶瑪蘭族人重回家鄉，在流流社重建傳統噶瑪蘭家屋。

它不僅是一個地景重建的象徵性成果，也是宜蘭噶瑪蘭文化保存的先導性工作。 

本文介紹了在 2006 年的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0 日歷時 14 天的家屋興建過程，以

及專業者所面臨的各種挑戰。此外更關鍵的是，由花蓮噶瑪蘭具體突顯的社群與

文化特殊性，引發專業者對噶瑪蘭文化與宜蘭流流社的重新認識、對家屋興建方

式的問題思考，以及，由此而確認的工作取向與推動原則。 

這個以文化保存與地景重建為目標的先導行動，以社區參與的微型個案之型態，

面對著深刻的文化、溝通之議題，以及關乎集體學習、合作認同…等多個討論面

向。從宜蘭工作室的角度，它代表著我們長期關照宜蘭地域文化與環境紋理之整

體性議題的一個面向，也反應我們面對問題與發展工作之基本取向。以社群為出

發、重視社群主體性的對等合作，與價值倡議、整體性環境經理策略的推展，兩

者之間的不斷對話、相互為用。這也是本文所要分享與討論的重點。 

 

                                                 
1本文的案例由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金會宜蘭工作室所推動。主持人陳育貞；

專案負責人吳亭樺；工作成員林雅瑄、凌筠茹、吳琮慧、李直發。並有台大城鄉所教授劉可強及

多位研究生參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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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蘭陽平原上的噶瑪蘭族 

蘭陽平原是一個面積約 300 平方公里的漏斗狀沖積扇，等高線自 100 公尺向東遞

減，雨量豐沛，河川由西向東匯入太平洋。根據近代調查，噶瑪蘭族自 17 世紀開

始便活躍在蘭陽平原的海岸沙丘2內側邊緣，依水而居。他們擅長駕船縱橫海域，

活躍於台灣北部及東部。 

18 世紀末，漢人吳沙開啟了漢民族大量的移墾蘭陽平原，大大地影響在地噶瑪蘭

族的生活；由於漢人的侵擾迫害，致使土地流失、社會經濟改變，傳統生活領域

逐漸崩解。從 19 世紀中葉開始，噶瑪蘭人開始集體性的遷徙，至花蓮平原、東海

岸一帶。隨著大規模的遷徙，形成了文化與地域的斷裂—存留在宜蘭的噶瑪蘭族

已幾乎完全漢化，遺失了原本的語言和文化；而花蓮的噶瑪蘭族雖然與當地的阿

美族融合，仍舊保存著噶瑪蘭族的語言和傳統生活。 

1987 年開始，噶瑪蘭族開始了一連串正名與返鄉尋根的行動3，經過 12 年的奔走

與漫長等待，終於在 2002 年的 12 月合法成為台灣原住民的第十一族。 

 

二、噶瑪蘭文化保存歷程 

流流社所在的大利澤地區，涵蓋了幾個蘭陽平原極度重要的文化與生態課題。包

括：利澤老街的保存與經營、蘭陽溪口水鳥保護區與五十二甲濕地的保存維護、

冬山河截彎取直之後舊河道的保存與未來，以及與流流社人文地景保存相關的噶

瑪蘭文化存續。 

位於大利澤地區冬山河下游的流流社是一座面積僅四公頃的丘地，不但是宜蘭境

內唯一尚有噶瑪蘭族生活的舊社，也是重要的考古遺址4。流流社四圍環繞的低地

農田，維持住噶瑪蘭生活地景的基本形貌。從文化保存的角度，流流社的重要性

無庸置疑。但是在土地私有化的今日，卻遭遇指定保存的困難，而流流社的文化

特殊性反而吸引著難以控制的開發。最大的挫折即是八O年代指定保存的失敗，以

及大規模社民的集體抗爭，並導致往後地方政府相對保守的文化保存政策，噶瑪

蘭文化幾乎全面散失。九O年代宜蘭推動文化立縣，號招全台各地噶瑪蘭人返鄉團

員、連續幾年辦理大型噶瑪蘭文化活動，輔導、籌備噶瑪蘭文教基金會，並展開

                                                 
2蘭陽平原因長年受海風吹襲，在鄰近海岸地區堆積了一道道平行於海岸的沙丘。這些起伏的沙丘

最高可達二十公尺，是濱海地區生命的第一道防線、是聚落的發源地，也是宜蘭特殊的地景。 
3曾在歷史中被認定為原住民族的噶瑪蘭人，因漢人入侵及政權統治下，演變失去原住民族的身份。

在宜蘭縣政府、學術界及噶瑪蘭族的共同努力之下，以各式的文化活動和訴願行動，公開證明噶

瑪蘭族存在的事實，經過 12 年終於正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第 11 族。正名運動的成功有賴宜蘭縣

政府，以及花蓮與宜蘭兩地的菁英與領袖的幾位重要人物，為正名運動推動的主力。 
4根據調查，整個流流社從南向北的沙丘地範圍皆屬於「流流社遺址」，該遺址為十三行文化舊社類

型之代表，屬於十三行文化舊社類型保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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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未曾間斷的噶瑪蘭考古研究。雖然如此，宜蘭的噶瑪蘭族裔至今依舊未曾脫

離漢文化的深沉涵化，整體處於文化疏離與身份認同的矛盾中。 

2003 年，宜蘭工作室5以協助利澤簡文教促進會辦理噶瑪蘭文化活動為起點，義務

性地展開流流社環境調查及社民訪查工作，並以多次的工作坊，釐清保存的各層

面議題、初步描摹流流社未來願景。這一行動，重新燃起地方政府及文化界對保

存工作的信心。2005 年，宜蘭縣政府文化局所屬的考古工作室6，以其長期的考古

經驗及對噶瑪蘭文化的瞭解，在宜蘭綠色博覽會7中策劃了短期展示型態的噶瑪蘭

主題館，同一年，台大城鄉基金會宜蘭工作室銜接了主題館的設置經驗，在流流

社的一塊公有地8上興建噶瑪蘭屋，作為流流社地景與噶瑪蘭文化長程保存工作的

先導行動。 

 

三、噶瑪蘭屋的興建 

傳統噶瑪蘭家屋是以木柱、竹、菅蓁、茅草、黃藤為主要建築材料，過去皆採集

自傳統生活的領域。現在，木柱和竹子雖可由材料商提供，卻須有噶瑪蘭家屋規

格的經驗判斷。此外，茅草和黃藤則需要熟悉門路的引導，在鄉間到處尋覓、慢

慢採集。此外，採藤、削藤、取藤皮的技術，如今只保存於少數噶瑪蘭老輩的經

驗，宜蘭噶瑪蘭人早已疏於此道。因此，我們便求助於花蓮新社，這裡居住著一

群早年遷移自宜蘭大利澤多脊沙丘的噶瑪蘭部落。 

2006 年 4 月宜蘭工作室團隊第一次拜訪花蓮新社，與部落領導潘金榮9商討流流社

噶瑪蘭家屋的興建，邀請部落來協助宜蘭噶瑪蘭的文化重建工作。此後我們又多

次造訪新社，並意外地透過這個商討備料的過程，而展開一場噶瑪蘭的學習歷程，

並促成一個參與合作的噶瑪蘭家屋興建經驗。 

（一）備料：一個進入田野、發現課題與角色界定的過程 

在東台灣濱海的新社，我們發現到噶瑪蘭人喜於群體生活的習性，以及這裡正面

臨部落領導世代交替的承傳關口。現代化的生存競爭，社群網絡受到選舉政治的

分化，致使青年噶瑪蘭在文化傳承與公共參與兩方面都面臨認同危機。長期與阿

美之間的文化涵化，隱藏著派系鬥爭與社群分裂的因子。大量人類學、歷史與文

                                                 
5 1995 年台大城鄉基金會在宜蘭設立常駐工作室，與縣政府合作展開全縣性的歷史空間調查研

究。同時，進入大利澤地區，以專案執行及義務工作的方式，推動一系列社區參與的地景保存維

護工作，具體的議題包含：大利澤三村整合發展願景、舊河道和重點古蹟的保存…等。 
6宜蘭縣政府所屬的考古工作室由邱水金主持，主要成員有李貞瑩、邱秀蘭…等人。該工作室長年

投入宜蘭的考古工作。工作室主持人邱水金對於噶瑪蘭正名的工作更是功不可沒，受到宜蘭花蓮

兩地的噶瑪蘭人敬重。宜蘭工作室進入花蓮新社噶瑪蘭部落亦是透過考古工作室的引介。 
7宜蘭有四個最為盛大的節慶在不同的季節舉行。綠色博覽會為春天最重要的節慶，為期五十八天，

地點在宜蘭武荖坑。 
8整個流流社幾乎全為私有土地，僅一塊面積約 500 ㎡土地為公有地。 
9 潘金榮先生。具有音樂素養的傳道士，於 2005 年被族人選為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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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者進出部落，受到親切招待和友誼之外，引發「他者」的提問。在殷切的

友誼中，我們同時身歷部落領導人更替的衝突場景，感受潘老師和女祭司A-Pi阿

嬤10的深沉憂慮；但也親眼目睹部落婦女扭轉選舉局勢的驚人力量。…這些關乎噶

瑪蘭文化發展的現象，掺和著噶瑪蘭婦女們的獨特自在與幽默感，及她們散發在

部落各角落的舒暖生活面貌，引發我們重新認識噶瑪蘭及宜蘭、流流。 

在多次造訪花蓮新社之後，我們(宜蘭工作室團隊)便確認下面幾個重要的工作原

則： 

1. 家屋的興建，不只是實體空間與技術操作，更是一個社會過程。為此，我們

決定說服地方政府延長工作時程，以配合部落傳統的決策與文化過程。 

2. 材料準備的過程，是家屋興建的重要環節。它反映著傳統的社群關係、祖靈

信仰、生活技能、環境觀與領域感。因此，我們決定依循部落的議事與決策

步調，並在新社促成一個跨代合作的備料過程。 

3. 噶瑪蘭家屋的興建，是一個傳統智慧與環境密切對話的過程，並具有細緻的

分工合作特性，不同角色及男女老少都參與其間，貢獻不同層面的經驗和技

術。然而，這些經驗與技術，即便在新社亦即將失傳。因此，我們決定促成

一個有助於經驗傳遞的興建過程，並依循傳統建屋的程序和儀式，同時，力

邀年輕噶瑪蘭全程參與。 

4. 噶瑪蘭家屋的配置，密切呼應環境條件、傳統生活的習慣，並經由一個環境

臨場的體察、討論過程來決定。這一配置的決定過程，深刻反映噶瑪蘭的文

化特質。因此，我們拋棄所有的專業定見與圖面作業，改而策劃一個集體履

勘的過程，由噶瑪蘭人一起參與決定。這個工作方向，將使流流社現生聚落

成為噶瑪蘭文化與地域重新鏈結的起點，並透過家屋配置的決定，向流流社

噶瑪蘭生活地景重建推進一步。 

5. 傳統噶瑪蘭的生活領域，是由個別家屋、群聚部落洛、環圍獵場所構成。而

本次家屋興建，即涉及了主屋和它的周圍環境。在這個最小範圍的生活領域

裡，通常配有穀倉、猪舍、瞭望台、菜園…等，皆依屋主需求及環境條件而

配佈成長，可說是噶瑪蘭傳統生活地景之重要一環。這方面，我們亦將之保

留於主屋興建過程中，予以實地討論、逐步確認。 

6. 此外，我們將全程紀錄此次家屋興建的過程。讓傳統建築技術與文化儀式、

集體工作所展現的社群生活與部落文化、參與過程中的多元對話面貌…，得

以圖像、文字、影音等方式重現、回饋予部落，作為經驗分享和傳承的媒材。 

2006 年 4 月，連續五個月的溝通、策劃與採集工作陸續展開。在一連串的小型商

討會、溝通餐會、部落會議、青年噶瑪蘭返鄉說明會….之後，開始進行材料採集：

在艷陽高照的花蓮海濱割出最長最漂亮的茅草；由頭目帶領、依傳統方式上山採

藤；以及採藤過程中的儀式、採畢返家的歡迎與慶祝儀式…等。 

                                                 
10朱阿比女士，是噶瑪蘭族資深的女祭司，也是族人中唯一對信仰文化及傳統歌謠存有最深記憶

者，是噶瑪蘭族的精神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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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屋配置：每個噶瑪蘭人都是規劃師 

經過幾次的旅途往返，新社噶瑪蘭頭目與副頭目、以及族中長老引導我們一同完

成了流流社的環境踏勘，並決定了家屋的位置和座向。討論內容包括：濱海的風

和雨、沙丘的地形雨坡向、舊河道的水流和魚場、樹叢的圍蔽和開敞性、竹林和

樹木的保護、家屋正面的開展性、轉入家屋的路徑和瞻望正面的感覺、大門前方

獨立樹的禁忌、流流丘上第一座家屋重建對噶瑪蘭族的象徵性…等。 

承襲傳統噶瑪蘭攀立在樹頂上觀察環境、作判斷的習性，頭目和長老們伸展雙臂、

拉開腿胯，用身體丈量。最終決定的家屋規模，是一座足以容納一個大家族共同

居住、附帶兩側涼棚的家屋。因此，它將由高挺的大柱撐起斜度優美的屋頂，寬

敞的屋裡可容納兩座竹架床、一口爐灶、以及一個生火聚會的場地，此外，還可

想像涼棚下經常操作著編織、木作…和孩童的遊戲。頭目和長老們對家屋使用的

商討，引起大家無限的期待，而收穫最多的是我們、和同行的流流社噶瑪蘭。 

這個家屋配置的商討過程，將噶瑪蘭親近自然與瞭解自然的一面展露無疑。當噶

瑪蘭人對基地環境的地形、水路、風向、土壤與動植物展開觀察之際，族人以母

語密切交談、商討辯論、丈量確認…，而我們（專業者），則適時提供基地上的人

為影響因素，並扮演問題提出與結論收攏的角色。 

家屋配置的一個特殊難題，是如何與地方政府考古團隊的考古挖掘位置取得協

調？考古挖掘的位置研判、和家屋位址與柱位的決定，兩者形成一段漫長的對話，

並延續至實際興建的過程中。 

 

（三）為期十四天的家屋興建和傳承 

2006 年 10 月 17 日，頭目潘金榮帶領 13 位族人從花蓮來到宜蘭，開始了噶瑪蘭屋

的興建。頭目以噶瑪蘭語引導著每天的工作。他在部落的領導地位，成為世代經

驗銜接的橋樑，促成長老和年輕噶瑪蘭的分工合作。但是，在頭目返回新社處理

族務的那幾天，分工合作的景況即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長老和年輕人對現代

與傳統工法的兩方堅持與對立。爭執轉為冷戰，並以兩個火堆，在工地上形成各

自的領域。有時，年輕人唱著歌、在傳統工法裡加進了現代作工，老輩們則聚集

一起，沉默削藤、心痛低語。 

這時，我們只得嘗試依照頭目的習慣，召集起每天早、中、晚各一次的商討會。

在這至為艱難的關口，我們扮演著提問的角色，來引發雙方的對話，以便形成每

一工作階段的必要共識。直到頭目回到宜蘭。 

順著噶瑪蘭步調，原定一週的工作，延長為兩倍的時間。伴隨著頭目帶領的歌唱，

年輕人自娛娛人的即興曲調，A-Bu 阿嬤的幽默玩笑，偷閒時光在河邊捕魚、在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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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採藥，無時不刻的順手雕刻…，家屋終於在 11 月 9 日興建完成。 

完工當晚，所有參與的人們聚集在這座親手建造的家屋，歡歌之後一起守夜。次

日清晨，由族中地位最為崇高的女祭師 A-Pi 阿嬤帶領所有人們完成祭祖靈儀式。

在隨即展開的歡慶舞蹈中，獲得祖靈庇祐的家屋，終於落成。 

流流社噶瑪蘭屋落成，噶瑪蘭女祭司與頭目帶領大家在家屋前祈福、舞蹈。

攝影：徐瑞遠 

 

（四）尊重噶瑪蘭主體性 

這次家屋興建的過程，有著不斷延長時程的事實。我們盡力與地方政府協商溝通、

爭取認同，使家屋的興建與噶瑪蘭的習性和步調得以調和。此外，有幾個重要因

素大大地影響了家屋興建的進度，並具體反映我們的價值取向： 

1. 幾位第一次參與傳統家屋興建的年輕噶瑪蘭，堅持於傳統工法中加入現代作

工，造成兩代之間的溝通瓶頸、影響傳統技術的傳遞。這個衝突的調節過程，

是工期延長的一大原因。 

2. 為了合作共識，也為了觀念與技術傳承，因此，每個重要的工作環節都由頭目

和長老以噶瑪蘭語細緻解說。年輕噶瑪蘭圍聚學習，我們則以細緻的分工，進

行全程影像記錄。 

3. 噶瑪蘭建屋著重的不僅止於技術，更是一個文化、社會的過程。因此，建造過

程中的傳統儀式與工法技術等同重要。例如開工前的 spaw、上樑的儀式、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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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的 spaw、衝突調節過程中的 spaw…等等。寬裕的時間，讓這些重要的文化

形式在最恰當的時間和環境中循序完成。 

4. 建造家屋，是噶瑪蘭日常生活的一環。因而，這個濱海、依丘、伴水的流流社

環境，牽引出即興的歌唱、捕魚、採藥、種植、雕刻創作、木器製作…，形成

建屋過程中的噶瑪蘭生活面貌。 

5. 經由頭目和長老的認同，我們促成了一些建築系學生參與家屋興建，並於家屋

主結構成形之後，展開擴大宣傳，促成許多學校、機構、文化團體和周邊社區

的組團觀摩。這個擴大參與的過程，讓一些宜蘭噶瑪蘭人自發加入每天的工作

行列。但也因此而提高了現場調度的複雜度。 

 

（五）專業者角色的重新認識 

面對這個具有深刻文化與社會意涵的空間行動，宜蘭工作室從最初的新社噶瑪蘭

經驗中，體會到自身專業的限制，以及超越空間專業之外的社群文化與經驗之力

量。這個認知，引發一個關乎差異文化的學習與合作之思考，並促使我們，調整

過去帶有價值引導意圖的社區參與行動方式，轉變成為共議程序的策動、與共識

落實的統籌角色，並嘗試促進持續對話的過程。 

此外，傳統噶瑪蘭的家屋興建，男女老少與各個角色在不同面向的竭力貢獻，給

予我們深深的啟發。面對來到宜蘭流流社的新社噶瑪蘭，我們的噶瑪蘭知識顯得

支離而破碎，最擅長的反而是宜蘭的生活與專業資源網絡，以及家屋興建的專業

解讀與再現能力。 

因此，我們以綿密而隨機更迭的分工合作，關照新社噶瑪蘭人的生活狀態，調度

建屋所需的場地、工具與用料，引進宜蘭各界的義工和物資襄助，排除行政體系

的干擾、促進周邊社區的認同，同時，以細密的規劃來完成現場記錄。 

作為家屋興建的成員之一，我們在繁雜的統籌性工作中，同時實際參與了每個建

屋的工作環節。因而磨練出令長老刮目相看的削藤技術，成就一片首次由女性搭

造的屋頂，並且協力完成一座廁所…。或許正是這種不分你我的合作勞動，讓我

們在傳統與現代工法的兩代衝突中，得以扮演溝通調節與促進共識的角色，與族

人一起渡過一時的危機。 

從新社噶瑪蘭的角度，我們的行政溝通與教育推廣意義重大：家屋興建的後期，

甚至有流流社噶瑪蘭住民表達提供土地作為家屋通道、噶瑪蘭園圃的意願。大量

的媒體報導，將噶瑪蘭合作的精神和傳統家屋的智慧廣為傳達，掀起噶瑪蘭文化

與血源認同的擴大討論。此外，除了宜蘭縣民的隨機參訪之外，另有十數個單位、

將近兩百人，在建屋的最後五天、遠道前來觀摩。頭目以漢語輔助噶瑪蘭語的實

地解說，人人皆可隨機參與的做工，引人留連忘返。然而，對我們而言，最大的

挑戰卻是每天卸下繁重的現場工作之後，回到工作室漏夜的整理紀錄。透過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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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詳實紀錄，以及次日回到現場的確認與補充，這個噶瑪蘭家屋行動的集體成就，

將是我們對噶瑪蘭與新社部落的重要回饋。 

 

四、結語 

家屋完工之後，我們耳聞新社部落裡遍傳著宜蘭流流社的故事。回到家鄉親手建

造的那座美麗的家屋，彷彿一線部落情感的連結，在新社內部、與新社和流流噶

瑪蘭之間。我們關切著它將牽引未來一個什麼樣的面貌？ 

2007 年 5 月，我們又來到了新社。這次是要商討家屋的佈置，以及家屋周圍的噶

瑪蘭園圃、日常勞作的空間。這件事，將廣泛涉及噶瑪蘭生活智慧、工藝技術…

等，豐富細緻的文化形式與表現。我們同時也在思考，延續著新社跨代承傳的經

驗，或許，即將展開的工作，適合由新社與宜蘭噶瑪蘭一起合作完成。這個具有

學習意味的挑戰性工作，也曾是關切噶瑪蘭文化存續的頭目、女祭師與長老們不

約而同的期待。 

與此同時地，我們正在進行一個流流社的整體規劃。規劃範圍除了四公頃流流丘

之外，將昔日噶瑪蘭獵場的周圍低地一併納入考量。透過這個規劃，未來有可能

將流流社推向一個以噶瑪蘭為主體的返鄉、學習基地。面對深度漢化的宜蘭噶瑪

蘭，以及異地落居一如新社噶瑪蘭，或廣佈各地的流散噶瑪蘭，這個噶瑪蘭基地

的空間性行動，毋寧訴求更為密切的集體文化探尋，來促成一個關乎文化重建的

行動式對話過程，共同尋求最終的答案。這個以「噶瑪蘭家屋重建」為主題、經

過細緻策劃的微型空間行動，即是一種可能的嘗試。 

現在，這座有十隻貓貓11護守的流流社噶瑪蘭屋，圍闔的高大苦楝正當花開的季

節。當人們蜿蜒著環丘路徑，踏過山欖樹影，穿越細密竹叢，便看到她挺立的美

麗身影，迎著隨風飄落的細白花瓣，掩映穿透枝葉的金色陽光。我們可以想像，

在流流社噶瑪蘭學習基地的漫長推動過程中，這一座噶瑪蘭合作精神的象徵，將

以她令人難以忘懷的美麗姿態，和每一次家屋打造或修補的故事，延續著關乎噶

瑪蘭文化重建的各方辯論、持續對話。 

                                                 
11噶瑪蘭屋的屋脊上有一束一束的茅草蓋住屋脊上的有黃藤固定的地方以避免漏水。噶瑪蘭語稱之

為 sagu，意思為貓。取其形似貓睡在屋頂上，且貓很顧家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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