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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有人劃一條回家的路 
● 方中士

 

 

 

2017 年 2 月，在以消失的凱達格蘭族命名的大道上升起了抗敵的狼煙，一群抗議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頒佈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的原住民，用「騙」這個強烈道德遣責字

眼攻擊被他們認為收割政治利益的國家元首，否定了總統代表全民正式向全體台灣原

住民受到的歷史傷害道歉的誠意，抗爭群體一開始便不接受政治性宣示態度與現實權

力運作上的落差與限制，致使體制內和解與溝通的可能。 

形勢一開始便陷入僵局：官方無法或者說是不能公開劃設原住民傳統領域為何排

除私有地的政治考量，而陳抗者又一下子把自己拉到會衝擊國家主權的轉型正義的高

度，抗爭者要爭的不是回復傳說的先人生活領域而已，而是要回復先人足跡所至之領

域的自然主權。 

僵局在陳抗群體被代表國家權力的警察第一次驅離便確立，接著便是考驗這一群

堅持恢復百分百傳統領域土地自然主權者信念與意志的開始：被所有媒體幾乎完全消

音的忽視下如何凝聚向心力，在歷史轉型正義的高度上如何對抗現實妥協的引誘？從

酷暑中等待黎明前短暫的沁涼，暴雨下綣縮於人行道於大樓門庭裡於公園大樹枝葉下

的委曲，寒冬硬冷路面上尋不著取暖火盆的懊惱；遠遠與象徵家父威權的總統府中央

塔樓遙遙對峙；這一群人汗濕散髮，罩衫衣褲敞開凌亂，身軀看來是疲憊的而情緒卻

是高亢的，一種準備長期戰鬥的堅毅神情。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政法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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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凌晨突擊，清除他們搭起的對抗意象與坐臥飲食設施，來驅離者與被驅離者

恰如其分的演出歷史劇角色，如其先人般在被詐騙被傷害後被迫在其土地上流浪，從

府前大道旁轉進捷運台大醫院站出口，又轉進似乎可以紮根於土地上的和平紀念公園

的一隅。 

在那裡，這一群原來在台灣東海岸部落努力延續復振其文化的男女立下了戰書，

施放了給所有部落的狼煙，如同原先只被當成歷史傷痕的澳洲原住民在其國會大廈前

綠草地上的一把大陽傘和一張辦公桌，便向全世界宣示與今日政府相當的主權：於是

，他們散發追求不容折扣的歷史轉型正義，聚攏來自全國各部落響應者寄來的石頭，

以及其他象徵部落精神的大小物件，開始吸引許多學術與藝文界的支持者來站台聲援

，他們用最溫柔的心在久遠前屬於他們的土地種下本屬於這土地的百合花，如同把自

己種下要不回來的土地。 

而我就只能一路透過媒體關注他們的訊息，透過電視或手機螢幕觀看，觀看這一

群中壯甚至已經該居家頤養天年的年老男女在繁華大城的這通衢大道與街區間奔走浪

遊，揪心的捕捉他們幌動的身影和控訴的言語，，最終銘記其中一位年長女歌手巴奈

高呼「沒有人是局外人」的警語，想像他們在餐風露宿之外的不便與苦楚，他們一場

又一場辦下去的露天小講堂會被留存於虛擬的網路上，他們搭建的裝置藝術被拆除後

會留存於人們的影像記憶裡，熱心的部落後輩青年來為他們加油，簡易爐灶鍋鏟為他

們烹煮飯食和宵夜點心，在夜間班警察監視下，他們如何熬過夜深露濃的談話尾聲？

粗陋歪斜的瞭望台能吸引多少想上去的都市小孩？來聲援的歌手樂團駐唱幾曲後還是

得回他們原先的位置，回到與我同屬這當代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邏輯宰制的文明生活裡

。 

維持社會生活秩序與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主政者或許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決策所依

循的思維邏輯，為了與昔日保守的前執政黨競爭而吸納思想進步份子所擬的競選政見

就只是為了區別對手創造差異而制定，狀似有藍圖有遠景有承諾，但制定競選政見不

見得會考慮到落實時會與既成事實和既得利益產生怎樣的扞格與矛盾；所以，原住民

朋友把競選的進步政見當成了「騙」他們的競選支票，便是一開始便無法委曲自己與

主政者一起來追求政見的落實，反其道而行的便是被弱勢者尊嚴情感所鼓動推升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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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位置，在這位置上固然有道德上的優勢高位，但也會在現實權力運作機制下對照出

雙方的荒謬。 

因為道德譴責是弱勢者逃避追求正義時的一種誘惑，拒絕進入被認為已失去溝通

與談判誠意的政府權力體制內，也可以被視為就是一種鬥爭位置的選擇──選擇如同

唐吉訶德對抗巨大風車的悲劇角色：政府以其既定的行政程序和目標進行其定義的歷

史轉型正義之贖罪與修補，在不影響國家主權與既有的行政治權的秩序前提下，總統

以道歉的動作與一篇文情並茂的演講文一筆勾銷幾百年來墾殖入侵者對全體原住民各

族造成的傷害與悲劇，但不能因此而改變國家主權在自治領域、土地所有與資源使用

等方面的主權，而這在國土面積幾乎全部都曾是原住民傳統生活領域的台灣言，雙方

的立場便不免緊張，對抗也難免尖銳。 

我用土地面積與人口密度這角度來理解我國與諸如紐、澳、美、加等國處理回復

原住民傳統領域所有權上的不同態度，不知這角度是否掉入有權力者存在即合理的陷

阱？還是因為我擔心在政府以其鋼硬無可妥協的既定處理程序下，堅持傳統領域劃設

不得排除私有地的抗爭團體會落入既被主流社會完全邊緣化，得不到與政府談判政策

調整的管道與機會，在政府運作資源與權力分配操作下，他們最終還會遭到其自身族

群中迎合利益分配的組織代表的排擠，最終，他們會不會只成為族人口傳的可佩悲劇

英雄？ 

他們要劃設的傳統領域約一百八十萬公頃，與行政院原委會劃設辦法差距近百萬

公頃，關鍵不在劃設面積大小的差距，而在其中是否排除既有的私有地；這些私有地

不但所有權來歷可疑，一旦被劃入，雖然只受限於接著而來的知情同意權，但必然會

讓所有人產生財產權貶值的心理，也會在劃入與否拉扯出族人的歷史傷痛。 

那麼，堅持不得排除私有地的抗爭團體是否有從立法上完全勝利之外的路可走呢

？抗爭伊始，在這個快速滾動更新的媒體環境裡，這一群人以全幅生命投入，日夜固

守，一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撐住，以一種弱勢者的頑固姿態捍衛不敗的尊嚴，這固然

贏得在高牆與雞蛋之間選擇雞蛋者的肯定與支持，但日子一久，斜陽拉出的身影就越

長也越稀微；最後，是不是就只成了一起被少數人記憶卻對當前文明機制毫無作用的

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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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我們看到以維持原始共產社會經濟模式的司馬庫斯部落雖名揚國際，但

也得持續對抗帶來觀光業也帶來市場貨幣價值對心靈的侵蝕；看到蘭嶼達悟族小孩在

便利超商登島後面臨芋頭與洋芋片的口味選擇，未經神聖儀式的併板舟用來收費體驗

載具就沒問題了嗎？被強制接受的核廢料貯存廠是否在全島劃為傳統領域後便可立即

經部落會議機制撤離？給了傳統領域內土地使用的知情同意權，是否能溯及既往而遏

止昔日國家權力特許的壙產、土石、林木等經濟利益開發？我們學習國際肯認原住民

回復原有的自然主權目的是甚麼豈不是因藉由保障全裘處於最弱勢甚至是面臨被當代

文明全面入侵而滅絕的原住民族群及其文化？而回復其歷史轉型正義則是這保障原權

的倡議與行動的手段，藉由還其歷史過程中被剝奪的正義，人們恰好可經此過程認識

並自省昔日其自然主權如何被不義剝奪過程中斑斑血淚；也就是說，這該是全體人類

社會的自省與自我救贖。 

這在台灣尤為明確：從被墾殖入侵的漢人與之後承續的統治者名為代表文明落後

的「蕃」而加之於其上的「理蕃」、「撫蕃」，隨之而來的文化歧視加深了其自我貶抑與

否定，遷徙、流亡、藏匿以致於全然遺失其語言、命名、服飾乃至任何表徵，為的是

剝除要被統治者與其主流文化「善化」使之「新化」的羞辱；最後，還得在以漢族為

中心的五族共合手段中融入其中華民族振興強盛的目標，為此目標而成為國家盛典裡

蠻夷來朝的符碼成為體育賽事與觀光產業裡的優人弄臣戲碼，而承繼上世紀八 0 年代

以來的原權運動，便是一條原住民族找回自我尋回文化尊嚴的艱辛路程，而這群在台

北凱達格蘭大道上扞衛不打折扣的傳統領域劃設，絕對是這原權運動的新高峰，也該

是整個社會藉此機會面對原住民族歷史轉型正義自省和救贖的最佳時刻。 

為此，這群堅持須回復含有私有地的完整傳統領域的運動者，寸步不讓並寧可因

斥責總統領導下的行政機關作為是「騙」而與其昔日支持政黨決裂，理由便是退此一

步則被財團入侵的經濟開發的圈地成了無可挽回事實，則要其族人理解並實踐自然主

權的各種開發知情同意權，會伊始便自失原則自降高度，使得取回傳統領域，作為延

續並復振其須有土地和環境為基礎的文化失根斷線。 

我對這群堅持信念，不惜與政府甚至與其馴服於社會主流價值的族人決裂者致上

最高的敬意，但我對其鬥爭手段與策略則有不同見解，我認為超過一整年的長期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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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動已足以宣示理念，已能對照出官方版本的虛應形式，在幾乎被整個傳播媒體給

邊緣化給遺忘後，以負傷戰士的姿態回去原鄉，把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種回自己有尊

嚴的文化的理念落實下來：想想，如何在既有的法規體制上尋回原住民族文化的價值

？泛靈信仰下的心靈與思維如何在科學或科技主義背景下發揮對照的意義？原始的共

產經濟與共工分享如何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有效運作？如何教育自己的族人，拒斥當

代自由市場背後的金錢價值與邏輯，讓諸如用過即丟的大量消費垃圾與表淺觀光文化

被節制乃至於被拒斥……；這會不會是在宣示態度後真的開始在真能擁有的傳統領域

內重聚部落力量，真實的劃出回原鄉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