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菜園中誕生─撒烏瓦知部落開展『原粹旅遊』概念之初探 

 

摘  要 

臺灣原住民觀光發展經驗與其他國家類似，開啟原鄉經濟活水與發展契機。

其中，社區參與生態保育工作發展生態旅遊之原住民部落，如山美、鎮西堡、司

馬庫斯等，改善原住民生計與促成族群意識甦醒。然而，大部分原住民觀光活動

主要仍以產業發展為重心，儘管生態旅遊是對部落較為積極且正向之觀光型態，

但受到觀光客及發展計畫相關法令規定，使得生態旅遊在部落推行上受到限制，

其適用性亦頗值得反思探討。來自秀姑巒溪的撒烏瓦知部落阿美族人已在大漢溪

河岸居住 20 餘年，因其位於行水區且在桃園縣發展觀光修建自行車道工程時被

強制拆除。部落依地形與環境所營造阿美族民族植物與河床原生植物之共生景

觀，形成豐富的原住民生活及文化景觀。本文以撒烏瓦知部落參與式營造與生活

景觀為探討，採用文獻回顧及深度訪談發現原住民主體性在以傳統文化及生活為

本質的思維下，反應『原粹旅遊』之幾項概念：一、尊重與瞭解原住民傳統文化；

二、體驗學習原住民文化景觀及生活方式；三、產生回應與關懷原住民人地間的

互動；四、回饋原住民當地生活。本研究嘗試倡導原住民觀光需鑲嵌於族群日常

生活景觀與文化傳統，希望能有助於部落開展以原住民生活及文化為本質之『原

粹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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