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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試圖探討賽德克族的傳統家屋，了解其如何採用在地天然素材，例

如：沙土、石板、樹木、竹子、茅草、藤等，運用科學原理製成具有功能性及

文化意涵的構造物(包含樑、柱、石板、石牆與木牆)。研究方法採用文獻探討、

田野調查（包含訪談、記錄與實地家屋勘查）、家屋模型實作、實驗設計與資料

數據分析等方式進行。 
我們根據文獻裡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建築定案圖，就地收集建材將家屋轉變

成比例尺約40：1的模型。再以科學方法試驗不同材質屋頂的家屋模型的氣溫耐

受性，評估建築物的功能性與價值。亦探討其建築文化意涵與智慧，以及未來

的展望。 
 

壹、研究動機  

    台灣早期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傳統建築，蘭嶼達悟族有防風的半穴居、閩南

人有土角厝、泰雅族有竹屋、排灣和魯凱族有石板屋等等。而賽德克族，卻有著

半穴居結合石板、竹子、茅草、木頭等多種形式而成的傳統家屋。如今走在部落

裡，映入眼簾的多是一般人認為較便利的水泥、磚造建築或是鐵皮屋。而有些部

落老人家，卻喜歡住在看起來老舊的傳統家屋，屋旁種著親手摘種的蔬菜。我們

想知道賽德克族的傳統家屋有什麼優點，讓部落裡的老人家有這樣莫名的堅持，

而又是哪些因素影響導致傳統家屋築逐漸在部落裡消失。 
    現在是科技發達的社會，是否能以適切科技的方式改善傳統家屋建築材料取

得不易問題與因應現代生活習慣，讓傳統家屋的建築形式能夠成為現今部落建築

的選項之ㄧ。藉由探討傳統家屋建築的過程，我們也想進一步了解就地取材的傳

統家屋建築在文化與山林智慧上的貢獻。 
 

貳、研究目的 

一、 探討賽德克傳統家屋的建築方法及設計原理。 

二、 以模型操作並學習傳統家屋的製作方式與過程。 

三、 探討賽德克傳統家屋不同材質的屋頂建材對室內氣溫調節度的影響。 

四、 探討賽德克傳統家屋的建築文化意涵與智慧，以及未來的展望。 

 
參、研究問題 

為了達成上述的研究目的，我們歸納出下述幾項研究問題： 

一、探討並以模型操作賽德克傳統家屋的建築方法及設計原理。 

二、傳統傳統家屋的室內氣溫調節分析。 

（一）屋頂採用現代金屬材料 

（二）屋頂採用植物纖維植披 
（三）屋頂採用石板 
（四）屋頂採用石板加植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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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統家屋的文化意涵及生態智慧的關聯性。 

四、傳統家屋在現今部落中面臨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肆、研究方法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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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方法與架構圖 

伍、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設備及器材：電腦、攝影機、相機、溫度計、廢棄合成板、小石板、植物

纖維(五葉松葉)、金屬材料(鋁箔紙)、沙土、黏土、肖楠枝

條、杉木枝條、衛生筷、棉線、三角板、尺、剪刀、雕刻刀、

鋸子、鐵鎚 
（二）電腦軟體：Excel試算圖表、Word文書、影音剪輯軟體 
（三）自製器材：賽德克族傳統家屋模型 

（石板屋頂、植物纖維屋頂、金屬材料屋頂） 

圖二 金屬材質屋頂 
     家屋模型 

圖三 植物纖維植披屋頂 
 家屋模型 

 
 
 
 
 
 
 
 

圖四 石板屋頂 
     家屋模型 

 
 
 
 
 
 
 

圖四 石板加屋頂植披 
     家屋模型 

 
陸、研究過程及結果 
一、研究問題一：探討並以模型操作賽德克傳統家屋的建築方法及設計原理。 

（一）研究方法：文獻探討、田野調查與訪談 
（二）訪問對象： 

南投縣賽德克族眉溪部落耆老與達人 Awi Tumun（姜俊偉先生），土生土

長於部落，且熱衷賽德克文化的傳承工作，曾參與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建造

過程，對基地選擇、建築工法與建材取材極為熟稔，亦極為了解部落文史。 
（三）研究步驟： 

1. 文獻與影音資料收集與閱讀 
2. 訪談問題設計 
3. 田野調查（實地勘查傳統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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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我們從文獻上獲得相當仔細的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建築定案圖面、家屋室

內配置測繪圖與家屋室內陳設圖（黃志弘等，2013），以此製作家屋模型。

製作過程中再結合田野調查與訪談，請南投縣眉溪部落達人修正我們的家屋

建築模型。 
從黃志弘等人撰寫文獻，我們整理出賽德克傳統家屋的建築樣式主要採

「單室」、「深床式」的半穴構造，牆壁以「積木式」堆疊法，屋頂則為「山

形屋頂」兩斜面構成的設計。其建築工法不僅極為講究，且設計方法包含許

多科學原理。我們將建築方法與設計原理整理如下： 
1. 家屋尺寸衡量基準 

每間家屋的面寬、內徑、深、屋脊高度等設計規格皆不同，主要尺寸

的衡量基準是依據家屋屋主的手臂長度而來。兩個手臂伸直為一身長，即

稱為 sese。若將 sese 換算成現在慣用的單位（公分），則呈現 20 至 30 公

分的些微差距。此外，門口的高度、入門的階梯高度及階數，則是依據屋

主的習慣。我們從文獻資料傳統家屋的剖面、立面、平面三圖，整理出傳

統家屋施作尺寸如下表所示： 
 

剖面圖 

(1)屋脊到屋內地面高度約 2 5
1 sese。 

(2)屋外與屋內地面高度落差約 2
1 sese。 

(3)屋內深約 2 sese。 
(4)家屋四周堆置的石頭平台寬約

4
3 sese。 

立面圖 

(1)家屋四周堆置的石頭平台，離土地面

高約 5
2 sese。 

(2)家屋總面寬約 5 5
4 s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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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1)家屋四周堆置石頭平台的門口位置

外口寬約 3
2 sese，內口寬約 3

1 sese，
呈現外寬內窄的梯形狀開口。 

(2)牆體內外柱距離約 4
1 sese。 

(3) 牆體外柱與屋簷支撐柱距離約

4
1 sese。 

(4)屋簷支撐柱與石頭平台外緣距離約

5
1 sese。 

(5)屋內徑約 4 2
1 sese。 

(6)屋內深約 2 sese。 

表一 傳統家屋尺寸衡量表（修改自黃志弘等，2013） 

 

2. 建築方法 
(1) 挖掘半穴式構造、堆置家屋四周的石頭平台、壓實屋內地面 

（以前是住在山坡地……向山坡斜面挖土石，斜坡面清出來的土

石被移到前面當土牆包在我們所砌的石牆裡面，這樣這邊的斜坡

面就形成一個凹穴，也就是我們屋子裡深穴的樣子。家屋裡地面

的土還要敲打緊實，這個功夫有很多的工法在裡面……） 

賽德克族生活領域多分佈於高海拔地帶的山地地形，聚落位址的選擇

以考量安全性及防禦性的功能為主，所以傳統家屋便根據山地地形的生活

環境而選擇在山腰且取水便利的緩坡。除了避開落石、洪水、滑坡之外，

視野必須可以看清楚部落周遭的情景。也因為選擇在緩坡興建家屋，所以

向緩坡斜面挖掘形成「半穴式」家屋，基地約向下挖掘約 80～200 公分

不等的深度，並將挖掘出來的沙土往家屋四周堆置成屋外的石頭平台(黃
志弘等，2013）。接著，以工具壓實屋內地面沙土，以利居住。 

(2) 依次疊砌屋內石牆與豎立牆體立柱、堆疊木牆、搭設屋樑與通樑 
a.家屋正立面以門口為中心，左右各 5 枝立柱；家屋側立面以主樑為中心，

左右各 2 枝立柱，依此家屋內牆柱構成一矩形。另外，外牆柱對應內牆柱，

形成家屋外牆矩形。 

b.內牆立柱深入半穴屋內地面，屋外地面高度與屋內地面高度之間則形成屋

內石牆安置所在。此部分採用整平的頁岩由下往上依次疊砌，並結合屋內

柱而成穩固的木石結構體。 

c.外牆立柱與屋簷支撐柱底部深埋入家屋四周堆置的石頭平台內，使家屋結

構與屋外石頭平台穩固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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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內、外牆柱中間，由下而上堆疊雜木，並每隔一間距以籐綑綁，成一穩固

又可隨時抽材薪使用的牆體。在堆疊牆體雜木時，設置防禦性功能的槍

眼，並應需要在入口牆面兩側或山牆面的爐火上方設立窗口。 

e.內、外牆立柱與屋簷支撐柱（通常採用）Y 形柱，以便用籐相互綑綁。 

f.屋頂部分，以中主樑（中脊桁）為中心，左右兩面各等距設置 3 枝橫樑(桁

條)，並使用籐將各樑與屋身側面立柱相互綑綁。山形屋頂兩斜面，再以

短木等距排列後綑綁成「緩坡式」斜面結構，以便鋪設屋頂建材（石板或

茅草等）。另等距設置通樑，分散屋頂各桁條的承重，亦使屋頂結構更加

穩固。 

 
籐索綑綁內外柱成堆疊雜木的牆體 方便綑綁的 Y 形柱體 

 

支撐屋頂的脊、桁結構 

圖五 

(3) 依據各海拔部落環境選擇鋪設屋頂的建材 
低海拔部落環境，因為有茅草生長，所以多採用茅草為屋頂建材；高

海拔則多石板，茅草較少，所以採用石板為屋頂建材。屋頂建材的鋪設講

究鋪設工法，且一律由屋頂外緣往屋脊方向依序鋪設，才能使雨水不會滲

入屋內。 
 

3. 建築材料、設計與科學原理 
傳統生活完全依據自然環境來決定生存方式，因地制宜。所以因應部

落當地的地理環境與氣候，傳統家屋建材多採用就地取材的天然素材，而

居地選擇以耕作、飲水、向陽及防禦功能為主要考量。家屋的地基大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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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或長方形，外型像堅固的長方矩形堡壘，室內空間為單室、單一出入

口且內部牆面為天然木材搭起的結構樣貌。 
(1) 「半穴式」房屋構造特點 

a.順應聚落的地理環境型態：沿緩坡斜面向地面下挖掘而成的「半穴式」家

屋，具備順應山坡的坡度限制及構造穩固功能。 
b.具備防禦性及保溫性的功能：半穴式家屋，屋主可透過疊砌木牆上的槍眼

防敵，易守難攻。由於是往地下挖掘約 80～200 公分的深床式半地面下

的空間，再結合屋外石牆，具有防風效果，不易受地面上風吹、日曬等氣

溫影響，使室內溫度較為恆定。 

約 80～200 公分的深床式半穴居 屋外高聳的石頭平台 

圖六 

(2)建材特點 
a.木料建材防腐、抗蛀且耐用： 
房屋建材的橫樑與直柱是支撐屋子重量相當重要的一部份，作為樑跟柱的

木材必須堅硬厚實。木料選擇防腐、抗蛀、耐用的木材，包含松木、檜木

等來自針葉樹種軟木類，也有取自闊葉樹種的茄苳木、烏心石、肖楠、樟

木、櫸木等的硬木類。門板則多採硬木製成，例如：櫸木。另外，疊砌厚

實壁體的樹枝木料可採用雜木，在天氣寒冷時，不僅防風更可供室內爐火

取暖所需的材薪，使家屋發揮保溫功能(黃志弘等，2013）。 

堆疊與方便抽取材薪的雜木壁體 防腐、抗蛀、耐用的檜木樑柱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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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結構學上抗風抗震的籐結工法： 
傳統家屋建築綑綁各木構造的建材以籐索為主，除了採用野籐，也常用乾

燥之後會更緊的籐偷。運用藤結來接合所有木料構件，例如：柱與樑、柱

與椽、結構柱與撐簷柱、抬樑脊瓜柱與樑等。籐結工法在結構上不僅具有

「鋼接點」的作用，且在颱風與地震房子產生橫向力作用時也具備「絞接

點」特性，讓屋身結構保有微小位移的空間，保障家屋結構安全。此外，

因為藤索繩結工法具有堅固、易於施工與維護等功能，也普遍用於綑綁屋

頂竹子、白茅草或是樹皮等建材(黃志弘等，2013）。 

 
屋頂繁複且抗震的籐結工法 

圖八 
c.防潮又防風的石板、低海拔的茅草： 
屋頂材料包括石板、檜木皮或白茅草等，而不同的屋頂材料也會影響屋內

受熱情形。而受部落位址海拔高低因素影響，傳統家屋的屋頂建材有茅草

或石板之分。低海拔氣候適合茅草生長且無強風吹襲之虞，所以多採茅草

屋頂形式。高海拔環境不適合茅草生長且必須防強風吹襲，所以多採用沈

重的石板為屋頂或高聳的石頭平台建材。石材選擇以頁岩和板岩為主，分

別為沈積岩和變質岩，在合歡山、奧萬大等賽德克部落附近能找到許多可

用的石材。而石板有公、母之分，以外觀較黑、密度較強的公石板為優，

具有防裂及防潮的特性。施工上採取由屋緣往屋脊鋪排的方式，並且必須

注意石板的銜接方法，才能發揮排水與防潮功能。「沈重」的石板屋頂，

也形成家屋抗風的特色。除了屋頂之外，賽德克家屋在屋內地面以下的牆

壁及屋外牆基都大量使用石材，因此擁有堅固的砌石臺基。頁岩也用在鋪

設建築物周邊側面，以防護、美化及阻擋雨水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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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的石板屋頂 

(修改自科學小原子影片) 

 

低海拔茅草屋頂 

圖九 

 (3)屋主習慣、單一出入口與內開單門： 
家屋採用單一出入口，形狀呈外寬

內窄的梯形狀；門口高度與階梯數

則以屋主習慣而定；門板為內開

型，增加防守時的隱蔽性(黃志弘

等，2013），種種防敵設計皆發揮

防禦性功能。 
 

圖十 
 

(4)因應生活所需的疊砌木牆體構造、透氣壁體與山牆面： 
傳統家屋的疊砌木牆壁體構造，除了防風之外，在雨季及冬季亦方便取木

牆中的木材來燃燒，以維持屋內保溫並使木材燻燒而不被蟲蛀或腐爛。等

日後天氣轉好，可隨時再補充木牆細縫內的木材。 
（我們在燻燒的時候，屋子的煙大約是在木牆的 1/2高度，之

後煙會從屋簷或縫隙跑出去，而屋內底下的空氣都是保持清新

的，我們不會被煙燻到。） 
山區生活，有燒爐火保持室內溫暖的需求。而疊砌的木牆是有縫隙

的，當屋內然燒柴火時，依據流體的「熱對流效應」，熱空氣會從這些縫

隙與上層稍微鏤空的山牆面流動，便可驅散屋內的爐火灰煙。此外，木頭

為熱的不良導體，其隔熱效果佳，對室溫亦有恆定性的調節能力，再加上

內外牆厚度很厚，更有助於提升保溫能力。此外，木造房屋更具有調節溫

濕度，吸收紫外光、斷熱、抗燃、防震、吸音等功能。 

 

內開且具防守隱蔽功能的單門 
(修改自科學小原子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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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溫且防屋底煙燻的疊砌木牆與透氣山牆頂 
圖十一 

(5)砌石特點： 
(我們會把石板敲到更薄……我們砌石動作要很快，且石板選擇

要剛剛好。……砌石你要抓準他的基準，要有數學和美學的概

念。石板砌起來要從上面往下看成一排直線，弧度不可以斜向外

面，可以往內斜一點，往外斜會倒，往內斜還可以。再來，砌石

不是全部砌小的，而是大小石板穿插在其中，像長條形的石板要

與石牆面成縱擺，而不是與石牆面平行來擺，平行來擺的話石牆

很容易會倒。以前老人家在砌石頭都是憑經驗，平擺和斜紋？的

方式都會去使用。有的人喜歡斜紋，就必須去選擇石板的大小，

石板大小越一致，斜紋的越多；石板大小越不一致，採用亂擺的

方式，但就都是平放比較多。而亂擺的方式，最後上面就是放較

大且扁平的石板，因為這以後要拿來當椅子坐的。……細石子

呢？因為留在土地上是多餘的，所以全部把他放進石牆裡來鞏固

石牆，功能有點像現在的水泥加石粒。填完細石子後，最後上面

再覆土或者是全部鋪上扁平的石板。放最上面扁平的石板時，要

看他的形狀來決定擺放方向，而小的石塊則繼續往未完成的牆面

塞進去，依序一段段完成石牆。) 

砌石工法講究經驗、數學、美學與實用概念，並善用在地沙土與碎石

穩固石牆，使建築結構產生抗震效果。無論是屋內石牆或是屋外石頭平

台，砌石方法皆由下往上堆疊依次搭建，並在牆體內塞入許多沙土或碎

石。而砌石過程隨時要注意保持砌石面的平整與內斜弧度，大小石板的混

合使用，最後收尾的最上方石板則選擇可兼具椅子功能的寬扁狀。此外，

亦可以鐮刀工具修整石板，讓他更平整，方便疊砌。傳統會用鐮刀來削頁

岩，關鍵工法在從頁岩側邊節理中間切開。擺放石頭的時候，石頭和石頭

之間也要嵌入石頭，才能使石牆不會動搖。屋內石牆會鑲建物柱子再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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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一嵌進去，讓石牆沒有空隙，以此柱子便可穩固，形成砌石結合木構

的抗風、抗震結構。 

屋內疊砌石牆與穩固的木石結構體 屋外堅固、防水兼具椅子的石頭平台 

以工具整平石板面 

砌石面 
由上而下成一直線 

利用地上多於沙石填滿石牆 
鋪設最上層兼具椅子功能的石板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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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賽德克傳統家屋的建築方法及設計原理後，我們決定採用黃志弘等撰寫

的〈賽德克族部落參與式祖屋復原研究〉一文內的傳統家屋建築定案圖，做為我

們製作模型的主要參考範例。該圖採用千千岩助太郎在 1938 年的賽德克住家測

繪圖資料結合部落參與式設計之焦點座談，統整出賽德克族三語群皆同意的傳統

家屋建築定案圖面，我們將此圖修改成製作模型的尺寸，單位為「公分」，如圖

五所示。我們根據此定案圖製作傳統家屋模型，以 1sese＝4cm，即比例尺約 40：
1 的建築模型進行研究問題的科學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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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賽德克傳統家屋建築模型尺寸圖（單位：公分） 

圖十四 收集資料與閱讀 圖十五 訪問耆老與實地勘查 

圖十六 傳統家屋內探訪 圖十七 實地學砌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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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就地收集天然建材 圖十九 模仿挖掘半穴與堆砌牆體 

圖二十 製作模型樑柱 圖二十一 完成砌石與豎立樑柱 

圖二十二 修剪屋頂桁條材料 圖二十三疊砌木牆材料修剪 
(肖楠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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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 鋪設屋頂建材 
          (植物纖維屋頂) 

圖二十五 完成模型 

圖二十六 室內溫度測試實驗與記錄 圖二十七 實驗討論與結論 
 

 

二、研究問題二：傳統家屋的室內氣溫調節分析。 

（一）研究原理： 
運用熱能與溫度變化的公式 H = ms∆t ，我們可以推得∆t=H/ms，來

理解與分析測量到的溫度數據所代表科學上的物理機制。此公式上，H 是

指所需的熱能；  m 是指質量； s 是指比熱容；  ∆T 是指溫差。由∆t=H/ms
可知，溫度變化與吸熱質量成反比，及溫度變化與受熱物體的質量成反比，

即∆t∝1/m。 
（二）研究方法：準實驗法 
本實驗過程屬於自然情境，如陽光照射測量樣本所提供的輻射熱能大小，且我們

主要以就地取材的方式來建造實驗用的傳統建築模型，故未能完全控制實驗相關

的控制變項。我們對傳統建築模型的屋頂材料與設計進行不同分類組別的建置與

測量，組別分別為覆蓋金屬材質(鋁箔)、植物纖維(五葉松葉)、石板（頁岩）、石

板屋頂加植披等四組，並進行一系列的溫度測量、計算、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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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步驟： 
 

1. 將挖來土來堆置在木板上，先讓木板上的土要堆置約 3 公分高建置一個

小小建築基地的地下基礎工程，以模擬住屋的環境。堆疊厚度 3 公分。

再從基地中選定一個面積（長度 18 公分 寬度 8 公分）作為房子的位置，

並向下挖 2 公分做「半穴居」的地下空間，挖起來的砂石堆立成「石頭

平台」，建構比例尺為 40:1 的建築模型 
2. 採取獨立基腳的淺基礎作法，內牆柱、外牆柱及屋簷支撐柱的長邊和短

邊皆以每隔 2cm(因實際房子是每隔 80 公分)立柱。總共有內牆長邊柱 10
根，短邊 5 根；外牆長邊柱 11 根，短邊 6 根；屋簷支撐柱長邊柱 12 根，

短邊 7 根。 
3. 用竹片編織屋頂底面，分別覆蓋金屬材質(鋁箔)、植物纖維(五葉松葉)、

石板（頁岩）、屋頂植披，完成不同材質的屋頂。傳統建築會採用茅草，

但我們的模型屋很小，學校附近也沒什麼茅草，故我們採用學校就地取

材的松葉和一些苔蘚。 
4. 分為三組記錄溫度計的數值做為分析的數據，每隔 45 分鐘分別記錄一

次，一天記錄七次。三組分別為(a)組為非陽光直曬是指將溫度計置於學

校鋼筋混泥土之實體建築物室外遮陽下；(b)組為室外陽光直曬；(c)組是

傳統建築模型屋內的溫度，將模型屋拿至戶外接受陽光直曬， 
5. 請不同學生分別測量溫度，取較合理的平均數據，以提高數據的可信度。 
6. 計算溫差變化，分析與討論實驗數據。 

 
（四）研究結果分析： 
    1. 屋頂採用現代金屬材料 

(1)依據折線圖可得出溫度及溫度變化最低的為(a)組溫度計，溫度從 18℃升

到 22℃，由∆t∝1/m 可知，有較大吸熱質量的樓板及屋頂，會讓周圍空

間的溫度變化較小。 

(2)陽光直曬讓(b)組溫度從 24.5℃升到 31.5℃，獲得光能和熱能，溫度及溫

度變化升高最高、最快。 

(3)溫度變化次高為(c)組，其覆蓋有鋁箔屋頂的建築模型內的溫度從 19℃升

到 28.5℃。因為部分陽光的光能、熱能被鋁箔反射及吸收，故溫度及溫

度變化較(a)組小，由∆t∝1/m 可知，有較小吸熱質量的屋頂，會讓周圍

空間的溫度變化較大，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金屬材質隔熱效果不好，故鋁

箔屋頂內的模型溫度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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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材質：鋁箔 天氣狀況：晴 

   (a)組 (b)組 (c)組    

實

驗

次

數 

時間 間隔 
室外溫度

(陰影) 

室外溫度

(陽光) 

模型內

溫度 

溫差 

(陰-模) 

溫差 

(陽-模) 

陽光 

有無 

1 10:05 0 18 24.5 19 -1 5.5 有 

2 10:50 45 19 27.5 23.5 -4.5 4 有 

3 11:35 45 20 28.5 26 -6 2.5 有 

4 12:20 45 21 30 27 -6 3 有 

5 13:15 45 22 30.5 28 -6 2.5 有 

6 14:00 45 22 31 29 -7 2 有 

7 14:50 45 22 31.5 28.5 -6.5 3 有 

表二 

15

17

19

21

23

25

27

1 2 3 4 5 6

室外溫度(陰影)

室外溫度(陽光)

模型內溫度

 

表三 

 

2. 屋頂採用植物纖維 

(1)依據折線圖可得出溫度及溫度變化最低的為(a)組溫度計，溫度從 18℃升

到 22℃，由∆t∝1/m 可知，有較大吸熱質量的樓板及屋頂，會讓周圍空

間的溫度變化不會忽冷忽熱，較易維持恆定的狀態，因此我們可以看出

還是真實的房子擁有遠高於模型房子的溫度調節能力。 

(2)陽光直曬讓(b)組溫度從 22℃升到 26℃，獲得光能和熱能，溫度及溫度變

化升高最高、最快，下午兩點天氣轉陰，陽光被雲遮住，少了陽光的光

和熱，溫度降為 21℃。 

(3)溫度變化次高為(c)組，覆蓋有五葉松葉屋頂的建築模型內的溫度從 20℃

升到 22.5℃，再溫度降為 21℃。因為部分陽光的光能、熱能被植物纖維

吸收，故溫度及溫度變化較(b)組小。但由∆t∝1/m 可知，植物纖維的模

型屋頂所擁有讀吸熱質量很有限，溫度及溫度變化較(a)組大。且纖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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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空隙會有阻隔熱傳導的效果，故仍有一定的保溫隔熱效果。 

屋頂材質：五葉松葉 天氣狀況：晴->陰 

   (a)組 (b)組 (c)組    

實

驗

次

數 

時間 間隔 
室外溫

度(陰影) 

室外溫度

(陽光) 

模型內

溫度 

溫差 

(陰-

模) 

溫差 

(陽-模) 

陽光 

有無 

1 10:05 0 17 22 20 -3 2 有 

2 10:50 45 18 24 21 -3 3 有 

3 11:35 45 19 25 22 -3 3 有 

4 12:20 45 19 26 22.5 -3.5 3.5 有 

5 13:15 45 19 23 21.5 -2.5 1.5 無 

6 14:00 45 18.5 21 21 -2.5 0 無 

表四 

15

20

25

30

35

1 2 3 4 5 6 7

室外溫度(陰影)

室外溫度(陽光)

模型內溫度

 

表五 

 

3. 屋頂採用石板 

(1)不加屋頂植披 

a. 依據折線圖可得出溫度及溫度變化最低的為(a)組溫度計，溫度從 19℃

升到 21℃。 

b. 陽光直曬讓(b)組溫度從 22℃升到 31℃，獲得光能和熱能，溫度及溫度

變化升高最高、最快，後來下午溫度降到 28℃。 

c. 溫度變化次高為(c)組，覆蓋有石板屋頂的建築模型內的溫度從 21℃持

續升到 30℃。因為部分陽光的光能、熱能被石板吸收產生蓄熱效果，

故雖然下午陽光轉弱，但模型內溫度依然出現持續上升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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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材質：石板 天氣狀況：晴 

   (a)組 (b)組 (c)組    

實

驗

次

數 

時間 間隔 
室外溫度

(陰影) 

室外溫度

(陽光) 

模型內

溫度 

溫差 

(陰-模) 

溫差 

(陽-模) 

陽光 

有無 

1 10:05 0 19 23 21 -2 2 有 

2 10:50 45 20 26.5 24 -4 2.5 有 

3 11:35 45 21 27 27 -6 0 有 

4 12:20 45 21 29 27 -6 2 有 

5 13:15 45 21 31 27 -6 4 有 

6 14:00 45 21 30 29 -8 1 有 

7 14:45 45 21 28 30 -9 -2 有 

   表六 

15

20

25

30

35

1 2 3 4 5 6 7

室外溫度(陰影)

室外溫度(陽光)

模型內溫度

 
表七 

 

(2)加屋頂植披（苔蘚類） 

a. 依據折線圖可得出溫度及溫度變化最低的為(a)組溫度計，溫度從 19℃

升到 21.5℃。 

b. 陽光直曬讓(b)組溫度從 26℃升到 32℃，獲得光能和熱能，溫度及溫度

變化升高最高、最快，後來下午溫度降到 29℃。 

c. 溫度變化次高為(c)組，覆蓋屋頂植披的石板屋建築模型內溫度從 21℃

升到 28℃，再溫度降為 26℃。因為部分陽光的光能、熱能被屋頂植披

-苔蘚吸收，故溫度變化較(b)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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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材質：苔蘚+石板 天氣狀況：晴 

         

實

驗

次

數 

時間 間隔 
室外溫度

(陰影) 

室外溫度

(陽光) 

模型內

溫度 

溫差 

(陰-模) 

溫差 

(陽-模) 

陽光 

有無 

1 10:05 0 19 26 21 -2 5 有 

2 10:50 45 20 28 24 -4 4 有 

3 11:35 45 21 31 27 -6 4 有 

4 12:20 45 21 32 28 -7 4 有 

5 13:15 45 21.5 29 27 -5.5 2 有 

6 14:00 45 21.5 29 26 -4.5 3 有 

表八 

15

20

25

30

35

1 2 3 4 5 6

室外溫度(陰影)

室外溫度(陽光)

模型內溫度

 
表九 

(四)小結 

 

1. 從這個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同建材因為有不同的質量、比熱，所以

導致材料在接觸太陽所提供相同的熱能時，會讓空間表現出不同的溫度變

化。 

2. 如表十我們比較四種不同屋頂材料隨著時間進行溫度的測量，發現採用

草葉鋪成的屋頂所帶給模型空間內的溫度相對最穩定，分析原因在於我們堆

疊足夠量的植物素材裡面存在許多不利熱傳導的空隙，而產生相對較好的隔

熱效果。 

3. 覆蓋屋頂植披的石板屋讓整體結構更有層次，屋頂植披的植物吸收利用

光能和熱能，也讓建築展現一種生命活力，也避免了石板直接被日曬產生蓄

熱高溫的問題。 

 

 



賽德克傳統建築的文化與智慧 

 21 

 

表十  
 

 

三、研究問題三：傳統家屋的文化意涵及生態智慧的關聯性。 

（一）研究方法：文獻探討、田野調查與訪談 
（二）研究步驟： 

1. 文獻與影音資料收集與閱讀 
2. 訪談問題設計 
3. 田野調查（實地勘查傳統家屋） 

（三）訪問對象：南投眉溪部落耆老 
（四）研究結果： 

1. 文化意涵：人我互動中的生活律法（Gaya） 

賽德克族的獨特生命禮俗與傳統習俗源自於崇信 Utux 的生命觀，延

伸出嚴謹的 Gaya 生活律法系統及特有文化。傳統部落生活大都需要依賴

部落團體來共同完成，例如興建家屋、狩獵、農耕、祭儀等等(黃志弘等，

2013），而 Gaya 生活律法系統便交織在人我、人與自然的互動中，維繫

著部落生活的平順，發展成一套屬於賽德克族的倫理。 

(蓋房子的時候，男人負責蓋，婦女要幫忙煮菜準備食物……石

頭在河邊就有了，以前採石頭都是族人要去背回來的，大家要互

相幫忙……) 

在過去部落中，家屋的興建過程，常藉由「換工」、「還工」的方

式互相幫忙(黃志弘等，2013），蘊含人我互動的生活倫理。過程中，包

括物料收集、基地整地、綑綁樑柱、石牆與木牆堆砌、屋頂搭蓋種種龐雜

工程，部落便在這種約定成俗的倫理中，短時間內完成家屋興建。也在這

過程中，傳承建築技術技藝與生活文化。Gaya 的影響，甚至細微到家屋

室內的擺設，也是多呈現生活倫理與族人的文化觀，例如床位的安排，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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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睡在溫暖的爐火旁；爐火是家屋的中心，小孩子則睡在爐火對邊，即

老人家對面且靠近門口的床位；爐火附近擺滿獸骨的獵物架，是獵人的勳

章，也是屋主的榮譽象徵……等，在在呈現長幼有序的倫理、文化傳承與

文化的象徵。 

 

2. 生態智慧的關聯性 

賽德克族部落分佈以中央山脈為主，順應當地地理環境的坡度、透水

性能、土壤級配成分，建造出半地下屋的深床式家屋。家屋設計具有利於

排水；適應高海拔日夜溫差特性；疊砌木牆在冬天可隨時點燃火堆以長時

間維持屋內溫暖；點火不止可除屋內濕氣也可煙燻木料建材使其不易腐

壞……等特色。地理、氣候、山林植物生態等自然因素，造就賽德克族不

同部落的傳統家屋分別具有不同的特色，呈現人與自然密不可分的互動關

係。 

(1) 因地制宜，善用周邊資源 
不同的海拔高度，會有不同的自然資源可作為建材。文獻（黃志弘等，

2013）指出不同的海拔高度，有不同的植被樣態與地理環境。海拔高度高，

不利茅草、竹材生長，但有大量的石板可利用，所以家屋屋頂便以石板施

作。另因應高海拔較無天然遮蔽物，屋頂與石牆的石板就發揮防護高山強

風負壓的防風雨功能，石頭平台豎立的大片石板則可防止野獸入侵。海拔

較低處，例如 120M，氣候溫暖有利茅草與竹子生長，再因以低海拔不大

容易受強風吹襲，所以屋頂便採用茅草覆蓋，而牆面也改用竹子而不需用

可當材薪的雜木疊砌。從現存低海拔的傳統家屋茅草屋頂與高海拔的傳統

家屋石板屋頂，相較下即可印證因地制宜的智慧。 
善用山坡斜面沙土，族人一邊將斜面沙土掘成半穴，一邊堆置成家屋

屋內石牆與屋外石頭平台，將原本被視為廢棄的砂石轉變成穩固石牆與屋

柱的材料。木料選擇上，考量樹種的防腐、抗蛀、耐用特性，再從山林樹

種去挑選所需。 

（支撐屋簷柱子是青剛櫟，白蟻無法蛀到心裡面，白蟻只是表面在

蛀。牆體是用肖楠木。……從水源頭。以前沒有接水管，我們是用

竹子或者是木頭，木頭要剖半再淘空成類似竹子剖半後形成一個水

道，把水引到部落來。） 

（以前婦女去山上工作完後回家都要背木頭回去當燒材用，男人則

是背獵物或是家裡需要的東西，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備料。而不是說

我要做了才去扛材料回來。像藤編，常是拿回來隔了半個月或甚至

擺了一年左右，才拿來做編織。所以以前隨時備料，隨時都可以做

東西。） 

（砌石工作，最後上面就是放較大且扁平的石板，因為這以後要拿

來當椅子坐的。……細石子呢？因為留在土地是多餘的，所以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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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放進石牆裡來鞏固石牆，功能有點像現在的水泥加石粒。填完

細石子後，最後上面再覆土或者是全部鋪上扁平的石板。放最上面

扁平的石板時，要看他的形狀來決定擺放方向） 

依照周邊天然資源，族人依其生活所需，每天隨時備料，並在需要時，

將天然素材製成所需用品。並且發揮創意，將天然素材變成多功能日常用

品。例如：木料皮，可以善加利用成屋頂建材；掏空與剖半的竹管，轉變

成輸送水源的管線；石板既可為堆砌石牆的建材，也可以是生活日用品的

椅子……等，皆是傳統生活觀察自然資源而得的智慧。 
 
(2) 依山而築，順勢而為 

 （我們以前部落都會選擇在山上，且有水源地的地方。……河流

水源地都是在山坡上或者是山頂的。……因為是水源地，所取的水

會較乾淨。而河谷裡的水，很多動物會去喝水、洗澡、排泄，影響

水質及衛生問題。所以，以前部落位置不會選在河階溪流邊……） 

(我們以前部落選擇蓋在背風面，不能蓋在迎風面，否則颱風一來，

房子會掀掉。……以前我們的部落在遠遠的那邊山上，你望過去前

面有一座三角形尖尖的山後面，是背風坡，且是後面那座山的向陽

面。就是那個山凹內，現在是農用溫室。所以我們賽德克的房子要

依山勢而蓋，且要蓋在向陽面，因為這樣茅草比較容易乾。不管是

向陽還是背陽，日照時間一定要夠。這樣茅草才不會因為濕氣太重

而敗壞、腐壞掉。) 

傳統賽德克族在選擇部落位址上頗具智慧。部落座落區域必須是水源

地，保證生活用水潔淨與用水無虞；必須位於山的背風坡，避免強風直接

侵襲；向陽面能讓家屋建材保持乾燥，不易腐壞，以拉長家屋使用年限；

要如何選擇避開洪水的聚落位置，如圖二十八眉溪原部落位址所示。這些

經驗都必須仔細觀察自然環境的變化，才能確定家屋最安全的座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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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 眉溪原部落位址 

不同海拔高度的部落，因應其地勢平坦或陡峭，建築出不同地坪大小

與穴居深度的家屋構造。地勢平坦的部落，室內地坪最深，可提升防衛功

能；地勢陡峭的部落，因已具備易守難攻的優勢，地坪只有 35 公分；部

落在平地者，則放棄半穴式地下屋形式，變成平面地坪。家屋的深淺變化，

完全依據屋主對環境的判斷而決定，也具有防敵效果(黃志弘等，2013)。
而順應環境而生的半穴居家屋型態，也提供了舒適的居住空間。 

(以前我們房子就是這種半穴居，就像你們體驗到的，剛剛外面比

較冷、風比較大，但進到裡面就比較溫暖些且很安靜。) 

此外，家屋屋簷超過屋外石頭平台，使雨水可以順著屋簷而落在石頭

平台之外，不會滲進家屋內。再加上家屋基地周圍的排水水路設計與加高

門口基部，屋子便不會進水，更提高居住上的舒適度。傳統生活，透過觀

察自然的變化，採取順勢而為的家屋建築型式，除了發揮人與自然互動的

建築智慧，也提升了族人居家的安全。 

(3) 回歸自然，現代環保觀念 
從傳統家屋選址與興建上，常透露出族人對地形、氣候、物種等地景

特性的熟稔程度極高。而從現代觀點來看，木材、石板、砂石、藤索、茅

草、竹子等建材的使用方式，極具現代環保觀念。 

 (以前的房子有沒有用到釘子？沒有，是用藤。綁藤講求工法，不

是隨便綁上去的。若藤編不好，會鬆脫。建構材料選擇不好，也會

因為日曬雨淋而腐敗掉，反而減少房屋的壽命。) 

(什麼樹，環狀剝皮最好剝？就是肖楠、柳杉和檜木。……防鼠板

的功能大家都知道，但是用什麼木頭呢？我們要用容易鏤空、又耐

用的樟樹。櫸木也可以，但以前部落多使用樟木。我們用天然中空、

鏤空的樟木，拿來做利用。……竹子在穀倉的建構上，是用來包夾

樹皮，透過藤的韌性把他和立柱夾在一起。對照去看家屋木牆的房

子，也是像夾樹皮一樣，把木頭夾在裡面，外牆的外柱和內牆的內

柱要把做牆體的雜木夾起來變成屋牆。) 

傳統家屋建材取之自然，最終也歸於自然，但在使用過程中，為延長

使用壽命，族人必須熟悉各種建材特性來作最好的利用，且一種建材常發

揮多功能的特性。例如籐的種類選擇以籐偷最好、籐的綑綁工法保障房子

結構穩固、建築工法與善用建材的智慧使建材耐用而不易腐壞；檜木可以

是樑柱建材，而可環狀剝皮的檜木皮也可利用為穀倉壁體或家屋屋頂覆蓋

物……等，展現了賽德克族使用山林資源的傳統智慧。 

傳統賽德克族主要生活範圍是山林裡，族人大都對山林資源的運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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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悉。從樹木的種類，可以判斷哪些適合做堅固樑柱的樹種而哪些是只

能當燒材的雜木；樹種的特性，判斷何者容易環狀剝皮來做穀倉壁體建

材；從籐類的韌性特點，可以了解哪種籐類最適合拿來綑綁家屋樑柱；從

眾多石板裡，可以根據五官觀察出適合作為防潮與防裂的公石板；利用石

板現有的側面節理，以簡單的鐮刀工具即可修整成平整的石板面……，許

多的山林生活經驗與智慧，都是經年累月透過與山林互動而得。 

(我們必須沿著石板邊緣縫隙紋路敲打，才能把石板修整成平整的

面。這石板接近公的石板，你把他往地上丟，聲音很清脆。母的往

地上丟，聲音聽起來就破破的。這個公的石板還可以拿來當樂器，

像木琴一樣，大小不一樣，敲出來的聲音就不一樣。所以石板可以

有很多的想像，可以去跟現代做結合，傳統的古法再加上現代的用

法，現代的樂器其實很多都源自於古法，所以你認識的建材或素材

越多，你能利用的就越多。) 

越接近自然與觀察自然環境，就能更了解天然素材的特性，而能利用

的天然素材就越多。最後在家屋遷址上，也富含環保概念： 

(作為屋牆的雜木，在我們要搬家或房子不要了，就會把雜木拿來

當薪材慢慢燒，最後燒到連外牆都沒有，是不是很環保？！剩下的

屋子基座，等四年後附近恢復成原始林的樣子，我們還會選擇再搬

回來住。) 

族人打算遷移時，會取木牆雜木當爐火的材薪用，等四年後山林恢復

原始狀可再搬回來原址，整修家屋後便可居住。這種換址方式，讓自然環

境得以生生不息，蘊含現代與地休養生息的重要環保智慧。 

 
四、研究問題四：傳統家屋在現今部落中面臨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一）研究方法：文獻探討、田野調查與訪談 
（二）研究步驟： 

1. 文獻與影音資料收集與閱讀 
2. 訪談問題設計 
3. 田野調查（實地勘查傳統家屋） 

（三）訪問對象：南投眉溪部落耆老與建築達人、靜觀部落族人 
（四）研究結果： 

（早期部落裡的壯丁越多，上面的屋頂就全部是用石板。若壯丁少，

茅草屋就多。所以你看萬大的舊照片，幾乎都是用石板屋。除了部落

裡的寡婦或壯丁少的家族，才改用茅草屋，因為可以節省時間和人

力……石板要從山上背下來的，所以要有很多年輕的壯丁，才能共同

去完成這樣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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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資料，我們得知，傳統家屋的興建需要大量的人力。除了自己家

人之外，還需要部落裡的族人相互幫忙。傳統部落透過 Gaya 生活律法的規

範，在家屋興建上有所謂「換工」的互助方式，使全部落的人都來協助家屋

興建。而眾多的建材物料，就可以在約兩個星期內備齊，且蓋家屋的時間只

需約一個月(黃志弘等，2013)。建造過程的人力分配上，部落男性負責蓋房

子，婦女則負責準備食物，彼此相互協助來共同完成一間家屋的興建。反觀

現今部落，因為歷史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現代生活方式等等，讓部

落傳統家屋已被鐵皮屋或水泥板屋取代，各賽德克族部落也僅存幾間傳統家

屋。 

1. 傳統家屋在部落裡逐漸式微與困境，我們歸納出以下幾點因素： 

（1）部落人口結構改變，導致文化傳承發生斷層： 
檢視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的戶口資料，賽德克族大都分佈在互助

村、合作村、親愛村、大同村、南豐村、春陽村、精英村、都達村等村。

我們收集民國 99 年～106 年這幾個村落的青壯年人口數，加以統計結果如

下： 

a.青年人口外流，年齡結構斷層 
從「仁愛鄉戶政事務所原住民性別年齡層人口數」歷年人口統計資料，

以每五年為一組距並以 20 歲～39 歲青年人口數做統計，比較西元 2000、

2005、2010、2015 年數據資料後，我們得知賽德克族主要村落的年輕人口

呈現減少趨勢。從西元 2000 年 2486 人、西元 2005 年 2397 人、西元 2010
年 2284 人到西元 2015 年 2274 人，15 年中，部落青年人口數的落差就有

212 人。若再減掉設籍在部落但人卻在外地工作的人口數，留在部落裡的青

年人口必定更少。 
在了解青年人口外流趨勢的因素上，依據訪談族人結果，外流原因以

工作需求為主。工作是因為生活需要經濟來源的支撐，而部落將近一半的

年輕人口外流到其他都市去工作，是因為現代生活已經不像傳統生活一樣

可以只依靠大自然資源來生存。這間接使可以投入家屋興建的主要勞力流

失，讓部落無力再興建傳統家屋。 
b.少子化影響部落年輕新血的替換 

出生人口數多寡可以預測一個部落將來有多少的勞動力，所以我們從

「仁愛鄉戶政事務所原住民性別年齡層人口數」調查西元 2000 至 2017 年的

歷年出生人口數，取 0 至 4 歲的人數為主並每五年做一組距的方式加以統

計，結果呈現少子化問題。從西元 2000 年的 656 人、西元 2005 年的 596 人、

西元 2010 年的 560 人、西元 2015 年的 544 人到今年西元 2017 年的 533 人，

0 至 4 歲的人數逐漸遞減。比較西元 2000 年的 656 人與今年西元 2017 年的

533 人，已經少掉了 123 人，意味著幼兒人口數以大不如往昔。但在訪談中，

族人並未意識到少子化這問題。原因可能是逐年遞減，而讓族人無法立即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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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但這幼兒人口數卻也是影響部落慢慢減少勞動力的因素之一。 

（2）現代生活習慣改變： 
在歷史進程中，賽德克族也跟著學習現代化生活形態，甚至族人大都

認為現代生活方式比傳統生活便利。例如：現代生活不似早期會有部落之

間的衝突發生，所以無須有防禦功能的石牆；傳統家屋採用「單室」一家

人共用一個生活起居空間，而現代居家採取多個私人空間的水泥或鐵皮

屋；狩獵與採集為主的自給自足傳統生活也改變為到城市工作、山上務農

或是在觀光景點工作賺取金錢收入的型態；高海拔的冬天，現代生活大多

不會採取在家戶內燃燒爐火的傳統方式，所以也不再需要疊砌的木牆建

築……等等生活型態的變遷，族人大多摒棄傳統家屋建築。 
受訪族人有人認為傳統家屋居住起來較舒適，因為傳統建材具有讓室

內保持舒適的居住溫度的功能。但因為現今部落裡，傳統家屋建築工法漸

失傳、建材收集不易與勞動力不足，所以只能選擇建材取得較便利但居住

起來卻較不舒適的現代建材。各部落裡，也僅剩屈指可數的老人家居住在

傳統家屋。 

（3）歷史因素導致傳統文化失根： 
賽德克族的發源地是德鹿灣(Truwan)，在現今仁愛鄉春陽溫泉一帶。

歷經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來台後的行政措施，影響賽德克族現今大都集中

分布於南投縣仁愛鄉（濁水溪上游一帶）八個村落，分別是仁愛鄉互助村

清流部落、中原部落；南豐村眉溪部落；大同村霧社部落；春陽村史努櫻

部落；都達村平靜部落、平和部落；合作村平生部落、靜觀部落；精英村

盧山部落；親愛村松林部落等。 
日治初期，日本總督府本以勸誘方式鼓勵族人遷徙到平地，但效果並

不好。直到 1930 年霧社事件之後，為了便於管理原住民，強迫賽德克族各

部落遷徙至指定地點，採用族群分散與混居的方式，防止其再次團結影響

日本殖民統治。當時有超過半數的族人被遷到現今的春陽村；四個部落被

遷到較平坦的村落；有些族人則仍住在原來的社址而成為現在的精英村平

靜社區；有的部落在霧社事件後，悻存者被強制遷到北港溪中游河岸台地

（即川中島社），現今的互助村清流社區等等（施聖文，2013）。這些統治

因素，導致賽德克族遠離原居部落位址，不僅抹煞族人選擇部落位址的智

慧與傳承，對文化造成破壞亦使部落無法團結。 
二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後至今政府的各項施政措施，不僅影響部落傳

統領域的區分秩序，也影響原住民在傳統領域的狩獵、採集、山林資源的

使用（例如家屋所需的各項建材資源）習慣，更間接導致傳統文化與智慧

傳承失根。例如：原住民保留地、林班地、集水區、國家公園、森林遊樂

區等許多現代法律規範以及道路、土地調查、土地測量等，遮蔽了部落耆

老記憶中的傳統領域的活動範圍與路線。使得對於傳統領域的界定，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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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耆老依據傳承下來的記憶來劃分（早期部落之間協商、征戰與結盟互

動關係下的結果區分的領域範圍）；有的依據現今行政區劃分；有的依據現

在的居住空間來劃分（施聖文，2013），形成部落間有多種傳統領域的區分

方式。 
傳統生活與文化立基於「傳統領域」，政府的各種施政措施因未了解賽

德克族的文化，讓族人常常在日常生活中觸碰到現代律法，造成生活上的

困擾（施聖文，2013）。若要為國家體制與族群傳統文化之間尋一出路，各

部落必須在不斷的互動變遷中，凝聚出一共同規範來處理傳統領域的使用

問題，也才能對現代國家體制的行政、經濟、政治進入部落而產生的影響

提出因應之道。 

（4）傳統建材取得不易與現代化建築影響： 
臺灣歷經林業、高山農業、山地行政、山地保育等措施規範，使賽德

克傳統領域被分割（施聖文，2013）。現代律法對傳統領域的衝擊，使原住

民無法如傳統生活般使用山林資源。 
許多山林被劃分為國有土地，林務局掌管山林資源，而傳統家屋建材

卻多是在地取材，例如：山壁或溪谷裡的石板；山林裡的白茅草；樹林裡

的茄苳、肖楠、樟、檜、櫸、杉等材質堅固之的木材。比對農委會林務局

曾公告中央認定的十二樹種「貴重木」有紅檜、台灣肖楠、台灣杉、巒大

杉（香杉）、南洋紅豆杉（台灣紅豆杉）、櫸（台灣櫸）、牛樟、烏心石、台

灣扁柏、台灣檫樹、黃連木、毛柿等，而珍貴闊五木也將樟樹列入。由此

可見，族人就地取材作為家屋樑柱的建材多為珍貴樹種，這使得傳統生活

與現代律法出現衝突，也使得建造傳統家屋過程所能習得的山林智慧與文

化嚴重流失。 
而根據去年2016年8月5日聯合晚報新聞資訊，農委會林務局宣布「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森林產物採取規則」，部落經過自決申請，原住民可在

傳統領域土地內依照其「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但部落必須提出完整

計畫書，內容以一年期為採集單位，包括傳統領域範圍界定，採集種類、

季節相關細節，部落也要藉此重新盤點調查，對於傳統文化中對植物利用

方式。而十二樹種「貴重木」採用有償(付費)才可摘採，價錢（支付森林產

物價金）依照貴重木的大盤商公告貴重木材的市價表，以產地價為收費標

準，一立方公尺紅檜平均11.5萬元，烏心石1.1萬元等；文資法公告的另五

種珍稀林木台灣穗花杉、南湖柳葉菜、台灣水青岡、清水圓柏、台灣油杉，

則完全不可採；其他種類林木原住民都可申請無償採取。 
由政府修改後的規則可知「有償才能摘採部分」，傳統家屋主要建材的

檜木一立方公尺紅檜平均11.5萬元。這屬於傳統生活慣俗所需的建材，價錢

並不便宜，且傳統家屋建材的取材概念與智慧並不在永久使用而不腐敗，

而是建構在族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互動關係。與現代建材（例如鋼筋水泥、

紅磚、鐵皮等）相較之下，並考量建材在現代生活的使用習慣與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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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影響族人選擇傳統建材來興建家屋的意願。 
傳統家屋的選材、施工法、施工細部等過程，蘊含傳統文化與智慧的

傳承，但卻因為現代國家體制進入部落以及現代化建築的便利性取代傳統

建築的複雜性與多元性而變質。綜合以上各因素，使得傳統家屋建築智慧

傳承產生斷裂，也讓傳統家屋在部落裡逐漸式微。 
 
2. 發展部落產業與現代科技輔助，協尋傳統家屋建築的出路： 

    隨著歷史變遷，現代部落生活已經與傳統生活嚴重脫節，留在部落的年

輕人口數不足以支撐興建傳統家屋所需人力。部落應整合政府行政部門資

源，思考發展部落產業以創造鮭魚返鄉機會，才能提高青壯年人口回鄉發展

意願與可能性。也才能使傳統文化得以延續，避免文化產生斷層。 

    而在現代部落出生率已與傳統部落有所差異，且呈現逐年遞減的狀況，

也將導致未來部落年輕人口數更加貧乏，不利文化傳承。傳統家屋興建施工

程序繁複且需大量勞動力，現代適切科技應可作為彌補勞動力不足之缺憾。

某些費力耗時的傳統興建方式，就可以暫且以適切機械加以取代。讓傳統家

屋興建的智慧，尚能擁有延續下去的機會。此外，若能進ㄧ步將現代建材與

傳統建材加以整合，且設計上能符合現代生活所需，或許能提高族人興建傳

統家屋的意願。而當適切科技輔助下，補足建築所需的人力缺口與改善傳統

建材缺點時，傳統文化智慧也才有傳承的機會。 

 

柒、結論  

 
傳承協力建造的原住民生活傳統，以師法自然與延續先人的生活智慧及工匠

技藝並尋求進一步的研究發展。傳統賽德克建築的半穴居構造，利用大量地下土

壤來協助維持室內溫度的恆定，並採用堆疊的木頭來保持空氣的熱對流，讓居住

空間有舒適的溫度。天然素材的傳統建築可以營造出人性化的居住空間，產生溫

馨、舒適的感受。而運用創意發揮在地自然材料與回收材料的特性，結合適切的

技術，期能賦予傳統材料、工法、技術新生命，進而尋找山地原住民從傳統建築

智慧到現代居住空間的更佳可能性。最後，我們得到下列三點結論： 

 
1.歷史因素使傳統領域模糊，而現代律法規範進一步影響族人無法如傳統生活慣

習般地在山林中採集所需，使得部落傳統生活方式無法存續。導致現代族人必

須到外縣市尋找工作機會，才能養家餬口，進而造成部落裡多是老人與小孩的

情形非常普遍。現今這種不同於傳統生活依山林資源的自給自足型式，間接地

使部落年輕人口外流與少子化，不僅讓部落失去建築家屋的主要人力，也產生

文化傳承的斷裂。 

2.傳統建材，創新使用；現代與傳統建材可取長補短，發揮創意彼此融合：傳統

建材雖因律法規範無法立即滿足現今部落的建築需求，但現代建材亦無法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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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居住的舒適度，所以傳統建材仍可透過結合現代生活與需求而有新生命。

而傳統建材轉變新型式的過程中，除了讓建材有新的出路，亦可讓族人在熟悉

傳統建材的過程中了解傳統文化的內涵，達成傳統文化與智慧某種程度上的傳

承以不至於完全斷裂。 

3.了解現代國家行政運作方式與律法，在部落傳統與現代國家之間尋找平衡點：

部落可討論如何降低傳統領域與國家律法之間的衝突，善用政府行政資源協助

部落發展，化阻力為助力，才能由下而上扭轉傳統文化失傳之勢。相對的，政

府有關部門也應從原住民觀點，理解傳統領域對原住民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在

部落傳統律法與現代政府律法之間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規範，才能讓原住民回

傳統領域與傳承文化。而當傳統文化能夠逐漸實踐時，也才能讓部落逐漸找回

應有的傳統生活倫理與規範，族人的身、心、靈才能有所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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