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旭海觀音鼻自然保留區（阿塱壹古道）	
環境教育解說員實務工作分享	

羅貝雯* 

摘  要 
  2012 年屏東縣政府劃設「旭海觀音鼻自然保留區」。生態上，此區為台灣具有高度自然海

岸線、上游集水區絕無僅有的完整性，保有多樣性的原始海岸物種。地質上，豐富、多變、

完整的自然地質、地理景觀為最具代之處。文化上，是一條西部前往東部文化傳遞的路廊，

記載歷代人群移動、生活的重要軌跡價值珍貴。 

  保護區的設置，導入「環境教育解說員」由屏東縣政府培訓核准的解說員帶領，「環境教

育解說員」也必須協助場域監測及維護等工作。初期，自然保留區培訓對象為屏東縣民。日

後，在一次古道經營與部落共管的討論中，透過阿塱壹永續發展協會理事長潘志華先生的倡

議、環保聯盟屏東分會、千里步道協會、荒野保護協會的共同努力，終於說服屏東縣政府同

意設籍台東縣達仁鄉南山村（森永、安朔、南田）居民，參與解說員培訓課程，培訓核准亦

可進入保護區進行解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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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海觀音鼻自然保留區（阿塱壹古道）	
環境教育解說員實務工作分享	

羅貝雯 

一、前言 
  2008 年〜2012 年間阿塱壹傳統領域正面臨當代前

所未有的環境大挑戰。一是低階核能廢料最處置場之設

置、二則為台灣環島公路台 26 線，最後 12.8 公里開通

工程。一處邊陲之地，短時間成為全國環境議題屬矚目

的焦點。在設置條例明文的規範，翻轉在地產業發展的

期待下，在地居民面夾在犧牲與成全的兩難之中。 

  2012 年 1 月 20 日屏東縣政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將台 26 線羊仔溪至塔瓦溪南岸陸域 735.86 公頃，近岸

海域 105.44 公頃劃設為「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主

張以保護生態、地質、文化等重要資產，停止公路的開

通。生態上，此區為台灣具有高度自然海岸線、上游集

水區絕無僅有的完整性，保有多樣性的原始海岸物種。

地質上，豐富、多變、完整的自然地質、地理景觀為最

具代之處。文化上，是一條西部前往東部文化傳遞的路

廊，記載歷代人群移動、生活的重要軌跡價值珍貴。 

  保護區的設置，在管理及經營上也導入「環境教育

解說員」一職來參與，也就是說進入場域必須要由屏東

縣政府培訓核准的解說帶領，其解說工作每日、每次可

向遊客酌收新台幣 3000 元的解說費。除此之外，「環境

教育解說員」也必須協助場域監測及維護等工作。初期，

自然保留區培訓對象為屏東縣民。雖當地部分範圍為阿

塱壹團統領域，但不具縣民身分也就無法參與其中。 

  日後，在一次古道經營與部落共管的討論中，透過

阿塱壹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潘志華先生的倡議、環保聯

盟屏東分會、千里步道協會、荒野保護協會的幫忙，終

於說服屏東縣政府同意設籍台東縣達仁鄉南山村（森永、

安朔、南田）居民，參與解說員培訓課程，培訓核准亦

可進入保護區進行解說工作。 

  

觀音鼻北端高遶 

（傳統底名：tjauseuang） 

南眺望牡丹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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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 8.6 公里的海岸線認識阿塱壹(Aljuice) 

(一)我與土地的關係 
  Culjen 為阿塱壹部落創建之家族，因著後裔身分的緣故，對其土地有這一份濃烈的情感。

縱使在日據時期，當時的移住政策、祖先遷往他處數十個春去冬來，在近千禧年的日子，因

著婚姻，我又重返祖先榮耀、留下許多故事的土地，回想 2012 年完成屏東縣政府解說員培訓

課程並通過各項考試，總是覺得，有那麼一些些是 vuvu 的期望。 

 

阿塱壹古道解說工作著裝 

(二)解說工作的開始 
  在就讀五專前，我不曾長時間離開部落生活，雙親務農，上學之外的日子，幾乎是跟在

雙親身邊，深入田間、活動山林。爬樹難不倒我、溪流漁撈輕而易舉、柴燒煮飯沒有在怕的，

點點滴滴的累積，讓我深根在部落的土地。也因此這樣，上了專科就讀，我就是能把部落說

到每個同學都想趁寒暑假到部落來，看看部落的模樣。每逢寒暑假，連台鐵車站站務員都說，

你呀!像極「救國團」。 

  2012 年 7 月我正式成為「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環境導覽解說員」，從培訓到帶領遊客

解說，許多的解說內容，都與自身在部落成長的經驗可分享。如:植物的使用、土地的命名、

宇宙觀、信仰觀等等。但，我也不得不承認，在傳統山林知識的內容和深度上，排灣族男人

懂得比女人多。為了要擴充自己的知識，除了閱讀，有時候接觸喜歡往山林走動的人，也是

個很好的學習方式。 

  保留區場域的解說除了生態，海域、地質、歷史文化也是重要的一環，每年定期的回流

訓練、外地觀摩、環境維護、環境監測，都是累積解說內容的學習。近幾年，全體解說員也

必需具備 EMT1（初級救護員）資格，預備場域上意外事故的處遇。 

  截至今年，古道解說員有 38 位，解說員受過管理單位培訓，都具備相當的知識與解說能

力，但其專長領域、生活經驗、喜好各有不同，故解說內容、方式、風格就會有不同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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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景觀（礫石灘） 

  
景觀（植物）      在地文化（稟報儀式） 

(三)古道解說模式 
  古道位於阿塱壹部落傳統領域，行政區縣為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

當地人口組成以排灣族居多，身為排灣族人，在地的文化、部落歷史呈現為導覽主軸。隨著

導覽路徑的移動，自然景觀、植物或途中可能遇見的動物也是解說當中呈現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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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內容 說明 

1 集合 自我介紹 
保留區內安全須知、注意事項、全程路況說明 

2 稟報儀式 ☉入山前透過小米酒，進行稟報儀式，祭天、祭地、祭祖靈 
☉導入 1877 年喬治泰勒旅行日記所提，在預備行經古道時，前

往世襲領袖家由勇士們跳勇士舞振奮士氣，盼能安全抵達東部。 
3 古道名、在地傳統地名解說 阿塱壹名稱由來、塔瓦溪、觀音鼻山傳統地名介紹 
4 保留區族人的使用情形 狩獵、採集各年代使用的方式 
5 自然景觀解說 礫石灘、海岸線、地形、地質景觀等 
6 濱海植物解說 林投、月桃、海埔姜、馬鞍藤等，在地使用方式及名稱，排灣族

的永續觀念及生活實踐。 
7 動、植物解說 保留區常見動物海龜、猛禽、松鼠、食蟹蒙、鼬獾、穿山甲、猴

子、蛇、蝴蝶、昆蟲、陸蟹等，與在地的關係，排灣族的永續觀

念及生活實踐。 
8 無痕山林 

海漂垃圾 
個人製造的垃圾在保留如何處理。 
清除古道內可攜帶出去的海漂垃圾。 

9 吟唱 ☉祝福所有平安完成古道之旅。 

   
稟報儀式用酒          吟唱 

(四)心得 
  在當地，因保留區的劃設以及環境導覽的必需性，從事解說工作能酌收解說費，這樣的

條件在每次縣府舉辦培訓課程時，總能吸引有興趣者參加。但，解說工作的過程中也會出現

體能、團體規定、個人生涯規劃等改變，離開解說工作。 

  喜歡在戶外活動、接觸人群、同時能夠有組織、秩序將保留區內文化、地理景觀、生態

等表達出來，是持久且穩定可從事導覽解說工作很重的一環。身在部落、長在部落，過去的

生活經驗，對身為解說員的我，是很重要養分。特別是在強調環境保育、永續價值的場域中，

祖先們與山林共生、共存的生態知識與智慧，更是豐富解說內容的最好題材。 

  自 2020 年起，因古道自然資源的保存，阿塱壹部落及永續發展協會除了著手推動與鼓勵

族人參與解說培訓課程之外，我們在古道周邊部落以排灣族的「禮物交換」圈的核心價值，

設計二天一夜、三天兩夜的部落遊學行程，從食、住、文化體驗及解說串聯出更大實體的部

落產業價值，也奠定阿塱壹古道今日的產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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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獵人、古道、阿朗壹部落遊學二日遊行程 

天 時  間 活動名稱 活動重點 地點 

第 
一 
天 

14:30~15:00 
報到 
（分配住房） 

☉阿朗壹連絡人： 
羅小姐 0958-090180 or 0919-139560 

☉由接待家庭共同接待，房間以配合當地安排

為原則。 
☉響應環保風潮，請自備毛巾、牙刷、盥洗用

品。 

阿朗壹接待家庭 

15:00~16:00 
迎賓 ☉過火→歌謠吟唱、日米樣→飲小米酒 阿朗壹部落 

阿朗壹部落 
簡介 

☉行程簡報、當地歷史文化及周遭環境介紹。 
☉認識其他一起參加的夥伴。 

阿朗壹部落 

16:00~18:00 
□漁撈/狩獵文化

體驗或 
□小米文化體驗 

☉前往體驗區放置魚筌（自備防蚊液及飲用水） 
☉請穿著布鞋、自備防曬用品或雨具。 

阿朗壹 

18:00~19:00 排灣族風味餐 ☉不煎炸無油料理 
阿朗壹 
部落廚坊 

19:00~21:00 
□夜間生態觀察 
      或 
□營火晚會 

☉夜間生態探索（森林生態），自備照明設備

（頭燈或手電筒均可）及布鞋或雨鞋（可當

地購買）。 
☉如遇天候不佳，夜間生態探索改為部落文化

體驗（傳統服飾介紹、手工藝 DIY，鼻笛課

程，搗小米體驗、晚會、部落紀錄片欣賞）。 

阿朗壹部落 

21:00~ 晚安  接待家庭 

第 
二 
天 

07:00~07:40 早餐 ☉個人物品請同時收拾整理，集中保管。 部落住宿家屋 

07:40~13:00 拜訪阿朗壹古道 

☉視天氣狀況調整出發時間 
☉前往南田部落酋長家進行拜訪古道之祈福

儀式 
☉古道文史、生態導覽解說。 
☉路程約計 4~5 小時不定，沿途並無供應茶

水，需自備。 
☉請準備中型雙肩背包放私人物品（手套）。 
☉自備少量乾糧、若有登山杖亦可攜帶。 

阿朗壹古道 

13:00~14:00 排灣族風味餐 ☉馬里巴部落風味餐 
馬里巴廚房 

or 
馨香森林廚坊 

14:00~16:00 部落活動 

□(一)排灣族貼布繡零錢包製作（不限季節）

1-12 月 
□(二)東源水上草原體驗（不限季節）1-12 月 
□(三)喜樂泉 SPA 

阿朗壹部落 
或東源村 

16:00 再會阿朗壹   

*以上活動流程為阿朗壹部落生態旅遊服務中心大致的規劃，活動當天將依當地情形做最適合的規劃

及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