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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過去，人們食、衣、住、行、育、樂、歲時祭儀皆就地取材自週遭環境。臺灣的原住民因山脈的阻隔和各地區獨特的自然資源發展出多樣的文化，藉由族中耆老口耳相傳而傳遞，由於缺乏文字的記載，一旦生活環境改變，就可能流失或中斷，殊為可惜。太魯閣族為由泰雅族中分出於2004年正名的臺灣原住民第十二族。大同大禮部落為距今約二百多年前，南投仁愛鄉的族人翻越奇萊山到達立霧溪流域所建立的部落。民國68年遷居秀林鄉富世村，族人於2005年成立「同禮部落自然生態自治協進會」，目前仍有幾戶人家經常返回部落從事農耕和經營生計。是少數保存傳統文化的部落。有鑑於此，本計畫擬透過民族植物學的研究，以採集、參與觀察和深入訪談等方式，記錄研究大同大禮地區太魯閣族人對植物資源的利用情形及其文化意涵，企圖保存原住民文化精髓，並提供國家公園與部落社區相關經營管理之參考。研究方法野外採集時間自98年4月至12月底止，每兩個月至少一次前往大同大禮部落，透過調查、體驗與訪談，向報導人學習，並紀錄他們所使用的民族植物。本次調查總共訪問到7位報導人與3位翻譯人員，詳細資料參見表一。

前言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共記錄民族植物88科268種植物，其中199種(74%)為原生種，59種(22%)為栽培種，10種(4%)為歸化種，蕨類13科16種(6％)；裸子植物3科5種(1.9％)；雙子葉62科195種(72.7％)；單子葉9科52種(19.4％)。禾本科植物被利用的頻率最高，有19種46項用途，其中11種為栽培種(58％)，顯示禾本科是當地居民重要的作物；其次為樟科，共紀錄14種24項用途，全部皆為原生樹種。第三為殼斗科，紀錄7種24項用途，除板櫟外，其餘皆為原生種；樟科與殼斗科使用原生種的比例相當高，與太魯閣族人傳統居住地，位於殼斗科與樟科植物種類較豐富的楠櫧林帶有關；第四則為菊科，共計種類14種21項用途。研究將同禮部落民族植物分為食用植物、藥用植物、衣飾植物、建材植物、薪材植物、家居生活用具植物、農事植物、狩獵植物、樂器植物、童玩植物、地名植物以及其他，共計12項。發現比例最多為食用植物，共計有112種(42.1％)，其次為狩獵植物，共計55種(20.3％)，第三為農事植物41種(15.4％) (圖一) 。

一、結論受限於地形和交通不便，同禮部落居民必須從周遭環境中擷取生活所需，充分利用當地資源，調查共紀錄民族植物88科268種。他們利用中海拔特產的桂竹發展出特有的竹文化，竹的利用展現在食衣住行育樂中，表現的淋漓盡致，竹文化是太魯閣族的特色。竹文化及其他植物資源的利用可以做為同禮部落推展生態旅遊的重要資產。二、建議同禮部落算是現在還保有許多的傳統文化的部落，有發展生態旅遊的潛力，國家公園可藉著研討會的辦理，讓部落年輕人參與，並出版相關書籍及設立相關解說牌等，讓社會大眾了解部落的文化，藉此打響部落的知名度。在硬體設施方面國家公園可以與部落協商，考慮編列預算將整個流龍頭買下，提供往後同禮部落發展生態旅遊之用。公部門可以協助落空間的營造，譬如提供原生樹種及利用民族植物美化部落空間。照片

姓名 部落 性別 年齡 宗教信仰 職業 備註劉○松 大同 男 60~70 基督教 長老 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黃○源 大禮 男 70~80 基督教 長老 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劉○樹 大同 男 60~70 基督教 藤編師父 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簡○賢 大同 男 30~40 基督教 警察 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莊○榮 卓溪 男 40~50 基督教 牧師 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陳○玉 大同 女 50~60 基督教 長老 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簡○美 崇德 女 70~80 天主教 長老 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報導人黃○菊 大禮 女 50~60 基督教 農 翻譯人員簡○鈴 無 女 40~50 無資料 講師 翻譯人員都○恩 大同 女 20~30 基督教 服務業 翻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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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同禮部落植物用途類別的種類分佈同禮部落植物用途類別的種類分佈同禮部落植物用途類別的種類分佈同禮部落植物用途類別的種類分佈

特色的竹文化特色的竹文化特色的竹文化特色的竹文化竹子是一種生長快速、產量高、用途廣，且可以持續利用的自然資源，它對於同禮部落居民的生活、文化、經濟…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價值。本研究共計記錄到6 種具有利用價值的竹類：綠竹、麻竹、桂竹、孟宗竹、包籜矢竹、玉山箭竹等。過去部落的拓展與男人的打獵活動有關，當尋覓到一塊不錯的位置時，會從舊部落帶竹子的地下走莖來種植，竹類的繁衍速度快，沒幾年的時間便可成林，而竹林即變成建設部落所需建材的來源。因此有竹林的地方就有部落。部落的房舍大多有竹林圍繞四周，除了取材方便外，竹林在當地居民的眼裡還有其他的功能存在：竹林對於土地的抓地力要比一般的樹林佳，過去部落多順著山麓坡地建設，為了穩固土地，防止土層的滑動，周遭的竹林就發揮水土保持的功用。此外，竹林還具有防風的功能，山區部落因地勢的關係，遇到颱風時風勢與雨勢常較平地強，雖然山上風勢強勁，但建築在竹林旁的房舍經過颱風的侵襲卻也安然無恙。傳統的房舍就是以竹材搭建，在建材的運用中以桂竹與孟宗竹較常被利用；桂竹由於數量多加工容易，其稈徑約2~10 公分，多運用於房舍屋頂與牆板的部分。孟宗竹較粗則可用做柱材。除了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其最大的附加價值就是有美味的竹筍，可以食用與買賣，六種竹類的嫩筍皆可食用。同禮部落居民對於竹類的運用，相當的廣泛與多樣，若能適時地運用於現今的生活中，凸顯出當地部落的竹利用文化，不僅可保存傳統文化，亦是部落發展的一大特色。

圖二、竹筒飯是太魯閣族傳統食物之一。 圖三、山胡椒被當作調味料，也是重要經濟作物。
圖四、瓦氏鳳尾蕨的嫩葉，是當地居民的野菜，也是降血壓的良藥。 圖五、筆筒樹做為竹屋的柱子。
圖六、太魯個族的背簍以黃藤皮製成，堅固耐用。 圖七、木油桐製成的木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