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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部落文化舞台的延續與發揚-一位女性山地原住民文化青年的奮鬥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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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係針對從部落到城市發展傳統文化舞蹈展演的中南部地區山地原住民青年女

性為研究個案，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瞭解個案從部落到城市發展的心路歷程與奮鬥經

驗，藉以探討個案歷經家族、社區、部落、學校、工作職場、生涯發展、親情關係、族群

關係、社群關係、以及傳統部落族群文化暨城市工商文化的相互衝擊與影響，城市是否為

個案從部落文化可延續與發揚的舞台延伸，抑或是產生「他鄉變故鄉」，城市不僅是部落

文化的延伸，更是可逐步展現融合部落與城市文明的全新揮灑舞台。本研究以從事原住民

傳統舞蹈表演與傳承超過 30年的女性山地原住民文化青年，歷經在部落發展的美麗與哀

愁，及其在城市發展的機會與風險的歷程探討，藉以個案式的生命歷程敘事及實務工作的

探討與分析，以瞭解本研究個案在部落傳統束縛與城市多元自主、文化傳承與商業展演、

族群的歧視與社群的平等、資源的侷限與機會的爭取、親情、友情、愛情交織出驚險情境

與驚艷人生的奮鬥物語。 

 

關鍵字：原住民、部落文化、生涯發展 

 

壹、緒論 

    台灣自然生態豐富多元，也孕育出多元的本土族群文化，其中原住民族文化，係台灣

本土發展歷史最悠久的族群與文化。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認可的台灣原住

民族包含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

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

族等 16族，遍布台灣 55個地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2022)，目前台灣島(含

蘭嶼)的原住民族人數約 53萬多人(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2022)。 

    清康熙 61年（1722年）起，無論在清代、日治時期，甚至到國民政府統治台灣以後，

大致上依據台灣之地形，沿山劃界、立碑、設哨，區隔高山原住民與漢族移民。清同

治十三年（1874年）發生牡丹社（排灣族）事件，引致日軍侵台以後，才在清廷「開

山撫番」政策下，逐漸與外界接觸。台灣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活技藝與生活文化內涵綜

合歸納包含農耕、漁獵、飲食、織布與服飾、刺繡、雕刻、冶金、陶藝、音樂及舞蹈

等，然而，原住民地區的解除隔離，原住民文化反因此而流失(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2022)。 

    以原住民族的舞蹈文化為例，它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發展進程中互為緊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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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為它發自人類自身，是人在勞動生活中，逐漸形成的體態行為動作，它又與社

會觀念相互反應而構成的。台灣原住民在長期居住的環境中，維持各民族的生活習

俗，如社會組織、崇拜自然、信仰巫術、生命禮俗、戰鬥、出草……等。在各民族之

間，文化觀念的認同適應，因為大部份原始舞蹈形式也隨之流傳下來。舞蹈的進化過

程先由自然的、無意識的、無目的、無技巧、無次序、簡單的舞蹈，而進至有意識、

有目的、有技巧、有次序的人為創作舞蹈(柯麗美，2022)。 

    本研究係以一名原住民舞蹈文化推廣與展演的女性山地原住民文化青年(小柔)，小柔

自從 1990 年代青少年時期，就在所屬的某山地原住民部落當中，積極投入所屬原住

民族傳統舞蹈的學習、展演、並到各地推廣，也曾代表台灣率領原住民族舞蹈團到大

陸進行文化交流多年。然而，天地不仁，所屬部落遭遇到無情的颱風暴雨天災肆虐，

殘破不堪的部落舞台，部落復原需要一段時間，小柔認為只要生命還在，傳承千年部

落族群的舞蹈與文化則不能一刻停歇，小柔在即將邁入而立之年，為了部落文化舞台

的延續與發揚，毅然決然地隻身離開部落故鄉，勇闖他鄉的現代都市叢林。 

    在小柔內心世界中，部落的背影在天災的殘害下，感覺已面臨了山窮水盡，再從頭開

始，可能也是多年以後，然而文化的保存及推廣則刻不容緩，小柔不願向老天屈服，

懷抱著柳暗花明的轉彎思維與行動，即便仍有藕斷絲連的日出東方部落情懷，然滿溢

的全新希望，猶如夸父追日的傻勁與衝勁，帶著不捨與未知的思緒，從台灣中央的高

山順著山坡，跟著太陽的日行軌跡，向著西部平原繁華城市亦步亦趨地往前邁進，是

喜悅也是慌忙，是危機也是轉機，但為了尋找生命中無限美麗的夕陽紅，能在部落外

的現代都市環境中，再營造一個全新的舞台，即便過程中交雜著喜、怒、憂、思、悲、

恐、驚，小柔至今仍無怨無悔。 

    本研究透過研究個案小柔為推廣部落族群舞蹈及文化的奮鬥故事(物語)，藉以了解台

灣原住民族從部落到都市發展的心路歷程，在面對強大的漢族文化與現代文明，傳統

的文化與舞蹈是否會因現實環境的阻礙，無法順利的推廣以獲得共鳴與價值的回饋；

抑或是迫於現實的無奈，為了因應生計的基本條件，放棄原汁原味文化內涵的堅持，

接納並融入漢族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元素，雖不至於完全同化，但已不再是原來的文化

內涵。在理想執著與現實無奈的內心掙扎中，仍能走出一條精彩多樣又不失原味的康

莊大道，透過本研究個案小柔的奮鬥歷程，期能見微知著的瞭解少數族群在所謂主流

社會的影響下，可否順利的將部落的文化舞台成功的延續發揚到城市中，這是本研究

的動機所在。 

 

貳、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期能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方法，瞭解本研究個案-女性山地原住民文化青年-小

柔的奮鬥歷程，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也是訪談題目： 

(一)在城市的生涯發展、以及延續發揚部落文化的舞台，具有哪些機會、阻礙或風險？ 

(二)目前的生活狀況，如族群關係、家族(或家人)關係、社群關係、友朋關係、親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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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關係等，對於在城市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以及您的生涯發展有哪些影響？ 

(三)目前的生涯發展現況，您覺得在部落抑或是在城市，對於您延續及發揚部落文化及專

業，哪個地方較有發揮的空間與機會？ 

(四)您對未來的生涯規劃是持續發揚部落文化？抑或是有其他的專業方向的發展，還是兩

者兼顧同時並行？試說明您規劃選擇的理由？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個案訪談調查法係採取半結構(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的訪談方式進行，

編輯半結構性訪談大綱，訪談大綱編輯完成後，再聘請原住民族文化研究學者 1名、

成人教育之研究學者 1名、女性主義學者 1名，總共 3名專家進行訪談大綱題目內容

的潤飾與修正。 

    研究者與研究個案小柔的接觸，係透過網路電視媒體對研究個案小柔在族群部落舞蹈

及飲食文化的推廣報導，並由研究者搜尋小柔臉書帳號，而取得小柔的聯繫方式，觀

看到小柔在臉書帳號上傳的圖文影音資料，發現小柔積極透過各種方法與行銷宣傳策

略，包含帶領著部落舞蹈團一行十數人，穿著所屬部落族群傳統服飾，一路從部落搭

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到達台北市各重要景點，進行舞蹈街頭快閃表演，並由小柔在展

演圈中國際知名的攝影師好友掌鏡，將所有的活動進行攝影紀錄，研究者對於小柔積

極推廣行銷部落文化深受感動，而加以聯繫並告知本研究之目的，同時也獲得小柔同

意接受訪談。 

    個案訪談取樣較重視樣本本身所提供資訊的豐富性，為使得抽樣具備「深度」和「多

元社會實狀之廣度」之特質(胡幼慧，1996)，有別於量化研究所要求樣本的代表性與

隨機性，質性研究樣本數較少，但樣本必須具有代表性，以提供深度的內涵與資料為

原則(吳芝儀、李奉儒，1998)，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並邀請符合研究主題，能豐富

回答研究問題者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利蒐集大量與本研究目的相關問題之訊息。 

 

參、訪談歷程與紀錄 

    經由與研究個案小柔約定訪談時間，從 110年 12月至 111年 4月，每隔 2周訪談 1

次，每次約 2小時，由於小柔目前除了在台灣中南部專屬原住民族文化活動展演場所，

率領所屬部落族群舞團固定時間團練及展演之外，也不斷地參加中央政府及北中南東

各地方政府各種文化季活動，展演部落族群原住民舞蹈；同時也藉活動的空檔時間，

於現場行銷推廣部落的傳統文化，包括現場講解及應用圖文影音資料，介紹所屬族群

部落的自然、人文、社會等生態，以及在所屬行銷攤位，進行傳統舞蹈示範與講解，

甚至現場來賓有興趣學習者，也可現場舞蹈指導教學，現場活動熱鬧非凡，著實發揮

推廣部落舞蹈及文化的功效。因此，小柔在農曆過年前後活動不斷，訪談時間經常不

容易確定，經常隔 2周或隔 3周才訪談一次，直到 111年 3月台灣新冠疫情爆發後，

小柔原先接演的活動瞬間告停不少，才有更多訪談小柔的時間。 

    研究者依據本研究的問題逐一讓小柔審閱，確認無誤可行後，在謹守研究倫理規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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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規則下，參考國立成功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公告的研究倫理同意書模板，清

楚告知小柔研究歷程與進行的方式，小柔口頭同意後也簽訂訪談同意書，研究者及受

訪者小柔各持一份簽署完成的訪談同意書，之後就依據問題的各題項進行訪談，訪談

過程中也依據訪談同意書內容徵得受訪者小柔的同意，進行訪談過程中的錄音，以利

後續進行訪談資料的文字整理。以下係針對本研究的各題項訪談小柔整理歸納的內

容： 

一、在城市的生涯發展、以及延續發揚部落文化的舞台，具有哪些機會、阻礙或風險？ 

    研究者針對第一個研究問題口頭向小柔提問，小柔回答反映如下：「我以所屬的原住

民族人為榮，當初 10幾 20多歲時，為積極推廣部落文化及舞蹈，每天不斷的在部落

和前輩及舞團夥伴們練舞、設計舞碼，也積極推廣部落的飲食產業，當初也在部落的

小學受聘兼任電腦課代課教師，很希望就這樣在自己出生成長的部落過一輩子﹐當時

覺得相當的幸福。但就在 8月 8日的夜晚狂風暴雨無情的摧殘部落，這一切全部化為

幻影」。當時研究者看到小柔對 10多年前的天災將她所感受到的幸福一夕之間完全破

壞，在小柔的眼睛中感覺泛著淚水，由此可看出小柔對這個天災帶來她的生涯轉變，

至今仍耿耿於懷且餘悸猶存。 

    研究者再依據小柔的回答，繼續提問：「是否是因為此次的天災讓您決定到城市發

展」，小柔的回應如下：「確實如此，這天災不僅將部落及自己的家庭摧殘殆盡，也讓

部落族群夥伴及自己家人的生存遭受到嚴厲的考驗，之後配合政府的遷村安置計畫，

但緩不濟急，若沒有收入，真難以維生，只好在朋友的推薦，以及上網自己搜尋相關

展演資訊進行自我推薦，到城市進行商務展演活動，表演原住民傳統舞蹈，有時也兼

作展場的 show girl，以及攝影模特兒等，當時為了生活，只要自己可以做的，就盡量

接演。」，小柔面對生活的困境，在城市中主要是透過朋友及網路社群的推薦，以及

自行搜尋展演資訊，積極讓自己在城市中擁有生涯發展的空間與機會。 

    研究者再仔細詢問小柔：「您可否再具體說明在城市的生涯發展過程中，延續發揚部

落文化的舞台的機會、阻礙或風險有哪些？」。小柔回答如下：「城市不比部落的自由

自在，剛到城市發展時，機會都是自己向過去的高中同學及網路社群朋友提問，以及

自己搜尋相關展演資訊來爭取演出及賺錢的機會，剛開始要為部落傳承文化延續舞台

的熱情熱心，被現實生活的冷淡冷漠給澆熄了，展演的目的竟然是為了糊一口飯吃，

而不是實踐理想與抱負。想要表演的舞碼，主辦單位認為不合他們的 style，就被要求

調整改變，這就是最大的阻礙。風險則是突然間因為各式各樣的因素就被取消表演活

動，不僅無法表演傳統舞蹈也賺不到錢，生活有時就陷入困頓，實在非常痛苦。」。 

    研究者再續問小柔：「當時沒有想說再回部落的打算」，小柔回答：「其實是有想回部

落，但必須要等遷村完成後及永久屋興建完成，回部落才能有發展的機會。不過因為

我沒有「公主病」，即便在城市中展演場次不多，但展演過的主辦單位認為我表現得

非常棒，比起其他的展演服務人員，我再怎樣的辛苦，不會在現場抱怨叫苦，都能在

會場上忍受疲累且能強顏歡笑的積極親切服務，讓來參觀的顧客感覺非常滿意，所以

主辦單位之後倘有活動，就會繼續主動聯絡我到現場展演或進行顧客行銷服務，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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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行業逐漸地建立了口碑。同時也在會場顧客服務中，認識了諸多政商名流、黑白

兩道的長輩好友，幫助我介紹各種展演的機會與場合，逐漸的在城市中擴展了事業人

脈及管道，獲得了各界的專業信任，也因此逐漸的掌握展演的主導權，部落傳統舞蹈

及文化，終有機會在城市中延續開展起來了，曾有一段時間展演場次多，全台的北、

中、南、東，甚至離島澎湖都有活動的接演，當時每個月都有 6位數字的收入，生活

也逐漸穩定下來，也就不打算回部落了。」。 

    由以上小柔的回答內容可看出，因為小柔的工作服務態度佳，獲得各界的肯定與信

賴，再藉由優異的表現而能廣結善緣，讓自己的事業發展機會逐漸開展起來，收入逐

漸的上升且平穩，就逐漸的立足於城市中，循序漸進的游刃有餘的推廣部落傳統舞蹈

與文化，在城市中延續發揚部落文化的舞台逐漸構築起來。此外，研究者從小柔侃侃

而談的敘說自己在城市中的奮鬥歷程，雖然小柔沒有從口語表達中展現出自己在城市

發展的決心，但從其回答的內容及當時的眼神和語氣，研究者可看出小柔抱持著破釜

沉舟的決心與毅力，積極勇敢的面對城市中全新生態的挑戰，認真積極的投入各項工

作表現，深獲好評，進而廣結善緣，擴展事業人脈，讓事業有揮灑的舞台，小柔逐漸

在城市中站穩自己的地位，也為自己的生涯發展開拓出全新的里程碑。 

 

二、目前的生活狀況，如族群關係、家族(或家人)關係、社群關係、友朋關係、親情關係、

感情關係等，對於在城市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以及您的生涯發展有哪些影響？ 

    研究者後續再針對第二個問題向小柔提問，小柔回答：「目前在城市生活越來越穩定

了，就誠如教授您所講的，新住民從她的母國故鄉來到台灣，多年以後她發現台灣已

經變成她的故鄉了，因為已經習慣了台灣生活，『飄洋過海、他鄉變故鄉』，我現在的

心境就是如此，再加上也把女兒從部落接到城市一起住，女兒也習慣在城市的生活與

學習，所以生活狀況還算習慣穩定，不會比過去在部落的生活差。」，小柔這 10多年

來經常在城市發展，也逐漸的習慣城市生活的步調，除了曾看到小柔過去穿著原住民

服飾的照片及影片，以及訪談時小柔曾穿過一次其原住民服飾之外，其餘幾次的訪

談，小柔穿著時尚的服儀，除了稍黑的膚色、以及深邃的眼眸，有其所屬原住民的外

貌特徵之外，也不易分辨出她是城市人或部落人；流利的國語及閩南語，也不易區別

出她是漢人還是原住民，這也許就是多年來接受城市文化洗禮後的結果。即便小柔受

城市現代化的影響甚大，小柔在其臉書社群軟體中，上傳其穿著展演的原民傳統服儀

裝飾，仍然不斷的強調她就是原住民，而且以身為原住民為榮。 

    研究者再繼續聚焦提問：「族群關係、家族(或家人)關係、社群關係、友朋關係、親

情關係、感情關係等，對於在城市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以及您的生涯發展有哪些影

響」，小柔回答：「目前與部落族群及家族(或家人)關係，有部落的祭典活動或是特別

的部落文化行銷活動，才會再回到部落參加活動，因為在城市的展演活動已成常態，

有時忙到連部落的祭典活動都無法參加；家人關係方面，家人包含媽媽、三位姊姊及

二位哥哥，自己是么女，排行老六。爸爸早已因病往生，媽媽將近 70 歲，小時候都

是媽媽獨立一人負責維持家計，同時大姊也協助媽媽，為維持家計照顧我們這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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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自從國中開始，大姊就輟學到外工作，目前大姊已結婚，二姊目前積極參加族語

教師認證，希望能到各級各類的學校推廣族語，三姊及二哥目前主要在經營媽媽傳承

下來的原住民風味餐飲店，大哥則在中部都市發展，目前我則是與三姊的女兒也就是

姪女小惠，共同推廣部落舞蹈及文化，小惠現在也積極的到各級各類學校擔任原住民

舞蹈社團的指導教師。每年的重要節日如母親節，家人都會回到部落老家聚會向媽媽

祝賀，甚至會舉辦家族旅遊活動，家人關係甚為融洽，我目前能夠在城市發展，家人

給我的激勵與鼓舞是我發展生涯過程中，精神上的支持與寄託。目前我推廣部落族群

舞蹈及文化，主要是和我的姪女小惠一起帶領舞團到各處展演。」。 

    小柔再針對目前的社群關係、友朋關係、親情關係、感情關係對其當前生涯發展的影

響回答如下:「由於在這幾年從部落到城市發展，很慶幸的都遇到非常好的朋友，以及

中小學時期的同學與老師，過去在中小學求學階段，曾經因為是原住民的身分被歧視

甚至被霸凌過。在國小階段，曾遭到老師莫名的懲罰，也經常被同學惡作劇；在國中

階段，也曾遭到同學肢體霸凌，左眼瞼處曾經遭到女同學的啃咬，當初差點失明，現

在卻留下無法磨滅的傷疤；印象中，在國中時期都要準備三套服裝到校更換，因為都

會無緣無故的走在樓梯間，就會有水從天花板衝下來淋濕我全身的衣服，從上午到中

午，再從中午到下午，幾乎天天被惡整霸凌欺負，之後我媽媽就送我去練習跆拳道及

柔道，學習防身技巧以保護自己，這種被霸凌的狀況才得以平息；高中階段就讀實務

技能班，經常到星級飯店實習，實習費用似乎遭到扣押，每月只領到 5000 元，比起

建教合作班的同學依據勞基法可領到 20000元的基本薪資，實在差太多，似乎被坑了

不少錢。」。 

    研究者聽到小柔這樣的遭遇，相當的同情小柔，也為小柔抱不平，在當前多元文化族

群平等的年代，難以想像在近 30 年前的校園環境，竟然有如此對原住民身分同學的

霸凌行為，也在高中時期的廠商實習，似乎也被廠商惡意虐待，研究者體會到小柔成

長過程備感艱辛的痛苦。不過小柔也再提到：「高中畢業後雖然考上國立大學餐飲科

系，但是由於當時家庭經濟支付不了就讀餐飲科系每學期十數萬的學費，只好放棄就

讀大學，留在部落繼續練習傳承傳統舞蹈與文化，之後在網路社群又遇到過去曾霸凌

過我的同學，在網路上向我致歉，覺得以前怎麼這樣的衝動魯莽對待我，之後與這些

同學至今都維持良好互動關係，甚至這些曾霸凌過我的同學，還是目前展演事業的好

夥伴。連在國小時期莫名其妙懲罰我的老師，現在已退休從事專業攝影工作，也邀請

我擔任攝影模特兒，也介紹各種展演機會給我，似乎過去傷害我的小人，現在都變成

幫助我的貴人。」，小柔待人客氣、謙恭有禮，不計小人仇，因此得道多助，過去傷

害她的人，現在卻都對她很好，甚至對於小柔在城市中推廣展演活動，都有極佳的助

益。 

    小柔又說道：「因為在城市的展演活動比起在部落中更為多元且精彩，在諸多網路社

群及同學友朋的介紹推薦下，除了在原住民文化村及專屬原住民展演的機構定期或不

定期的展演活動之外，還有民間宗教慶典活動、各地方政府或農會舉辦的商品展、各

酒商舉辦的品酒會等活動，都曾受邀參加展演原住民舞蹈。自己曾經學習過美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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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也擔任過美姿美儀的教練，還被推薦參加城市小姐選拔，過程當中也曾經遭到共

同參選的小姐惡意推倒傷害，導致膝蓋血流不止，幸好有位曾經在道上闖蕩的大哥，

欣賞我的工作認真、待人誠懇、心地善良，協助我解決被傷害事件，也因此和這位曾

經為朋友背黑鍋而入獄服刑過的大哥，變成莫逆之交，現在這位大哥也從事酒品生

意，有品酒會展演的機會，也會優先找我參演。」，小柔個性隨和，待人和善，工作

認真，即便遭遇同行忌妒，最後也能在友朋的協助之下，得道多助而化險為夷。不管

身在何處，遇到何人，小柔能秉持善良的人性本質、積極任事、和善誠心待人，總能

逢凶化吉、趨吉避凶，對於事業的發展形成莫大的助力。 

    在親情與感情關係方面，小柔說到：「除了支持自己的媽媽、姊姊、哥哥，以及目前

和我共同展演的姪女之外，也曾經有過兩段戀情，但是都無疾而終，第一段戀情在高

中畢業後於部落中與同部落的男性交往多年，甚至已論及婚嫁，竟然在結婚前一周，

前男友突然向我說已和我的閨密同學私下劈腿交往，甚至我的同學已有了他的孩子，

只能和她結婚不能和我結婚，這真是晴天霹靂的打擊我，讓我傷心難過久久不能釋

懷，甚至在某一天還以割腕的方式想了結生命，幸好被家人發現緊急送醫才救回我這

條命，而今回想自己實在有夠傻；之後，又遭遇到部落天災，需要到城市謀生活，先

到了做工程的友人包商老闆地方上班，由於還未脫離情傷，某日因失戀難過與友人老

闆飲酒，酒後亂性發生了性關係而懷孕，友人老闆當時願意負起責任想娶我為妻，但

是老闆的父母親不同意這門婚事，理由竟然是因為我是原住民，其父母宣稱他們家不

娶原住民做媳婦，為避免老闆家庭鬧革命，無奈之下，婚事無法成行。之後我女兒出

生，我成了單親媽媽，女兒也成了非婚生子女，對自己的女兒深感歉意，母女相依為

命至今，幸好有三姊協助照顧，讓女兒在嬰幼兒時期，我能無後顧之憂的在城市發展，

不過我也慶幸有這個女兒，讓我有家人親情的溫暖，現在與女兒同住在城市中。」。 

    研究者聽到小柔的感情關係說明，猶如八點檔連續劇般的讓人相當感動與不捨，對小

柔的遭遇油然生起同情之心，當場也給小柔積極的鼓勵，期許小柔能珍惜現在擁有的

親情關係，也祝福小柔未來能再找到真愛與幸福。小柔還是再補充說明如下:「以上我

悲情的遭遇這一切都過去了，我心中雖然還有這些陰影的存在，但我現在是一名母

親，不能將負面能量傷害到我的女兒，同時推廣原民部落舞蹈及文化使命責任仍在我

的肩上，我不願再去回想以往的傷痛，一切就讓它隨風而逝，寧願多花心思在工作及

教養孩子上。」。 

    綜合以上對小柔第二題的訪談紀錄，小柔的族群關係、家族(或家人)關係、社群關係、

友朋關係、親情關係、感情關係等，有喜悅、痛苦、快樂、悲傷、報拋棄、被歧視的

悽慘遭遇，但秉持與人為善、逆來順受、積極任事、理直氣和的人際情感關係，也讓

小柔總能在驚濤駭浪中，看到橫空出世的一艘緊急救難船的出現，幫助小柔衝破狂風

暴雨，迎向晴朗光明希望的未來，真可謂「天道驚險人驚豔」的命運考驗。不管在部

落抑或是在城市，小柔為人處世的風格與態度，即便有跳樑小丑及奸詭小人從中作梗

傷害，小柔仍屹立不搖、堅忍不拔、一切往正向的思維去面對所有的衝擊，過程中雖

有不少的血淚情事發生，研究者看出小柔為了孩子及工作，咬緊牙關、勇往直前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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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態度，認為小柔真像是絕地重生的浴火鳳凰，在山窮水盡後又看到柳暗花明的新天

地。 

 

三、目前的生涯發展現況，您覺得在部落抑或是在城市，對於您延續及發揚部落文化及專

業，哪個地方較有發揮的空間與機會？ 

    研究者針對以上第三題再訪談小柔，小柔說到：「目前已習慣了城市的生活與工作環

境，部落是我的根源，當我需要活水源頭支持的時候，我會回部落再找尋文化的本質。

不過由於部落的重建，導致不少部落外的不當資源混雜到部落中，當中不乏有政治與

經濟利益正在滲透與干擾部落的發展，我很不喜歡和政治及不當利益牽扯上關係，希

望部落文化能乾淨單純原汁原味的發展，重建的部落已和從小成長的舊部落不一樣

了，已變質了。」。 

    小柔又說道：「談到部落因遭遇到風災而遷村重建，過程中難免涉及到重建工程執行

的資源應用，以及後來部落產業及文化的推廣，我明顯觀察到不少政治人物因為選舉

利益，結合部落中的社區發展協會等團體的主其事者，提出以選舉利益為考量的部落

社造計畫，卻沒有全面諮詢尊重所有族人的意見，就直接執行社造計畫，其結果出乎

族人們的意料之外。我個人也因此發現重建的部落，有太多的限制與束縛，甚至我提

出來的部落文化振興推廣行銷到城市的計畫，還被辱罵成丟人現眼，難道部落文化只

能在部落推廣？所有部落的資源全被主其事者掌控，連我用個人名義向各產官學界提

案爭取到部落執行的資源，也都要全數歸到社團的帳戶，我完全沒有使用權，僅有主

其事者可應用，試問這樣有多少的民眾會了解我們新部落？每次活動表演都在送往迎

來政治人物，平常不來，選舉時就天天來找麻煩，這樣我如何在部落推展文化呢？如

何行銷推廣部落文化到城市去呢？所以，目前我不會選擇在部落發展。」小柔語帶氣

憤的說明以上對部落當前治理的不滿，也不要在部落與當前理念不合的治理集團有瓜

葛，意志堅決的表示目前不會選擇在部落延續部落文化與發展專業，這是相當特殊的

抉擇，也顯示出小柔所屬的原住民部落現況，有太多不利發展族群部落文化的干擾因

素，讓實實在在的文化人，無法全心全意地在部落投入文化活動的延續與發揚。 

    研究者再提問：「那您是否認為在城市較有發展的空間與機會？」，小柔回答道：「以

目前我的狀況是如此沒錯，即便在城市發展生涯有諸多的風險與危機，但是相對比起

部落當前的閉塞窘境，城市反而有更多的揮灑空間與機會。目前每個縣市政府都有原

民處或原民會，中南部也有不少的原民文化推廣機構，都有制定出定期與不定期的活

動展演計畫，我都能代表我所屬團體，親自去爭取演出的機會，也都能順利成行；此

外，還有更多商展演出的機會，雖然不一定是原味的原民風演出，但至少能穿著我們

族群的服儀裝飾，現場擺設我們族群及部落的文宣及相關物產，藉此機會行銷與推廣

族群部落文化，比起部落中的侷限與束縛要好得多，我多年來的努力成果，也被展演

界稱為原住民公主、女神、女王等，雖然我不見得喜歡這些稱號，這也表示我在城市

的展演表現，構建了某種程度的口碑與成就。」，小柔對於當前在城市中推廣部落文

化似乎顯露出信心滿滿，較之於當前部落的狀況，對小柔而言，城市的空間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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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於小柔推廣部落文化及發揮專業。 

 

四、您對未來的生涯規劃是持續發揚部落文化？抑或是有其他的專業方向的發展，還是兩

者兼顧同時並行？試說明您規劃選擇的理由？ 

    研究者繼續再提問第四題，小柔回答道：「我的年紀已近 40歲了，體力大不如前，然

而我對於持續發揚部落文化的心志堅決，只是因應當前的身體逐漸老化及教養女兒的

家庭事務，發揚部落文化的方法與策略不同，誠如我先前所說的，我會將發揚部落族

群舞蹈及文化逐漸傳承給我的姪女小惠，我則轉型成我們團隊總監的角色，負責接洽

各界的展演事宜，同時也擔任團隊活動製作、舞台設計、服儀裝飾、舞碼編導等顧問

與監督，同時也在中南部至少兩處原住民文化推廣機構，取得了舞團練習場地的固定

使用權，也配合地方政府相關原住民活動的贊助展演。不可否認的，這 2年多來的新

冠疫情，讓我們舞團展演的機會幾乎跌到谷底，團員們為了生計也紛紛另謀其他兼職

出路，但還能維持每個月至少固定 2 次的團練，以因應臨時的活動展演。」，小柔的

說明，也顯示出大環境遭遇到新冠肺炎傳染疫情的影響，對其舞團的演出及部落文化

的推廣造成不小的衝擊。 

    小柔再說道：「因為疫情所造成活動的不確定性，我也需要維持基本的生活開銷及女

兒的就學預算，今年年初時，在過去展演場地認識的醫美企業界好友，提供了相關就

業與創業資訊，其中我本身也曾參加過城市小姐選拔，擔任過美姿美儀的指導教練，

剛好有一群醫美界醫師好友，邀請我擔任其即將開幕的醫美管理公司的執行長，希望

藉由我多年來在展演經驗建立的社群人脈，有助於其企業的發展。不過好景不常，因

股東意見不合，此企業在今年 4月中旬也無疾而終。」。  

    小柔又說道：「今年不像去年，即便疫情高升，政府不再宣布三級警戒，各項活動雖

然減少或延期舉辦，但還是有展演的機會，光靠自己的人脈去接案的能量不太充足，

不易接到中大型及連續的展演機會。在年初的一次春酒聯誼活動偶然機會，遇到了過

去展演場合中，曾合作過的二家傳播媒體廠商的負責人及執行長，剛好他們公司遭遇

疫情影響而進行組織的重整，紛紛主動來邀請我是否與其公司合作，一起共同來爭取

下半年各地方政府為振興經濟，以及因應年底九合一選舉的各項專案活動等各項標

案，雖然我很不願意參與和選舉有關的活動，不過是與相關單位合作，我們只是負責

展演，經過詢問與評估之後，確定不會捲入政治的是非問題，決定和這二家傳播媒體

廠商合作，進行各地方政府專案計畫標案的投標，很慶幸地獲評選通過了不少的展演

活動標案，大約可從 6 月底暑假開始到 11 月底，活動接二連三地進行，這也算是從

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接演機會較多的時期，實在非常感恩諸多貴人的提攜，讓我有

機會繼續展演推廣舞蹈及文化，同時也能維持生活經濟之所需。」 

    小柔又再補充說明：「雖然和以上廠商合作通過標案，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我曾熟識

的其中一家廠商原來的行銷主管，似乎是背叛原來公司，另起爐灶與老東家打對台，

這位行銷主管自立門戶的公司也去投標，評審最後是我方得標，而這位原行銷主管的

新公司未得標，他不檢討改進標案文件內容的問題，直接就將怒氣轉到我身上，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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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簡訊辱罵我，甚至在社群網站不斷的對我人身攻擊，用一些骯髒齷齪的文字中傷

我，說我是用美色媚惑評審委員才獲得標案，其實我根本不認識也未接觸過評審委

員，在開標當天我們團隊才到現場，依規定報告我們標案預計執行的內容，並回答評

審委員的提問，就只有這樣依規定參加開標的現場應答，莫須有的任意加諸罪過在我

身上，讓我不勝其擾。」。研究者聽到以上小柔明顯遭遇向小柔建議：「這種遭加害人

公然侮辱及毀謗，同時也符合當前即將執行的跟蹤騷擾防制法的跟蹤騷擾行為的要

件，您可檢具證明直接向警察機關報案，以免再受傷害，爭取維護自己形象的權益。」 

    小柔隨即回應：「我也曾想透過法律爭取權益，但我不想把事情鬧大，就不去理會他，

看可否能消弱他的怒氣不再浪費時間批判我。類似的案件，我也遭遇過不少，例如之

前說過的，我曾參加城市小姐選拔時被推倒嚴重受傷過，以及當初 30 歲剛離開部落

到城市發展時，也曾被舞團中 20 出頭歲的年輕團員羞辱過，說我『年紀大了還不趕

快回家去相夫教子，還留在這邊像站壁的老女人一樣跟我們搶鋒頭』，這種女性彼此

間忌妒心的影響，讓我吃足了苦頭。但我還是隱忍的一笑置之，不去管她們，堅持做

好自己份內的工作，也因此即便我是年紀最大的團員，也能獲得更多觀眾的賞識。有

以上的經驗，此次我也一樣，做好份內的事，雖然有些煩心，但不去理會他，相信老

天爺(上帝)會支持我、幫助我的，社會是有公理的，一切都會安好。」，研究者聽到小

柔以上息事寧人的應對態度，感受到其胸襟寬大、與人為善、和諧忍讓的處世態度，

也讓小柔面臨生涯發展過程中，人事利益的危機四伏與風雨不斷的複雜糾葛中，仍能

突破黑暗綻放光明。 

    小柔後續又表示在高中時就讀餐飲實務技能班，同時也跟著媽媽經營過部落的餐飲

店，對於餐飲烹飪及其經營管理有經驗，也曾自費向知名的糕點烘焙大師學習烘焙技

巧，在不穩定的事業環境中，想要穩定的經營自己曾經熟悉的事業。小柔說道：「展

演的事業遭遇到新冠疫情影響甚大，也讓我感受到即便『有凌雲之志，非運不能騰達』

的無奈，在城市發展的機會比起部落多的是，為了生活仍然要另謀出路，過去在高中

就讀餐飲科養成的餐飲專業能力，以及從小跟著媽媽在部落經營餐飲店的經驗，期許

在城市中能擁有一家自己經營的餐飲店，這是除了推廣部落舞蹈及文化之使命之外，

另一個生涯目標與夢想；而且相依為命的女兒也漸漸長大，哪天還是會離開我，展翅

高飛去追求她的人生理想目標，我也漸漸的衰老寂寞，如果沒有穩定的事業投入經

營，真不知該怎麼因應未來中老年的孤單生活。」，小柔口述以上言詞時，神情略帶

些許落寞，可看出小柔感到年華逐漸老去、體力逐年衰退的危機感，以及事業發展的

風險不斷，再加上相依為命的女兒漸漸成長，中年空巢期的孤寂憂慮，想尋求一個穩

定的生活，成為小柔當前生涯發展的重要目標。研究者後續幾次和小柔的訪談，小柔

展現她餐飲烘焙的高超廚藝，製作了藝術雕花蛋糕、原住民風味藝術雕花麻糬、肉桂

捲等糕點給研究者品嚐，小柔真是具有國際大師級的烘焙水準。 

 

肆、研究結論 

    經由研究者綜合以上研究訪談所獲得的研究結果綜合結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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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城市的生涯發展、以及延續發揚部落文化的舞台，城市環境是來自於友朋社群，險

阻是來自於主辦單位的商業目的而改變展演內容，風險則來自於不可抗力的天災因素 

     依據小柔所述：「機會都是透過自己向過去的高中同學及網路社群朋友提問，以及自

己搜尋相關展演資訊來爭取演出賺錢的機會」，城市延續部論舞台展演的機會是來自

於友朋社群的推介，以及自己搜尋網路的展演訊息，主動積極爭取演出的機會。小柔

也指出：「想要表演的舞碼，主辦單位認為不合他們的 style，就被要求調整改變，這

就是最大的阻礙。風險則是突然間因為各式各樣的因素就被取消表演活動」。 

    由小柔的口述內容，可看出機會是自己努力尋找的，阻礙當然就是配合主辦單位，在

無法全盤主導的時勢比人強的情境之下，為了讓文化有機會見世與發揮，讓自己有機

會在城市生活與生存，只好配合主辦單位的要求進行調整，雖不再是原汁原味的族群

文化與舞蹈戲碼，也因此融合了原漢族群的文化元素，以及傳統與現代的展演特色，

這是一種文化形態與傳承的創新，即便天災不斷，仍能憑自己的努力，與人為善、積

極合作、不失原意的調整展演形式，也讓小柔贏得更多的支持、肯定與掌聲。 

    天災所造成小柔所屬原民舞團展演無法成行的風險，即便是遭遇到狂風暴雨、或是自

從 2020 年以來的新冠疫情等天災的肆虐，小柔也能隱忍待十，尋求更多可能的機會

進行不同形式的演出，只要自己能做的，就積極的參與，將原民文化元素融入各式各

樣的演出，恰好如《孟子》書中提及：「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天災

雖帶來了阻礙與風險，只要生命還在，就能尋求生命的出路，小柔的部落文化推廣的

崎嶇道路，亦堅持這樣的精神，努力奮戰，仍能在疫情嚴峻的當下，開創事業的新道

路，拓展事業及生涯的新契機。 

 

二、社群人際關係是城市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的助力 

    經由小柔口述自己建立起來社群關係，對於在城市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是有相當大的

助力。小柔有諸多貴人的協助，在求學成長過程及職場上也有一些阻礙發展的小人。

小柔指出：「在國小階段，曾遭到老師莫名的懲罰，也經常被同學惡作劇；在國中階

段，也曾遭到同學肢體霸凌」、「遭到共同參選的小姐惡意推倒傷害，導致膝蓋血流不

止」、「被舞團中 20 出頭歲的年輕團員羞辱過，說我『年紀大了還不趕快回家去相夫

教子，還留在這邊像站壁的老女人一樣跟我們搶鋒頭』」、「在社群網站不斷的人身攻

擊我，用一些骯髒齷齪的文字中傷我」。 

    小柔也指出：「介紹各種展演機會給我，似乎過去傷害我的小人，現在都變成幫助我

的貴人。」、「和這位曾經為朋友背黑鍋而入獄服刑過的大哥，變成莫逆之交，現在這

位大哥也從事酒品生意，有品酒會展演的機會，也會優先找我參演。」、「幸好有三姊

協助照顧，讓女兒在嬰幼兒時期，我能無後顧之憂的在城市發展。…我也慶幸有這個

女兒，讓我有家人親情的溫暖，現在與女兒同住在城市中。」，就小柔口述的容，發

現小柔的兄弟姊妹與女兒等家人、過去求學時代的老師與同學、工作過程因緣際會的

合作夥伴、網路社群的朋友等友朋社群關係，對於小柔在城市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有

極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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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柔也指出透過良好的社群關係的事業合作，才能爭取到更多展演的機會，對於在城

市中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才有助力，小柔指出：「有一群醫美界醫師好友，邀請我擔

任其即將開幕的醫美管理公司的執行長，希望藉由我多年來在展演領域建立的社群人

脈，有助於其企業的發展」、小柔再提出：「在年初一次春酒聯誼活動的偶然機會，遇

到了過去展演場合中，曾合作過的二家傳播媒體廠商的負責人及執行長，……紛紛主

動來邀請我是否與其公司合作，……和這二家傳播媒體廠商合作，進行各地方政府專

案計畫標案的投標，很慶幸地獲評選通過了不少的展演活動標案。……實在非常感恩

諸多貴人的提攜，讓我有機會繼續展演推廣舞蹈及文化，同時也能維持生活經濟之所

需。」，由此可看出，小柔廣結善緣的社群關係，即便在疫情嚴峻的影響下，仍能找

到事業發展的出路，有機會藉著各種展演機會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 

    小柔也指出：「婚事無法成行，之後我女兒出生，我成了單親媽媽，女兒也成了非婚

生子女，對自己的女兒深感歉意，母女相依為命至今」、「我現在是一名母親，不能將

負面能量傷害到我的女兒，同時推廣原民部落舞蹈及文化使命責任仍在我的肩上，我

不願再去回想以往的傷痛，一切就讓它隨風而逝，寧願多花心思在工作及教養孩子

上。」小柔即便遭遇到部落與後來在城市的感情挫折，但小柔逐漸走出情傷，而且化

悲憤為力量，積極爭取展演的機會，在城市中用工作事業的機會以發揚部落文化為目

標，以健全家庭生活教養為重心，努力養育女兒平安健康成長。在家族的支持基礎下，

讓小柔能無後顧之憂的在城市發展，同時小柔其寬宏的肚量與胸襟，積極的廣結善緣

及事業的好夥伴，小柔的社群關係之正向資源的挹注，讓小柔在城市生存的夾縫裡，

爭取發揚部落文化事業的一線機會，而能在環境的衝擊與內心的掙扎中，勇敢面對生

命的阻礙與風險，仍能發揮其堅忍不拔的毅力，一人肩負起所有的事業與家庭責任，

亦步亦趨地朝向生涯發展的理想目標邁進。 

 

三、城市對於延續及發揚部落文化及專業的空間較大與機會較多 

    依據小柔所稱目前其所屬的族群部落，有太多的政治或其他干擾因素的影響，無法再

純粹的將族群文化做最適性化的發揚與延續，小柔指出：「由於部落的重建，導致不

少部落外的不當資源混雜到部落中，當中不乏有政治與經濟利益正在滲透與干擾部落

的發展」、「我個人也因此發現重建的部落，有太多的限制與束縛，甚至我提出來的部

落文化振興推廣行銷到城市的計畫，還被辱罵成丟人現眼……所以，目前我不會選擇

在部落發展。」，由以上小柔的口述內容得知，因天災而重建部落，因為有太多的干

擾因素，導致延續及發揚部落文化及專業受到阻礙與箝制，小柔目前不會選在部落當

中發展生涯，小柔認為部落的文化應該走出去，讓更多人看到，而不是守在部落等人

來看。 

    面對城市的各項衝擊與風險，小柔指出：「即便在城市發展生涯有諸多的風險與危機，

但是相對比起部落當前的閉塞窘境，城市反而有更多的揮灑空間與機會」，小柔認為

城市較有更多的機會與空間去延續及發揚部落文化與自己的專業，小柔也提到：「目

前每個縣市政府都有原民處或原民會，中南部也有不少的原民文化推廣機構，有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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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動展演計畫，我都能代表我所屬團體，親自去爭取演出的機會，

也都能順利成行」，小柔認為城市中展演機會不比部落少，甚至配合各地方政府的原

住民文化推廣政策，也能獲得展演的機會。 

    小柔也提到這幾年在城市發展各種展演的機會很多：「還有更多商展演出的機會，……

藉此機會行銷與推廣族群部落文化」，小柔也自信地感受到在城市發展獲得了成就與

肯定：「被展演界稱為原住民公主、女神、女王等……這也表示我在城市的展演表現，

構建了某種程度的口碑與成就。」，俗語指出：「天道酬勤、地道酬善、人道酬誠、商

道酬信、業道酬精」，研究者認為小柔在城市發展具備了以上條件，所以能得道多助，

不僅藉由各種展演機會推廣族群部落文化特色，也因為與人為善且積極奮發努力，而

獲得事業發展的口碑與成就。 

 

四、多元適性的發展部落文化才是因應歲月及環境無情衝擊的最佳生涯規劃 

    從 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肆虐，小柔推廣部落文化及發展事業遭到嚴重的衝擊，小

柔指出：「這 2年多來的新冠疫情讓我們舞團展演的機會幾乎跌到谷底」，此外，小柔

已近 40 歲的年齡，對於耗費體力的舞蹈活動展演逐漸力不從心，而且獨自教養女兒

的重擔在身，也開始傳承後進，並進行活動角色的轉型，小柔指出：「因應當前的身

體逐漸老化及教養女兒的家庭事務，發揚部落文化的方法與策略不同，誠如我先前所

說的，我會將發揚部落族群舞蹈及文化逐漸傳承給我的姪女小惠，我則轉型成我們團

隊總監的角色，負責接洽各界的展演事宜，同時也擔任團隊活動製作、舞台設計、服

儀裝飾、舞碼編導等顧問與監督」。 

    小柔感受到歲月不饒人及環境無情的衝擊，理想的執著但還是迫於現實的無奈，仍然

要再調整工作事業的角色，同時也要再另謀出路，才能讓自己在城市的生活及生涯穩

定發展。小柔指出：「自己曾經學習過美姿美儀，也擔任過美姿美儀的教練，還被推

薦參加城市小姐選拔」、「過去在高中就讀餐飲科養成的餐飲專業能力，以及從小跟著

媽媽在部落經營餐飲店的經驗，……，期許在城市中能擁有一家自己經營的餐飲店，

這是除了推廣部落舞蹈及文化之使命之外，另一個生涯目標與夢想」，小柔目前希望

透過各種多元的生涯發展來面對事業發展的阻礙與瓶頸，尤其本身擁有多元的職能，

仍可在自己能發揮專業的範圍，適性化的嘗試事業的發展，同時也能融入部落族群文

化，不僅能發展生涯維持生活，也能持續的推廣部落文化到各個領域。 

    研究者深感小柔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原住民文化藝術青年，不僅原住民舞蹈展演藝術

美感十足、又是展演活動製作、舞台設計、舞碼編導、行銷推廣、服儀裝飾等企劃與

執行的專家高手；同時也具有美姿美儀的專業指導教練的經驗，又有餐飲烘焙的專業

技術，面對各種天災與人禍的衝擊，依然不願服輸，忍住眼淚及傷痛，勇往直前邁進，

仍能在部落以外，在城市建構出延續與發揚部落文化的全新舞台，也為自己的生命找

出全新的活水源頭，小柔的奮鬥歷程，堪稱為多元職能發展、斜槓人生、廣結善緣、

得道多助、積極進取的原住民青年標竿。 

    小柔擁有以上多元專業職能之外，她具備堅忍不拔的毅力、逆來順受的挫折容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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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人為善的親和力，即便遭遇諸多人生發展的阻礙與傷害，仍能堅定發展志向，

秉持向上與向善的樂觀積極態度，活化與轉化的多元思考力，豐沛的社會人脈關係，

得道多助的人生際遇，雖不如預期的讓部落文化在城市中遍地開花，構築理想中的部

落文化舞台，在沒有任何政治背景與經濟優勢條件的基礎下，小柔仍能憑著一介平凡

原住民，從部落到城市的奮鬥物語，創造了原住民展演女神的奇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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