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勞蘭有機部落營造-訪談牧師戴明雄博士
文/陳振義  訪談彙整

圖/陳振義  戴明雄提供一、前言

拉勞蘭部落營造的靈魂人物是新香

蘭教會牧師戴明雄博士，他從小在部落

成長，專科、大學、研究所、博士班一

路就讀神學院，外表親切和藹兼具威嚴

的他，年輕時也曾血氣方剛，是激進抗

爭的一份子，多次走上街頭為原住民爭

取權益，頭破血流，當時卻不被部落長

老諒解。後來發現，盡一己之力，回到

部落推行另類運動，更能改變族人的觀

念，於是他回到部落從事神職，和一群

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一齊發起「部落文化

復興」行動。筆者結識戴牧師已經有八

年，藉此機會好好聊聊戴牧師如何打造

拉勞蘭成為有機部落的故事。

二、主角簡介
 Sakinu.tepiq(撒依努.得別格)是排灣

族 的 名 . 姓 ， 戴 明 雄 是 漢 名 。 出 生 於

1967年7⺝。「戴」姓是從外祖父開始

被政府所冠的，源自外公的排灣族名字

－「tjaikung」，國民政府時期的戶政人

員 就 音 譯 漢 字 為 － 「 戴 根 」 ， 自 此 之

後，他的孩子就從－「戴」姓。母親在

所有孩子中排行老大，依循著排灣族傳

統長嗣繼承的制度，招贅了父親，依國

民政府漢人習俗的規定，也很自然的是

從母姓。

撒依努從小生長在原住民的部落，

學習生涯都離不開原住民的生活範圍。

至花蓮就讀玉山神學院更是完全的原住

民學校。服兵役時，又因為所屬服役單

位的特殊，80％為原住民，是讓撒依努

擺脫原住民自卑而找回自信的轉捩點。

神學院畢業後，又繼續到天主教輔

仁 大 學 神 學 院 研 究 所 繼 續 學 習 。 畢 業

後，就回到部落教會從事神職的工作，

至今也有20年之久。於2008年在臺南神

學院完成牧範學博士學位。曾擔任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東部落排灣中會第二、三

屆議長，之後，又擔任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第五十一、五十二屆之原住民宣

教委員會之主任委員，現為臺灣基督長

老教會新香蘭教會牧師，且為國立東華

大學兼任講師。

戴明雄牧師主持部落豐
年祭

三、部落有機農業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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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部落有機小米產業近10年的戴

明雄，在找回部落傳統智慧的過程中，

發覺有好多地方，都與上帝的創造非常

接近。神起初創造大地，是要人類好好

管理，而如今，我們卻不斷的傷害它，

我們不單是要找回部落傳統文化，同時

也要讓臺灣在地的價值被發揚出來，背

後的宗教精神更應該被提起。

戴牧師認為「敬神」、「愛人」、

「 保 護 土 地 」 是 三 種 相 當 美 好 的 價 值

觀，基督信仰中的福音就是在愛人，透

過愛人，我們能體會神怎麼愛我們，人

類應當帶著愛心與信心，去與土地建立

良好關係，若關係破壞了，大自然終是

會反撲的。換句話說，若我們沒有與土

地維持良好關係，也就是對上帝這位造

物主的「不尊重」。我們應該透過愛護

土 地 來 敬 畏 上 帝 ， 透 過 種 植 安 全 、 營

養、健康的作物來愛人。

戴明雄牧師於本場辦理
小米有機示範觀摩會致
感謝詞



戴明雄重回當年思緒，「兒時記憶

不 斷 催 逼 我 ， 有 一 天 終 要 重 現 小 米

園！」。他是返鄉服務的排灣族青年，

多年來帶領族人重建部落文化，找回失

落三十年的小米園。他們一步一腳印，

發展小米產業，打造全國最知名的「小

米部落」。

然而，小米園不僅是人鳥共食，也

是人與上天締約之所在。幼年曾在小米

園趕鳥的戴牧師說，他們採收小米時，

雖 然 會 不 斷 趕 鳥 ， 但 絕 對 不 會 趕 盡 殺

絕，只要是人工採收，往往都會有所遺

漏 。 遺 留 的 小 米 穗 ， 其 實 就 是 還 給 大

地，也留給鳥食用，這就是排灣族與自

然的共生哲學。「我們有得吃，也要讓

萬物有得吃；如果是對大自然絕情，到

頭來就是對自己絕情啦！」　 拉勞蘭的

排 灣 族 過 去 和 小 米 有 著 緊 密 的 生 命 聯

繫 ， 許 多 祭 儀 和 時 節 活 動 都 和 小 米 有

關，包括播種祭、祈雨祭、疏苗除草祭

和收穫祭等。戴牧師說：「稻米改變了

飲食習慣，小米園逐漸消失了，族人改

種 水 稻 或 果 樹 ， 連 帶 小 米 文 化 都 中 斷

了。」

四、創造具特色的小米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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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勞蘭小米工坊旁傳統
藝術木雕

工坊內展示有機小米及
臺灣藜相關產品

拉勞蘭的成功經驗，拉高了小米的

收購價，一度遭到糧商嗆聲威脅，卻帶

動臺東金崙、大鳥、達仁和大武一帶，

恢復耕種小米的熱潮，就連高雄和屏東

的原住民也都向拉勞蘭索取小米種原，

帶到自己部落土地耕種。

戴牧師表示，過去小米的價格受到

糧 商 打 壓 ，1公 斤 不 到3 0元 。 近 幾 年

來，感謝本場不斷地研發小米新品種，

積極推廣小米新品種的有機栽培示範，

打響臺東小米的名號，目前收購價已經

六、推動部落傳統小米產業

五、尋回傳統文化進行有機部落營造
戴牧師不僅是教會傳道人，也是當

地 有 機 部 落 營 造 的 靈 魂 人 物 ， 他 認 為

「有機農業」就是找回族人的傳統耕作

方式。自1996年起，戴牧師和一群年輕

人發起「傳統文化復興」行動，首先就

從重建「收穫祭」開始。他們找回了排

灣族的祭典文化，也找回了小米園的記

憶。原本部落的小米園地景幾乎消失殆

盡，只剩下幾個老人還懂得傳統耕作的

技法，在尋根溯源的過程中，發現原來

「小米」才是祭儀的核心。戴明雄回憶

說，部落因為太久沒有耕種小米，失去

釀酒文化，原本收穫祭的文化意涵失根

了，以致於外界誤解成了唱歌跳舞與喝

酒狂歡的餘興節目。然而，「收穫祭是

為了小米收成，為了感恩和謝天。沒有

小米的收穫祭，就會失了味。」

歷經十年的漫長追尋，拉勞蘭部落

為了傳統祭儀，開始恢復族人傳統方式

耕種小米。戴牧師率先提供了家族的土

地，拋磚引玉，最後籌集了約三公頃土

地，同時，爭取文建會和原民會等政府

經費。2005年春天，拉勞蘭終於找回了

消失的「小米園」，也動員全部落大小

參與耕種與採收的工作。拉勞蘭族人傳

承小米文化，朝向有機部落產業發展，

增加了就業機會。他們成立了基金會，

打造現今「拉勞蘭小米工坊」的社區產

業中心，以「小米」成為部落營造的主

題，2009年參加全國Abai（祈納福）料

理比賽，榮獲全國第一，打響名號，次

年就有兩、三百個團體參訪，戴牧師笑

稱自己變成了「接客牧師」。



七、傳承原民部落智慧的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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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近年來積極推廣的小米與臺灣

藜，為原住民傳統耕種的旱作植物，在

一年當中，各於上下半年供應部落的需

要。原住民部落於1~5⺝種植小米，緊接

著6⺝是豐年祭，7~8⺝進入颱風季節，

10⺝種植臺灣藜，隔年1⺝採收。順應自

然、節令，讓雨水盡情沖刷土地，領受

上 帝 給 土 地 的 新 養 分 ； 在 雨 水 滋 潤 過

後，即面臨乾旱季節，根據原住民智慧

的傳承，臺灣欒樹開花了，就是種植臺

灣藜的季節，如此循環，一整年都不怕

缺糧，四季能豐衣足食。當初推動小米

文化傳承，戴牧師首先遇到的是改變族

人認知的挑戰，畢竟大家已習慣種植高

經濟作物，不過，當大家明白傳統作物

的價值時，也開始重視及參與。

其實，原住民的許多傳統作物，都

相當有營養價值及經濟效益，加上現今

社會大眾注重健康安全的食品，戴牧師

希望好的東西能持續被推廣。其中，小

米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素食主義者的良

伴 ， 更 是 原 住 民 部 落 中 的 聖 品 ； 而 有

「彩虹米」美譽的臺灣藜，是來自古文

明 的 超 級 營 養 穀 物 ， 堪 稱 是 穀 物 中 的

「紅寶石」。

八、原鄉食材與有機農業之發展

如臺灣藜、小米，已被發現有豐富的營

養成分，連世界麵包冠軍吳寶春先生都

重視。
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或許只是抱

持 著 新 奇 嘗 鮮 的 態 度 看 待 原 住 民 族 飲

食，但原鄉食材的背後其實另有深層意

涵。戴牧師說原住民傳統生產方式多半

仰 賴 採 集 和 狩 獵 ， 現 在 雖 然 也 投 入 耕

作，但主要仍以自家食用為主，產量有

餘才會販售。就食物安全層面來看，原

住民傳統的耕作方式十分接近現代的有

機農業。

九、結語

儘管拉勞蘭搖身一變，成為小米產

業部落，但戴牧師強調，族人不會因為

小米身價水漲船高，就一味追求產量，

而忽略與大自然共生共榮的傳統耕作方

式。「我們絕不會把整塊地拿來種單一

物種」，戴牧師強調，每種作物會有各

自生長弱點，小面積混種可讓它從其他

作物的競合中補充不足之處，就像部落

的3甲田地，除了小米之外，一定也種

臺灣藜、樹豆或其他作物，這是原住民

祖先傳承下來的智慧。

拉 勞 蘭 部 落 戴 牧 師 是 位 先 知 先 覺

者，由於他為部落所做的種種努力，諸

如恢復種植小米、臺灣藜及營造有機部

落、建立青年會所及獵人學校等，從觀

念上帶領當地排灣族人找回文化、找回

生活，也找回自我，造就了原住民族尋

根的故事，也成就了部落發展，永續經

營與文化傳承。

部落營造臺灣藜花海吸
引遊客觀賞

拉勞蘭部落有機小米成
熟結實累累

可以拉到100元，不但可以保障部落老

人家耕種小米的合理利潤，也鼓勵年輕

人回流。有機農法栽培小米，除了保障

原住民耕種收益，最重要是恢復友善環

境的傳統農法。他們只收購不噴農藥和

施用化肥的小米，若是符合傳統農法的

耕作方式，還可以更高價收購。「我們

想要找回小米，也要找回人與土地的關

係。」

原住民順應自然的耕種方式，接近

有機農業的精神，且原住民族特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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