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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連結－清流部落(川中島)

日人治台期間，因不堪長期遭受日人奴役暴政，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主導，
聯合霧社群等六個部落，於1930年10月27日發動「霧社事件」。而後抗日族
人遭到屠殺，日人將僅存的「餘生者」298名，於1931年5月6日強制迫遷於
此。因此地位於北港溪與眉原溪匯流之台地上，日人取名為「川中島」。
國民政府治台後，將川中島改為「清流部落」，隸屬於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

賽德克巴萊，2011年導演魏德聖以此部落故事拍攝的電影長片，票房超過8億



本計畫將以「綠能生態博物館」之概念，以清流部落為典範部落，打造惠蓀
森林結合部落--「蓀態共生」的旅遊路線。

• 透過中興大學組成跨領域教師社群、跨學科學程，將學生帶入原鄉戶外教學
現場，並結合產官學資源，建構部落文史與技藝數位知識及重建霧社事件記憶庫。

• 以科技安居、行銷推廣、產業發展、數位治理等四項主軸工作的推動，並連結中興大學及惠蓀林
場，以期建構地方特色品牌、強化觀光、促進台日文化交流，藉此解決清流部落文化沒落、年輕
人口外移與勞動力不足之困境。

• 霧社事件為我國與日本之重要文史，而清流部落為莫那魯道遺族及文遺所在，本計畫之宏觀角度
是透過國際連結，結合人社中心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舉辦展覽及研
究交流，透過本計畫建立起學術平台，強化台日文化交流，海外宣傳地方特色。



藝術生態展演

賽德克族生態博物館

Get a modern PowerPoint

數位治理 科技安居 行銷推廣 產業發展

文史資料庫、數位媒體
的深度建立，大幅提升
閱讀人次。賽德克族文
化重建、增加觀光亮點。

發揮興大農業專長，
創新部落旅遊產品，
振興區域發展，促使
原民青年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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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賽德克族文化策展

環境生態影響評估與調查

氣象監測/農作物環境監控

部落工作坊 博物館大館帶小館計畫

導入電機科技、綠色能
源、節能照明、農業科
技於原民部落，促進與
落實綠能環保概念。

引進知名博物館及大學
資源，增強藝術能量，
引導我國賽德克族文化
邁向國際化。

部落藝術市集

興大土雞與飼養技術輔導

部落環境與生態旅遊規劃

綠色能源科普推廣

農業廢棄物/廚餘回收化肥

結合
大學
課程

賽德克族家屋文化構築

三酸產業、苦茶油農產品
推廣通路、行銷輔導
(整合仁愛鄉公所)

部落生態與原民飲食旅遊霧社事件記憶資料庫

部落自駕車導覽觀光

原鄉點燈攜手推動

協力
南投縣仁愛鄉
東岸部落產業
促進發展協會



塑造文化及綠能生態之典範場域

興大推動農業(三酸、稻米、特有保種土雞)

及人文復興工作於原鄉育成、教學與推廣，
使該場域成為整合文化及綠能生態之典範。

興大投入後的策略與目標：

1) 賽德克族的傳統家屋、合力復振及興建。

2) 傳統文化記憶庫數位化工作。

3) 協助CSR合作與經費籌措。

4) 凝聚族人意識、共同找回傳統文化。

5) 提升族人的自我認知與榮譽感。

6) 打造觀光景點、提振原鄉產業。

7) 協助推動原民教育。

http://www.sansuan.com.tw/

行銷推廣

http://www.sansuan.com.tw/


榮獲教育部2020大學社會實踐線上博覽會影片人氣獎

「清流部落賽德克族風華再現」所拍攝的微電影「上大學前的夏天」，在霧社事件九十週年之際，透過8分鐘的影
片，溫暖記述了部落少年返鄉學習部落文化與對自我認同的探索，經觀眾票選為最高票，獲選「最佳人氣影片」。

上大學前的夏天 |微電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VtqTb1dw



榮獲2021第二屆《遠見雜誌》USR大學社會責任獎

110/04/08頒獎典禮

獎項：在地共融組楷模獎
校名：國立中興大學
方案：打造國際永續部落：清流賽德克族

官網得獎名單

https://event.gvm.com.tw/000/CSR/winner.html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8857



科技安居



重點成果-原鄉點燈攜手推動
(CSR台達電協助建置燈具、仁愛鄉公所支付公用照明電費)

互助國小燈具更換 清流橋夜間照明2020.6.18 
完成試作範圍

風雨操場天井燈及配電盤
互助小學一間示範教室
閱覽室/會議室
校長室
清流橋照明(TBD)

太陽能相關規劃會議

 108年8月28日，帶太陽能廠
商至清流部落實地場勘。

 108年10月19日，清流社區
發展協會理監事會議及清流
部落會議，討論清流橋、停
車場、活動廣場、文史館、
防空洞等綠能太陽板的設置。

 108年11月26日台達電子文
教基金會至清流部落實地場
勘。(企業捐贈)

引進CSR(台達電)01

協助部落公共設施建置照明

解決經費不足困境03

02

預期效益

科技安居



10

重點成果-賞櫻步道點燈創造新景點
(CSR台達電協助建置燈具)

110/3/20施作步道

引進CSR(台達電)01

協助部落公共設施建置照明

解決經費不足困境03

02預期效益

清流橋夜拍

14階一盞燈總共12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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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查訪餘生紀念館（須辦理情形如下）：
1、後側擋土牆：上層須儘速處理
（以工資為主、加補缺料約40公尺，估計30萬）
2、為動線流暢先加築平台、階梯改為5階、斜坡（非行動不便等級，坡度不足）
3、鋼構斜坡連通2F露台

目前施工情形：
上層部份原有之擋土牆已經拆除
已完成擋土牆工程

後續待討論施工部分：
餘生紀念館，後側擋土牆因安全考量，已逕行改善堆砌完成。
「斜坡連通增設工程」：已由各項工程廠商估價完成，共約三百萬元
（含擋土牆、增設RC斜坡及平台、鋼構斜坡及防腐實木面材⋯⋯等工項）

重點成果-餘生紀念館改造
(CSR麗明營造協助外部環境處理)



重點成果-「綠能再生課程:檸檬小雞玩科學」

興大電機學院USR科普計畫
檸檬發電 綠能土雞孵化器

人數達92人01

建立部落學生科普綠能觀念

利用部落三酸產業，知識共學分享03

02

衍生效益

國立中興大學與台中市
曉明女中部落服務團在南
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舉辦
五天舉辦「踏尋祖靈橋，
參與部落再生」的營隊。

(2020-7/20~7/24)

科技安居



重點成果-微課程「綠能再生課程:檸檬小雞玩科學」

興大電機學院
USR科普計畫

科普教材

科技安居

新聞報導
中央社、台灣好新聞
PChome



重點成果-小水力發電事業技術課程 (8/22.2020)

此課程為原鄉小水力發電的入門研習班，主要
是針對組成構造、發電方式、應用環境與未來
發展學習了解。因應部落建置小水力發電的
潛在應用，需要特定的應用環境地形，利用地
形落差來達成位能轉換為動能，再使用水輪機
帶動發電來。現今環保意識抬頭，以小水力發
電來說是對境破壞最低且水資源仍可重複使用，
具備電力輸出波動小、開發時間短等優點。

科技安居



行銷推廣



重點成果-CSR順益海報展覽及志工部落共學

建立博物館與部落及志工關係01

海報展覽未來可置部落展覽，增加話題

結合部落觀光場域03

02
預期效益

海報惠蓀獎

興大USR計畫結合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部落參訪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48095

行銷推廣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48095


重點成果-

屋舍事件, 霧社事件90周年紀念特展-清流部落尋屋啟示
• 活動目的

與大眾分享來自賽德克族清流部落的傳統家屋以及與家屋相關的生活寫照、霧社事件後族人
們的點滴。

• 活動指導/協辦/贊助單位

主辦單位: 樸溯永續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台中教育大學
活動指導: 國立中興大學USR團隊

• 展覽時間 2020年10月30日至2021年1月30日

• 展覽地點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 展覽事前準備說明

1. 田野調查
清流部落與中興大學USR團隊師生配合進行田野調查，將文獻編排整理，追溯賽德克族位於
清流部落之歷史，呈現於展覽之部落演變時間軸，探討傳統家屋設置來由與配置，參考歷史
文獻與田野調查之數據，進行建置準備，並編製成此特展的特刊書籍。

2. AR展覽建置- 台中教大數位科技系吳育龍老師協助

特色:

1. 部落青年策展
2. 展品將回歸於清流部落，屆時參訪

部落的人與部落青年能夠更認識屬
於賽德克族群的家屋生活文化。

行銷推廣



重點成果-協助清流部落建立景點-石壁畫製作

幸運鳥與叢林象徵一個人的出生
賽德克成年禮(紋面)象徵成年
新婚男子象徵責任的開始
彩虹橋象徵回歸祖靈懷抱

行銷推廣



道路設置反光板
牆面彩繪

防水格柵

• 109/07/27走訪部落導覽動線，評估軟硬體改善需求性、優化部落深度旅遊環境

花台美化

側邊溝加水溝蓋

香草植物區

射箭體驗區
家屋展示區

田埂拍照區

採果活動(柚、梅)

植物生態步道
賞螢火蟲步道

牆面管線整理

泡腳池
生態導覽

橋墩牆面美化

日式小木屋

花台美化

入口意象廣場

花台美化

旅遊環境規劃 行銷推廣



時間 內容 負責單位

09:00-09:15 部落服裝體驗：報到穿戴上部落傳統服裝、頭巾 樸溯永續發展協會

09:15-09:30 織材展演：傳統織布服裝流程分享 樸溯永續發展協會、
中興大學USR團隊

09:30-10:30 【織品創意發想】分享會、頒獎 曉明女中師生

10:30-11:00 服裝走秀：部落人展演賽德克族、排灣族傳統服裝 賽德克族人、排灣族
人

11:00-12:00 部落服裝歸還、用餐交流 樸溯永續發展協會

• 地點：南投縣原民樸溯永續發展協會，瑪姮原宿生活文化
廣場

• 參與對象：清流部落賽德克族人、排灣族人、曉明女中、
巴楠花部落中小學、暨南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專班學生、
中興大學USR團隊

109.11.01 協助規劃部落服裝展藝術生態展演
行銷推廣



109.11.01 部落服裝展藝術生態展演
行銷推廣

孩子們走在簡易的舞台上，穿著傳統服飾走秀，這是清流部落與中興大學USR團隊合作辦理的小小成果展，讓織女們的作品透過
「走秀」，建立自信，讓部落老、中、青三代也共同來響應。現場也吸引外國的學生到場支持，親身體驗穿上賽德克族的服飾，
透過這場活動，進一步了解原住民族文化。 賽德克族的各項織紋中，代表著山、水、彩虹橋及祖靈的眼睛等，與大自然息息相關，
這場傳統服飾走秀主要呈現最基本的平織技法，雖然單調平凡，但是從基本的織紋線條來看，背後意涵著文化規範及祖靈信仰，
穿上傳統服飾，走入生活，植入孩子們的內心。 理事長表示，清流部落長者不多，為了要復振織布文化，多年來與耆老、部落媽
媽們一同學習織布，有了成果，透過讓族人們穿上傳統服飾，成為祖靈重要的守護。



部落導覽APP：清流部落導覽路線與站點選定。

重點成果-歷史導覽
行銷推廣

https://www.google.com/maps/d/edit?mid=1ezxGKtkL3tVdjnQIqAK5-bwJAaXREBSU&usp=sharing


部落導覽APP：
規劃部落英文簡介：鳥類採集、部落觀光客訪談。

重點成果-歷史導覽
行銷推廣



編寫部落文化手冊，推動部落國際交流：

1.  Anthropocene, tourism and ecology prospects

2 . The process of weaving within the tribe 

3 . Dark Tourism and Wushe Incident 

4 . Elders and youngsters’ interaction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ways

＊All will be supported with pictures and/or video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行銷推廣



重點成果-AR家屋建造動畫介紹
行銷推廣



家屋文化/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合作成果
霧社事件90週年「族人視角介紹部落文化」民視新聞網 11/2/2020

行銷推廣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200812/index-15971976182291718009.html


興大/故宮/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合作
導入故宮偏鄉教育計畫、以CSR方式帶領原鄉互助國小辦理狩獵文化教學之學前參訪交流活動 10/26~27 /2020 

行銷推廣



請右點連結: 興大USR-川中島(清流部落)網站

行銷推廣

http://site-1881518-6409-3923.mystrikingly.com/?fbclid=IwAR0G7SH2noIM_f9AvMtAjd_pOZFnReBB_2GD3Hn0g_cooP1IyKE2JJJbPpg


產業發展



友善田區規劃與環境改善課程
產業發展

 辦理日期：108年6月15日
 辦理地點：南投縣清流部落
 辦理方式：以工作坊模式進行，學生透過實地訪查提出問題及解決方案，由部落人員及老師給予評價及意見
 總參與人數：60人



• 跨領域部落傳統知識學習

與部落耆老及在地居民訪談
認識植物與部落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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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影響評估與調查
產業發展



茅草：房子屋頂

桑：果醬

山黃麻：樹皮染色

• 109/07/27界定生態導覽步道，進行植物名錄調查、利用方式彙整

姑婆芋：包肉

月桃：綁木材

桂竹：刮麻器材料

目前約調查15種，109/10-11月將結合課程再做完整調查

生態影響評估與調查
產業發展



• 設計部落生態影響評估與調查手冊封面封底
(預計109/11-12月完成初版)

生態影響評估與調查
產業發展



協助建立部落種雞場

興大土雞推廣與人才培育課程

109年7月28日

特邀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陳洵一特聘教授每年至清流部落，針對
土雞飼養行銷進行說明並於下午至部落有興趣之居民家中實地訪查。

未來發展

產業發展

創造土雞的經濟產業01

典範移轉至中原、眉原

創立惠蓀特色產品03

02

預期效益



興大土雞行銷推廣交流會

於108年5月9日辦理「土雞行銷推廣交流會」，邀請部落及露營
區住宿客人至伴天聊露營區，針對推廣土雞飼養及友善農法。

產業發展



重點成果-興大土雞推廣 (雛雞配送)
記錄

產業發展



數位治理



「霧社事件及其後記憶資料庫」網站架構完成，與初步網站設計圖。

數位治理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文學與影像資料收集：已收集25件「霧社事件」及「清流部落」
之文學與影像創作資料，將納入「霧社事件及其後記憶資料庫」。

數位治理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文獻史料收集：5/22，計畫成員陳淑卿教授、吳政憲教授等，拜訪
文物收藏家郭双富先生，徵集相關文獻與老照片。

數位治理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第一次部落耆老口述訪談：5/31，歷史系陳慧先教授，帶領「田野
調查理論與實務」課程學生，進行耆老口述訪談與部落文化體驗。

數位治理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部落傳統文化復興：7/31至8/8，計畫成員朱惠足教授，帶領團隊至清流
部落參與「部落織材工作坊」，拍攝活動記錄短片，並協助原民樸溯永續
發展協會，製作「織材教學影片」一套。

數位治理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織材工作坊(8天)教學影片內容
• 單元一：苧麻園地整理及苧麻種植

• 單元二：桂竹、麻竹、箭竹就地取材

• 單元三：傳統織材器具製作－刮麻器

• 單元四：傳統織材器具製作－紡紗器

• 單元五：割麻教學

• 單元六：刮麻教學

• 單元七：捻線教學

• 單元八：捲線教學

• 單元九：紡紗教學

• 單元十：認識部落植物：山黃麻、薯
榔、九芎

• 單元十一：織染：麻線與山麻黃的應
用

• 單元十二：織染：麻線與九芎的應用

• 單元十三：織染：麻線與薯榔的應用

• 單元十四：線材整理

• 單元十五：成果展示

數位治理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第二次耆老口述訪談：運用「部落織材工作坊」拜訪清流部落的機會，邀請
部落耆老進行口述訪談，作為「霧社事件及其後記憶資料庫」收錄內容。

1)耆老織布記憶 2)清流部落生命史 3)老少共學文化傳承

數位治理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 主題

• 形式：口述訪談、影像紀錄



文獻史料收集：
9/1，計畫成員陳淑卿教授、朱惠足教授等，拜訪文史工作者鄧相揚先生，徵集相關文獻與老照片。
9/16，邀請鄧相揚先生蒞校，針對其收藏霧社事件老照片，進行口述訪談與照片說明。

徵集成果：鄧相揚拜訪
霧社遺族下山家族照片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數位治理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數位治理

霧社事件專題演講：
9/16，臺文所朱惠足教授，邀請文史工作者鄧相揚先生，至中興臺文所演講，講題：「霧社事件
的跨國田野調查」，參與者36名。



重點成果-歷史文化
數位治理

埔里眉溪到霧社歷史實地踏查與教學活動：
9/19，陳淑卿、朱惠足、陳慧先、吳政憲、鄭琨鴻等教授，帶領台文所、歷史系、圖資所、台灣
人文創新學士學程學生共50名，至埔里、眉溪、霧社、廬山進行霧社事件戶外教學活動，全程由
吳政憲老師進行導覽及歷史解說。



重點成果-家屋文化知識庫建立
文化

數位治理

109/7/30至眉溪部落耆老進行四種黃藤綁紮技法教學，分別為交叉編織法、平行編織法、丁字編織法、接枝綁法。

交叉編織法 平行編織法

丁字編織法 接枝綁法 族人實際試做

中興大學USR協助賽德克族清流部落至眉溪部落「傳統家屋工作坊」學習建築家屋藤編文化 中央社8/12/2020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200812/index-15971976182291718009.html


重點成果-賽德克族家屋文化構築成果
(彰化美學館展出10/7~10/28)

文化

數位治理

 根據原民會資料庫，賽德克族傳統建築按照功能
形式可分為家屋、家屋附屬建築、公共建築(望樓)
三種類型。

 賽德克族的傳統住屋有兩種形式，一種為半穴式
的木造住屋，另一種為一般竹屋，前者屬於賽德
克族傳統住屋的原始形式，以南投為多，後者是
經過遷徙之後所發展的便利型住屋，以東部宜蘭、
花蓮為多。傳統半穴式家屋，是在家屋基地向下
挖掘，然後再開挖的坑地面上立上柱子。因此，
這種家屋有一半的形體位於地面之下，又稱為半
穴式家屋。家屋地基大都成方形或長方形，一般
按照住屋大小來增減地基周邊柱子數量。家屋中
的火爐區隔為兩個，一個位於家屋中央，一個位
於牆壁邊緣。家屋中央為三腳式爐灶，為取暖用
爐灶，另一個爐灶會在屋內側面牆邊，用於平日
烹飪食物。

 為了文化的保存以及傳承，中興大學USR團隊與
族人重建家屋並讓它成為部落一個新的據點。

2020/10/07~10/28  彰化美學館成果展展出



中原部落家屋建置重現與現狀記錄
作為家屋知識庫建立用

文化

數位治理

實現本計畫推廣土雞培育/三酸種植/綠能
應用、搭配景觀設計成為示範場域，並作
為本校於部落活動辦理據點。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中原段1288號



中原部落家屋建置重現與現狀記錄
衍生效益

文化

數位治理

須修繕處

 該家屋先前並無設計過程、本團隊希望
透過維護方式重新建置該家屋傳統知識
與田調。

 中興大學師生於家屋修繕過程中以數位
化方式記錄，過程所有內容(包括與當地
賽德克族人互動)作為知識資料庫材料。

 清流部落、中原部落等賽德克族人未來
都可以使用該實體家屋，以進行文化推
廣活動。

 鄰近互助國小之傳統技藝教學場域(生態、
藤編、狩獵、家屋文化)

中原部落家屋，過去由中原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農村再生計畫
建造，多年來無維護費、無人管理而年久失修。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文化

數位治理

從千千岩助太郎建築測繪推動賽德克族
部落參與式祖屋復原研究

中興大學USR團隊與
中原、清流部落合作，
推動部落文化構築，
結合家屋祭祀、狩獵、
藤編文化教學，並經
由師生投入專業紀錄、
達到知識庫建立與傳
承目的。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活動紀錄與成果 (家屋修繕過程)

數位治理

拆屋
建材採集
重新堆木

藤編綁樁
塗漆防蛀
屋頂復修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活動紀錄與成果 (家屋修繕過程)

數位治理

2020.8

2020.10

前

後

中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活動紀錄與成果 (家屋修繕過程)

數位治理

中興大學同學們與族人們合力協作完成家屋修復 2020/10

會呼吸的房子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活動紀錄與成果 (家屋復振落成、祭祀)

數位治理

文化部/教育部補助
中興大學USR

殺雞取血、酒祭祖靈

敬天、敬地、敬祖靈

雞血祭樑

糯米上梁、雞血祭樑、祈求家屋穩固

生命之火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活動紀錄與成果 (家屋復振落成、祭祀)

數位治理

傳統賽德克家屋內外的陳設
~賽德克族人之生活文化~

生火
 方便烹煮三餐
 生命之火(祖靈的祝福)，使打獵可以豐收
 幫助家屋防蛀蟲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活動紀錄與成果 (傳統狩獵文化)

數位治理

 野外生火
 器具製作
 陷阱設計
 禁忌遵守
 捕獲獵物
 獵物處理
 共享食用

傳統原民技藝
老少共學、
數位教材製作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活動紀錄與成果 (傳統藤編技藝)

數位治理

原生植物黃藤

興大師生與族人合作共同進行傳統技藝傳授的紀錄拍攝工作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傳統技術共學工作坊
工作成果

數位治理

中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張大偉



電子書
目前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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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治理

(約兩萬字初稿)



數位治理

協助發行霧社事件90周年紀念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