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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阿里山南麓的山美村是一處純粹的鄒族部落，僅一百餘戶，六百多人口，自古以

豐富山林與溪谷的資源自給自足。1949年後，部落經濟瓦解，山美也因交通不便、農業生

產力不足，使得年輕人口外流，生計困頓。

在民國六十年代末，阿里山公路開挖，高山茶成為公路沿線的新寵，山美人便受雇於

平地茶農，揹肥料、採茶、製茶、除草、當雜工，一家茶園做過一家茶園，終年奔馳在甫

開通的阿里山公路上。然而帶來便利的公路，也引進了扼殺生態的殺手。開挖公路亂倒的

土方和濫闢的高山茶園，嚴重影響水土保持；加上開路工人以現成的炸藥隨興地在魚蝦豐

饒的達娜伊谷溪炸魚、毒魚、電魚，不到十年間，曾是鄒族聖地的達娜伊谷溪，已是遍體

鱗傷、奄奄一息。

自古達娜伊谷溪是山美鄒族的傳統漁獵場，由各氏族分段管理，彼此嚴守傳統規範使

用，互不侵犯，使各種生態資源得以維持自然與平衡以及永續利用。鄒族學者浦忠勇曾經

為文分析，河川是鄒族部落生命體的臍帶，它在部落的維生功能早已是與產業、儀式密不

可分，成為特殊的河川文化。

當達娜伊谷被劃為保安林與水源區，從此豐美的達娜伊谷成為無人照管的狀態，「河

川脫離了部落的生態體系，生命也日漸枯竭」。幾年間，不但使河川生態遭受浩劫，也使

山美部落原有的河川倫理與秩序逐一瓦解。

七十年代的台灣，雖然生態保育的觀念已在萌芽，但是如何復育一條河川，還沒有成

功的先例。村民高正勝認為，鄒族人使用了數千年的封溪育苗的傳統，應該可以一試。

但在鄒族的文化裡，整條達娜伊谷溪是分屬於幾個大家族所有，界限分明，族人間都

還遵循這樣的認知。在以前，如果要向別的氏族借用一百公尺的河域來捕魚，必須以三頭

豬做獻禮。現在要保育的是全長十八公里的溪谷，拿什麼去交換？

當時村長高正勝及部落幹部決定，逐一拜訪這些長老，耐心地與前輩們徹夜長談。先

跟他們談信仰、談鄒族的神話、談達娜伊谷過去的美好、談山美現今的困境，「一步一

步，喚回長老們的感情」，最後他請求長老們為了山美子弟的未來，奉獻自己河域的使用

權，一起讓達娜伊谷復活。

與他前去的是當時村長、現任的社區協會理事長安勝吉，也是擁有河權的族長之一，

率先獻出自家的漁場。再苦口婆心一一勸服，終於獲得五大氏族的同意。

1989年10月23日，高正勝在村民大會中正式提交計畫書，計畫裡提到，選定尚保持

原始風貌的達娜伊谷溪及兩岸各六公里的原始森林，做為生態保育地區。嚴格禁止以任何

方式獵捕該地區之所有生態，該地區之土地亦不可做任何開發，以維護生態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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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會中並愷切地說：「希望我們重整聖地，給我們子孫創造一個機會。你們現在奉

獻這一段自己的河域，而山美的未來就是要從這裡開始。我相信，現在你們奉獻達娜伊

谷，將來達娜伊谷會奉養你們。」

會後，一紙全台灣首創的河川自治公約誕生，公約中明定：「達娜伊谷是山美村全民

共有的財產；拒絕財團投資開發；十五歲至五十歲的山美人，有義務保衛達娜伊谷。」

村民大會後十天，山美村沸騰起來，部落族人先後深入到溪谷的源頭捕撈魚苗。因為

怕魚苗缺氧，年輕人一刻也不敢遲延地從山上直奔回來。「一共放養了一千九百多尾成

魚。」如果正常保育繁殖，一年後會有一萬九千多尾；不到五年，達娜伊谷將有一百萬尾

以上的 魚。那時候，達娜伊谷將真正成為「 魚的故鄉」。

要封溪，就得徹底執行巡邏。很多部落族人放下手上的工作，加入巡守的工作。

他們在通往溪谷的入口搭座草寮遮風避雨；晚上天冷，就在大石頭上烤著火、裹著大

衣打盹。有人暗笑他們真是做傻事，放著山上的筍園不收，卻成天在溪谷巡邏、撿垃圾。

但是，不到一年，魚群真的回來了。更可喜的是，觀望的族人少了，自願要加入巡溪隊的

人愈來愈多。1990年9月，由全村六十五位十八歲到五十歲，不分信仰、教派、家族所組

成的「山青團」，接手護溪的工作。

沒有薪資，沒有酬勞，只有一顆愛鄉護土的心，讓他們爭相巡守著達娜伊谷的日夜。

現任村長曾經擔任過巡溪員的莊信義說，那一段無私的參與，是達娜伊谷精神的榮耀。

開始護溪這五年來，他們勸回許多不知情的釣魚客；也曾經不假辭色地將無視護溪公

約存在而一意釣魚的高階警官，扭送派出所；更因眼見電魚客在十幾分鐘內電死八十幾斤

辛苦復育的 魚，而氣憤地全村動員攔截逮捕；對於村人的違規更是絕不徇私，三、四位

因偷抓魚而被查獲的族人，不管是什麼身分，都被處以十萬至十五萬元罰金。

嚴格的執法，樹立起自治法規的公信力，也讓封溪的禁令，真正獲得全村民的認同、

擁護。曾經最高記錄在一個月中有二十八天留在溪谷巡邏的警員溫英傑認為，護溪的最大

意義不在於抓到多少違規者，而是真正上了山美人一堂保育課，「它讓護溪的生態觀，成

為一種全村運動」。而山美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陽春梅更得意地說：「我們之所以成功，

原因之一就是全村都是保育員。」

歷經五年的封溪保育，每一條溪徑都看得到 魚竄游的身影，每一寸溪岸都有魚卵在

滋長，溪水回復澄澈，溪谷回復潔淨。達娜伊谷復活了！

1995年1月24日，一百多位山美村民歡欣為台灣第一座民間推動的「達娜伊谷自然生

態公園」揭幕，對外開放，努力了五年的夢想，終於初步實現。他們除酌收清潔費以維護

環境外，也考慮溪中生態平衡，在雨季和魚類繁殖期開放曾文溪供釣客垂釣，並提供魚苗

賣給養殖業者。

第一年的觀光收入七十九萬，第二年一百六十幾萬，第三年四百多萬。直到最近，已

經超越近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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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美人終於看到保育帶給當地的「錢景」。豐厚的收入成就了社區福利、文化傳承和

農業改造的基金，舉凡老人安養、學生獎助學金、急難救助、結婚補助、生育補助，這些

都是從觀光收入來支付的。「如果我們善待達娜伊谷，達娜伊谷將會反哺、奉養我們」，

部落族人的承諾，終於被印證了。

後記：2009年莫拉克風災沖走大量 魚，園區遭到毀損，但在全體族人同心重建下，

園區於2011年再度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