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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嵐山索道再生計畫可行性評估」公聽會紀錄 

壹、時  間：108 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 00 分 

貳、地  點：水源社區活動中心(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 98-1 號) 

參、主持人：李副處長政賢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規劃單位簡報：略 

柒、出席單位及與會人員意見：（依發言順序） 

主持人： 

接下來這一個小時要聽聽看各位對這個計畫的意見提供給我們，我們一開始

都沒有預設立場，如簡報內所提，畢竟公共建設要投資第一期就要 21 億元，

如果大家是支持的，我們才會再繼續走下去。 

鄉長：盡量發言。 

第一位發言：余展輝先生（水源國小校長、原住民族校長協會理事） 

各位長官，我是水源村的人，我在這裡土生土長住了 52 年，我不曾上去過嵐

山， 前一陣子在緯來育樂台看到紀錄片，有人把上到嵐山工作站用一個小時

的很精簡很投入報導，我覺得我一生好遺憾喔，我住在水源村竟然沒有上去

過，因為我爸不在那裡工作。像那個嵐山的索道、小鐵道還有小火車還有太

昌的儲木場，是我們水源村我們這個年紀所有人的兒時的回憶，我們在水源

地裡面游泳一定會看到小火車，會去剝那個大的檜木的皮帶回家燒木頭，這

個印象很深刻。我在想如果結合文化、歷史、還有結合體育與育樂，這樣的



2 

觀光結合產業，這樣嵐山工作站會大於目前很多。 

花蓮縣現在步道都有非常多的人，譬如大同大禮、錐麓、晚安里（音譯）等

等的很多的人我們不愁觀光客來，如果水源嵐山工作站可以發展的話，絕對

會是整個觀光裡面觀光客最多的地方，因為神秘度最高，那上面的遊樂區水

源國小的分班現在還在喔，因為紀錄片有拍下來，對於整個水源的發展，甚

至是整個花蓮的經濟發展，都是很大的效應，我相信整個水源村的人都同意

要發展，對不對，再拍大聲一點（鼓掌聲），也鼓勵我們的長官，我們的鄉公

所，還有我們的議員，希望把這件美事可以完成，不管有沒有在我們有生之

年，有沒有機會上到嵐山工作站，這絕對是我一生的願望，這是我的報告，

謝謝。 

主持人：謝謝我們校長寶貴的意見，接下來。麻煩先報大名。 

第二位發言：蔡金福先生(第一次發言) 

我是水源村 55 號，我爸爸在這邊他很好，我買了兩本林務處的「森林.部落.

人」，還有一個精裝本，裡面有我爸爸的訪問。然後呢，我覺得我們太久了，

引頸期盼十幾年，本來有一個劇場是設在這邊，這是我們一個很新的亮點，

像我們去國外也是一樣，像這個真的是非常有歷史文化的東西，希望各位村

民，還有長官上面，這個機會大家不要再放棄了。 

曾經佐倉步道我去參加荒野協會的消息，我去上那個課，原先我遇到林務局

的承辦，原先是設在我們這邊，結果我們這個地方不同意，去設到那個地方。

我不曉得是真的還是假的，我想這個非常難得的機會為什麼要讓他跑掉？我

想在我們水源村這個地方跟前面講的一樣，很多人來這裡晨泳、溯溪、戲水，

如果在三棧北溪那個地方，過去有生態公園現在荒廢了，如果說裡面弄個兩

三公里的生態步道，那我們這邊可以取代鯉魚潭，這邊離花蓮市真的很近，

當然上面我也去過，從小是在嵐山工作站那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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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又講到 power point 5.6 觀光效益，我們這邊水源村的舞蹈班非常的

出名，曾經去外縣市比賽都是得到第一名，有里長帶領，所向無敵都是第一

名，我們這個地方其實喔天時地利人和，鄉長也是我們這邊的人，我們還有

一個代表，主秘也是我們這邊的人非常多，希望不要再錯過這個機會。 

剛剛有講說還要引進這四個裡面的什麼東西，我們有太魯閣族的一個文化，

如果可以有一個文化紀念館可以放在那個地方的話，提供一些老照片和一些

老機具，不會輸屏東的瑪家，真的不會輸，看我們以前的霧社事件，課本裡

面讀到了，還有更壯烈的太魯閣事件，合歡山一直到這個地方，打的非常久，

還有我們這個部落的遷徙，這邊三條路線一直到合溪，這個我們的文化太豐

富了，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們的交通動線千萬不要跟銅門一樣，到時候連居

民進去都不行，剛剛也有提到，儘量不要影響居民的生活起居。 

最後一點的話，有很多地方，我曾經去過嘉義的達娜伊谷去那邊觀光，看什

麼地方，跑到高山又跑到山谷裡面，為了看什麼東西，就是看那個高山苦花，

就這個東西而已，進去收費 50 塊，路兩邊有當地人在那邊經營他們的特產，

這個非常好，另外一個，很多地方的原住民地區只要商業化之後，就會有很

多平地人佔據商業化，我想這是比較危險的，而且呢地一個一個的賣光光，

這些是大家都要警惕的，不要到時候水源村都是漢人，請大家小心一點，以

上報告。 

 

主持人：謝謝我們蔡先生對這個狀況非常的瞭解，請後面那位先生先發言。 

 

第三位發言：賴天文先生 

不好意思 那個我叫賴天文，水源村民，我當時是在第一個索道下面，小時候

就在那裡，那個保養機車的前面，所以我這次很高興，你們那個來的話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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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水源村所有的人都很高興。第一點就是剛剛沒有講到的就是，希望經

理跟我們說，假如說評估可行性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權、工作權利、回饋金多

少，一定要講清楚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水源村日本話叫 SAKURA，SAKURA 的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

櫻花，我希望說，你們剛才那個「東方夏威夷」的前面，我是建議從旁邊剛

開始全部都種櫻花，一路一直到山上，而且花的種樹要有紅白綠，可以學日

本一樣。 

第三點就是希望我們時常到南投杉林溪，也是林務局做的，我們很喜歡那個

地方，我們水源村山上，以前有一些那個住的地方，除了水源村「東方夏威

夷」外，山上有很多年紀大的，除了健走以外，休息的時候，是不是那個地

方，假如說允許的話，是不是可以模仿杉林溪，那個是不是可以有住宿的地

方，這是我目前想到問題，報告完畢。 

 

主持人：謝謝賴先生的意見，接下來請許議員。 

第四位發言：許淑銀議員（花蓮縣議員） 

大家平安新年快樂，我這邊有幾點，村民也樂觀其成的，同時那個才是我們

真正要去重視，我們自己部落傳統領域權力的開始，我們不要在這裡說同意，

公聽會只要你講同意他就會去寫報告囉！這以後可能不會再問我們的意見

喔，可是這裡「東方夏威夷」的開發，你們在剛剛總經理的說明裡面「東方

夏威夷」這一塊，你們認為是要給廠商一起結合，這個索道再生之後，是交

給地方來處理，地方當然就是秀林鄉公所了，再來就是給我們村莊，還是給

民間，我跟各位報告這個很重要喔，事實上這個索道開發他可以是一個工作，

「東方夏威夷」的開發也是另一個工作，如果說我們今天，如果中央要跟民

間來合作 B O T 的話，他花了 21.9 億把山上弄好，然後交給財團來經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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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報告，以前我們「東方夏威夷」的時候，我記得那個媽媽，保羅的八姨

媽連要拿薪水都要跟老闆吵架，如果今天這個索道完成了，交給鄉公所來經

營，任何一個 B O T 的廠商，如果你要在我們「東方夏威夷」來經營，一定

要跟山上的部分做結合才會有商機嘛，那是不是要靠我們地方的力量，要看

我們肯不肯跟你們合作，我們之間才會達成所謂工作權，所謂回饋，所謂等

等，文化進去的一個契約，這是我在這裡一定要跟大家提醒的，我不是水源

村的人，我只有火力發電廠啊，但是跟各位報告，火力發電廠的回饋金的比

例我也覺得不夠，那是一個不定時的炸彈，但是今天在這裡，山上那個索道

真的是很棒，剛剛賴大哥有講說上面是不是要經營民宿，我個人的看法要不

要經營民宿，不需要，因為你如果要開發上面，又要破壞生態蓋房子，住那

裡，就住「東方夏威夷」就好了嘛，為什麼，因為你住在這個地方，我們村

莊隔壁有工作室、有晚上卡拉 ok 他們會給你捧場，你放在山上沒有人會下

來，只有跟猴子一起玩。 

所以山上的經營是什麼？就是森林浴，很自然的一個步道，在山上就是這樣，

那這個索道他們林務局怎麼開發，他們都很行的，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保育

森林的一個單位，所以他在做開發的時候我們要放心，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在，整個我們先講，在山上索道的部分，我們在做徵收的時候，我們原住民

保留地的問題，尤其我剛看了一下資料，在我們中間站的部分也有原住民保

留地，那我們我請問如果林務局再做這一條再生計畫，沒有碰到原住民保留

地，沒有徵收的時候，但是因為現在交通方便，你上面的路方便了，我坐纜

車坐什麼都可以上去了，但是我在上面要開發我自己的土地的時候，會不會

受到限制，大家要思考，如果讓上面路通了，如果像現在同禮部落，有纜車

可以上去的話，我要開發我的這塊土地的時候，國家公園就會限制啦，是不

是，那我們這條纜道重新再生的時候，會不會林務局會控管我們不能在山上

從事我自己私有土地的行為，這部分可能要，對不對，山下的這一塊，「東方

夏威夷」我們要放文化館，像我同學講的，要放文化、樂舞、織布工作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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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那個都很簡單，但是整個山上的土地使用，在這裡要跟大家提醒，

我們也要思考這個問題，還有我喜歡打獵，我可不可以去打獵？我碰到的又

是林務局管理的纜車索道，林務局也是有很多森林警察的，會不會有衝突?

因為我們這一條路，如果更方便的時候，我請問大家景氣不好的時候，是不

是我或是我們辦活動的時候，狩獵的行為會不會被限制住，這個部分也請大

家考慮，不是說考慮之後就不要同意林務局在山上做什麼索道再生，而是在

我們跟林務局這個部分合約契約講好講清楚，當你開發的時候，你們不能限

制我部落在這塊傳統領域裡面的所有的行為，寫得清清楚楚最好去公證，請

鄉公所帶我們去公證就不用花錢，是不是這樣，也提出來請各位做參考。 

我這裡好真的很希望鄉公所用力的站出來，整個索道的再生以後要求中央，

不能拜託中央嘛，總經理你是開發單位，跟中央說這個索道的經營交給地方

來做，給鄉公所帶著村民來做，索道開好了我們可以去訓練啊，小火車阿里

山開火車的那些司機都是要去上課的，我們可以培訓啊，公所可以培訓啊，

怎麼培訓公所去問嘛，還有上面所有收費的人，只要公所經營的話，所有的

收費人都是我們水源村的人，水源村不夠得話找銅門找佳里嘛，甚至隔壁的

阿美族，你們男朋友都沒有關係，這個意思是說主導權經營權留在部落的話，

跟大家講這才是雙贏，林務局把這個舊的索道再生開發出來是好事，但是如

果由我們來經營會更好，對不對，所以這一點一定要謹慎，公所要很勇敢的

很用力的跟中央講，索道的經營給我們，那如果有廠商有意願來經營來開發

「東方夏威夷」的時候，他當然希望跟山上結合嘛，他的遊客來可以上去，

那一定要跟我經營者就是秀林鄉公所來談啊，你們的遊客上去，你收多少錢

我們收多少錢，我們的錢可以放公庫，然後給部落一個管理，我們寧可由鄉

公所來編這個回饋金的比例給地方，而不要由廠商來跟大家分，對不對，跟

各位報告，北區秀林鄉就是有很多的財團來，有沒有回饋的經驗，我感覺有，

部落自己來經營會比較好，這是我在今天在這裡特別特別提出來的，這邊跟

開發單位是沒有關係，這是我們村民的意見，我們總是要提醒但是如果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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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話我還是要講，一定要表達出來，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今天開的公聽會

之後，村長，部落主席產生了嗎？如果還沒有不要等，是不是由村長帶大家

再開一次村莊的會議，把這麼好的一個再生計畫再讓今天沒有聽到的村民瞭

解，我們把我們的共識更凝聚起來來跟中央談，我相信這是最棒的報告完畢，

謝謝。 

 

主持人： 

謝謝許議員給我們非常寶貴的意見，剛看到在地的居民都非常的贊成這個計

畫，那我這邊要表明的是說贊成以後，我們以後還是會繼續來跟各位做各期

階段的報告，當然部落會議，是一定要取得部落會議的同意，所以剛剛也非

常謝謝議員的提議，也就是說部落會議也可以自己先召開，那我們也會參與

這個案子部分，我們了解部落裡面是不是確實非常同意。 

另外第二個之前「東方夏威夷」的部分，那個名稱的部分，以前不愉快經驗，

我們在啟案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收集到這個，今天是怎麼一回事，那以後也不

會用「東方夏威夷」這個名字，也會由部落的人來決定，來繼續推下去。 

至於原保地，還有狩獵的文化以及經營的權利部分，將來做怎樣的一個合作，

這部分都是我們未來的課題，當然議員剛剛都有點到，現在只是一個評估中，

以後先期規劃的時候這些細節還會一項一項來把他釐清，包括今天各位發言

我們會以逐字稿完整登錄起來，也會在我們的網站上公布，讓大家了解這個

計畫怎麼樣繼續走下去。接下來再請我們居民提供意見。 

 

第五位發言：劉進茂先生 

各位長官，我是當地的人出生的原住民，我爸爸是嵐山工作站負責修理電話

公務人員退休下來，我從 7 歲就在嵐山工作站，從舊 1 號、舊 2 號、舊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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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4 號，舊 4 號還沒有開出來之前我就住在山上了，然後新 1 號、2 號、3

號，一直到 18 林班，我都住過，這個山上值得我回憶，那麼今天林務局能夠

提出這個嵐山再生計畫，是我一個很好的一個回憶的計劃，也謝謝林務局今

天能夠有這個機會表達我的回憶。 

我從小就住在那個山上，我老婆也是在 18 林班在那邊工作，當然，這位是我

的大舅子，他也是在嵐山工作站退休下來的，在地有很多都是在嵐山工作站

退休下來的。所以說剛才我們這位林務局的長官所計畫，我都一一拍照下來，

但是有計劃下來的，只能給我們的參考，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給我們原住民

的傳統領域，剛才我們許議員有講過，今天這個公聽會也只不過是一個給我

一個表達我們的意見，不能算說是同意，在我的立場來講我的原則，我的原

則上是歡迎，我們不是說不同意，我們是歡迎，但是希望說，剛才很重要的

一點能夠與中央要了解我們原住民的意見，就這樣子，謝謝。 

主持人： 

這位先生他所關心的，就是說我們這個計畫只是一個起頭開始而已，就先來

跟各位做報告，說我們大概是要這樣去進行，那麼後面每個階段一定還會再

來跟部落溝通，甚至是我們所有的設施是要怎麼樣去做，下一步的時候還是

會來跟部落做報告，那這樣這個計畫才會再推下去，請這位先生可以放心。 

第六位發言：胡智盛先生 

主席、我們大家長村長還有議員、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想我們所有的村

民對這個案子是樂觀其成，我想大家表現出來的是這樣的一個態度，我想我

們從太魯閣林業還有哈崙林業不管是林田山，這兩個林田山跟哈崙，比較前

面，我們這個是比較晚期，我們對他有前車之鑑了，他們幾乎大概都是只做

源頭，後面的都不做都荒廢了，能夠做到後面的能夠復原是一件好事，就硬

體來講我們不是專業，可能要請廠商這邊來做，那我只針對我們的需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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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謂的我們的參與權跟利益需求權，這兩項來做一個報告。 

那第一個，剛剛還有一些我們報告的一些問題，我也一併做一個疑問，第一

個第一期，21.9 億回饋給鄉民，這個意味著是說你還有第二期還有第三期對

不對，應該是這樣，為什麼僅止於第一期回饋給鄉民，這個我倒覺得是不是

還有還有討論的餘地?我們這麼長的一個工程一定都有嘛，不會只有第一期而

已，我們希望是說能夠做到完，是怎麼樣的回饋，是持續性的還是只有一期

而已，這個我們就有疑問，後面這裡，是不是納入我們這個疑問。 

第二個，保護環境維護，環境剛剛報告裡面有講，在環保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但是做整體的規劃，我們的我們的部落就在這個園區的旁邊，是不是在美化

環境這個部分，請利用這個尤其是公共場合，比如說道路兩邊我們部落的道

路，是不是請用這個公費或是什麼來幫忙村民做一個美化？以後如果說這個

案子成了，後面的觀光人潮一定多，有來部落巡禮的一走到部落看到部落髒

兮兮的畫面，這個 50 年前的生活那這樣不成比例，我的建議是說就公共設施

的部分，是不是請納入整體規劃裡面的一個環境保護？ 

第三點，「夏威夷」那塊場地是很好的一個應用，我看那個 power，point 裡面

是講由民間機構來投資，好，如果這個案子的方向是這樣子走是可行的，但

是要有比例原則，所謂比例原則是包含我們的部落的文化園區這一塊，也要

佔一定的比例，不能說五六棟的民間團體來蓋，我們的文化團體的只有一棟

而已，那這樣就不符合比例原則。另外就是說，在我們部落裡面為了爭取以

後的延續的，這種的不管是部落的這個工作機會一定要有的，另外這個「夏

威夷」的場地裡面周邊，或者是設置一塊專為我們部落的，不管是美食或是

文化的一些飾品，來做一個產業上一個買賣，設置園區針對我們部落的。 

第三點，剛剛簡報有提到我們 power，point 裡面有提到要設置一個中間站，

這部分就是在我們活動中心的那個地方，建議那個地方可以設一個起點，那

個纜繩直接到「東方夏威夷」是有空間上的危害，因為你會從上面過，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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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在「東方夏威夷」那塊地大概有，26 平方公頃地，頂多才 1 公里吧，不

到 1 公里的路程，經過了規劃以後人不會覺得累，所有的車輛都規劃在，沒

有進到裡面是對的，人就從園區裡面走走走走到起點，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可

能會比較好，一方面也是說，設計一個小火車也可以，我們常講有人潮就有

錢潮，我們部落一定要做生意的，有做卡拉 ok 的，也有做民宿的也有做很多，

是不是共同來一起，就是說人潮來，也消費到我們部落也消費到我們園區，

也不是說打擾到我們的部落啦，就生意來講，也希望我們也受那個獲利，我

講的是跟大家都有關係的，這個是評估而已啦，剛剛我們總經理講這是一個

評估，不是就這樣決定了，大家有意見都可以提出來，以上，最後我們的村

民的利益共享一定要做，你做了多少要給我多少，這樣懂了齁，後面啦後面，

謝謝大家。 

第七位發言：許淑銀議員(第二次發言) 

我要補充齁，其實二哥你不要擔心啦，我剛剛講的是上面上面的經營，你講

的都是下面，來我們看 5-1 圖 BOT 的部分，跟各位報告，「東方夏威夷」這

塊地是原住民保留地，所以你們不要擔心任何廠商財團他要來，公所要把關，

你要怎麼跟大家談，就是我們所有公聽會也好或是下一次村長開的部落會議

也好，我們把它彙整出來之後交給公所，公所你就要跟財團來談了，你有意

願進來投資，但是我們的合約就是原住民土地開發管理辦法，打合約的時候

都把它放進去，而且你要打的合約我的建議先給村民看，有興趣的來到這邊

大家看，看完之後哪裡有漏掉哪裡沒有，譬如說我同學講的文化館要進去，

校長講的練舞也要進去，那裡面一定會有一個晚上給遊客看秀的，遊客看跳

舞的都要進去之後才准他，如果任何一個廠商他願意的話，我相信未來這個

保留地的開發管理辦法就可以完成，那剛剛你講的這個部分都會有，你剛剛

講的五點的內容在裡面，有兩個上面跟下面，我是比較著重上面的經營管理，

那大家提的是比較著重在「東方夏威夷」這個部分，不要擔心那是鄉公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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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握的，鄉公所願意給你去經營，這就要看鄉公所的智慧，這個智慧是要

靠大家彙整出來的，明天元宵放天燈。 

主持人： 

我再補充，我們有關經營的回饋的機制，還有這個空間的綠美化，還有這個

工作權工作機會，還有爾後「東方夏威夷」要怎麼規劃是在我們未來規劃的

內容裡面，還會再跟大家取得意見再來做內部的規劃，感謝鄉長的二伯提的

意見。 

鄉長： 

協會理事長有來嗎？是不是發表一下意見？總幹事呢?還是會員都可以提出

自己的意見。 

第八位發言：張永河先生(老村長的兒子) 

我小時候都有住在最裡面 18 林班都有待過，我是張永河，老村長的兒子，我

爸曾經在林務局那邊工作，再生這個計畫，因為我上一次看到電視台有播出

來，裡面有登出來這個計畫，我有看完，那個地方真的很漂亮，花蓮市尤其

是夜間，剛剛是說做民宿，其實夜間是最好看的，為什麼，一望出去，水源

村看得很清楚，花蓮市看得很清楚，尤其是國外觀光客最喜歡攝影，觀光真

的是很好，上面住宿也可以，在山上住空氣都很好，森林浴都還不錯，步道

是很好，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真正的完成之後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回饋給當

地人，不要讓漢人來當老闆，給鄉公所來主導使用在地的人，在地的小孩子，

不是我啦，我在外面上班，希望用當地的回饋給當地的工作機會，這是我的

建言，就這個而已。 

主持人：謝謝張先生的意見，後面納入規劃的考量，謝謝。 

第九位發言：蔡金福先生(第二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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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第二次發言喔，大概十幾年前吧，那個吳代表當代表，我一直想

要趁里民大會的時候，我自己準備了一個 power point，我從山上比較高的地

方往水源村方向照，我一直有那個想法，我們水源村美化可以環繞一圈，以

前那個舊鐵道荒廢的路線不曉得可不可以拿回來？那個地方可以做個步道，

散步跑步兩邊都可以種櫻花，第一個很重要的，我可能到外面看的次數機會

比較多，像日本德國他們街道都非常的乾淨，對植物的美化，居家的美化都

非常乾淨，他們家家戶戶都種花，真的很漂亮，我想台灣的環境喔，可能比

不上他們那一些，但是我們可以學著這部分來美化我們的環境，當然最重要

的是我們的素質也要高，在德國他們養狗要繳稅的，在日本喔他們養狗，沒

有看到狗在外面隨便跑的，我想我們要慢慢地去提升我們住戶的品質素質，

讓外面的人進來的時候，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地方不錯，臺灣有這麼一個高水

準的鄉村，我們要引人家進來，當然我們自己也要改變自己啊，不要進來看

到路邊還是有人在喝酒睡覺的，這個盡量不要，這個路上的安全我想大家都

是同村的人，所有我們公民的素質、還有居家環境的美化大家都要相對的提

升，不要說來一次人家就不來了，臭名滿天，希望這個亮點出去喔，不僅吸

引我們臺灣本地的人，還可以靠著媒體喔無遠弗屆，年輕的人一波一波很快

的就可以知道了這個亮點，可以說是首創，但是我們的素質是一定要提高的，

這是很重要的，再跟村長反應一下，希望可以美化一下我們的環境，來這邊

晨泳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花蓮的市民，本村的居民也可以去偶爾去游泳，報

告完畢。 

主持人：蔡先生的意見非常感激，社區的美化也納入整體考量，感謝。 

第十位發言：黃靖庭小姐（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事處主任） 

大家好，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在花蓮的環保團體，第一次來到這裡，自我介

紹一下，我叫黃靖庭，規劃公司的初步規劃，有幾個問題想要提問一下，就

是第一個是這個可行性研究目前是不是在初期的部分，財務的可行性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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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目前還沒有看到，之前同一個公司有去規劃花蓮另外兩條纜車的研

究，鯉魚潭跟六十石山，我們後來看到的報告都是財務可行性很低，在纜車

的成本很高但是要回收的時間很久，時間會拉得很長，因為有一個共同點就

是為了要讓財務平衡，都會有園區、飯店規劃來平衡這個財務的話，我也不

確定這個案子會不會是透過「東方夏威夷」的園區規劃，來平衡纜車跟軌道

小火車的財務部分，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剛剛聽完花蓮居民的問題，其實我還蠻建議的，在可行性下一個階

段進入初步規劃的階段，建議可以到部落利用現在很新的參與式的規劃，可

以在第一個預先規劃的階段就進入規劃的內容，這樣就可以避免掉大家的擔

憂，譬如這麼多遊客進來會不會影響部落的交通，在地生活上的困擾就可以

降低，這是我第二個建議。 

第三個是環保團體的本業，簡報中有提到整個計畫會經過山崩地滑地質敏感

區，還有土石流潛勢溪流以及水源保護區跟保安林，現在還在初步規劃階段

應該還沒有進一步的評估，工程的方式以及跟路線的選擇上對環境的影響，

要拜託規劃單位跟當地的村民可以關注這件事情，不希望未來跟貓空的纜車

一樣，我們的塔柱裂開啊滑動啊，那樣很不好的狀況，會影響大家生活的狀

況以及遊客的安全這樣的事情發生，這一塊我們會繼續監督這個部分，關心

這部分，以上，謝謝。 

規劃單位： 

謝謝公民基金會同仁，我們這個階段剛剛期初完成，財務分析會在期中階段

後面進行；參與式規劃可以在先期規劃階段執行，我們也有點這樣的想法提

早到這個階段執行，早一點來聽大家意見。 

環境敏感區我們作了很多分析，我們每一次在規劃的第一件事情都是會看經

過哪些環境敏感地方，但是，經過不代表一定會設置在上面，譬如山崩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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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我們透過落柱方式一定會先閃開山崩地滑區，當然也會透過應用地質

技師跟水保技師手法作一些安全性的措施，路線會選在最安全的地方。 

剛剛您提到鯉魚潭跟六十石山型態上跟這個計畫不大一樣，我們這個計畫是

由政府出資，山上不會有太大商業設施，只有少數的林業設施跟原住民文化，

民間開發主要是在山下區塊，交通就擋在外面搭纜車上去步行到村落裡面消

費，後續如果有更細規劃再來多做交流。 

主持人： 

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做說明蒐集大家的意見，現在已經到了 3 點 40 分表定的

時間，請村長跟我們再補充說明一下。 

余校長補充： 

去年花蓮林務局出了一本嵐山工作站的書，包括水源國小分校還有水源的

地 ，不曉得是可以送 10 本給我們嗎？我們未來可以在做地方總體資源發展

時，可以把這地方的資源放到我們學校的課程發展理念，也好訓練我們的小

朋友當未來的解說員這樣子，謝謝。 

主持人： 

可以，明天就可以準備送過來，我們的作者王鴻濬老師也在這邊，他一定也

是非常樂意。 

第十一位發言：王鴻濬教授（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沒有問題，我跟他們要，很高興再到這裡，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謝謝，因為

我在寫這本書受到大家很多的最大的協助，不只是接受我口述的訪談，剛才

蔡大哥、周文道周大哥，我記得水源村的耆老們，我大概都訪問了 8 位到 9

位，有在上面煮飯洗衣服的，也有在上面做索道的駕駛，那也有做機關車的

駕駛，在工作上面，幫廠商做處理的，也有受林務局的僱用是林務局的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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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所以山上充滿了我們水源村長輩的回憶跟記憶，那裡面非常精彩，我

上去兩次一次都去 6 天，每次上山都用太魯閣族獵人的方式，把那個肉埋在

土裡面，還有他本身的儀式上去，兩次上去一次是從榕樹部落那邊上去，一

次是從水源這邊上去，那因為年久失修已經有 30 年這個伐木，停止之後山上

的狀況並不是這麼好。這次規劃公司還有林務局才會打算說，這麼珍貴的地

方是不是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先把第一段，第一段其實站在檢查哨這邊，

往山上望那個缺口的地方，就是一號索道的發送點，那跟各位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這一塊地在日據時期叫太魯閣大山事業區，它本來在日據時期是國家公

園的範圍，那時候畫到多大，一直劃到木瓜溪的北岸都是太魯閣國家公園，

那在 1937 年還是日據時期，他就公布了臺灣三個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

是其中一個，可是到了 1941 年的時候臺灣總督府就把它廢止了，根據我的研

究推測，是要讓南邦林業株式會社進來做伐木，在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還

沒結束之前，就把太魯閣大山事業區，就是我們現在部落後面的這個，一直

到帕格魯山還有太魯閣大山還有磐石山，百岳範圍這一塊，立霧溪那邊就沒

有，部分的立霧溪事業區全部撥給了南邦林業株式會社開發，很快的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就結束了，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去經營，到民國 35 年 9 月的時

候才正式交給台灣，剛剛校長有提到，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我也問過很多

人，花蓮的最高學府在哪裡？對就在我們水源部落，他的全名是花蓮縣水源

國校嵐山分班，民國 44 年的時候成立那時候還叫分班，之後改為分校，一直

到民國 56 年因為 3 號索道完成，所以很多人就把孩子送下來到水源泰山或者

吉安國小唸書，那時候學校反而廢校，所以存在在民國 44 年到 56 年，校長

要這個書，林務局說明天就會送，這裡面真的是蠻多工作，大家的長輩，山

上需要很多的育苗供婦女工作就會上去幫助這些工作，以後的文化大家自己

要保存，後面有很多文化要再深耕再深化的部分希望大家一起，希望把這個

重責大任交到各位的身上，謝謝。 

（村民發言）既然書已經寫了，是不是我們開會的人，在下次參加的時候送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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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學校的部分我們先送，村長跟鄰長的部分我們也送，與會的人的話，因為書

非常搶手，所剩不多，像我們哈崙 1922 就有再版，這部分我們回去再考量，

意見我們會再納入，因為這本書就是寫我們的後山，跟我們水源村關係是最

密切的，讓大家瞭解是件好事。 

村長發言：我們這個部落的村民有 425 戶（現場發出笑聲、拍手聲）。 

主持人： 

接下來換我們台灣觀光學院的劉主任說幾句話，對觀光方面有獨到見解。 

第十二位發言：劉家榛主任（臺灣觀光學院觀光餐旅系） 

謝謝各位長官們、水源村的居民還有關心這個發展的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我坐在這邊聽我其實蠻感動的，因為這個計畫記憶還不算太遙遠，很多人還

存有這個記憶剛好，剛好因為這個計劃寫了嵐山部落的書，給大家的回憶留

下紀錄，再開發對於我們每一個村民都很重要，所以我今天坐在這邊覺得大

家都會積極參與積極提問非常的好，今天是來見習聽聽大家的意見，謝謝，

事先有跟課長談過，提到我的看法，總而言之，讓這個部落活化應該也是政

府的意思，讓過去荒廢掉的再重現，大家的心意，但是這個部分的優勝好壞

跟大家的生活相關工作，跟大家未來的子孫是不是有比較好的工作、環境都

有影響，那希望大家繼續的繼續的參與，繼續的關心，讓這個計畫呢剛開始，

準備要一樣重，大家不要放棄持續的關心你們的部落，你們自己的村莊好不

好，謝謝大家。 

主持人：之後再請我們的村長給我們講講話。 

村長： 

感謝村民寶貴的意見，這個意見他們都有記下來，有一些部分就是說（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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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語），彭先生一定都會找村長，（一大段原住民語），我希望下次鄰長會

議的時候大家一樣還是要來參與這個計畫。 

還有居民講的沒有錯，環境不是他們要做的事，我們要自己做起，像狗的大

便，我們鄉長的車子座車常常踩到黃金，不是他們要去做是我們要自己做起，

如果我們有很好的環境人家這樣外面才會進來，叫他進來一下我們的部落，

這一點一定要把自己的環境維護當作運動，然後垃圾稍微撿一下。 

 

主持人：謝謝村長借這個場地給我們召開公聽會，接下來請我們蕭美琴委員辦公

室的林主任給我們講幾句話。 

第十三位發言：林俞君主任（立法委員蕭美琴辦公室）： 

在場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今天參加公聽會是非常開心的，因為

已經很久沒有參加沒有吵架的公聽會，今天氣氛大家都和樂融融，我想今天，

我們索道再生的計劃也是重現了大家以前的回憶，是正向的，所以我們的辦

公室跟美琴都是樂觀其成。 

先前跟張景森政委討論的時候我們都一直追蹤了解現在計劃的進度，聽到大

家都是正面的意見我也是非常高興，也是謝謝林務局，在現在規劃很早期的

時候就可以讓我們居民能夠參與，前面做得越周全後面就越不會有問題齁，

如果做好了再來找我們民意代表說這個怎麼樣，那個怎麼樣，我們也是會很

頭痛，那也是希望我們大家不管在哪一個階段都可以密切的參與，有任何問

題都可以跟我們說，那希望這個計畫有可以有一個很完滿的結果，謝謝。 

主持人：我在做結論之前再請鄉長講一下話。 

鄉長： 

謝謝我們的李副處長還有我們的彭總還有我們議員，還有我們在座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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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是哪裡的縣議員助理團隊（我是鄭寶秀議員助理）不好意思前面沒有

看到。 

（一段原住民語），跟大家講喔，我相信大家有這樣的共識，部落有這樣的機

會，能夠在適當的發展下能夠成長，我想公所這裡也會秉持怎麼樣讓部落擁

有更好的發展，而且監督土地不要亂租人，這個部分我也會緊盯著大家不用

擔心，其實我私下一直有跟副處長有溝通，……等，這個部分一定會跟秘書

一起還有公所的團隊，今天公所團隊有來好幾個課長，很關心很關心這次的

計畫（一段原住民語），我們希望讓這個計劃能夠快速的成立，我們也是很支

持很正面，我們沒有先入為主，我尊重部落的決定。（一段原住民語） 

捌、主持人結論： 

一、 那各位寶貴的意見，我們都會逐字納入會議資料裡面。 

二、 各位未來如果還有意見的話，在 10 天以內都可以提出建議給我們，希望

計畫可以順利執行下去。 

三、 今天所有地方居民、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的建議，本處都會納入評估報

告書中做說明。 

四、 也謝謝在地居民的關心以及學者專家提供給我們的意見、NGO 的意見，

我們鄉公所的意見，剛剛委員提醒事前溝通的越詳細事後溝通的越少，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與會的蒞臨，謝謝，今天會議順利的結束，謝謝。 

花蓮林區管理處紀有亭課長： 

跟大家講一下，除了餐點之外，那今天也有準備了橘子，橘子是我們處長因

為有另公無法參與，特別準備兩箱橘子，請大家一併來拿。如果鄉民還有意

見，歡迎在 10 天之內，以書面送到林管處，我們會納入參考。今天非常感謝

大家的蒞臨，謝謝～。 

玖、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4 時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