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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2月因著科

技部和原民會計

畫的支持，我得以在寒假時飛

到奧特亞羅瓦／紐西蘭（毛利

語：Aotearoa，意為長白雲之

鄉）進行移地研究，此行主要

是包含我的兩個研究計畫，原

民會的研究關注毛利土地法庭

與土地信託，而我的科技部研

究案則是在關注在紐西蘭行之

有年的文化影響評估政策，本

篇分享將著重在後者。在此行

我先到達了紐西蘭南島第一大

城基督城，基督城大地震迄今

已經超過10年，但是走在基督

城的市區上還是處處可以見到

還待整修的建築物，基督城近

郊的林肯大學（ L i n c o l n 

University，毛利語為Te Whare 

Wānaka o Aoraki）是間以農

業為主的學校，透過博士班指

導教授Richie Howitt的牽線，我

得以認識在文化影響評估從業

近15年，近幾年才轉到林肯大

學任教的Dyanna Jolly博士。

Te Whāriki社區
在拜訪Dyanna時，聊著

聊著Dyanna突然說她想帶我

紐西蘭的毛利社區規劃

紐西蘭的毛利社區規劃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マオリコミュニティのプランニン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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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參訪一個由毛利營造商所

建的社區。坐上她的車子，

她帶我來到距離林肯大學開

車只要5分鐘的Te Whāriki社

區，這個社區是由Ngāi Tahu 
物業公司與林肯大學共同開

發的一個街區。Ngāi是毛利

語中講 i w i（部落）的前綴

字，有時也作Ngāti、Kāti或
Kāi，視地方語言習慣而定。

Ngāi Tahu是南島最大的iwi

（部落），其共轄有 1 8個
marae（聚會所），一個marae
（聚會所）可能轄有一個或

數個hapu（亞部落）。Ngāi 
Tahu是紐西蘭全國裡最早跟

政府完成條約調解（ t r e a t y 
settlement）的部落之一，在
1986年便對懷唐依調解委員
會（Waitangi Tribunal）提出

調查申請，最終在1998年跟政
府調解達成協議、並通過Ngāi 
Tahu 索賠調解法案（Ngāi 

Tahu Claims Settlement Act 

1998），當中包含1.7億的現金

賠償和優先購買國有土地的權

利。Ngāi Tahu在1994年便成
立了Ngāi Tahu物業有限公

司，因為部落預期一旦索賠成

功後、管理資產的需求將日益

增加。部落陸續在1997年開始
購買土地，在1998年後更運用
條約調解後所獲得的金錢開始

在南島買回過去流失的土地，

在2007年開始跟林肯大學合作
開發Te Whāriki社區所坐落的

這塊土地，並成功地將原先酪

農業用地開發成為住宅區

（Ngāi Tahu，無日期）。

Ngāi Tahu物業公司的巧思
D y a n n a帶著我在 T e 

Whāriki社區穿梭，跟我說這

個社區她也常常帶她的學生

來參訪，然後她往往都會要

學生觀察這個社區跟其他物

業公司建造的社區有什麼差

別。她指著道路旁邊的植

物，跟我說這個植物叫做flax
（這是英文，中文為紐西蘭

亞麻），這是毛利人常用來

當作編織原料的植物，Ngāi 
Tahu在其所建造的社區中種

文‧圖 ︱陳怡萱（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和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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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亞麻。

Ngāi Tahu部落範圍圖。（資料來源：Te Rūnanga o Ngāi Tahu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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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起源、還是集體的社會

組織都跟他們的土地是如此地

緊密相依，可想見對土地流失

時對毛利人的影響。接著我們

走到社區的另外一角，看到了

令我驚訝的地景，我在T e 
Whāriki社區旁看到一大片湖

泊。我原先以為這是這邊原有

的湖泊，但Dyanna跟我說這

個湖泊是Ngāi Tahu公司為了

恢復這邊原有的生態環境所特

地重新打造出來的。在寸土寸

金的主流思維之下，多數建商

能多蓋房子便能增加利潤，但

是Ngāi Tahu公司卻反其道而

行，為了把更好的生態環境留

給下一代寧可要恢復此區域的

原有地景。

創造出環境永續的都市與社區
在Te Whāriki社區參訪後

的隔天，我來到南島的另外

一個城市但尼丁，拜訪在奧

塔哥大學任教的M i c h e l l e 
Thompson-Fawcett教授，她是
D y a n n a博士論文的指導教
授，自己也是毛利規劃學

者。她進一步跟我解釋說Ngāi 
Tahu之所以可以成為紐西蘭

遠近馳名的建商的原因。因

為在基督城大地震之後，整

個基督城有許多建物受損或

傾倒，但是人們發現N g ā i 
Tahu公司所蓋的建物受到的

影響較小，細究之後才知道

原來Ngāi Tahu公司是帶著照

顧土地的思維在蓋房子，會

照顧到周圍既有的生態環

境，建材使用也不偷工減

料。因此在經過基督城大地

震之後，Ngāi Tahu公司開始

以其建築的品質為人所知。

Michelle也提到在基督城大地
震之前，基本上整個基督城

是完全看不到毛利人的身影

的，他們是城市中無聲的存

在。但是在大地震之後，政

府新成立了一個組織C E R A
（基督城地震災後復原機構

the Christchurch Earthquake 

Recovery Agency），Ngāi 

Tahu得以坐上談判桌，跟其

他利益相關人討論想要如何

重建城市。在地震之前流經

基督城市區的Otakaro-Avon河
只被當作是排放廢汙水的河

流，但是透過Ngāi Tahu毛利

族人的參與規劃，現在的基

督城市區充滿著毛利圖紋與

意象。過去只被作為排放廢

汙水的Otakaro-Avon河現在則
是被規劃成開放性的親水空

間。基督城市區現在更是融

入了許多毛利文化與歷史故

事。像是在河畔就有豎立著

對當地的特有種鰻魚 t u n a 
k u w h a r u w h a r u（長鰭鰻

魚）、在河畔公園鋪設毛利

圖紋地磚以及在兩邊的階梯

雕刻著毛利詩人的詩句。種

種在基督城大地震之後的城

市重建，因為有著毛利族人

的參與而有所改變。這次在

紐西蘭南島的行程雖然只有

短短一週，但是從社區規劃

到都市重建，處處都可以看

到毛利族人參與到規劃中如

何讓社區與城市變得不一

樣。當我漫步在基督城市區

中，看見隨處可見的毛利藝

術與建築設計時不禁深有感

觸，將原住民族的生態知識

納入空間規劃不單單只是為

了毛利社群著想而已，如此

一來更是創造出環境永續的

都市與社區，讓墾殖者與原

住民得以世代在地景上和解

共生。

紐西蘭的毛利社區規劃

植這種原生種的作物，一來是

為了延續毛利族人編織的傳統

（Dyanna甚至當場撥開讓我看
草叢中有被採集的痕跡，足見

此植物確實有人在利用），二

來是為了生態永續。在紐西蘭

當歐裔移民進入時，也順勢帶

來了許多來自歐洲的植物來改

造地景。但是這些外來種的植

物往往無法適應當地的氣候，

相較之下原生種的植物耐旱，

更可以在暴雨時吸收水份，不

致暴雨成災，因此Ngāi Tahu

特地在其建案周圍種滿了原生

種的植物，Dyanna也特別指給
我看在分隔島中也都種滿了原

生種的植物，這些都是Ngāi 
Tahu建商別有用意種下的。

在建案中融入毛利族人的歷史

Te Whāriki社區雖然是

Ngāi Tahu公司的建案，不過

這個社區實際上是個一般的建

案，並沒有特別保留給毛利族

人，也是對外開放給任何人購

買。但是他們致力於在這個建

案中融入毛利族人的歷史。我

印象相當深刻的就是在這個社

區中隨處可見用毛利編織圖紋

方式排列的地磚，還有在社區

內豎立著當地毛利文化與歷史

的解說牌，在這個解說牌上面

說到Te Whāriki是毛利語地墊

或河床的意思。現在 T e 
Whāriki社區所坐落的這塊土

地過去是溼地（wetland）有
著數個湖泊和依賴著湖泊而居

的毛利社群，但後來隨著歐裔

移民的進入開始發展產業，湖

泊都被填平變成陸地。走著走

著，Dyanna跟我說有毛利人的
建商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

為在歐洲人所建造起來的城市

裡，毛利人往往感覺不得其所

（out of place）。但是相當諷
刺的是，這些充滿歐式風格的

建築物卻是建立在毛利人的家

鄉上。Dyanna跟我說毛利語中
的iwi，同時是部落（tribe）和
骨頭（bone）的意思；毛利語
中的h a p u，同時是亞部落
（sub-tribe）和懷孕（to be 
pregnant）的意思；毛利語中
的w h e n u a，同時是土地

（land）和胎盤（placenta）的
意思。毛利文化中不論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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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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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和環境規劃碩士原住

民專班專案助理教授。長期關注原住民族土地議

題，研究興趣包含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社區

製圖、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等。

Otakaro-Avon河畔的毛利圖紋地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