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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思考，觀光產業提供

族人返鄉的機會是件好事，

但為了蘭嶼觀光產業的永續

發展，何種觀光模式更適合

它。

操作觀光的差異
經過調查，以前也曾有萬

人造訪蘭嶼的情況，但為何是

近年對生態環境的傷害較為明

顯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

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查閱國內

外的相關文獻，進行田野調

查，我發現，近年來的返鄉青

年操作觀光活動的方式是主要

原因。傳統的達悟族長輩們在

操作觀光導覽時，會將環境視

為導覽的一部分，根據當下島

上的狀況適時調整導覽地點與

內容，並結合他們成長過程中

的文化經驗，向遊客分享他們

所熟知的蘭嶼與達悟族的文

化。

當代返鄉青年操作的觀光

活動，則傾向使用安排好的行

程，導覽活動則利用一些外在

設備，如SUP槳板、登山繩

等，再結合教科書的動植物知

識進行導覽解說。兩種導覽方

式都有其價值，但對於環境與

文化來說，許多學術研究皆顯

示，達悟族長輩操作觀光的方

式更能使遊客愛護環境，因為

他們的導覽是基於對自然環境

和文化的深刻理解，講解環境

保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蘭

嶼上生活的方式，以適應這個

獨特的環境。這種文化傳承的

蘭嶼
自1972年開放觀

光以來，以其獨

特的自然景觀和豐富的達悟

族文化而聞名。隨著觀光產

業的發展日益漸增，吸引許

多慕名而來的遊客。每年的

觀光人次更是屢創新高，一

時之間增加了不少就業機

會，越來越多的達悟族青年

返鄉，以生態導覽活動為生

計。學者將觀光分為自然觀

光與文化觀光，擁有兩種特

質的觀光則是稱作「民族觀

光」，近年來的返鄉族人多

為操作自然觀光，然而以生

態為主的「自然觀光」卻是

對生態環境影響最大的一種

觀光方式，特別是不能出國

的疫情期間，單月造訪蘭嶼

的人次高達11萬人，環境受

到的傷害也愈發明顯，於是

蘭嶼觀光活動與土地文化教育間的互動關係

蘭嶼觀光活動與土地文化教育間的互動關係
蘭嶼の観光活動と土地文化教育との連携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Activities and Land & Culture Education in Orchid Island 
(Pongso no Tao)

文‧圖︱王浩（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達悟族長輩操作觀光活動。
（照片源自：蘭嶼部落文化

基金會）

達悟族長輩操作觀光活動。（照片源自：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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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觀光產業的挑戰
然而，在現實層面還是面

臨了一些挑戰，蘭嶼的觀光產

業相較於其他地區，大多仍是

以自主經營為主，較難統一觀

光模式，並且當代達悟族青年

為了尋求更好的教育品質、工

作機會，過去多離開了蘭嶼，

無法顧及到傳統文化的認識。

這在統合觀光產業的經營模

式，亦或是重拾返鄉青年對文

化的認識，皆需要時間來進行

磨合，產業發展所提供的返鄉

機會固然很好，但保護自然環

境和文化傳承仍然是一個重要

課題。

文化保存與持續觀光
的雙贏方法
隨著蘭嶼民族實驗教育的

開始，再加上近年來愈來愈多

在蘭嶼開設的文化課程，我看

到解決上述問題的可能性，未

來我期望蘭嶼的觀光活動能成

為一個重要的土地文化教育和

社會對話的平台。這將有助於

保護當地的自然環境，促進達

悟文化的保存，同時也為達悟

族青年提供更多的就業和發展

機會。這種模式可以為其他地

區提供參考，以實現可持續觀

光和文化保存的目標。

蘭嶼觀光活動與土地文化教育間的互動關係

王浩
達悟族，成長於台東縣蘭嶼鄉椰油村，1998年
生。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所。曾

任美國華盛頓大學客座講師、資策會與加拿大協

會活動講師、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發表者。

並榮獲110年全國大專院校優秀青年、109年蘭嶼
鄉模範青年。

旺季時額外加開的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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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僅是一個生動的教育

過程，還是一種對當地文化的

珍惜和保護。

文化為主 生態為輔
一篇來自廖淑容的研究指

出，遊客對文化的理解不僅可

以減少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損

害，還能使遊客體驗到文化層

面的價值。換句話說，操作觀

光時，將文化元素納入其中，

以「文化為主，生態為輔」的

方式。以蘭嶼為例，將達悟族

的文化知識作為觀光主體，再

藉由自然風景作為連結故事的

載體。如此不僅更能讓遊客與

蘭嶼建立連結，同時還能更認

識達悟文化。

若以文化為主的觀光操

作，能減少人數眾多對環境帶

來的負面影響。如此遊客將更

多地以人與大自然的方式來認

識環境，而不是透過浮板或登

山設備。這些導覽活動在多個

層面上產生了積極的效果。這

樣的觀光模式不僅提供了遊客

獨特的文化體驗，使他們更深

入地了解達悟文化和蘭嶼的自

然環境。遊客還可以欣賞美麗

的風景，並參與互動和學習，

增進對土地文化的理解和尊

重。

本人嘗試結合自然和文化導覽。

長輩藉由對自然的認識，拼湊代表達悟文化的舟（Tata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