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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的品質，近1〇年來學界與贾務界不斷在探討 

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且可被原住民族接受的照顧模式，應用在失能原住民族人的照 

顧 上 ，而文化照顧即是在此脈絡下被提出，而文化照顧的本質即是結合原住民族 

曰常生活的認知、行為與物質創造所發展出來的照顧楔式。儘管不同學派的學者 

對文化有不同的字面定義，但採用目前常用於學術研究對文化的操作定義，文化 

照顧可被視為特定人類社會及族群的共享且經過協商的意義體系、知識的產物、 

學習的結果與生活的實踐。1

一 、 文化照顧是共旱且經過協商的意義體系

文化的運作常由數個彼此互動及互有關聯的部門（sector) 所 構 成 ，而這些 

部門的能動性則來自人類本身，故文化可被視為一個具有能動性的體系。為了使 

特定的文化體系具有與保持能動性，特定人類群體必須不斷地透過溝通及協商， 

藉此達成共識，並賦予體系意義，而人類群體則在共享意義的前提下，發展出對 

應的認知、行為與物質創造維持意義體系的運作。而照顧本身即是一個共享且經 

過協商的意義體系，例如在硏究原住民族居家服務演變時，王增勇和楊佩榮發現， 

在商品化及專業化部落照顧前，部落照顧者在服務定位、服務内容及工作型態上 

皆依社群的共識與期待而行，但當照顧工作依國家法律而演變為具商品化及專業 

化的照顧時，且部落照_ 者被賦予照顧服務員的身份時•被照顧者及照顧者對照 

顧認知及行為即出現不一致的情境，導致照顧脫離原有共享且經過協商的意義體 

系 ，照顧關係的不合諧與衝突亦隨之而來，這樣的結果已直接影響照顧的品質與 

原住民族人對商品化及專業化照顧的接受度〃換 言 之 ，文化照顧是特定人類文 

化群體所共享的照顧認知、行為與物質創造的意義體系，而新型態的照顧楔式如 

未經人類文化群體内部協商並達成共識的程序•則會引發族群的抵抗（制卜

二 、 文化照顧是知識的產物

文化意義體系的建構是依據知識而來，而這些知識的來源是人類在演化過程 

中透過不斷學習和探索所累積的經驗，並存於共享與協商文化者的心中。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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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知識的意識程度，知識又可被分為顯性及隱性二大類° 所 謂 「顯性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 造指存在人類群體意識層面，且經常透過文字或圖表等符號 

共享及討論的知識 *例如疾病形成的病因及治療的方式等：而 「隱 知 識 」 （tacit 

kncmledge) 源自於個人認知之主觀知識 *包括個人信仰、觀點和價值，且偏向個 

人的直覺、想 像 力 、創意或技巧、屬於由實務操作、真實體驗、反省思索、身體 

力行及不間斷地錯誤嘗試屮累積的經驗知識，這類的知識通常不會透過符號（如 

文 字 、圖表或□說■ 傳 遞 給 他 人 M列如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及民族醫學等知識。 

文化照顧的認知、行為與物質創造體現上述族群内部的「顯性知識」及 「隱性知 

識 j 。例如在硏究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復健站的自主性發M 歷 程 ，張瀠之和鄧湘 

漪 指 出 ，為保有部落的文化主權，並避免政治主權影響復健站的經營與運作，部 

落族人透過集體力量、部落自決與共同行動等策略規劃復健站的軟、硬 體 ，特別 

是在沒有國家經費支持下，復健站結合在地資源、知識和慣習，成功地於復健站 

内進行社區復能，且獲得長者們高度的認同•3因此相較於外來的知識，應用在地 

知識所建構的復能活動由於鑲嵌在地方感的脈絡屮，…方面可喚起部落族人的集 

體意識，另一方面則體現部落協商決策的結果，呼應了前述建構意義體系的論點。

三 、文化照顧是人類犖習的結果

建構與瞭解文化的意義體系與知識習習相關•而人類並非與生俱來即具備知 

識 ，但由於人類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逐漸在生理上演化出學習的能力與條件， 

故可以透過後天的學習習得文化。由於學習是人類共享及協商文化的過程，故學 

習必定發生在一個意義體系内，在此體系内人類透過各種的符號（如文字、聲音 

或身體動作等）將知識傳遞給下一代，也因為學習是促進人類社會化的過程，故 

稱之為潑化（enculturation卜

人類的照顧因涉及複雜的認知、行為及物質創造的範喷，而•這些範_的内容 

皆必需透過適當的學習才有辦法被人類社會扮演照顧角色者所實踐。以花蓮縣花 

蓮市 Sakul部落文化健康站（以下簡稱：文健站)4的運作為例•文健站負責人強調 

照顧服務員在提供長者服務前，必須先學習長者知識（如野菜、傳統樂舞、編織、 

族 語 、農耕技術等）•再將所習得的知識融入文健站所提供的生活照顧中。5進一 

步分析 Saku丨文健站的服務模式，干.信翰和蔡文進指出，照顧服務員透過參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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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事 務 ，理解與學習長照服務輸送背後所涉及的族群文化，並將其應用在發展多 

元照顧方案，這樣的棋式不僅滿足了部落長考•對照顧的需求，也讓照顧與部落文 

化傳承產生密切的接台，進一步促成照顧的部落化與公共化。6

四 、文化照顧是生活的實踐

為建構…個共享且經過協商的意義體系 *人類必須實踐所舉習到的知識，而 

在實踐知識前•人類則透遇曰常社會的互動來詮釋自已和他人的經驗，藉此來決 

定自己的行動，換 言 之 ，行勖具象化人類的認知，使意義體系得以被落實 I 亦即 

生活得以被實踐 k然而人類的行為必須要在特定脆絡下發生才會被詮釋為有意義 

的行動或行為•且冋樣的行動或行為在不同的脈絡下可能會具有不同的意義，例 

如申請使用長照服務者會將沐洛詮釋為居家服務，故允許異性居家服務員碰觸其 

身 體 ，然而非在此脈絡下，多數的服務使用者可能會因為性別差異而拒绝他者有 

意的身體碰觸。

事 實 上 1人類生活的實踐是由多個文化體系緊密鑲嵌而成，照顧的認知、行 

為與物質創造會組成一個意義體系，但照顧的意義體系又常與其他體系（如親屬 

關 係 ，宗教信仰及社會生產丨鑲嵌構成一個更大的複合意義體系，成為人類□常 

生活實踐的一部份，也因為不同人類群體擁有不同的照顧及複合意義體系，使得 

照顧呈現出特有在地性。例如在研究台中市和平區大安溪沿線泰雅族的日常照顧 

行 為 ，黃炤愷和陳怡伃發现，受到傳統信仰及基督宗教的影響 I泰雅族人的照顧 

行為出现多樣彳生*「各層次的行動者往往依據照顧參與者的靈性脈絡而個別化照 

顧 方 式 ，共同照顧的論述也會依對外或對内而調整，以顧及族人在宗教立場和生 

命經驗方面的個別差異」，7換 言 之 ，當代大安溪沿線泰雅族人在照顧與不同宗教 

意義體系交織形成了多樣化的部落照顧實踐，此外作者亦指出「照顧責任的實踐 

綿密交織在生活中，支持長者身心靈健康的照顧不只是有形的服務 '也包括人際 

互動和日常活動，政策對於照顧内涵和服務體系的單一想像有必要展開 。 J S 

除了由上述四個構面瞭解文化照顧的定義外，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生態環境，文 

化具有流動性，人類認知，行為與物質創造會因為創造、發明與採借而產生質變， 

因此文化照顧並不能被詮釋為固著於「傳統」的 認 知 、行為與物質創造的意義體 

系•甚至以维持「傅 統 」為理由限制當代文丨匕照顧的發展與樣態。以宜蘭縣大同 

鄉寒溪部落為例，在提供部落長者照時，服務輸送的楔式是建立在泰雅族血緣和 

±也緣關係的文化基礎上，換 言 之 ，長照服務對寒溪泰雅族人來說是當代國家政策 

的 產 物 ，但為使部落可獲得適切的照顧，寒溪泰雅族入巧妙地將泰雅族文化和國 

家政策接合進行長照資源的分配，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雜揉寒溪泰雅族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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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管理的長照服務輸送樓式卻也挑戰國家治理底限，成為未來部落發踴文化照 
顧必需要面對的課題

狩截是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之一各原住民族皆保有豐富的狩獵文化内涵， 

包括狩獵故事、獵 場 ，發现獵物，出 獵 、宗教信仰、捕 獵 、獵 物 處 理 、食用與祭 

祠 等 ，w換 言 之 ，如同照顧文化一樣，從文化操成定義來看狩〗爵是特定人類社會 

及族群的共享且經過協商的意義體系、知識的產物、學習的結果與生活的實踐D 
特別是由文化照顧是生活的實踐角度切人，照顧與狩獵是一個複合意義體系1且 

這個體系貫穿原住民族個人、家 庭 I 社群與生態系統。由考古學的證據可知，台 

灣原住民族在台灣生態體系生活至少6,500年 ，而在曰治時期以前•狩獵是原住 

民族十分重要的產食方式之一。* 11而由原住民族狩獵的文化内涵可知，狩獵與飮 

食是 --個複台的文化體系，12所以在原住民族的生活脈絡中「照 顧 - 狩 獵 - 飮  

食 」可被視為 -•個複合 意 義 體 系 ，換 言 之 •當照顧 者 （王光祿先生）在被照顧者 

(王母）於飲食上有需求時，基於文化是共享且經過協商的意義體系之原則，照顧 

者丨王光祿先生）透過狩獵取得符合被照 顧 者 （王母）需求的食物確實體現前述 

文化照顧的内涵。

再 則 ，照 顧 者 （王光祿先生）基於個人學習狩獵的經驗 *採用原住民族的顯 

性知識進行狩獵活動•藉此獲取符台被照顧者丨王母）需求與期待的食物 *因此 

照顧者丨王光祿先生）的行為符合文化照顧的意涵。由 於 照 顧 者 （王光祿先生) 

的照顧行為出自於所龎的文化體系，且具有歷史的延續性，所以基於文化相對的 

概 念 ，照 顧 者 《王光祿先也）採取以狩獵為照顧的策略應為被「他者」理 解 ，不 

應 以 「他者」的觀點視照顧者 {王光祿先生丨的照顧行為為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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