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嗯嗯嗯……嗡嗡嗡……滋滋滋……鏈鋸
一拉，聲音響徹雲霄，砰、砰、砰，接

二連三的大樹應聲倒地。位於苗栗南庄鄉的
國有林班地，同時也是賽夏族人的傳統生活
領域，他們辛勤地伐木、生產國產材，由族
人種下的樹、也由族人砍伐收獲，他們在自
己的家鄉安居樂業，雖然這份平和，是走了
近一世紀才達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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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當家鄉變成國有財 
和解長路漫漫

自日治時期有伐木的經濟需
求開始，輾轉到國民政府劃設國
有林班地，賽夏族人不懂，為什
麼自己的家會變成國家的土地，
他們變成層層承包商下的僱員，
只有在被許可時，才能進入森林砍樹、種樹，領取微薄的薪水；所以越來越多族
人出走，在異鄉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賽夏族與主管山林土地的林務局（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前身）的對立持續了將
近一世紀，直到 2017 年在賽夏族長老及新竹分署積極溝通，以及幾個大大小小
的契機下，雙方才於 2018 年和解，並從林下經濟─養蜂開始合作，隔年根誌優
長老更努力促成族人成立有限責任苗栗縣賽夏族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作社（下稱
賽夏合作社），發展更多樣化的林下經濟，並於2022年協助執行人工林砍伐業務，
是首度由原住民成立的合作社承接林業保育署的伐木業務。幾年過去，經濟越趨
穩定，回家的賽夏族人也越來越多了。

▍ 根誌優（右一）與家人一起望著苗栗的家鄉山林

▍ 集材最多 9人一組，
各司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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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生態保育、族人返鄉、國產材振興 
伐木事業創三贏

「伐木不僅是商業行為，也是為了讓森林更健康。」根誌優解釋，林木約需
45 年可成材，若不伐、放任林木長得過於密集，遮住陽光使地被長不出來，反而
減少動物的食物來源，只好啃樹皮裹腹，對林木、對動物來說都沒有益處。因為
以生態保護為優先，伐木時怪手不能進入、不能擾動植被，而是靠人工一棵、一
棵砍下。

林地樹種有香杉、柳杉、臺灣杉。「伐木時，砍下、打枝、靜置脫水 3 個月，
通常會留下母樹約 12 棵，不會全部伐空。集材時，則架索道纜線，將木材一根、
一根拉上來，再拿鏈鋸稍微修整成差不多的長度，由怪手夾起，分門別類堆置。」
根誌優說明，砍樹歸砍樹、集材歸集材，在一個林地內不會同時進行 2 種不同的
工作。

現在是林班領導者的蓬萊村長潘三妹說，林業保育署在機器、技術上提供了
很多協助，還會媒合到國外參訪，像是最近才剛有族人從奧地利回來。他也回憶

起以前伐木時，還得爬上去綁紅布
條標示範圍，「我跟我弟（根誌優）
都爬過。」他感嘆現在真的進步很
多了。

由潘三妹帶領的林班約以 9 人
為一組，一天的工作行程為早上 6

點集合，讓機器熱身，接著分配各
自工作崗位，4 點半下班，工時固
定。現場工作人員老、中、青都有，
一名返鄉的長輩說，能有穩定的工
作很開心，潘三妹笑著吐槽他，從
前愛抽菸，但因為不僅有起火的危
險，煙蒂也只是徒增垃圾，漸漸地
這名長輩不抽菸了，成功戒菸是在
這裡工作的優點之一，大夥聽了都
笑開懷。另外還有年輕人剛退伍就
加入林班，潘三妹相當樂見家鄉能
有工作留住年輕人。▍ 伐木後的 4－ 5個月內重新種下小樹

▍ 山區午後容易起霧，潘三妹說只要不下雨，都可以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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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樹的林班人數稍多，約 20 多
人，在 13 天內可種下 4,300 棵樹。
林業的永續就在此伐木、再種樹的
循環中達成。

   賽夏合作社最特別的地方，在
於全員都是當地賽夏族人，是全臺
唯一，不像一般廠商自各地召集工
人；因此這裡的林班地更多了份情
感連結，是工作場所、更是代代相
傳的家園。就算不從事伐木，也有
巡山護管、利用殘餘木材製作花器
等事務，團結守護家園的心處處可
見，「有些族人會聚在里山賽夏森
林小站，清洗伐木剩下的殘材，運
用各種自然的形狀，搭配自己的創
意，種出一盆盆綠色植栽，相當受
到顧客歡迎。」根誌優笑說。

未來進行式　 
將森林的芬芳帶向他方

潘三妹說，伐木事業預計可持續至少 20 年，但並不是一年到頭都在砍樹，
大多數的時間，他們從事林下經濟，發展自有品牌「里山賽夏 PakaSan」，分成
「林下森機」及「大地贈予」2 大系列商品，前者有森林蜜「娃哇樂」（賽夏族
語 Walwalo，意指甜又純）、段木香菇、短柱山茶油等產品，並在 2021 年參與
復育臺灣特有珍稀原生植物「南庄橙」，未來預計開發南庄橙果醬；後者則有提
煉自森林植物的純露、精油等品項，在里山賽夏森林小站皆有展售。

找到回家路的賽夏族人近年投入林業永續、林下經濟、生態旅遊等綠色產業，
賽夏合作社更於 2022 年底正式成為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IPSI）會員，他
們遵循祖先留下來、與山林共生共存的智慧，結合現代商業模式，開創與山林共
榮的永續之旅。

（賽夏生態旅遊介紹請參照〈台灣林業〉2023 年 4 月刊 p.67）

▍ 賽夏族人發揮創意，將木材餘料當作盆器，做成景觀植物。

▍ 從事林下經濟之餘，更將產品帶向更精緻化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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