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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設計基本資料 

行程主題名稱 
(請給行程設計訂定主題) 

迷走霧台－阿禮、大武部落體驗二日遊 

規劃理念 
(請描述規劃的構想與理念) 

根據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及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定義：「生態旅遊是一種負責任的旅遊，顧及

環境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而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綜合國內、外學者的意見後，亦於 2003 年提出「生態旅遊白皮書」，

當中進一步將生態旅遊定義為：「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最終目標」。本遊程

以屏東縣霧台鄉的阿禮部落、大武部落為主要旅遊行程，透過生態旅遊的方式，以互利互惠的方式，體驗魯凱族人平時的農事體驗、

歷史文化、慶典祭儀、自然生態等，期望以不破壞在地環境的旅遊方式能，達到部落生活的永續性，兼顧旅遊來客與部落族人的權

益。 

目標客群 	  
以 25 歲至 40 歲已有穩定收入的青壯年為目標對象，設計中度體驗的生態旅遊行程，考量路況僅能容納小型車輛通過，且阿禮部落

僅一蘇木谷民宿能接待 8 人，故每團以 8 人為限。 

行程大綱 
(請簡述每天行程的重點) 

第一天 
高鐵左營站à谷川大橋à冒煙屋風味餐廳午餐à阿禮部落入山儀式à部落導覽à Sasadra 古道à晚餐à夜間觀察à夜

宿蘇木谷民宿 

第二天 早餐à大武部落à食材採集、製作午餐便當à部落導覽à工藝 DIYà下午茶à歸賦返回高鐵左營站 

	   	  



	  

第一天行程設計 

行程類型 行程時間 行程資訊 行程介紹/說明 體驗方式 圖片 
請填寫： 
ü 早/午/晚

餐 
ü 交通 
ü 景點 
ü 住宿 

請注意時間必須

有連貫性 
ü 名稱、地址及電話。 
ü 體驗元素：過程中的亮

點元素；如：工藝體驗、

參觀行程。 
ü 現場人員：協助體驗行

程中的相關人員。 

ü 請填寫行程或景點相關的介紹資訊；介紹內容宜著重

於與歷史或文化面，或能展現獨特性的說明。 
ü 填寫時請尊重智財權，若引用第三方資料請註明。 

請以流程及步驟的方

式，將目標對象在行程

中所可能親身體驗的

內容描述出來。如：獵

人學校射箭體驗、親自

摘採風味餐飲食材…
等能讓遊客感受到獨

特性的設計。 

照片的目的在於作為行程規劃及體驗

方式的輔助說明。請儘可能將其規劃的

特色與獨特性表現出來。 

交通 09:00-11:00 高鐵左營站接駁 

巴士由高鐵左營站接駁遊客後，走國道 10 號

往東接國道 3 號南下，至長治交流道轉台 24

線往霧台鄉前進。 

開車後發送旅遊手

冊、致詞歡迎遊客

參與本次遊程，並

解說生態旅遊的意

涵與此次遊程的規

劃，讓遊客漸漸轉

換心情，準備參與

兩天一日的行程。 

 

景點 11:00-11:30 霧台谷川大橋 

霧台谷川大橋是臺灣一座公路橋樑，位於屏東

縣三地門鄉與霧台鄉交界處，橫跨荖濃溪支流

隘寮溪的支流隘寮北溪，承載省道台 24 線，

是 進 入 霧 台 鄉 谷 川 部 落 （ 日 治 時 期 稱 伊 拉 部

落）的門戶與霧台鄉、三地門鄉居民的唯一聯

外橋梁，也是前往阿禮瀑布、巴冷公主部落遺

址、小鬼湖等觀光景點的必經道路[1]，橋墩高

達 99 公尺，超越 68 公尺高的國道 6 號（水

藉由谷川大橋解說

霧台鄉交通不便的

特性、地理位置的

邊陲性，帶入莫拉

克風災的交通中斷

的故事。 

 



	  

沙連高速公路）國姓交流道高架橋，而成為目

前台灣橋墩高度最高的橋樑 1。 

八 八 風 災 救 難 英 雄 紀

念碑 

98 年 8 月 11 日下午 3 時 30 分，空勤總隊一

架 UH-1H 直升機（編號 NA-502）在執行屏

東縣霧台鄉伊拉部落運補任務時，不幸遇難機

毀，三位機組員張順發、王宗立及黃鎂智因公

殉職，噩耗傳來，舉國震驚，同聲哀悼。霧台

鄉民為感念三位救命英雄，建議要找地方設立

英雄紀念碑，經行政院重建會協調空勤總隊及

公路總局在失事地點的對面，設立八八風災救

災英雄紀念碑，讓全國民眾都能瞭解三位英雄

風災當時在天候不佳與能見度低的山區中，宵

旰竭力，奮不顧身，執行救援任務，為災區同

胞帶來精神和物質希望的英勇事蹟 2。 

解說莫拉克風災與

部落遷村故事。 

 

交通 11:30-12:00 前往神山部落 

霧台鄉神山部落位於山腹中央圓型台地，現在

為鄉治中心所在地3。每年初春櫻花盛開，總是

吸引眾多人潮造訪，帶動霧台鄉觀光產業的發

展。 

車行解說霧台鄉神

山 部 落 的 歷 史 文

化。 

 

	  	  	  	  	  	  	  	  	  	  	  	  	  	  	  	  	  	  	  	  	  	  	  	  	  	  	  	  	  	  	  	  	  	  	  	  	  	  	  	  	  	  	  	  	  	  	  	  	  	  	  	  	  	  	  	  
1	  取自：維基百科，〈霧台谷川大橋〉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A7%E5%8F%B0%E8%B0%B7%E5%B7%9D%E5%A4%A7%E6%A9%8B。	  
2	  取自：內政部記事本，〈「八八風災救災英雄紀念碑」揭碑〉http://chinese.nasc.gov.tw/files/14-‐1000-‐2242,r14-‐1.php。	  
3	  取自：部落 e樂園，〈霧台-‐-‐-‐魯凱-‐-‐-‐雲霧山林〉http://www.e-‐tribe.org.tw/wutai/DesktopDefault.aspx?tabId=223。	  



	  

午餐 12:00-13:30 

冒煙屋風味餐廳 

屏 東 縣 霧 台 鄉 神 山 巷

38 號/08-790 2161 

冒煙屋風味餐廳提供家常菜、部落風味菜等特

色料理，滿足遊客嘗鮮的口腹之慾。 

提供原住民風味料

理，讓遊客品嚐不

同於都市的山川野

味。 

 

交通 

13:30-14:10 

前往阿禮部落 

過了神山部落繼續往台 24 線尾端前進，沿途

道路越來越崎嶇。 

配合沿途崎嶇道路

解說八八風災造成

的破壞。 

 
景點 阿禮崩壁 

抵 達 阿 禮 部 落 門 口 前 ， 須 經 過 兩 段 壯 麗 的 峭

壁，這兩個地方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形成，曾

阻斷了族人回家的路。這兩段崩塌地的地質結

構全然不同，是最真實的大自然教室 4。 

講解八八風災後回

家的路是如何的艱

辛。 

交通 

14:10-14:30 

抵達阿禮部落 

引領遊客向地方的眾神祇禱告，表達每位蒞臨

阿禮的遊客都是部落的朋友，他們用善意和實

際的行動支持生態旅遊產業 5。 

透過魯凱族的入山

儀式，讓遊客轉換

心境，漸漸融入部

落生活。 

 

體驗 入山儀式 

	  	  	  	  	  	  	  	  	  	  	  	  	  	  	  	  	  	  	  	  	  	  	  	  	  	  	  	  	  	  	  	  	  	  	  	  	  	  	  	  	  	  	  	  	  	  	  	  	  	  	  	  	  	  	  	  
4	  取自：屏東社區生態旅遊網，〈阿禮部落〉http://ecotourism.i-‐pingtung.com/zh-‐tw/Community/Intro/3/%E9%98%BF%E7%A6%AE%E9%83%A8%E8%90%BD。	  
5	  取自：賴鵬智的野 FUN特區，〈支持屏東縣霧台鄉阿禮部落生態旅遊別具意義〉http://blog.xuite.net/wild.fun/blog/33166116。	  



	  

導覽 14:30-15:30 

步行至上部落 

阿禮村位於隘寮北溪上游、魯凱族聖山霧頭山

的西北側，是霧台鄉最靠近中央山脈的一側，

是台 24 線海拔最高的魯凱部落，座落於小鬼

湖林道出入門戶，長久以來，是這片山林的守

護者，海拔約 1,200 公尺，常年雲霧繚繞，景

色迷人，具備濃厚的原住民部落的氛圍。部落

的居民絕大部分為魯凱族人，部落居民至今仍

保有傳統的語言、農作、編織、雕刻以及石板

屋工藝阿 6。 

步 行 至 民 宿 的 同

時，導覽解說阿里

部落的歷史文化脈

絡、景點踏查。 

 

頭目家屋 

位於上部落的頭目家屋，堪稱是最完整且活生

生的博物館，也是西魯凱族僅存少數完整的傳

統石板屋，裡裡外外都是無價的寶物。從家屋

外的祖靈柱，以及具有高地落差的臺階設計，

都是傳統魯凱族階級制度之象徵，低矮的家門

是為了防禦所做的設計，以便於在石板屋中的

族人有時間反應敵人的突襲。頭目家屋在頭目

家族的解說之下，象徵頭目身分的飾品與器皿

更顯莊嚴與神聖 7。 

由頭目家屋的祖靈

柱、臺階設計，介

紹魯凱族的階級制

度；並介紹先人設

計石板屋的智慧、

頭目的服飾、器皿

等。 
 

	  	  	  	  	  	  	  	  	  	  	  	  	  	  	  	  	  	  	  	  	  	  	  	  	  	  	  	  	  	  	  	  	  	  	  	  	  	  	  	  	  	  	  	  	  	  	  	  	  	  	  	  	  	  	  	  
6	  取自：GoGo	  Taiwan玩台灣，〈屏東霧台	  生態旅遊	  玩部落〉http://blog.ftv.com.tw/gogotaiwan/archives/tag/%E9%98%BF%E7%A6%AE%E9%83%A8%E8%90%BD。	  
7	  同上。	  



	  

小憩 15:30-15:50 

蘇木古民宿 

屏 東 縣 霧 台 鄉 阿 禮 村

元 德 巷 3 鄰 1 號

/08-7902141 

在兼顧安全與舒適的概念下，穌木古朝小品風

格修建成旅人歇腳的小窩，只想呈現原鄉的閒

適 與 優 雅 ， 因 此 ， 建 築 物 沒 有 太 多 的 裝 飾 工

程，穌木古很生活化，簡單又樸素，希望朋友

在阿禮接觸大自然，享受純然的山居之美 8。 

分 配 房 間 ， 並 小 憩

一會，養足精神再

出發。 

 

導覽 15:50-17:30 Sasadra 古道 

過去這條古道是連結部落內部的古道，是獵人

或下田耕種的族人回家的必經之路。Sasadra

古道由先人就地取材以石板堆疊而成，利用這

種工法創造許多微棲地，適合小動物棲息，因

此才讓阿禮的生物資源如此豐富9。 

阿禮部落原住民產

業 解 說 、 生 態 導

覽。  

晚餐 17:30-19:00 蘇木古民宿 

由於北隘寮溪畔種植愛玉子，配合霧台鄉的觀

光發展，神山愛玉推出完全屬於霧台鄉本地的

美食特產愛玉冰，成為眾所皆知的美食，在神

山愛玉可以吃到又 Q 又大塊的愛玉，還可以認

識愛玉的生長環境及製作過程 10。 

由民宿主人提供家

常 菜 、 愛 玉 與 水

果。 

 

導覽 19:00-20:00 夜間觀察 
夜間生態觀察、觀星 夜間生態導覽、星

座觀賞 
 

自由活動 20:00- 自由活動、晚安阿禮 
  

 

	  	  	  	  	  	  	  	  	  	  	  	  	  	  	  	  	  	  	  	  	  	  	  	  	  	  	  	  	  	  	  	  	  	  	  	  	  	  	  	  	  	  	  	  	  	  	  	  	  	  	  	  	  	  	  	  
8	  取自：蘇木古民宿 http://sumuku.myweb.hinet.net/。	  
9	  取自：屏東社區生態旅遊網，〈阿禮部落〉http://ecotourism.i-‐pingtung.com/zh-‐tw/Community/Intro/3/%E9%98%BF%E7%A6%AE%E9%83%A8%E8%90%BD。	  
10	  取自：霧台數位機會中心，〈霧台神山愛玉〉http://ptdoc18.aeweb.com.tw/article-‐detail.asp?item=6&doc_id=448。	  



	  

第二天行程設計 

行程類型 行程時間 行程資訊 行程介紹/說明 體驗方式 圖片 

早餐 06:30-08:00 蘇木古民宿 

霧台咖啡，顧名思義是霧台著名的咖啡，所使

用的咖啡豆，是起源於日據時代的種子栽種而

成，霧台的咖啡樹所照射到日光的時間只有在

下午兩點至三點之間，所以口感特殊，是由商

家有機種植製作而成 11。 

由民宿提供簡單家

常早餐、部落自產

咖啡。  

交通 

08:00-09:00 

前往大武部落 

離開阿禮部落後，往霧台方向前進，於台 24

線接大武聯絡道路。 

解說沿途景點、動

植物生態、山川地

理等。 

 

景點 古仁人橋 

位於隘寮北溪旁的霧台鄉大武部落，莫拉克風

災時唯一的聯外道路嚴重受損，四年來每逢大

雨部落就變成孤島，必須仰賴流籠運送物資或

冒險渡河，行政院重建會、霧台鄉公所及施工

團隊共同努力下，今年汛期前終於完成一座車

行的吊橋「古仁人橋」，讓大武部落與流籠生

活說掰掰 12。 

講解風災對外交通

中斷，大武部落聯

外交通與物資流通

使用流籠的故事。 

 

	  	  	  	  	  	  	  	  	  	  	  	  	  	  	  	  	  	  	  	  	  	  	  	  	  	  	  	  	  	  	  	  	  	  	  	  	  	  	  	  	  	  	  	  	  	  	  	  	  	  	  	  	  	  	  	  
11	  取自：茂林國家風景區，〈督姆古萊〉http://www.maolin-‐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4000765。	  
12	  取自：自由時報，〈大武告別流籠	  古仁人橋完工〉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6%AD%A6%E5%91%8A%E5%88%A5%E6%B5%81%E7%B1%A0-‐%E5%8F%A4%E4%BB%81%E4%BA%BA%E6%A9%8B%E
5%AE%8C%E5%B7%A5-‐004033508.html。	  



	  

交通 

09:00-09:20 

抵達大武部落 

位於霧台鄉隘寮北溪旁的大武部落，是個堅守

原民傳統的魯凱部落。98 年莫拉克風災時，族

人幾度被安置在臨時的避難地點，後因善心人

士捐款，在山下匆匆興建一區避難屋讓族人能

安全度過汛期 13。 

遊客抵達時，部落

族人歡唱迎賓曲，

並 為 遊 客 帶 上 花

環，以示歡迎。 

 體驗 迎賓儀式 

魯 凱 族 人 以 收 穫 祭 與 狩 獵 祭 為 最 重 要 的 年 中

祭儀，也是男女集體舞蹈或出草凱旋而歸的男

性以歌舞誇耀戰功的場合14。 

體驗 09:20-10:30 食材採集 

魯凱族主要的飲食有小米、芋頭、地瓜、黍，

而其他如花生、山芋、赤豆、荳類、野菜等，

則為魯凱族人佐飯用之雜糧食材。日常生活每

餐的主食為小米飯、黍或糯稻飯，而日治時代

以後，稻取代了小米成為魯凱族人的主食 15。 

進行小米收割、採

集 野 菜 的 農 事 體

驗，準備午餐食材 

 

體驗 10:30-11:30 野味烹炊 

原住民飲食的烹調方式，多能呈現食物原味。

魯凱族、排灣族等原住民所常食用的粽子，稱

為 “Abai” (魯凱族) 或 “Lavilu” (排灣

族)，包裹的食料主要為小米和豬肉，和一般肉

粽不同的是，除了外頭以月桃葉子包裹，內層

還夾了一片可以吃的薄葉，黏附在小米上 16。 

搗小米脫殼體驗、

製作原味便當。 

 

	  	  	  	  	  	  	  	  	  	  	  	  	  	  	  	  	  	  	  	  	  	  	  	  	  	  	  	  	  	  	  	  	  	  	  	  	  	  	  	  	  	  	  	  	  	  	  	  	  	  	  	  	  	  	  	  
13	  取自：GoGo	  Taiwan玩台灣，〈屏東霧台	  生態旅遊	  玩部落〉http://blog.ftv.com.tw/gogotaiwan/archives/tag/%E9%98%BF%E7%A6%AE%E9%83%A8%E8%90%BD。	  
14	  取自：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魯凱族舞蹈〉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2874&keyword=%A6%CA%A6X%AA%E1。	  
15	  取自：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飲食文化〉http://www.sight-‐native.taipei.gov.tw/ct.asp?xItem=1001171&CtNode=17343&mp=cb01。	  
16	  取自：民俗植物－假酸漿 http://web.igarden.com.tw/magazine/show_one_once.php?serial_s=1064&serial_m=4&subject=。	  



	  

導覽 

11:30-14:30 

部落導覽 

目前大武還有許多耆老生活在部落，以祖先的

方式過著平淡恬靜的生活，生活智慧體現在物

產及工藝。來到大武，不僅可以沉浸在濃厚的

魯凱氛圍，也能夠眼見壁畫雕刻、聽見魯凱母

語，雙手實作體驗山上的生活 17。 

帶著原味便當跟著

導 遊 走 踏 大 武 部

落，了解大武部落

的歷史文化、產業

變遷與風災故事。 

 

午餐 原味便當野餐 

用月桃葉編織而成的便當盒，盛裝 Abai、野

菜、山豬肉等食物，以創新的方式呈現原住民

料理。 

走累了稍作休息，

在部落廣場野餐，

體驗在戶外用餐的

樂趣。 

 

景點 霧台國小大武分校 

自莫拉克風災後，族人原本苦撐的霧台國小大

武分校也因安置而不得不也走向廢校，留下了

國小校舍與操場。為了延續文化與閒置空間利

用，族人將國小活動中心改裝一番，作為遊客

休息及導覽地點之一，周邊也進行綠美化，打

造更舒適、友善的環境 18。 

講解大武部落的莫

拉克風災與災後族

人決定原地重建不

遷村的故事。 

 

景點 獵人之家 

獵 人 之 家 是 由 主 人 與 主 人 的 父 親 聯 手 打 造 的

石板屋，屋內陳列可謂魯凱族的文化精華，如

各 式 各 樣 的 陶 壺 、 頭 飾 、 展 示 獵 人 戰 績 的 獸

骨、獵具、農具等文物，來到這裡可以直接感

受魯凱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洗禮 19。 

藉由獵人之家展示

的獵具、獸骨、農

具，解說部落的文

化與原始的生活方

式。 

 

	  	  	  	  	  	  	  	  	  	  	  	  	  	  	  	  	  	  	  	  	  	  	  	  	  	  	  	  	  	  	  	  	  	  	  	  	  	  	  	  	  	  	  	  	  	  	  	  	  	  	  	  	  	  	  	  
17	  取自：GoGo	  Taiwan玩台灣，〈屏東霧台	  生態旅遊	  玩部落〉http://blog.ftv.com.tw/gogotaiwan/archives/tag/%E9%98%BF%E7%A6%AE%E9%83%A8%E8%90%BD。	  
18	  取自：屏東社區生態旅遊網，〈大武部落〉http://ecotourism.i-‐pingtung.com/zh-‐tw/Community/Intro/18/%E5%A4%A7%E6%AD%A6%E9%83%A8%E8%90%BD。	  
19	  同上。	  



	  

景點 工藝之家 

工 藝 之 家 的 主 人 是 位 警 察 退 休 回 到 大 武 做 藝

術創作的工藝師，家裡擺設了許多創作，放眼

望去，陳列一整排的禮刀，是魯凱族結婚不可

或缺的聘禮；百步蛇紋飾的木器，仔細一看，

做工相當精緻。師傅源源不絕的創意，讓他馬

不停蹄得忙於創作，這來到大武，也是非看不

可的工藝之一喔 20。 

藉由工藝品解說魯

凱族各式圖騰所代

表的意義與神話故

事。  

體驗 14:30-15:30 工藝 DIY 

月桃可編織成蓆，具有冬暖夏涼的作用，是魯

凱族人一項獨特的手工藝。除了月桃蓆，月桃

還 能 編 織 細 緻 的 籃 子 、 嬰 兒 的 搖 籃 、 針 線 盒

等，豐年祭中的阿拜也用月桃葉裹在最外層，

所以可見月桃，是魯凱族人生活中相當重要的

東西21。 

進行月桃葉編織體

驗，遊客完成的編

織 品 可 帶 回 做 紀

念。 
 

下午茶 15:30-16:30 魯凱族下午茶 

以 魯 凱 族 傳 統 美 食 結 合 現 代 的 方 式 烹 煮 的 創

意料理，以 Buffet 的方式擺盤，作為結束兩

天形成的歡送會。 

完成月桃葉編織體

驗後，進行魯凱族

風 味 下 午 茶 並 小

憩，準備返程。 

 

交通 16:30-19:00 返回高鐵左營站 
  

 

	  	  	  	  	  	  	  	  	  	  	  	  	  	  	  	  	  	  	  	  	  	  	  	  	  	  	  	  	  	  	  	  	  	  	  	  	  	  	  	  	  	  	  	  	  	  	  	  	  	  	  	  	  	  	  	  
20	  同上。	  
21	  取自：高雄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原住民手工藝〉http://www.coia.gov.tw/web_tw/cms.php?n=resources&progId=RES008。	  



	  

成本分析表 

費用總計 

第一天小計 NT 23,300 

第二天小計 NT 16,000 

總合計 NT 39,300 

第一天費用 

 NO                    項目                              說明             價格 NT 

1 交通費 9 人座小巴士 1 台全程接送 8,000 

2 午餐 冒煙屋風味餐廳合菜一桌 2,500 

3 阿禮部落生態旅遊套裝行程 
含住宿、晚餐、早餐、部落生態文化導覽解說，$1,600/人，

8 人共$12,800  
12,800 

4 保險費 富邦產險 2 日遊 500 萬旅遊平安險，$185/人，8 人共$1,480 1480 

第一天小計 24,780 

第二天費用 

 NO                    項目                              說明             價格 NT 

5 交通費 9 人座小巴士 1 台全程接送 8,000 

6 大武部落生態旅遊套裝行程 
含午餐、下午茶、小米體驗、工藝體驗、部落生態文化導覽

解說，$1,000/人，8 人共$8,000 
8,000 

第二天小計 16,000 

費用總計 40,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