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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閱讀描繪原鄉孩童的美好未來 ]

2015 年 6 月啟用的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不僅是在地藝文與閱讀中心，同時更承接起
在地學童的課後輔導重責，期待透過閱讀之窗，為部落孩童敞開通往知識的道路，翻轉教育資
源匱乏的困境。

撰文╱ 心怡　攝影╱曾顯皓　圖片╱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提供

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
打造孩童的第二個家

日間的屏東縣長治鄉百合部落園區寧靜而安好，居民們或是外出工作，或是在家休憩，同樣的，坐落

於園區一隅的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也在靜心等待，等著夕陽餘暉灑落廣場之際，隨著外出工作的車

流在園區中揚起塵埃與聲響的同時，一齊迎來孩童們的嘻笑聲。

「到了晚上會有來自各部落的孩子來這裡。」望著午後空曠的圖書館前方廣場，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館長梁秀娜臉上盡是期待，因為再過幾個鐘頭，孩子們會在這裡閱讀、學習，與知識共舞，並逐漸

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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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
打造孩童的第二個家

部落課輔班　守護放學時光

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由社團

法人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以下簡稱原

民文教協會）主責管理，對比都會區的大

型圖書館不僅腹地寬廣、藏書眾多，還能

依功能分出不同專屬區域，梁秀娜羞赧的

表示，圖書館的空間放眼望去，也無多餘

空間以牆劃分，藏書僅有 1萬多本，然而

對鄰近部落而言，卻是在地學童突破生活

與教育困境的重要場域。

追溯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的歷史，梁秀娜臉

上的情緒複雜，有經費奔走的辛酸、找尋建地的苦楚，佔

據這些情緒最濃厚的色彩，是對部落孩童的疼惜。

早年，梁秀娜時常到部落各校拜訪，為困頓家庭的

學童進行造冊，再遞交原民文教協會申請相關補助，過程

中，梁秀娜也時常向老師問起受補助學童的近況，然而得

到的回饋往往不如預期。

「很多孩子回到家也沒人在管他們，像是聯絡簿，根

本都是我在寫給自己看的。」一位老師曾無奈的對梁秀娜

說。這番話，讓部落出身的梁秀娜陷入沉思，她其實明白，

部落裡經濟普遍小康的家庭，多數會在孩子即將就學之際

便搬到市區，留在部落的，大多是經濟條件不豐，隔代教

養也相當普及，即使有父母留守身邊，也因為白天要外出

到市區工作，少有時間能陪伴孩子，更遑論課業的輔導與

支持。

思及此，梁秀娜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母，雖然學

識不高，搬到市區後也只能仰賴勞力工作餬口，但給予孩

子的教育一樣也沒落下，「甚至在父母還沒下班的課後時

間，我們還能去安親班，可是在部落，哪裡有安親班可以

去？」這問題在梁秀娜心裡揮之不去，隨之在腦海裡描繪

出課輔班的輪廓。2003 年時，原民文教協會於瑪家鄉北

葉村圖書館擺放木桌椅、架設電腦，並聘任老師，正式成

立第一個專為當地國小學童服務的免費課輔班。

「我們不僅輔導學業、陪著孩子們寫作業，也會幫忙

看聯絡簿，叮嚀孩子們明天要帶的文具用品。」梁秀娜揚

起爽朗的笑容，不諱言課輔班做的事情早已跳脫一般安親

班的框架，「但是帶來的協助，是部落孩子以及部落家庭

最需要的。」

坐落於園區一隅的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透過閱讀之窗，

為部落孩童敞開通往知識的道路。

圖書館針對國中課輔班的課程設計，細分 3 個不同專業科目的

班級，並聘請線上補習班教師教學。

梁秀娜常到部落各校拜訪，開設課輔班照顧孩子，並推動圖書

館的成立。

課輔班舉辦推廣閱讀課程，以說故事為主軸，從故事組成、改

寫及表達，讓孩子全方位練習說故事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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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驟變　課業輔導升級

瑪家鄉北葉村課輔班的熱烈響應，讓原民文教協會開始將援助腳步走向

周圍部落，截至 2006 年，在屏東縣各區總共成立 58 間部落課輔班。然而，

2009年 8月 8日莫拉克颱風的無情侵襲，在屏東縣霧台鄉谷川部落、佳暮部落、

吉露部落、阿禮部落以及三地門鄉的達來部落和德文部落釀成極大災情，部落居民不

得不遷移到安全地區定居，於此同時，原民文教協會也被迫思考，這些地區的孩子們該何去何從？

「風災不僅帶走他們原本的家，部分孩子也被帶走了親人。」梁秀娜想起那場災難，原本朗朗的笑意

逐漸被陰霾取代，「隨著長治百合部落園區永久屋興建完成，居民在此塵埃落定，部分孩子仍然陷入住宿

以及用餐的困境。」

「創會理事長是我大哥，他轉職瑪家鄉鄉長後，協會業務的責任幾乎落在我身上。原本我們創會理事

長想在園區興建育幼院，希望讓孩子不要脫離母體文化太遠，但鄰近的育幼院名額尚未飽和，因此新的申

請無法通過。」梁秀娜心懷感激的表示，即使如此，上帝仍為他們保留一扇窗，他們心念一轉，開始募集

工程款，耗費 3年的時間，加上縣政府無私提供土地，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應運而生。

圖書館的這一方空間，是孩子們隨時都能來的「家」，同時也延續部落課輔班的任務，招收對象更從

國小學童延伸至國中生，這份心意則來自訪視時的心疼。

某一次，梁秀娜到部落探訪一位罹患癌症的婦人，親切的問起她的孩子，只見這位母親疲憊的臉龐勉

強揚起笑容說道：「他今年就要從國小畢業了，還得到縣長獎呢！」梁秀娜笑得比她還開心，連連讚嘆孩

子夠爭氣，但問起孩子未來打算就讀哪一所國中時，母親的眼眸黯淡了下來，「家庭因素的關係無法讓他

補習，去好一點的國中怕程度會跟不上，因此只能讓他到附近國中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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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真的好難過，我們的孩子不是做不

到！只是沒有資源。」於是，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也開設國中課輔班，服務對象不限園區內

的孩子，梁秀娜進一步解釋，圖書館不僅每天專

車接送山上部落的孩子們前來上課，更免費提供

晚餐，課程設計上，則細分 3個不同專業科目的

班級，並聘請線上補習班教師教學。

「國中會考是學子們學習道路上的第一次大

考，對孩子們的人生與自信至關重要。」梁秀娜

認為，國中課輔班的需求與國小課輔班截然不同，

已非安親班性質，而是實實在在的課業輔導。

文化傳承　翻轉命運的種子

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除了肩負教育使

命，也注重文化傳承，館內不僅收集上百本原住

民書籍與刊物，更定期舉辦文學營，邀請在文化

界深耕並了解部落文化的原住民文學作家們擔任

講師，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提升部落孩子們語彙

表達、詩詞創作以及寫作的能力。

照顧孩子的同時，圖書館也擴大服務資源，

透過文學獎、文學講座、在地作家培育計畫等，

鼓勵族人將老祖先珍貴的口述歷史以文字記錄，

讓部落文化藉由文字形式長久延續。

「Vusam」取自排灣族語，意為「種子」，

梁秀娜語帶欣慰的表示，20 多年來，部落課輔班

的孩子，誕生了 10 位博士、49 位碩士、大學畢

業者高達 300 多位，孩子們更是飲水思源，大多

數人會利用自己的假期返鄉擔任志工，持續傳承

課輔班的精神，細心灌溉這群尚待萌芽的「種子」

們，期許他們將來能開花結果。

走在圖書館中，梁秀娜輕撫著那一張張的桌

椅以及一本本的書籍，心裡滿是回憶，語氣裡也

充滿肯定，「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不僅是

一座圖書館，而是可以翻轉族人命運的教育之地，

我們對此深信不疑。」

館方邀請講師舉辦學習講座，讓孩子們更加了解原住

民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館內收集上百本原住民書籍與刊物，定期舉辦文學營。

圖書館的這一方空間，是孩子們隨時都能來的「家」，

同時也延續部落課輔班的任務。

透過故事接龍與故事改寫，讓孩子們展現豐富的想像

力，並融入個人風格，讓故事更具獨特性。

老師教導孩子們包肉粽，感受著文化的傳承與美食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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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想在園區興建育幼院，希望讓孩子不要脫離母體文化太遠，但鄰近的育幼院名額尚未飽和，因此新的申

請無法通過。」梁秀娜心懷感激的表示，即使如此，上帝仍為他們保留一扇窗，他們心念一轉，開始募集

工程款，耗費 3年的時間，加上縣政府無私提供土地，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應運而生。

圖書館的這一方空間，是孩子們隨時都能來的「家」，同時也延續部落課輔班的任務，招收對象更從

國小學童延伸至國中生，這份心意則來自訪視時的心疼。

某一次，梁秀娜到部落探訪一位罹患癌症的婦人，親切的問起她的孩子，只見這位母親疲憊的臉龐勉

強揚起笑容說道：「他今年就要從國小畢業了，還得到縣長獎呢！」梁秀娜笑得比她還開心，連連讚嘆孩

子夠爭氣，但問起孩子未來打算就讀哪一所國中時，母親的眼眸黯淡了下來，「家庭因素的關係無法讓他

補習，去好一點的國中怕程度會跟不上，因此只能讓他到附近國中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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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真的好難過，我們的孩子不是做不

到！只是沒有資源。」於是，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也開設國中課輔班，服務對象不限園區內

的孩子，梁秀娜進一步解釋，圖書館不僅每天專

車接送山上部落的孩子們前來上課，更免費提供

晚餐，課程設計上，則細分 3個不同專業科目的

班級，並聘請線上補習班教師教學。

「國中會考是學子們學習道路上的第一次大

考，對孩子們的人生與自信至關重要。」梁秀娜

認為，國中課輔班的需求與國小課輔班截然不同，

已非安親班性質，而是實實在在的課業輔導。

文化傳承　翻轉命運的種子

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除了肩負教育使

命，也注重文化傳承，館內不僅收集上百本原住

民書籍與刊物，更定期舉辦文學營，邀請在文化

界深耕並了解部落文化的原住民文學作家們擔任

講師，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提升部落孩子們語彙

表達、詩詞創作以及寫作的能力。

照顧孩子的同時，圖書館也擴大服務資源，

透過文學獎、文學講座、在地作家培育計畫等，

鼓勵族人將老祖先珍貴的口述歷史以文字記錄，

讓部落文化藉由文字形式長久延續。

「Vusam」取自排灣族語，意為「種子」，

梁秀娜語帶欣慰的表示，20 多年來，部落課輔班

的孩子，誕生了 10 位博士、49 位碩士、大學畢

業者高達 300 多位，孩子們更是飲水思源，大多

數人會利用自己的假期返鄉擔任志工，持續傳承

課輔班的精神，細心灌溉這群尚待萌芽的「種子」

們，期許他們將來能開花結果。

走在圖書館中，梁秀娜輕撫著那一張張的桌

椅以及一本本的書籍，心裡滿是回憶，語氣裡也

充滿肯定，「屏東縣原住民 vusam 圖書館不僅是

一座圖書館，而是可以翻轉族人命運的教育之地，

我們對此深信不疑。」

館方邀請講師舉辦學習講座，讓孩子們更加了解原住

民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館內收集上百本原住民書籍與刊物，定期舉辦文學營。

圖書館的這一方空間，是孩子們隨時都能來的「家」，

同時也延續部落課輔班的任務。

透過故事接龍與故事改寫，讓孩子們展現豐富的想像

力，並融入個人風格，讓故事更具獨特性。

老師教導孩子們包肉粽，感受著文化的傳承與美食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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