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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444 年年年宜宜宜蘭蘭蘭縣縣縣金金金秋秋秋環環環境境境教教教育育育探探探索索索活活活動動動簡簡簡章章章    
   

【活動宗旨】宜蘭是噶瑪蘭人的故鄉，也是水鳥棲地天堂，本活動將探尋早期

噶瑪蘭人的傳統生活智慧，學習噶瑪蘭人與萬物共生的環境倫理

觀念，並參訪港邊社區的人文環境特色，認識濕地對生態環境的

重要性。 

【活動日期】104年 10月 25日（星期日）9:00~16:00。 

【參與對象】居住或任職於宜蘭縣之一般民眾 200名。（註:12歲以下孩童需有家長全程陪同始得報名）。 

【活動費用】免費。 

【報名方式】 

 報名期間：自 104年 10月 15日凌晨 0時起至 10月 21日晚上 11時 59分止，採線上預約報名（報

名網址：http://www.ilepb.gov.tw/ilee_events/）。報名參加者應於報名網站填列基本資料及想

要參加本活動的理由(最少 15字，最多 300字)，理由審核通過者始獲得報名資格。 

 錄取方式： 

 正取 200名，備取名額不限，參加者於報名 2日後，自行至報名網址查詢，不另行通知。 

 列入正取參加資格者，請依指定時間及地點準時報到，逾時不候。 

 參加「宜蘭縣 104 年地球環境季環境教育探索活動【珍愛大地 綠活宜蘭】」並提送心得分享文

章者，保留本次優先參加權(仍應於報名期間內完成報名，並請於「想要參加本活動的理由」中

另行填註：「上次活動心得分享文章提供者」，以縮短審核時間)。 

 報名參加「宜蘭縣 104 年地球環境季環境教育探索活動【珍愛大地 綠活宜蘭】」正取無故未到

者，停止本次活動參加權利 1次。 

 本活動報名正取卻未能參加者，應於活動開始 3 日前以電子郵件通知承辦單位

(bluewu688@ilepb.gov.tw，請註明報名序號及姓名)，俾便釋出名額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以

免浪費資源。未通知且無故未到者，停止下次活動報名權利 1次。 

【集合時間/地點】104年10月25日上午8:40-9:00/台鐵冬山車站側邊廣場，逾時不候。(宜蘭縣冬山鄉

冬山村中正路1號) 

【活動流程】 

 報到集合：8:40-9:00台鐵冬山車站側邊廣場報到搭乘專車

(逾時不候)。 

 上午行程：噶瑪蘭尋根(流流社噶瑪蘭文物館、噶瑪蘭古

厝) 。 

 中餐：港邊社區低碳飲食體驗。 

 下午行程：1.港邊社區文史探索、無尾港濕地賞鳥、環境學

習 DIY。 

 2.環境探索復習-心得分享、有獎搶答。 

 賦歸：16:00專車返回台鐵冬山車站。 

【注意事項】 

 報名參加本活動並已獲回覆正取，欲取得環境教育終身學習時

數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各5小時者，應於通知正取後，另於

行政院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再次線上報名乙次。主辦單位將於

活動結束並確認報名者全程參加本活動後，核予學習時數。 

 參加人員請自備： 

 乾淨的舊上衣或布巾，以便參加藍染 DIY體驗（需學習場所提供染布者，應自費）。 

 望眼鏡，無尾港濕地賞鳥。 

 水壺、碗筷餐具，現場不提供免洗餐具、礦泉水。 

 遮陽擋雨用具及防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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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請依場所指定處所，並禁止停放違規地點及阻礙通行地方。 

 零垃圾行動，垃圾請自行帶回。 

 請著輕便服裝、長褲及鞋子。 

【活動諮詢】 

 社團法人宜蘭縣蘇澳鎮港邊社區發展協會，許雅婷小姐(03)9544247 carol615247@hotmail.com、

張于宸小姐(03)9907755#163  bluewu688@ilepb.gov.tw。 

 

指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辦：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社團法人宜蘭縣蘇澳鎮港邊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五結鄉公所、冬山河產業發展協會 

 

預 習 功 課 

宜蘭縣五結鄉的「流流（Laulaua）」是噶瑪蘭族人的舊社，1875 年至 1919 年（清代宜蘭縣廳時期）隸屬「利澤簡堡

頂清水庄流流」。1920 年（日治大正臺北州時期）劃歸「羅東郡五結庄頂清水流流」，現今位置則在五結鄉季新村，為冬

山河畔高突土丘竹圍仔聚落。流流社是符合近水的小型集村的聚落型態，且因地勢較此一地區的其它地勢高，土質也異

於它處，是為沙地。若就漢人與平埔族人生活空間界定而言，除植栽文化、地勢、土質外，尚可以依漢人廟宇的環繞範

圍來界定。1895 年以前即有一村廟（新店村）在聚落外設立，早期供奉對象不詳，可能是由移民帶來的，進一步可證明

漢人勢力範圍存在的象徵。日治時期改供奉國姓爺的永興宮，所設立的界旗位在聚落出口附近，由此可知漢人與平埔族

人之間區域關係的界定，同時也更凸顯流流社聚落的存在與位置。早期流流社東方外圍是一養鹿場，日治時期因鹿的大

量遞減而結束。代之而起的是種植水稻；男獵女耕的生活型態、聚落的位置形成兩種生計型態，其一是利用漁獵，其二

是依據聚落內植物生態的更替，而種植不同的作物。比如當雀榕（temusul）發新芽時正值農曆正月，也是種植稻米的時

間，如此一來在四季輪迴的過程中也形成地景的改變。此外，特殊的大葉山欖更形成聚落的特殊地景，是因它的歷史性

及稀有性。 

  以「流流社」為例，從其周遭居住的生態環境來看，噶瑪蘭人喜歡重植刺桐樹、大葉山欖、麵包樹、苦楝樹等，也

成為找尋噶瑪蘭族人據點的重要依據。流流社目前仍有 5 戶人家，大約將近 30 人居住於此。噶瑪蘭人在自己的宅院裡

種植麵包樹，在夏天煮葉成水來喝具有清涼止渴的功效，麵包果可以燉排骨或者煮成甜品。流流社入口處的刺桐，每年

3 月花開時，也是噶瑪蘭人捕抓飛魚的時候。另外，排列整齊的苦楝樹，在冬天時整棵樹像是結滿金黃色的鈴鐺，而 3、

4 月的時候，苦楝樹會盛開紫色的小花，它會隨著季節變化，讓流流社的景致而隨之不同。 

自二十世紀起，日本政府對臺的宗教政策有諸多限制，且宜蘭地區如奇立板社及麻里目罕社的教堂被水沖毀無力修

復，噶瑪蘭人逐漸轉向依賴漢人村廟的祭祀圈，在宗教信仰及生活適應上找到依託，此為噶瑪蘭人在漢人強勢包圍下所

發展出的適應策略；遠離漢人聚落的族人如宜蘭流流社人則大部分仍保有基督教信仰。 

綜上所述，「利澤文教促進會」為保存噶瑪蘭文化，在流流社興建「噶瑪蘭文物館」，館內有系統地陳列噶瑪蘭人的

生活起居用品及相關文物。 

(摘自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 

 

宜蘭縣無尾港環境學習中心-導讀無尾港 http://www.ww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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