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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kut校長與原聲合唱團》 

 

 

----------布農族信心的重建故事 

 

     

 

結合布農傳統家屋與現代設計的美麗的潭南國小，背後有個鮮為人知、但發人省思的故事。促

成潭南部落這所學校的重建，要帶領潭南部落走出去的，卻是來自另一個山頭、另一條河的久

美部落國小校長… 

 

     

 

把場景拉回到九二一大地震，信義鄉交通幾乎全中斷了，住在陳有蘭溪線上、久美部落的 Bukut

（馬彼得，Bukut是布農族名），聽說潭南部落災情很嚴重，很需要救援，一周後，Bukut決

定冒著生命危險，一個人騎摩托車進入位在濁水溪線上的潭南部落，沿路上土石崩坍掉落嚴重

且危險，Bukut推著摩托車拔山涉水，費盡千辛萬苦，終於來到潭南部落。 

 

     

 

潭南部落災情就是一個「慘」字！部落裡的房舍幾乎全倒了，潭南國小也全毀了，全部落的人

就集合在潭南國小對面的長老教會前的廣場上搭帳棚，聚在那裡，像難民一般。但是，在無情

的災難摧毀中，逃過一劫活下來，部落裡竟然有人認為，能夠住在教會前，三不五時就有人救

濟，有吃不完的食物，用不完的物資，即便像是難民，過得也是不錯。 

 

     

 

這種甘於被救濟的苟活心態，讓 Bukut感到很難過，也無法忍受。Bukut參加教會的星期日聚

會，牧師依禮向部落的族人介紹 Bukut這個外來的客人，牧師對眾人說，歡迎久美國小的馬校

長來看我們，並請馬校長說幾句話。在天搖地動的大難過後，所有的人都以為 Bukut校長會說



些鼓勵、安慰的話，但沒想到，Bukut竟是責備眾人。 

 

     

 

在潭南部落長老及族人面前，Bukut痛斥，雖然這是場大災變，但是我們應該自己站起來，而

不是等著外界送來的資源，而不是在那裡暗自高興地想依賴外界的救濟活下法，卻不願自己動

手重建家園，「不能只在原地等待救援，我們要自己站起來，走出去，」Bukut勇敢而堅定地說，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做，我願意帶著大家去做。」 

 

     

 

為了帶著潭南部落族人走出去，Bukut回到久美部落後，立即著手準備帶著他的久美國小合唱

團遠赴台北募款，Bukut透過教會系統，請教會幫忙接洽表演場地，再向佳音英語募款，籌措

合唱團北上的所需的車錢、飯錢，及製作海報的費用； Bukut也連繫潭南部落長老，要至少派

二個人跟著合唱團北上募款，Bukut一心想要帶著潭南部落的族人走出去。Bukut回想，那時

真是什麼資源也沒有，但就是要勇敢地去募款。 

 

     

 

總是先自助，才會天助。當時行政院長蕭萬長要感謝企業界對賑災大力慷慨解囊，要請災區的

一個團體代表獻上感謝，並且表演，上天讓 Bukut獲得這個機會，於是，Bukut就帶著久美合

唱團先到行政院表演，在媒體的關注下，Bukut也藉機宣布，久美國小合唱團將為潭南部落災

後重建募款的訊息。當時的教育部長楊朝祥馬上就注意到了這個訊息。 

 

     

 

楊朝祥立刻請他的機要連繫 Bukut，並在最短時間內，安排了合唱團北上的住宿；Bukut記得，

就安排住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楊朝祥那天中午更在來來頂樓請久美國小合唱團小朋友吃飯；

本來連住宿都沒什麼著落，現在反而有五星級的自助餐可吃，小朋友們都很開心，助人原來可

以得到意想不到的豐盛回報；而且，楊朝祥也安排在人潮來往最多的台北捷運站，為 Bukut的

募款召開記者會並演唱，全國就知道了這項募款活動，也開始有媒體跟著久美合唱團去募款。 

 

     

 

九二一大地震後沒多久，二○○○年總統大選前哨戰悄悄開打，阿扁陣營也看到這個訊息，扁

陣營連夜派人打聽到 Bukut及久美合唱團的住處，並且送給每個小朋友禮物及糖果；之後，沒

多久，阿扁就悄悄地造訪了潭南部落，看到潭南部落的慘況後，直接找大陸工程殷琪認養潭南

國小。兩年後興建完成，殷琪及阿扁都出席了潭南國小的啟用典禮。 



 

     

 

因政治選舉，讓潭南國小的重建受到重視；但 Bukut校長最初的一個簡單信念：我要帶著潭南

部落的人走出去！「我一直認為，接受幫助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但是你要先站起來，讓人家感

動、敬畏你而幫助你，而不是因為可憐你、同情你而幫助你！」多年過後，Bukut校長的這個

信念，仍堅定如石。 

 

     

 

Bukut帶著久美國小合唱團，在台北募得了五百多萬元，全數用做潭南部落的重建，主要是用

在重建教會、興建社區自來水，並且成立社區的工作坊。這些建設，現已成為潭南部落人生活

的一部分。 

 

     

 

而殷琪及浩然基金會認養的潭南國小，向來重視人文及美學教育的殷琪也很有心、很認真地投

入潭南部落重建，與社區意識的發展。於是，設計出潭南國小這座仿照布農傳統家屋的美麗校

舍；蓋完學校後，浩然基金會更計畫投入社區認養，計畫要把潭南部落發展成一個非常有布農

族特色的部落，並且與日月潭的觀光結合，這是改善部落經濟與觀光條件的契機，但是，當時

地方人士各有其私心及算計，拒絕了浩然基金會「外人」的協助，浩然基金會也逐漸撤出了潭

南部落。 

 

     

 

潭南這個貧瘠部落本來有機會讓全國都看得見，甚至讓全世界都看得見，但十分可惜，因某種

地方政治，經過九二一後，除了山腰矗立著這所美麗的潭南國小外，多年來這個部落幾乎沒有

多大的改變，依然寧靜如昔，依然偏遠貧窮，族人依然得到外地打工，一如往昔，依然隱藏在

山窮水盡之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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