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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只在治喪時才可吟唱，平日不可無端吟

唱。換言之，巴拉雅拜這項潛力口述傳統文化

資產項目，若登錄後要傳承下去，勢必有情境

上及部落社會規範的問題要克服解決，且族人

需要凝聚共識，做出心態及行為的改變，傳統

文化保存才會有契機出現。

雖然陳碧光頭目努力號召族人，但文化的

傳承需要年輕的一輩才有辦法延續下去，至於

年輕人怎麼看待自身部落珍貴的喪禮歌謠吟唱

文化傳承問題，有待日後繼續觀察。

就文化資產保存法第89條所規定之無形文

化資產的項目、內容及範圍，指的應該是該法

第90條所說明的調查、採集、研究、傳承及活

化之完整個案資料。而文資法92條中提到的保

存維護計畫，從施行細則第34條指出其項目包

括：基本資料建檔、調查與紀錄製作、傳習或

傳承活動、教育與推廣活動、保護與活化措

施、定期追蹤紀錄及其他相關事項。

仔細推敲後可發現，施行細則第34條所述

的保存維護計畫項目，與母法第89條所述的無

形文化資產項目、內容及範圍，及第90條的無

形文化資產調查、採集、研究、傳承、推廣及

活化完整個案資料，根本是同一件事。

再回到文資法第89條規定所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

人、團體提報具登錄潛力無形文化資產項

目」。所以在訂定保存維護計畫時，就可以從

地方主管機關定期普查及個人、團體提報這兩

個層次來分別探討。從地方主管機關定期普查

的角度而言，各縣市政府每年都會收到文資局

無形文化資產補助計畫申請相關公文，縣市政

府向文資局提報申請補助的調查研究案，其實

就已包括了保存維護計畫在內，實在無須另外

訂定保存維護計畫。

真正應該訂定保存維護計畫的，應是指經

個人、團體提報後，縣市政府登錄為無形文化

台東縣
鹿野鄉Parayapay（巴拉雅拜）部落
的mifukayay、mirakatay及pa’olic是有

關阿美族喪事祭儀的歌謠吟唱（口述傳統），全台

阿美族，可能僅存巴拉雅拜部落保有此傳統文化，

目前僅剩高齡80歲的Ina，賴蘭妹女士在努力捍衛著
這項傳統文化。得知她焦急的想找傳人，擔心屬於

部落的傳統文化就此消逝，該個案富有挑戰性，除

了要與時間賽跑外，還要思考如何為阿美族保下這

珍貴的火種。

 
困境與挑戰：巴拉雅拜文資登錄保存問題

先來談談困境，筆者嘗試以這項口述傳統的特

殊性、部落社會規範及文資法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巴拉雅拜喪事祭儀歌謠吟唱的特殊性，

在於吟唱者必須搭配治喪情境，以即興填詞來吟唱

出哀傷，但能夠撫慰家屬心靈的歌謠。換言之，情

境不同，吟唱出的歌謠及歌詞也不同，要讓家屬脫

離悲傷不捨，重新回到部落的群體生活。不論是從

特殊性、技巧性及學習門檻來說，要將其傳承下去

很難。

再者，原住民的文化傳承多是靠口耳相傳，巴

拉雅拜這一口述傳統，在於吟唱時有其限制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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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能分工合作，將文資登錄與登錄後的保存

維護工作，做一妥適的前後端作業安排，就能

充分利用補助資源，不致重複浪費。

如果善用第二個選擇，由台東縣政府文化

處來做文資登錄審議，協助巴拉雅拜部落及賴

蘭妹女士，取得口述傳統文資登錄及保存者的

身分後，就可以進而協助賴蘭妹女士向原住民

族行政處提出申請開課的需求。開課所需的計

畫撰寫及行政流程，可由文化處從旁協助。講

師費、交通費、開課地點場租費，或是助理講

師費，可以由原民會補助地方縣市政府推動原

住民部落大學的經費支應。或者，也可以由文

化處向文資局爭取補助經費，藉由府內會計程

序，將補助經費轉入部落大學整體營運經費

中，供原民處統一使用。如此一來，前述相關

法規都會變成業務推動的好工具。

以台東縣原住民部落大學為例，只要申請

開課人通過部落大學的委辦單位，空中大學的

審查，確保人數能夠有10至15人就可以開課，

且地點不侷限於某處。或許大家會感到疑惑：

原住民部落大學各縣市都有嗎？審查會不會很

嚴格又很久？

筆者確認過全台灣各縣市幾乎都有原住民

部落大學，並去電詢問原民處有關審查事宜，

得到的答案是令人欣慰的。如果申請人又取得

文化資產保存者身分，那要申請進入部落大學

開課，進行文化傳承或是保存維護工作，相信

事半功倍。

訂定專法  更有效率

文化資產保存法現為文化資產保存業務的

母法，原住民文化資產處理辦法為其子法。既

然原民會有補助地方縣市政府原民局處，辦理

原住民部落大學的計畫及執行架構，或許也可

以用別的角度思考原住民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

問題：如果中央能夠訂定與文資法相同法位階

的原住民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原住民文化資產

處理辦法劃入原保法之下，將文化資產的保存

維護工作，做合理的業務執掌分配，既可以減

少政府機關內橫向聯繫產生的時間成本，又可

提升行政效率。原住民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計

畫撰擬及執行問題，相信會減少許多。

為文的同時，巴拉雅拜的喪事祭儀歌謠吟

唱登錄審議，尚未完成，希望這項文資審議及

後續保存維護工作能夠順利進行，也祝福各縣

市相關業務第一線從業人員平安順心。

資產的項目。經過大費周章的法規文字推敲

後，再來要面對的，就是原住民無形文化資產

如何進行保存維護的問題，而這又涉及了原住

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第4、5及15條規定。這

些法規大致上是在說明縣市主管機關在處理原

住民無形文化資產的登錄及保存維護工作，必

須協同縣市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部落傳統組

織，一同辦理。

從以上可看出法規所造成的困境，不外乎

是「不易理解」及「繁複的行政規定」。

釐清法規、善用資源  提解決方案

至於要如何克服困境，訂定保存維護計畫

且落實執行，筆者僅分享巴拉雅拜這個案例供

讀者參考。

文資局現今以推動訂定保存維護計畫為業

務重心，筆者認為可以朝經由個人、團體所提

報的無形文化資產項目方向前進，而原住民無

形文化資產的部分，可以嘗試整合原民會補助

地方縣市資源來進行保存維護工作。

我們再進一步釐清法規在說什麼。文資法

第92條須注意的關鍵在於條文中的「或」這個

字。很多身在公部門的同仁們，可能會被條文

中的「應」所侷限，而忽略了條文中「或採取

為保存維護所作之適當措施」所給予的彈性，

其提供了兩個選擇，一個是訂定保存維護計

畫，並就其中瀕臨滅絕者詳細製作紀錄、傳

習；另一個選擇就是採取為了保存維護所作之

適當措施。

以巴拉雅拜部落來說，若依文資法第92條

所提供的第一個選擇來向文資局申請補助計

畫，其實是緩不濟急。因為寫補助計畫需要構

思費心，繁瑣的計畫提報行政程序，對於瀕臨

消逝的原住民傳統文化來說，未必是助力。

再者，各縣市原住民部落大學，是中央原

民會補助各縣市政府成立營運的補助計畫，其

執行架構及制度非常完整，立意宗旨與文資法

第92條並無二致。如果各縣市政府文化及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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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鹿野鄉巴

拉雅拜文化健康

站進行訪查說明

會議。

鹿野鄉巴拉雅拜（和平）部落豐年祭（政大原民中心提供）。

王建凱

台東縣台東市人。天主教輔仁

大學大眾傳播學碩士。曾任新

聞單位的市政化妝師。現任台

東縣政府文化處文化資產科科

員，主理業務之一是無形文化

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