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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進入
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正視這
是一個影像化與數位化的時代。影

像的運用頻繁，又藉助媒體數位化的便利，

影像的拍攝與使用都不再是件困難的事。因

此，影像成為一種輔助工具，應用在各種不

同場域，其中最常被拿來運用的地方是「教

育現場」。

包括劇情片與紀錄片的原住民族主題電影

在教育現場使用的影像教學，又以「電

影」最有效果。因為電影不是靜態的影像畫

面，是動態的、有劇情的，所以會引人入

勝；就像是聽故事般，會讓人隨著情節的高

潮起伏，快樂、傷心，甚至流淚。本文主題

就是以「原住民族主題」電影為主，除了我

們一般所看的劇情片，也廣義地納入紀錄片

在內。

而「原住民族主題電影」又要怎樣定義

呢？廣義可以到只要電影中有原住民角色就

算是；狹義則限定必須是原住民自己拍攝的

且題材與本民族相關才算是。這中間的差距

相當大，不管是寬鬆或嚴謹的認定，都只是

分類的問題；真正有意義的是在教育現場使

用的人，該如何運用這些電影，產生教學的

效果與意義。所以我們要問，目前到底有哪

些電影是與原住民族主題相關？我們該如何

認識這些電影，進而運用它們。

電影發明的那一年是台灣正式進入日本

時代的1895年，積極追求現代化的日本，很
快地就知道如何使用電影做為政令宣傳的工

具來教育殖民地台灣，1907年拍攝的《台灣
實況紹介》一片，是最早有原住民角色出現

的影像記錄。因此從時間來看，原住民族從

登上電影的舞台到現在，已經有106年的歷

文︱黃季平（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をテーマとした映画を教育現場で運用する         
Playing Aborigines-Themed Movies in Class

在教育現場的運用
主題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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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況紹介》

　等10多部影片

紀錄片 劇情片

12輯台灣原住民新聞片，

加上台製廠拍攝電視短片

共23條新聞片

李道明 作品7部

胡台麗 作品5部

林建享 作品4部

蔡政良 作品3部

李竹旺 作品2部

林琬玉 作品2部

柳本通彥 作品2部

許慧如 作品2部

郭珍弟 作品2部

湯湘竹 作品2部

黃祈貿 作品2部

楊智麟 作品2部

潘小俠 作品2部

蔡一峰 作品2部

簡史朗 作品2部

1987《失蹤人口》林清介

1987《赤腳天使》吳乙峰

1989《西部來的人》黃明川

1990《兩個油漆匠》虞戡平

1991《冬之祭》王帥

1998《超級公民》萬仁

1999《夢幻部落》鄭文堂

1999《少年噶瑪蘭》康進和

2003《風中的小米田》鄭文堂

2005《等待飛魚》曾文珍

2005《山豬‧飛鼠‧撒可努》張東亮

2005《心靈之歌》吳宏翔

2006《奇蹟的夏天》楊力州

2006《單車上路》李志薔

2007《人之島》王金貴

2008《野球孩子》沈可尚

2008《流浪神狗人》陳芯宜

2011《靈魂的旅程》陳文彬

2011《賽德克‧巴萊》魏德聖

2011《不一樣的月光》陳潔瑤

2012《白天的星星》黃朝亮

1918《哀之曲》枝正義郎

1927《阿里山之俠兒》田坂具隆

1932《義人吳鳳》安藤太郎

1943《沙鴦之鐘》清水宏

1948《花蓮港》何非光

1950《阿里山風雲》張英、張徹

1956《山地姑娘》莫康時

1957《阿里山之鶯》王天林

1957《青山碧血》何基明

1957《阿美娜》袁叢美

1958《紗蓉》熊光

1958《王哥柳哥遊台灣》李行

1962《吳鳳》卜萬蒼

1965《蘭嶼之歌》潘壘

1965《黑森林》袁秋楓

1965《霧社風雲》洪信德

1970《高山青》李嘉

1973《馬蘭飛人》丁善璽

1977《密密相思林》張佩成

1982《老師斯卡也答》宋存壽

1984《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李祐寧

1985《台北神話》虞戡平

1984《亮不亮沒關係》朱鳳崗

1986《唐山過台灣》李行

馬躍‧比吼（阿美族）作品32部

比令‧亞布（泰雅族）作品10部

木枝‧籠爻（噶瑪蘭族）作品6部

龍男‧以撒克‧凡亞思（阿美族）作品5部

楊明輝（太魯閣族）作品4部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布農族）作品3部

伊誕‧巴瓦瓦隆（排灣族）作品3部

弗耐‧瓦旦（泰雅族）作品2部

希‧瑪妮芮（雅美族）作品2部

哈露谷‧瓦旦（泰雅族）作品2部

張也海‧夏曼（雅美族）作品2部

蔡善坤（布農族）作品2部

1930《陸之人魚紅頭嶼》

約1930《高砂族描》

1936《大隘村矮人祭》

1937《台灣高雄州潮州郡下排灣族採訪記錄》

1972《卑南族建和村豐年祭》

1972《布農族老人打製石器》

1984《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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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戰前日本時代

1945
戰後民國時代

1987
原住民族
自覺時代

史，跨越百年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些影像的發展脈絡，可以略分為戰前日本

時代、戰後民國時代、原住民族自覺時代。

面對不同時期發展的電影，不外乎就是紀錄

片與劇情片；在紀錄片又可分為兩種類型，

一是為政令宣傳而製作，一是做為民族誌目

的而製作。

原住民族主題電影的紀錄片

為政令宣傳而製作的影片，多在戰前日

本時代與戰後民國時代。戰前日本時代因為

殖民的需要，總督府理蕃課製作以「蕃人」

為背景的影片，提供巡迴放映給各「蕃地」

的人們娛樂外，更重要是希望對原住民產生

教化的作用。從其拍攝的13部影片名稱來
看，可以見到日本人「用心良苦」地要改變

原住民落後與野蠻的習慣，讓原住民過著現

代化的生活，呈現安居樂業的美好景象。

到了戰後民國時代，我們以台灣省電影

製片廠在1946-1983年期間共拍攝1,317輯的新
聞片來看，屬於台灣原住民的新聞片，只有

12輯，數量不成比例。恰巧與戰前日本時代
呈現極度反差的面貌，可以觀察到國民政府

的台製廠對台灣原住民族主題的輕忽與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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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原住民族是被漠視地呈現無聲與寂靜的

狀態。

以民族誌目的而製作的影片，在戰前日

本時代與戰後民國時代，拍攝者多為有民族

學/人類學學術訓練的學者；到了原住民自覺
的時代，因為錄影與剪輯的技術有突破性的

發展，可以讓更多人加入攝影者的行列。不

管身分是原住民或非原住民，只要投入較長

時間且較深入地呈現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

化，都算是以民族誌目的製作的影片。

在戰前日本時代留下的民族誌影片有宮

本延人關於賽夏族（1931年蓬萊村，16釐米

毛片，3分鐘；1936年大隘村矮人祭，16釐米
毛片，12分鐘）、泰雅族（復興鄉初步踏
查，16釐米毛片，10分鐘）、噶瑪蘭族（流
流社女巫洗浴儀式，1 6釐米毛片，2 - 3分
鐘）、排灣族（1934年內文社五年祭，16釐
米毛片，10餘分鐘，有幾個字幕卡與簡單剪
輯）的影片。淺井惠倫的《陸之人魚紅頭

嶼》，這是他1930年代在紅頭嶼拍攝的毛片
剪輯成2分49秒的短片，附有字卡，簡單說明
蘭嶼島上7個部落的生活樣貌。宮本馨太郎與

主題電影在教育現場的運用原住民族

萬眾矚目的《賽德克‧巴萊》縱然引發了不同角度的評論，但做為一部原

住民族主題劇情片，該片的成就很難被超越。（圖片提供：伊萬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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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徹在1937年用柯達16釐米攝影機，在排
灣族村落拍攝影片，剪輯成《台灣高雄州潮

州郡下排灣族採訪記錄》一片，長47分鐘，
有許多字卡說明，呈現排灣族不同村落中的

人文景觀。另有一部在1930年代拍攝，具民
族誌涵義的影片《高砂族描》，內容有泰雅

族生活的記錄和花蓮里漏社阿美族年祭歌

舞，可惜不知道作者為何人。

戰後民國時代，關於原住民族的民族誌

影片非常少，多為人類學者的作品。1972
年，何傳坤以購自日本的超8釐米攝影機拍攝
卑南族建和村豐年祭，簡單剪輯約20分鐘；
又到東埔布農族拍攝一老人打製石器，剪輯

後也約20分鐘。超8釐米底片是彩色無聲影

片，這兩部片並沒有加字卡解說。1972年呂
理政向朋友借了一台8釐米攝影機，藉著參與
台大人類學系國科會蘭嶼計畫，到蘭嶼拍攝

了約3分鐘的影片，沒有聲音，只做簡單的剪
輯。從無聲到有聲的跨越，是1984年胡台麗
的《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16釐
米，35分鐘，彩色）。到目前為止，胡台麗
一共拍攝5部以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為題材的民
族誌電影，包括1988年《矮人祭之歌》（58
分鐘，彩色）、1993年《蘭嶼觀點》（73分
鐘，彩色）、2000年《愛戀排灣笛》（86分
鐘，彩色）、2012年《讓靈魂回家》（85分
鐘，彩色）。她在攝影技術上的突破與民族

誌電影的推廣，有相當的貢獻。

解嚴後的原住民族自覺年代初期，有一

些非原住民身分的導演所拍攝的民族誌電

影，也有相當的價值。李道明的作品：1994
年《排灣人撒古流》（78分鐘）、1999年
《末代頭目》（與撒古流合導，118分鐘）、
2001年《路‧TSUENU》（與王嵩山合導，
100分鐘），對原住民族文化內涵的表達，都
具有相當的水準。另外，1997年蕭菊貞的
《紅葉傳奇》（70分鐘）、1998年邱若龍的
《GAYA：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
（100分鐘）、1999年關曉榮的《國境邊陲
1997》（107分鐘）、2000年郭珍弟的《清文
不在家》（30分鐘），採取深入的方式來探
討在社經地位居於劣勢的原住民族社會與傳

統文化的現況，他們摒棄刻板印象與宣傳教

化，建立原住民族紀錄片的典範。

進入到原住民族自覺的時代，可以說是紀

錄片發展最豐沛的年代，尤其是在1990年之
後，錄影機日益普及，不但變得輕巧，價位

也降低，品質又接近專業，這讓有興趣於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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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片的拍攝者，在學習過剪輯訓練後，就能

擁有自己的作品，這樣的轉變，讓紀錄片進入

欣欣向榮的局面。這個時期的原住民族，因自

覺而產生的深刻反思，透過民族誌電影的拍攝

記錄，讓我們看到更真實的原住民族。重要的

原住民導演有馬躍‧比吼（母為阿美族，父為

平地人）、莎瓏‧伊斯哈罕布德（布農族）、

木枝‧籠爻（噶瑪蘭族）、楊明輝（太魯閣

族）、比令‧亞布（泰雅族）、弗耐‧瓦旦

（泰雅族）、希‧瑪妮芮（雅美族）、龍男‧

以撒克‧凡亞思（阿美族）。

原住民族主題電影的劇情片

戰前日本時代在台灣拍攝的劇情片不

多，可以找到與原住民族主題相關的約有4-5

部，其中也帶著政令宣傳的意味。《哀之

曲》（1918），這是一部以台灣蠻地為背景
的愛情故事；《阿里山之俠兒》（1927）是
第一部真正在台灣出外景的劇情片，內容是

翻版自美國西部片《滅亡路上的民族（The 
Vanishing American）》（1925）；《義人吳
鳳》（1932）則很明顯地是一部配合「蕃社
教化」政策的劇情片；《沙鴦之鐘》

（1943）是要推廣日本人的愛國精神，影片
中的「生蕃」都如此「愛國」，那平地人怎

能落後呢！

戰後民國時代，對原住民族是漠視的態

主題電影在教育現場的運用原住民族

1990年之後因錄影器材日益普及，讓紀錄片進入欣欣向榮的局面；原住民
導演也加入了拍攝行列，讓觀眾看到更真實的原住民族。圖為龍男‧以撒

克‧凡亞思分享《誰在那邊唱》作品理念。（圖片提供：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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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段時期所拍攝的劇情片，充滿對原住

民族的刻板印象。在40-80年代出現20幾部與
原住民族有關的劇情片當中，原住民女性的

想像是天真無邪與熱情浪漫，而原住民男性

若不是需要被征服、被啟蒙、被教化，就是

被描寫成像是有缺陷的平地人；因此與平地

人競爭原住民女性「愛情」時，原住民男子

注定是失敗的。在《吳鳳》、《唐山過台

灣》這兩部政策片中，處處強化平地人對台

灣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而在《亮不亮沒關

係》（1984）片中，完全不能理解雅美人的
文化與民族尊嚴，反而取笑雅美人的「落

後」，當時挑起的民族紛爭，至今都還留下

不可抹滅的傷痕。

在原住民族自覺的年代，劇情片的發

展，雖然不像之前嚴重的刻板印象，但是許多

原住民角色的設定，依然不出窠臼，只能說在

劇情中所要討論的原住民族主題有較為正面的

提升。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包括：黃明川《西部

來的人》（1989）、虞戡平《兩個油漆匠》
（1990）、萬仁《超級公民》（1998）。意外的
是在2005年同時出現3部原住民族題材的電影：
曾文珍《等待飛魚》、張東亮《山豬．飛鼠．

撒可努》、吳宏翔《心靈之歌》。3位導演都採
用「原鄉」VS「都會」的對比手法，呈現都市
雖然繁榮與舒適，但不敵部落的樸質無華，可

以獲得心靈的平靜。2011年則是原住民族電影的
豐收年，萬眾矚目的《賽德克‧巴萊》，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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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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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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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挑
選
影
片
主
題
；
（
二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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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好
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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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
三
）
觀
影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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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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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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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的
互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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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各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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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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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代的影片，都有其時代的限制；影片所呈現的訊息要如何解釋，是講者需要做功課與學習的

地方。（圖片提供：伊萬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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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讓民眾失望，縱然有不同的角度來評論該

片，但做為一部原住民族主題的劇情片而言，

該片的成就很難被超越。相較於《賽德克‧巴

萊》這個大餐，《不一樣的月光》就是一道可

口的家常菜，本片呈現的原住民部落真實又貼

切，自然寫實的風格，擺脫刻板印象而能真正

呈現原住民族真實自然的面貌。

電影帶入教學現場的經營

筆者認為，把電影帶入教室的課堂經

營，應該要有4個過程。（一）配合課程挑選
影片主題；（二）事前做好準備工作；

（三）觀影前的背景解說；（四）觀影後的

互相討論。這是利用影片輔助教學的現場，

需要具備的基礎條件。

◎挑選影片主題：不論是紀錄片還是劇

情片，只要能掌握影片所要表達的主題，再

配合自己的課程目的，就是很好的輔助教學

利器。根據上述原住民族主題電影的發展脈

絡來看，3個時代所留下的電影作品，各有其
時代的意義，即使是政令宣傳的影片，都可

以拿來當反面教材做對比的教學。所以掌握

原住民族電影的發展歷程，知道到底有哪些

電影作品可以運用，經由本文對紀錄片與劇

情片的歸納整理，企望提供教學者對原住民

族電影有初步的認識。

◎事前做好準備工作：這是影片教學是

否能夠成功的重要關鍵。不管是紀錄片還是

劇情片，沒有任何一部片是完全配合自己的

課堂設計，因此需要事先看過影片，瞭解影

片內容，並針對影片內容不瞭解的部分，尋

找答案。特別是原住民族主題電影涉及到對

民族的認識，如果帶著錯誤的認知，也無法

瞭解影片所呈現的內容是否有偏差，這樣反

而是錯誤的教學。因此事前做足功課，教學

才會得心應手。

◎觀影前的背景解說：影片教學，最重

要的是帶領的人，影片所呈現的訊息要如何

解釋，不同時代的影片，都有其時代的限

制，帶領的講師，如何詮釋，讓觀眾可以看

到影片之外的時代訊息。影片中的原住民族

生活民俗的表現，有什麼意義，這些都是講

者需要做功課與學習的地方。筆者認為，影

片播放前若能有效地講解，特別是影片涉及

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內容時，效果會比直接播

放影片來得好。

◎觀影後的互相討論：觀影之後，帶領

者與學習者的互相討論非常重要，有時候從

觀影者的角度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思維，

相互討論，可以產生不同的火花，在教學相

長的刺激下，彼此都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穫。

教育的現場，不僅是在學校；學校之

外，各式各樣的影展活動，也是影片發揮社

會教育意義的場域。每個影展都有自己設立

的主題，挑選影片是事前要做的準備工作，

有些影展會邀請導演一起參與，會後的討

論，可以得到更確實的答案，而有更直接的

收穫。近10年來，經過從事原住民族主題電
影的導演與演員的努力，讓社會大眾逐漸認

識原住民族的真實面貌，擺脫刻板的印象，

而能像「真正的人」一樣來被看待——這樣的

改變也說明了電影走進民眾的生活，產生教

育的意義。

◎推薦閱讀

李道明，〈近一百年來台灣電影及電視對台灣原住民的呈現〉（《電影

欣賞》，69，1994年5月）

胡台麗，〈台灣原住民民族誌影片的新貌〉（《博物館學季刊》，20

（4），2006年10月）

楊煥鴻，〈他者不顯影——台灣電影中的原住民影像〉（東華大學民族

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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