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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是個多民族社會，國際更是個多民族

社會，所以我們對內對外，學習互相

容忍，互相尊重，均屬迫切而必要。筆者在社

區大學開設「認識民族：從電影看民族」課

程，希望能透過我們對推廣民族學專業知識的

努力，讓台灣社會在建構新文化的過程中，能

擁有了解台灣本土和世界各民族的多元視野，

對異民族異文化，從了解到尊重進而欣賞，提

高台灣國民的教養。

民族的觀點 影像的教學
1999年成立社區大學以來，社大勠力推動

公民教育終身學習，開設了學術、人文、藝

能、社團參與等各式課程，只要年滿18歲均可
前來選課。有別於正規學院式教育，再加上社

大多在晚上開課，同一個教室裡可以看到來自

於不同年齡層、不同職場、不同階層的社會人

士，有上班族、退休人員、家庭主婦⋯⋯。由

於學員的組成異質性高，所以課程設計要儘量

生活化和實用化，才能吸引學員的興趣。如何

用比較輕鬆易懂的方法來認識世界的各民族，

去除學員的隔閡感呢？透過民族主題電影來認

識民族，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認識民族：從電影看民族」在社大經營

了十餘年，學員們反應很好、口碑不錯，是經常

額滿的課程之一，期間獲得2002年全國社大五大
課程優等獎和2010年台北市社大優良課程。

每次3小時的課程，放映1部影片，分成3部
分進行。先由講師說明電影的背景，提供地圖

及基本的民族資料；接著讓學員們一同觀賞片

長90-120分鐘不等的影片；最後以電影為中心，
再用個人的生活經驗來印證，開放大家討論、

分享觀後的心得。基於「民族的觀點，影像的

教學」原則，必須將民族學的核心概念（語

言、民族、宗教）和民族誌的知識（民俗、民

族性、民族現況）化為影片的背景知識，並輔

以地圖、講義，進而讓學員了解和體認，如何

尊重別人的語言和保護自己的語言，以及如何

尊重不同民族、宗教、文化。
將民族學的核心概念和民族誌的知識化為影片背景介紹，並輔以地

圖、講義，讓學員了解如何尊重不同民族、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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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的原住民族影片

課堂上播放的電影，十餘年來已累計了上

百部國內外電影，影片形式不拘，舉凡劇情

片、紀錄片、卡通動畫片、舞劇⋯⋯等，只要

能表達民族文化的影片皆可做為上課的媒材。

其中不乏世界少數民族電影，而這些電影多為

各國的得獎影片。

如澳洲的《孩子要回家（Rabbit-Proof 
Fence）》（2002）乃真實故事改編，講述過去
白澳政策下，3名8-14歲的原住民混血女孩遭白
人政府強制帶走而逃回家鄉，他們是「被偷走

的一代」。真實故事再加上影像張力，學員感

動於孩子的勇敢返鄉，同聲撻伐不人道的、強

迫三代漂白的錯誤民族政策；澳洲政府也在2008
年對澳洲原住民道歉。

紐西蘭的《鯨騎士（Whale Rider）》
（2002）講述酋長祖父因恪守毛利人的文化和習
俗，酋長只傳男不傳女，執著剛毅的個性面對

著傳統加諸身上的壓力幾乎讓人窒息，幾番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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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民族：從電影看民族」在蘆荻社區大學的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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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終於讓孫女繼承了他的衣缽。酋長祖父的睿智

和終能拋開傳統包袱，讓人習得轉向思考和身段

變柔軟的可貴性。

台灣的原住民族影片

台灣的原住民族影片——電影《兩個油漆

匠》和《冬之祭》、報導紀錄片《請問貴姓》、

大型舞劇《賽德克之歌：風中緋櫻》是筆者課堂

上會和學員分享的影片。前兩部影片皆以平地人

觀點看待原住民族，多少呈現了對原住民族的負

面形象。而以本民族觀點來拍攝的影片，較能呈

現真實面貌和民族性情；儘管量少難尋，卻是課

程偏好的選材。

1990年由吳念真編劇，黃春明小說改編，
虞戡平執導的《兩個油漆匠》描述一位思念中國

原鄉的老兵和一位都市青年原住民的故事。兩人

雖同屬弱勢，但是老兵對原住民存有歧視，老兵

和Holo太太、小孩有著溝通上的障礙，親情的淡
漠讓他懷著有「家」歸不得的雙重感嘆；而原住

民和好友來到台北工作，好友卻因墜樓意外死亡

讓他心碎驚恐，他和老兵兩個不想回家的人下班

後坐在工作大樓外牆上望著夕陽美景，卻被路人

誤以為要自殺而招來媒體的大肆渲染報導。不料

烏龍一場卻導致原住民青年的墜樓身亡，而此時

在原鄉部落的父親正醉得不省人事。1991年王帥
執導的《冬之祭》，講述平地文化入侵山地和山

林遭受濫墾。

阿美族導演馬躍‧比吼的《請問貴姓》

（2002），是以報導紀錄片的方式呈現原住民各
族的姓氏問題。原來台灣原住民族大部分沒有

姓，而採用「親子聯名制」，這讓一直以為人都

有姓有名的學員們大感意外，完全顛覆了平地人

的姓氏觀念。達悟族的「親從子名制」更引起了

學員們的好奇，原來達悟人一生不只有一個名

字，會隨孩子、孫子的誕生而不斷地更改名字，

這是達悟人對生命的尊重，了解之後令人感動。

大家若能養成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那麼就不

會出現影片中所講述的——戶政人員對來報戶口

的不識字原住民，胡亂命名「蔡小鳥」、「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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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學員組成異質性高，所以課程設計要儘量生活化和實用化，

才能吸引學員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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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帶有鄙視意味的名字。

大型舞劇《賽德克之歌：風中緋櫻》是台

中青年高中舞蹈科的舞碼，2009年在全台巡迴演
出，評價不錯，以舞蹈舞出原住民的文化，十

分精彩，100分鐘的舞劇錄製成DVD能用來介紹
原住民族。悅耳的歌曲，優美的舞姿，舞出台

灣年輕一代的生命力，實在令人欣喜。

為了使學員們能對台灣原住民族有更全面

的了解，課程還會搭配行政院原民會製作的

《那麓灣風情》（2008），介紹各族文化概況、
神話傳說。3個小時下來的一堂課，換來對台灣
原住民族的粗略了解，走出教室的學員每人都

帶著滿足的微笑。而電影《賽德克‧巴萊》

（2011）拍攝精彩，但礙於片長只能在課外各自
觀看，殊為可惜。

導讀深化層次 觀影溯得祖源
在課堂上的心得分享，學員常表示過去看

電影只是純欣賞，回家後也就忘了，從沒想到

電影可以展現如此豐富的內容。尤其是課前的

講解和導讀，讓單純的欣賞電影變得更深入、

更有層次，甚至有人回家後內心仍會激盪不

已，抓著老公小孩來分享上課的感動。

有一位蘆荻社大的學員，只要到台南夫家

拜拜，總納悶為什麼大廳上的祖先牌位和別家

不一樣，全家人對著公媽桌上的一個瓶子祭

拜，婆婆還特別吩咐瓶中的水不能乾枯。她曾

問婆婆，為什麼對著瓶子拜，婆婆說不知道，

幾代以來一直都是這樣拜的。有次課堂上正好

播放大型舞劇《千鷺之歌》（2011），講述日本
時代八田與一和嘉南大圳的故事，中間有一段

台南西拉雅族的求雨儀式舞碼。在課堂上講到

西拉雅的阿立祖祖靈信仰不立神位，只以壺、

甕、瓶等物裝水象徵祭祀，只聽她在下面驚

呼：「原來我先生是西拉雅族啊！」上了民族

電影課程，替她老公找到了民族的根源，也解

開了她多年的疑惑，這堂課她覺得好值得。

另外，也有學員反應在家一定不會看或看

不下去的電影，在教室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看卻特別有感覺，而觀後的心情分享和經

驗交流就成了課堂上最為動人的部分，每每讓

大家欲罷不能。我們有一群十多年來一起上民

族電影課的資深學員，他們認為比起過去更能

站在弱勢民族的立場來思考事情，眼光變得比

較開闊。我的課堂會同時出現姊妹檔或夫妻檔

一起上課，而每學期都會有來自不同職場、不

同人生閱歷的新學員加入，大家共同經營一個

課程，它的課名就叫做「認識民族：從電影看

民族」。

陳清純

台北市人，1954年生。法國巴

黎大學碩士，現任文山、永和、

蘆荻、新店崇光等四所社區大學

講師，開設「認識民族：從電影

看民族」課程，期望社大學員能

夠「走出台灣、眺望世界」開闊

視野，進而尊重不同的民族和文

化。本課程榮獲2002年全國社大五大課程優等獎、2010年

台北市社大優良課程 。

在家一定不會看或看不下去的電影，在教室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看卻特別有感覺，而觀後的心情分享和經驗交流就成了課堂上

最為動人的部分。

民族的觀點 影像的教學——我在「從電影看民族」課程的經營

原教界49-print.indd   23 2013/4/19   下午9:13


	49-_部分20
	49-_部分21
	49-_部分22
	49-_部分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