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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灣有很多類似具有推廣多元文化教育意

義的影展，如女性影展、公共電視大賞、

南方影展、金馬影展等，但多數影展舉辦地點

都位在都會區或是西半部地區。而由台灣民族

誌影像學會主辦的「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則是少數之一真正全國性（包含東部地區）巡

迴播放的文化性影展。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是亞洲地區第一個民

族誌影展，主旨是要藉由影像、聲音等媒介的

傳達，對文化作出深入的詮釋，進而觸發文化

間的溝通，並激發思考本土文化的省思。影展

舉辦至今已有11年歷史，早在2001年開始第一
屆，每兩年舉辦一次，第一年於特定電影院播

放，隔年進行全台性在不同地區的學校、文化

館等社會學習單位作推廣巡迴播放，目的是希

望藉由國際民族誌影展的影片播放，讓台灣各

地區的民眾從民族誌影片中理解不同民族。所

以民族誌影展的影片，在相當層面上也扮演著

台灣社會中不同群體的人相互了解的重要角

色，並且也是社會與學校在提倡多元教育的重

要推手。

在每屆影展開始前，民族誌影展的策展委

員會經過一系列的討論，來訂定影展的主題以

及審核與推薦符合主題的優秀作品，進而播放

並與觀眾交流。通常國內與國外的作品會占影

展參展片數各一半的比例，以達到國際文化交

流及貫徹多元教育的精神與意義。透過公開徵

選，廣納世界各國紀錄片，讓觀眾除了能夠了

解在地多元外，也能夠跨越國界，了解世界各

個角落的不同文化。

而為了使探討的議題可以更聚焦，期望透

過主題式的影像，將不同的文化意義呈現在台

灣民眾面前；而其中，更會從幾位參展的導演

中，選出國內與國外各一位導演成為當屆的焦

點導演，期望從焦點導演的鏡頭，看到不同的

文化視野，並提供社會大眾一個理解不同群體

的多重思維。除此之外，更邀集當屆參加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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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國內外導演於國立台灣博物館合影。（圖片提供：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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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在影片播映後留下來與觀眾舉行座談會，

讓導演與觀眾藉由影片進行交流，而從這些互

動中，也讓導演及觀眾可以激發出更多深層理

解及學習不同文化價值觀的火花。

除此之外，更在影展期間舉行民族誌影展

研習營，讓對於影展有興趣的在學學生、現職

教師以及影像工作者加入研習營。期望學員們

在觀看民族誌影展的影片同時，也能從中學習

不同的文化視野，進而從個人開始推廣，成為

穿梭於不同場域，推廣多元文化並改變刻板視

野的力量。

民族誌影展中的原住民族

台灣原住民族目前官方認定總共有14族，
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要如何區分這14族原住民
族實在是不太容易，更別說是更深層文化內涵

或是祭典儀式，甚至還會將原住民族的文化視

從社會教育意義看「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2011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影展開幕片於真善美劇院播放，圖左為導演潘
朝成。（圖片提供：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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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樣的單一性，或是認為原住民族就是會很唱

歌、跳舞、雕刻、藝術創作等刻板印象。

而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族知識的了

解，大多是透過電視媒體或是報章雜誌報導，多

數媒體對於原住民族介紹，較少有深入各族文化

意義及深遠歷史經驗。有別於一般主流媒體走馬

看花式的介紹，民族誌影展則是廣納世界各地優

秀影片，每部影片皆以特定民族為主題，討論不

同民族的文化、社會觀，希望從中推廣多元價

值，並期望藉此引起社會的迴響，成為了解多元

文化媒介。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從第一屆開始，台灣

原住民就不曾在影展上缺席，在不同的主題式影

片中，都有台灣原住民族或是弱勢族群的身影。

在台灣原住民族部分，其中不少影片從不同的導

演（含男性、女性、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導演）介

紹並探討台灣各地區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宇宙觀

到現今原住民族所面臨社會問題。雖然說台灣官

方認定14族並沒有完全都影片參與，但影展卻提
供社會大眾一個較為深入探討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矮靈祭最後一天的踩榛木。（圖片提供：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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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9日巡演至高雄電影館，策展人蔡政良擔任映後座談主講人。
（圖片提供：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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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變遷下所衍生出來的現實情況。

以2011年的民族誌影展為例，馬躍‧比吼
的《山裡的微光》，以沒有自己族名的

Kanakanavu女性為中心，由鏡頭告訴觀眾女性思
維的八八風災重建情形及樣貌。而當屆的焦點

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的兩部影片《海洋

熱》與《很久沒有敬我了你》，則是讓觀眾重

新看到原住民族展演在舞台前後的矛盾及磨

合，更在播映後，引發觀眾對於原住民的傳統

與藝術展演如何取得平衡的熱烈討論。

除了以上幾部焦點影片外，民族誌影展的

許多影片都能夠使社會大眾重新體認並感受身

旁的不同美麗，並藉由影片的文化傳達，教育

人們在不同文化中所呈現的不一樣在地知識，

了解並體會到原住民族文化內涵，進而產生對

於不同人群需要有的包容與同理心，學習接納

其他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異，觸發人們包容與

尊重的良善之心。

民族誌影展不只是台灣的原住民族，也有

世界各地的民族影片參與，透過影片播放，就

由影像、聲音媒介傳達，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

地不同文化震撼，體會到各地所經歷或是正在

經歷的事件，促使我們省思一些所忽略但卻動

人的事情。

全國巡迴的民族誌影展

全國巡迴的民族誌影展則

是跑遍台灣各鄉鎮市的馬拉松播

映，去年筆者參與過兩次，這兩

次又剛好都是在交通不算便利的

東部。對於相較北部及西部都市

人坐在電影院觀看影片的方式而

言，在小教室或是小場地播放，

則又是另一種的體驗。在實際觀

察參與活動現場狀況，筆者發現

到東部地區因宣傳的關係，參與

人數相較於北部是少很多（東部

參與兩場巡迴影展並無額外收

費，北部是在電影院播放，所以有另外收取費

用），且有大部分是鄰近學校或是社區大學學生

參與，教育與學習的意義格外重大。巡迴影展每

場都會有與談人來做觀後感的討論，而這往往是

影展中最高潮的時段，由於人數不多，台下觀眾

都會提出自己的看法，與台上與談人或是直接跟

影展主持人對話。多數參與過影展活動的民眾，

都對影展有高度肯定，也表示從中獲得很多新的

在地看法與眼界；但由於巡迴影展在場地、影

片、時間上都必須要跟各地方單位聯繫，往往忽

略推廣宣傳影展活動，這讓參與的民眾覺得相當

可惜。

2013年的民族誌影展
2013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即將在10月開

跑，此次影展以「跨界人生」做為主題。在跨

入新世紀的現今，人們從山上到海邊、從鄉下

到都會、從南部到北部，從西部到東部，在相

當程度上都遊走於跨界之間，就像台灣的先民

跨越黑水溝的命運，而這樣的經歷，幾乎是現

今處於地球村不同人群的共通經驗。期望有興

趣的朋友屆時可以親臨現場，感受跨界的多元

以及多元文化的不同視野（影展徵件中，相關

資訊詳見http://www.facebook.com/tieff.fans）。（本
文作者曾任2011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志工）

從社會教育意義看「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2013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以「跨界人生」為主題。（圖片提供：台灣國際民族
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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