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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資訊的傳遞與記錄，除了最原始的

口耳相傳，在資訊發達的現代，不

只相機，連手機都是唾手可得的記錄器材之

一。相較於文字，影像更能使人感受到當下的

情境。再更進一步，透過影片畫面，人們不僅

能為自己發聲、完整地記錄事件始末，也能持

續關注影片所引起的後續發展。

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的品質，在近幾年漸

趨成熟；拍攝手法有更多創新，拍攝主題也愈

來愈多元。透過紀錄片，不只是在台灣社會引

起對台灣原住民的新認知與關注，更是能夠將

台灣原住民傳遞給全世界的重要媒介之一。

週末電影院 播放多元族群影片
對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保存記錄的使命，除

了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廣泛收藏各式各樣的

台灣原住民族史料文獻之外，在台灣的一角有

一個與眾不同的書香世界，那就是台灣原住民

族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原圖中心）。原圖

中心類似一個小型的圖書館，不只是圖書，也

徵集了非常多的台灣原住民族相關數位資源，

同時使用這些數位資源舉辦推廣活動。

對於數位資源的運用，原圖中心除了在中

心內部設置有獨立視聽座位，每個座位配有電

視螢幕與DVD播放器，並配有耳罩式耳機供讀
者使用，一個位置可同時容納兩位讀者一同觀

賞。原圖中心另於每個月精選兩部影片於週末

六日上、下午放映。每月所播映的影片有時配

合當月舉辦的活動而播映，例如舉辦胡台麗導

演的「《讓靈魂回家》放映活動暨映後座談

會」時，當時就挑選兩部胡台麗導演的影片

《石頭夢》、《暗戀排灣笛》於週末電影院播

放。

舉辦週末影片播放的教育意義在於，利用

吸引人的影片內容讓觀眾透過該部影片所拍攝

的主題，認識不同族群所遭遇的情況。

原圖中心類似一個小型的圖書館，不只是圖書，也徵集了非常多的

台灣原住民族相關數位資源。（圖片提供：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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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具刻板印象 加深族群衝突
就筆者求學經驗而言，在國民教育教材中

提及族群的部分著墨甚少，不只對台灣原住民

認識不多，若擴及全世界則更是陌生！認識族

群這個部分在國民教育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在

課堂中如何能夠使學子們在短時間內認識其他

民族，紀錄片應是較為容易運用的方式之一，

只要有場地與播放設備，就可以做為一個教育

場所。

雖然現在是個號稱多元文化、消除刻板印

象的社會，但我們鮮少在這個社會環境中真正

地認識原住民。我們依然能在電視上看到媒體

對於某些事件報導，對原住民有著刻板印象，

或是在一些節目上看到以原住民為模仿取笑的

對象進行表演，這些影像其實更加深族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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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中心內部設置有獨立視聽座位，也會辦理週末電影院推廣原住民影片。
（圖片提供：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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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與衝突。

我認為若是換個角度，利用播放原住民相

關紀錄片的活動，從不同層面理解原住民的

話，社會上的族群對立也可以減緩。例如龍男

‧以撒克‧凡亞思拍攝的《海洋熱》，以貢寮

海洋音樂祭為主題，音樂是無國界的，在這部

影片當中有一支原住民樂團「圖騰」，透過紀

實的拍攝，帶出原住民音樂工作者在音樂界的

努力。藉由影片中的流行音樂，使得觀賞者引

發興趣，或許會因此喜愛聆聽原住民的音樂創

作。

又或是由湯湘竹所拍攝的《路有多長》，

以阿美族老兵為主題，不只是在講述這些阿美

族老兵在歷史上為國家的付出，更透露出阿美

族文化中很重要的階級制度因此產生了什麼改

變。以該片來說，這是在歷史教育上甚少提及

的部分，更應該廣泛地讓大眾知道這些較不為

人知的歷史。

又如透過拍攝災後重建的紀錄片，可以讓

學生了解災前應對與災後應變；關於探討人權

的紀錄片能夠讓學生思考權利與權力之間該如

何判別；透過記錄祭儀與階級制度的影片則能

啟發學生對非本族的認知；透過環境生態的紀

錄片讓學生了解核能雖然為生活帶來許多便

利，但生產核能之後的核廢料又該如何安置？

拍片人才日增 反映更多面貌
就筆者自己的觀察，近幾年關注原住民議

題的紀錄片工作者愈來愈多，本身具原住民身

分的紀錄片工作者也不少，從1994年公共電視台
舉辦「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計畫」到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舉辦的「原住民電視人才培訓計

畫」，近年來則是由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

業基金會所舉辦的「部落之眼——紀錄片人才

培訓」、「原住民族新聞及紀錄片人才培訓課

程」。在這些人才培訓的課程中，可以發現每

年都有許多新血投入部落文史工作或是原住民

社會議題記錄的行列。

現在有不少管道讓這些紀錄片工作者為自

己發聲，例如2012年，由台灣影音展演藝術產業
工會與社團法人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所共同主

辦「『那些沒被拍進去的事——解剖八八紀錄

片』民族誌影像倫理座談會」、2012青春有為主
題紀錄片影展、2012第八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
展、2012新北市紀錄片影展等，都可以看到以台
灣原住民為拍攝主題的紀錄片。

拍攝的手法也不再只是平鋪直述，也有拍

攝較為內心深處聲音的紀錄片。例如龍男‧以

撒克‧凡亞斯所拍攝的《誰在那邊唱》，整體

故事性較強，但是影片所探討的主題卻不會因

為劇情而偏離。還有多產的馬躍‧比吼，他所

拍攝的紀錄片主題多元，不只是族群文化，也

有以爭取人權、土地權為主。另外，還有為自

己族群發聲，而本身為平埔族的潘朝成（木枝

‧籠爻）也透過拍攝平埔族紀錄片，以期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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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討論的熱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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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恢復本族的傳統。

這些紀錄片忠實呈現了台灣原住民族在維

護自己文化上所做的努力，令人讚賞的是，不

只是原住民身分的紀錄片工作者，也有漢人的

紀錄片工作者投入於拍攝以原住民為對象的紀

錄片，例如導演潘小俠所拍攝的《回家的夢：

好茶村的去從》以在八八風災中受創嚴重的好

茶村為拍攝主題；導演

楊力州所拍攝的《水蜜

桃阿嬤》則是以新竹尖

石鄉種植水蜜桃並獨力

撫養7個孫子的泰雅族婦
人為主題。

館藏數位資源豐富 主
題指引入門

原圖中心於2008年
首次舉辦影展活動，以

「土地．衝擊」為主

題，透過不同性質的影

片，呈現在不同的土地

上的原住民族文化所面

臨的各種衝擊。2011年
舉辦「八八風災下的原

住民女性」主題影展，

播放3部描述八八風災災區中的的原住民女性，
在面臨風災之後，如何將部落重新凝聚的韌

性，以及解決其他部落問題的影片。2012年舉辦
「《讓靈魂回家》放映活動暨映後座談會」，

由胡台麗導演耗時8年所拍攝，記錄了阿美族太
巴塱部落，在外來宗教影響、土地所有權爭議

與複雜的部落文化之中，年輕人找回祖靈及部

落文化的過程。

從以上活動所播放的影片當中，可以發現

透過影片不僅能記錄族群部落生活，如「八八

風災下的原住民女性影展」，除了探討災後重

建，更帶出另一個較少見的議題——「原住民女

性」。

文末就以原圖中心所徵集數位資源中的台

灣原住民族紀錄片做為主題指引，在每個主題

之下精選3部影片加以介紹，期望能夠讓讀者藉
由紀錄片認識台灣原住民，並且運用這些資源

於教育中。（本文作者曾任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助

理）

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的數位資源與推廣

原圖中心於2012年舉辦「《讓靈魂回家》放映活動暨映後座談會」，左起為
林建亨導演、胡台麗導演、謝世忠教授。（圖片提供：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主題 紀錄片 導演 出版

認識原住民 愛戀排灣笛 胡台麗 2011

阿里山鄒族KUBA重建記錄：達邦社 李道明 2007

划大船 林建享 2009

災後重建 山裡的微光 馬躍‧比吼 2011

回家的夢：好茶村的去從 潘小俠 2011

山上的風很香 伊誕‧巴瓦瓦隆 2011

尋根 哈卡巴里斯 袁緒虎 2012

讓靈魂回家 胡台麗 2012

收藏的平埔記憶─再現噶瑪蘭與凱達格蘭聲影 潘朝成（木枝‧籠爻） 2011

藝文 誰在那邊唱 龍男‧以撒克‧凡亞思 2009

唱歌吧！ 楊智麟 2009

奇蹟的夏天 楊力州 2006

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主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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