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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地方文化館是在地部落社

會、歷史及文化的縮影，

透過傳統文物的展示，在原鄉或都會區提供

基層一個展覽的空間，吸納部落或社區的民

眾參與相關活動，成為永續經營的文化據

點。原民館多元的屬性不僅展現原住民族豐

富的文化特色，亦可成為社區重心與文化觀

光的資源，為地方帶來就業機會與經濟效

益。因此，除了傳統博物館應有的「典藏保

存」、「研究詮釋」、「展示規劃」、「教

育推廣」等四大功能外，原民館更須兼顧

「休閒娛樂」與振興地方「經濟產業」的兩

大新功能，以期發揮地方的族群獨特風格與

品牌形象。

原民館的專業性有待加強

有鑑於原住民族文化快速變遷，傳統工

藝急速消失，而珍貴的傳統文物又流落在外，

原民館以收藏日漸稀少的文物為主，發展觀

光、帶動地方經濟為輔。1998年，台灣省政府

開始在地方興建「原住民文物館」，在經費補

助下，不少原鄉都積極向省府爭取興建，做為

地方首長的重要政績。後來省府虛級化，此政

策轉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承接，從1998到2005
年，陸續興建完成28座原民館。當中，只有嘉
義縣阿里山鄉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尚未開放，

屏東縣三地門鄉原住民文化館與花蓮縣瑞穗鄉

奇美原住民文物館則委外經營，其餘均為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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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然而，地方政府似乎沒

有貫徹原民館的經營理念，大

多僅強調地方觀光的功能，甚

少考量原民館的專業性，以致

部分館舍仍無典藏庫房的設

備、專業策展與維護文物的人

員編制，甚至出現展櫃錯置的

情形。

推動原民館活化計畫

為維護並保存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凝聚族群的認同意

識，原民會於2007年開始推動
原民館活化計畫，由原民會文

化園區管理局執行，委託熟悉

原住民族文化及博物館學的專

業輔導團隊進行改善，筆者相

當榮幸擔任7年的輔導團主持
人。

此計畫期以原民館為中

心，建立地方網絡，促進原鄉部落與地方的發

展，加強文史工作者、原住民工藝家與藝術家

的合作，同時推動展演活動，逐步形成地方文

化特色，進而擴大認同與共識，累積文化的內

涵，並提升產業產值與文化觀光的發展。透過

訪視輔導、診斷建議、更新原民館基本資料、

舉辦實務研習來進行活化。此外，結合國內大

型博物館、美術館與各地原民館合辦原住民族

文化相關的展覽，並協助開發與行銷文創商

品。最後，以考核評鑑確立各館的定位，提升

各館的能見度，發揮文化場域的功能，讓社會

肯定原民館的價值，促使原民館持續優化。

「活化」是讓館舍營運更活潑，「優

化」則是提升館舍展覽品質與能量。2007年，
各館開始進行基礎輔導與人才培力，2008年則
透過「大館帶小館」巡迴展，由人力豐沛的大

館為原民館進行策展與導覽的

訓練，活絡部落的參與度，也

讓原民館的駐館人員透過交流

累積實務的經驗。2009至2010
年透過網站「藝起來原鄉」的

宣傳，強調「社區共榮、生命

同體」的意識，讓原民館成為

地方鄉土教學、文化保存及部

落教育的重要樞紐，也是地方

文化發展的重要指標，更是輔

助學校、社區以及社會教育的

學習場域。2011至2012年各原
民館已能舉辦特展及教育推廣

活動，發展逐漸成熟。

7年來，輔導團隊協助13
座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

組」列管的原民館，解除「蚊

子館」的惡名，更逐年提升駐

館人員的專業能力。

優質原民館 受大眾肯定
活化計畫推動以來，各原民館的總參觀

人數已達126萬人，知名度逐年提高。受到大
眾肯定的優化原民館，包括花蓮縣瑞穗鄉奇美

原住民文物館、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台

北市凱達格蘭文化館、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文

物館、獅子鄉文物陳列館、新北市烏來泰雅民

族博物館、桃園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彰化縣原

住民生活館、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等9
座原民館，帶動「造產」、「造景」與「造

人」的建置工作，促進部落全面發展。營造地

方景觀環境、發展在地產業文化及培養相關領

域的專業人才，是原民館的重要任務，將這些

資源整合起來，原民館才能從「活化」走向

「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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