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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

文化研究碩士班，今年規

劃關島短期田野課程，主要是由三位老師的課

程所組成，包括蔡政良老師的「世界南島文化

通論」、葉淑綾老師的「田野方法」、林靖修

老師的「經濟人類學」（咦，根本沒有我的

課，為何我卻在關島陪學生最多天呢？）。

會有這樣的構想，來自於三方面的現況

困境以及突破困境的嘗試。首先，公事系每

年有例行的師生海外參訪，去年原定前往帛

琉因故中斷。其次，學生到海外田野的興趣

高卻障礙多，包括語言和經費。最後，也是

最重要的，來自於對台東縣政府舉辦南島文

化節的失望。蔡政良老師在他的Facebook提
到：「失去中心思想的南島文化節，只著眼

於觀光效應或節慶活動，最後演變至此並不

意外。另一方面，太平洋藝術節從1972年首

屆舉辦以來，每四年在不同的太平洋島國或

地區舉辦，今年在關島即將舉辦第12屆太平

洋藝術節，逐漸演變成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

藝術展演場域，甚至也吸引台灣原住民族與

藝術策展團隊自費前往。許

多相關的研究報告都指出，

太平洋藝術節從來不是為了

觀光而存在，其中心思想總

是在太平洋的文化交流，連

結島嶼，以及太平洋認同的

展現與創造上，並且跟主辦

地區的政治與社會狀況有緊

密的關聯性，充滿許多睿智

的討論工作坊。其實，南島

文化節發展至此，也看見了

台灣原住民族在台灣主流社

會中的困境。」

儘管南島所老師經常被

邀請擔任規劃案的顧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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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晚餐共食，只能用有限的經費採購食材與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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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提出具有海外南島連結，以及透過每屆的

主題性延續並累積南島文化資產的看法，但

無法被喜歡嘉年華式衝高媒體能見度與觀光

客流量的公部門，以及依循公部門行事風格

進行規劃的外包廠商所接受。眼睜睜看著大

筆中央與地方經費被浪費，極為不捨，希望

可以更積極將太平洋藝術節的活動理念與精

神帶回台東的南島論述中。

歷年人數最多的南島所田野團

南島所帶團到海外田野並非首例，這次

卻是人數最多的一次，包括 4 位老師、2 位教
育部計畫助理、12位研究生。研究生從碩一
到碩四，主要以正在思索未來論文走向的碩

一生 7 位為數最多。
記得有一次阿良（蔡政良）在茶水間遇

到我，他說兩年一次的PHA（太平洋歷史學
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在關島，研討會結

束後，有四年一次的太平洋藝術節，帶學生

一起去如何？過沒幾天阿良就舉辦第一次籌

備會，幾位興致勃勃的同學擔心的是經費，

來回機票、高度觀光開發的飯店住宿、食材

仰賴進口的餐費，初步估計每人需要4-5萬
元，但他不知道哪來的自信，拍著胸脯說：

「錢的部分決定於你們寫的計畫書品質，你

們把計畫書如期交出來，錢我來搞定！」

幾位同學的研究題材共分為三個部分：

一、文化遺產制度、原住民族權益與文化展

演，成員有林芳誠、陳泉甫、汪智博。二、

策展人curator與展示策略，成員有潘顯羊、楊
濬瑄、楊詠程。三、傳統手工藝、社會制度

與性別，成員有馬銘龍、江玉芬、劉思安、

高蘇貞瑋、古世勇、林光亮、呂慈慧、林秀

慧。除了透過課程書寫田野計畫以及文獻閱

讀之外，在一般事務上，大家也分許多組別

進行分工，包括會計、訂房、租車、食物採

購、投保、兌換美金、手冊編製、廚房值

班、司機、影像記錄、策展等。

分頭籌措旅費 行前準備
藉著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助理高忠瑋

的協助，大家開始分頭寫計畫與找錢。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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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田野中認真地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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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只有因為學校位居偏遠，額外獲得特色大學

的經費補助，透過南島文化中心的申請，先解

決了機票的問題。隨著以整合型計畫提出的補

助申請不如預期，大家轉向從科技部和原民

會、原文會的個人計畫著手，不分你我，把所

有經費投入共同基金，但是資金仍有缺口，最

後使用兩種方式：降低花費，展開對民間組織

募款。

降低花費包括找到厲害的旅行社搶到便宜

機票，透過團員家屬降低保費，早晚餐自己

煮，原本要租兩台車改為只租一台，讓擔任司

機的同學每天花兩小時以上在不同田野地點間

接駁，最後是找到便宜住宿，透過台東前立委

賴坤成的牽線，找到一位在關島開飯店的阿美

族長輩，她願意提供等同固定旅行社同業價，

並提供一間可以容納18人的空房當成用餐與開
會空間。

募款方面為了避免學校繁複行政流程與核

銷上的限制，一開始就鎖定不需要用捐款抵

稅，充分信任我們經費使用，不需要收據與發

票核銷的組織。兩位老師順利向兩個組織募到

令人安心的款項，讓原本 8 人要擠 4 人房的窘
境，以及每餐只能吃麵條加魚罐頭的飲食規劃

（雖然好幾餐還是這樣吃）獲得舒緩！後來有

一位老師找到說服他自己的理由，捐一筆錢當

成在台灣採購食物的基金（雖然後來許多非魚

肉的製品被海關沒收）。

解決經費問題後，學生也翻譯並製作出專

屬的手冊，大家分工翻譯太平洋藝術節的官方

資料以及相關的學術資料，最早被翻譯出來的

是「哪些食物可以被帶到關島」，因為這涉及

經費與營養狀況。從內容來看公部門印製和我

們短期衝刺與用心印製的手冊，可說是低經費

的我們獲得壓倒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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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的田野討論會一一報告田野進度與論文走向，壓力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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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成行 展開田調工作
第一批出發的成員包括參與PHA

論文發表的 6 位老師、2 位助理、3 位
學生，第二批有 9 位同學在太平洋藝
術節開幕當天抵達，第三批只有一位

老師前往，接替 3 位老師與 2 位助理
持續逼迫學生進行田野的任務！

學生依據研究主題找尋適合的田

野地點與報導人，每天七點排值日生

煮早餐，八點邊用餐邊討論，九點出

發第一批前往查莫洛文化村，九點半

出發第二批前往太平洋藝術節主場。

傍晚六點接回同學，值日生煮晚餐，

七點晚餐，八點開田野討論會，每個人輪流

報告今天的田野進度並提出觀察分析，再由

大家提供意見，通常到凌晨兩點結束，各自

回房輪流梳洗，並將田野筆記輸入電腦上傳

群組。對於田野以及老師們魔鬼般的壓力下

（曾經有老師聽不下去同學的報告，開玩笑

地順手將啤酒空瓶擲向學生），體力是很大

的考驗，因為這次田野是從社會各界彙集的

資源，一定要把時間與學習效果發揮到極

致！因此，同學陸續出現失眠、嘴破、牙齦

出血、皮膚疹、春春痘等症狀，還好椰子汁

與野生藥草（還有啤酒）適時提供救援。

也因為是各方資源所護持，因此在例行

的田野之外，只要是台灣民間團體交流的場

次一定到場支援，並且在田野後期參與幾位

藝術家發起由民間自費個人與團體自組的三

次文化交流活動，每次交流後回到住處，都

已經晚上10-12點了，照樣開會討論到兩點才
能回房間繼續用功！

田調結束 籌備後續發表工作
歷經14天的田野折磨，在老師的贊助

下，最後一天早上總算能遠離清粥與醃製罐

頭，改到五星級飯店享用自助早餐，當成關

島田野成年禮後的巴格浪（pakelang，阿美族
在一件事情、工作或一個階段結束後舉行的

活動）。但是，學習並非這樣就結束，為了

對各項經費來源以及學習成果做交代，除了

在6月底交出課程的期末報告之外，學生還必
須籌辦兩次成果發表會：一次是8月20日在台
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另一次是8月28日在台
北花博原住民風味館。還會在9月10-11日的台
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2016年會籌組兩個
panel共三個場次的論文發表。
而在這樣幾近自虐的田野課程之後，據

說還有人專門指定要來報考南島所，準備衝

2 0 2 0年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藝術節，「哇
咧！」真是想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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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永靖鄉人，1969年生。清
華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台東大

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曾任教台灣觀光學院觀光餐旅

系，在花東生活20年。研究主題
為觀光人類學、文化資產、社區

營造。

有些話不說就會後悔，田野最後一天令人感動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