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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
多年來辦理MATA獎競賽專案工作的點點
滴滴，只覺得每一次的活動籌備都猶如一

場充滿熱情與挑戰的生命歷練。作為原住民族影音創

作領域的一員，我有幸見證並參與這項促進原民文化

傳承與創新發展的重要計畫。每年從最初的徵稿發佈

到最終的頒獎典禮及成果展發表，每個環節都凝聚了

團隊的智慧與努力，每部珍貴的原住民族影像作品，

也讓我深刻體會到原民文化的獨特魅力，以及當代學

生青年所激盪出的創意火花。

競賽特色與成果展示
本屆（第12屆）競賽以邵族族語「Tunaw！全力

以赴！」為主題，期許青年學子們展現奮勇拼搏、追

求夢想的精神風貌。大專校院影音競賽組，項目分為

非紀錄片、紀錄片及動畫三大參賽類別，鼓勵學生以

多元手法將自身觀點，透過影像再現文化故事；而高

級中等學校拍片企劃組，則開放給具實驗精神的高中

生，期許他們以文字勾勒出影像藍圖，表達對原民文

化的感悟與獨到詮釋，為原民文化傳承注入新活力。

而過去第1至11屆得獎作品，均收錄於教育部MATA獎
影音平臺，每部作品皆有故事大綱及創作理念等資訊

提供參考與瀏覽。今年3月16至30日，在臺北市萬華
區剝皮寮歷史街區的視聽室辦理MATA獎學生影展，
藉此宣傳本屆競賽活動並作成果展示及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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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過程中的酸甜苦辣
每年辦理MATA獎競

賽的過程中，都充滿了

無數考驗與挑戰，從徵

稿宣傳、資料彙整、審

查評選到現場佈置及頒

獎儀式，每一細節都必

須精確無誤；面對繁瑣

的公文往來、講座課程

安排及活動策劃，我與團隊必須在短時間內

協調各方資源，確保每項工作得以順利進

行。儘管在籌備過程中曾遇到人力不足、時

間緊迫以及各種突發狀況，但在看到學子們

懷抱熱情所呈現的創意作品，不禁想起那些

富含文化底蘊、珍貴且稍縱即逝的部落故

事，能被文字或影像記錄留存下來實在彌足

珍貴；那些族群歷史文化的縮影與精神風貌

得以源遠流長時，就又覺得自己遇到的困

境，真的只是一塊小蛋糕了。

意外的收穫：尋根
七年來參與MATA獎專案，使我從中獲得

了難以磨滅的成長、啟發與驚喜。

在我的成長歷程中，經常因為深邃的五

官與面孔，被很多人詢問「妳是原住民

嗎？」因為媽媽是福州二代、爸爸是南投縣

埔里人，從出生到長大求學就業，我都生活

在台北，多次詢問父母，得到的答案都是

「不是」。然而，在幾年前的某天，我無意

間接收到「可以到戶政事務所申請調閱戶籍

謄本」的資訊，並可查到日據時期至今，親

屬的戶籍資料。一股強烈的好奇心油然而

生，心裡有個聲音告訴我，我應該去申請調

閱看看，我想要知道自己源自於哪裡。

在閱讀調閱到的資料時，發現我的曾祖

母的種族欄位寫著「熟」，比對著近一百五十

年前祖先們位處南投廳五城堡的居住地，回

想起爸爸曾說祖先居住於南投伊達邵部落附

近；再與戶政事務所科員請教後，我想我應

該是邵族後裔啊！比較可惜的是，因曾祖母

後來被漢人家庭所收養，已無法回溯她的原

生家庭相關資料，也因日據時期所取之姓名

為平假、片假名，我亦無法查證確認自己的

族別與族名。雖內心感到有些遺憾，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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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A獎競賽活動接受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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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日據時期記載至今所留存下來的珍

貴資料，知道祖先的資訊與遷徙紀錄，或許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因為承接了這份工作，

我才得以尋找到自己的「根」。

未來展望與結語 
這一路走來，收穫的不僅是專業技能的

提升，更是對生命意義的深刻反思。每一段

經歷都如同一塊拼圖，拼湊出完整而獨特的

人生畫卷。未來，我將懷著感恩之心，繼續

在原民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中砥礪前行，將那

份從眼睛中傳遞出的光與熱，化作推動改變

的動力，回饋社會，點亮更多迷茫中的心

靈，這些寶貴的回憶與體悟，將永遠激勵著

我，讓我在每個新的開始中，都能以更堅定

的步伐邁向彼岸。站在新一屆MATA獎的起
點，我們回顧過去，感受到這項競賽計畫，

對於原民文化推廣與創意表達的重要影響。

每部參賽作品都凝聚了學子們對傳統文化的

熱情與創新精神，而每次活動的成功辦理，

亦見證著團隊的努力與智慧的結晶。未來，

我期許自己能夠持續推動原民影音創作，協

助對於影像紀錄有興趣、文化傳承有使命感

的學生，開拓更多元的文化交流平台，讓更

多人看見原民之美，願這份來自眼睛的力

量，永遠照亮前行的道路，激勵每一顆追夢

的心。

王詩婷
新北市新莊區人。1993年生。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所碩

士。現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傳播

學院MATA獎計畫專案助理，擔
任計畫承辦人第七年。目前致力

於促進原民文化傳承與創新發展

之競賽計畫，至今承辦超過200
場講座及影展座談，期望藉此激盪出學子們的創意火花

與影像新視野，並使臺灣的觀眾了解多元文化不同族群

的生活方式，深化全民原教的價值和實踐。

百年族譜側拍。

第11屆MATA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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