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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數位化的浪潮之下，影像已悄然成為人們觀察

世界、理解族群文化的主流途徑，無論是透過

社群媒體上的短影音抑或深度紀錄片的敘事，視聽媒

體皆逐漸取代了文字，成為故事呈現、表達觀點和形

塑集體記憶的重要工具；一如班雅明（Wa l t e r 
Benjamin）於〈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對生產
條件變革所帶來觀看習慣轉變所闡發的深刻洞見：

「藝術作品在機械複製時代迎來了「靈光」（aura）
的凋敝」（出自陳國永編，《視覺文化讀本》，

2008）——即作品「此時此地」的存在，與其上層本
真性概念的破壞，然正是這種複製的可能性，才讓藝

術作品突破了菁英品味的侷限，進入大眾領域，成為

更多人可以觀看、理解並重新詮釋的對象。而此類觀

點對於國內原住民影音創作者來說，無疑是帶來了嶄

新的突破，從過去被主流媒體以客位（etic）視角呈
現的扁平化形象，到現如今透過能被快速生產、複製

及傳播的媒介，原民青年得以掌握「說故事的權

利」，並將自身的文化脈絡和生命經驗，以影像作為

語言傳遞予更廣泛的觀眾群體，重塑內在族群認同並

向外界進行價值觀輸出，試圖挑戰當下藝文界乃至社

會話語固有的秩序。。

解讀MATA：發展歷程與作品賞析
「MATA獎」——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原住民族主題影音及拍片企劃競賽誕生在這樣的

情境下，提供了青年們在「數位」複製時代中以影

像進行對話、探索，與歷史再書寫的一個重要平

臺；MATA，在南島語系民族的語言裡有「眼睛」
之意，與主辦機構期待通過同學的觀察認知，拍

攝、記錄有關原民文化或生活故事，讓更多青年理

解、認同原民文化精神的理念遙相呼應，而這樣的

命名亦恰好點出了競賽的深層涵義——藉由「觀

看」與「被觀看」的互動關係，促進社會內部不同

族群的相互理解，並跨越地理和語言的藩籬，讓各

族群的文化走向世界。

自國民政府遷臺以降，臺灣長期受到來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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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族多元一體」概念所衍生之同化主義

（assimilationism）的影響，在以華夏為中心所
塑造的典範歷史中，做為「帝國邊疆」的原

住民族，於新國家的建構過程裡仍遭遇著邊

緣化的困境，或以「他者」（the Other）的形
象被再現，直至一九八〇年代，臺灣原住民

族運動隨民主化興起，有關正名、語言、土

地、基本權利⋯等等議題的討論與各族群凝

聚，才有了里程碑式的進展，並於一九九〇

年代達到階段性的成果。在《原住民族基本

法》實施九年之後，為響應多元文化教育，

教育部始辦理MATA獎，向學生發起結合原民
文化進行的團隊數位創作與應用，而該屆位

列榜首的作品《蘭嶼鄉朗島村女人涼台

上》，便是以紀錄片的形式，從最貼近在地

的視角側寫「220驅逐惡靈」反核遊行，儘管
全片無任何衝突場面，卻也令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與反思。

自第二屆起，因著參賽者數量的增加，

MATA獎的競賽項目開
始有了紀錄片與非紀錄

片的區別，且在得獎作

品中，我們更能看見針

對個別議題的抽絲剝

繭，如：第三屆紀錄片

銀獎《那一天，我們上

山說故事》揭示了文化

資本的差距，使排灣族

傳統社會中擁有較高地

位者現在十分重視維繫

固 有 的 文 化 模 式

（cultural pattern），地
位較低者和年輕族群，

則在逐漸適應現代生活後，優先選擇有助於

其社會流動與生存的新模式，進而忽視舊

俗，使雙方觀念產生齟齬；第四屆紀錄片首

獎《迷跡MICI》則是借詹姆斯．克里弗德
（ J a m e s  C l i f f o r d）所強調之「路徑」
（routes）的眼光看待說著「宜蘭克里奧爾
語」的寒溪部落泰雅族人，不再緊追當地文

說．影像時代下的族群故事：MATA獎十二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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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屆MATA獎動畫類首獎《一邊家族一邊鬼湖》得 同學與教育部林
騰蛟次長等人合影（取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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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根源」（roots）應是何種樣貌，轉而
正視文化做為不斷變化、轉譯與重組的過程

（出自詹姆斯．克里弗德，《路徑：20世紀
晚期的旅行與翻譯》，2024）；距今最近的
第十一屆動畫類首獎《一邊家族一邊鬼湖》

乃是以歷久彌新的定格動畫形式，重製魯凱

族巴冷公主的傳說，詳細刻劃百步蛇、陶

壺、祖靈柱和百合花等符號，讓傳統故事於

當代媒介中獲得了新生。簡而言之，在MATA
獎進入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後，我們所能看

到的得獎作品已經不再侷限於特定主題，其

製作亦從青澀走向成熟，而在社群媒體和影

音串流平臺上的傳播，更開啟了一扇與觀眾

對話的窗。

MATA獎與「全民原教」的距離
自2019年《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

通過以來，「全民原教」逐漸成為具體的政

策 目 標 ， 並 納 入 了

M ATA獎被賦予的任務
中，隨政策的推動，參

賽作品的功能已不再限

於文化層面的再建構，

而逐漸成為衡量政策成

效的關鍵指標，又以透

過網際網路公開發布的

得獎作品，對於大眾的

影響力最受矚目。故而筆者於第十二屆MATA
獎徵件期間，在「教育部MATA獎影音平臺」
上詳細回顧了過往得獎作品的內容，並進行

了播放次數的統計，欲為其推動全民原教的

效果進行初步分析。目前，M AT A獎的
YouTube官方頻道約有一千兩百多名追蹤者，
從2017年成立以來，曾發布過一百八十六部
影片並獲得約三十五萬的總觀看次數，其歷

屆紀錄片與非紀錄片類（除第一屆未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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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一邊家族一邊鬼湖》劇照。（黃繼賢導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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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獎、銀獎和銅獎作品的播放次數變化，則

如表一所示。

在折線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過去七

年多來MATA獎得獎作品的播放次數有著較不
穩定的發展趨勢。概觀全局，紀錄片類首獎

作品的播放次數最多，非紀錄片類銅獎作品

的播放次數則相對最低；在所有得獎作品

裡，有兩部作品的觀看次數突破了一萬、五

部作品超過四千，餘下大多數作品的觀看次

數則落在兩千以下，且其中位數僅有「633
次」，無疑顯示了頻道內只有極少量作品能

夠獲得大眾關注的警訊。接著，筆者進一步

分析不同獎項等級的觀看次數，若將各作品

依得獎名次分類計算，還可知有41%的首獎作
品觀看，超越了該頻道現有的追蹤者數量，

比例遠高於銀獎（24%）和銅獎（9%）作
品，側面證實了首獎的頭銜，在吸引觀眾方

面具有一定的優勢；除此之外，從圖表中的

分布亦可看出，紀錄

片類得獎作品的觀看

次數，普遍高於非紀

錄片，尤在觀看次數

較高的區間，幾乎是

由紀錄片類首獎作品

主導，同步反映著觀

眾對作品類型的偏

好。

總 括 來 說 ，

MATA獎頻道中大部
分得獎作品的播放次

數與上傳時間並無相

關，熱門得獎作品的

族群背景與臺灣原住

民各族人口多寡亦無

相關，惟受網路媒體

青睞的首獎作品明顯

較其他作品更能突破頻道追蹤者基數，迎來

更多留言與轉發，因此，筆者認為於頻道大

部分作品乏人問津的當下，MATA獎在官方、
學術和教育機構之外尚需更多曝光管道，以

平易近人的方式進行宣傳，才更能達成全民

原教的目標。

說．影像時代下的族群故事：MATA獎十二週年

黃冠詠
台北市人。2002年生。現為國立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班學生、

《民族學界》編輯助理。曾任第

29屆政大民族系學會《流連民族
學》電子報主編、大學博物館與

社會實踐計畫助理、112-2博物
館展覽計與製作課程兼任講師。

目前對於博物館的權力轉移及月老信仰的當代實踐等研

究主題較有興趣。

表一、 MATA獎得獎作品播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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