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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完成了一部關於泰

雅族編織的紀錄短

片，因此當我收到這篇關於原

住民拍攝的邀稿時，方才意識

到儘管已畢業多年，自己仍然

持續在原民文化題材上創作

著。驚喜之餘，腦海也隨之浮

現過往拍攝的種種回憶。能夠

親身走入部落去體驗原民文化

並留下影像紀錄，實在是相當

幸運，在這過程中也得到許多

人的協助，除了影片參與者

外，鼓勵創作並推廣原民文化

的MATA獎競賽活動，也是促

使我踏上旅程的重要推手。

拍片緣起
因為曾經在花蓮唸書，我

接觸到了許多原住民朋友，學

校課程也常常提及部落的文化

特色，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祭

儀與巫師的領域。當時雖未能

深入去了解這個在部落有著崇

高身分的角色，但巫醫、靈

媒、祭儀等名稱已經深深植入

我的心中。研究所時期，我開

始學習影片拍攝的技巧，我發

覺自己對紀錄片特別感興趣。

因為投入拍攝的緣故，我開始

關注過往不曾留意的事物，拍

攝紀錄片刺激我更認真地面對

生活周遭的一切。

堅持與熱情
學習拍攝紀錄片一段時間

後，我發現要讓影片更有力

量，除了要具備專業攝影技術

跟充分的前期準備外，對題材

的堅持與熱情更是重要，如此

拍攝才能走得長遠；也唯有花

時間去與主題相處，才能從中

體會到努力付出的回饋與意

義。

在找尋題材時，我看到了

關於太魯閣族第十代靈媒

Lowbing miyu的相關報導。剛

從高中畢業的Lowbing從小跟

隨擔任部落靈媒的祖母執行祭

創作將我引進部落的那件事！
創作が私を部落に引き入れたあの出来事！
A Journey into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rough Audiovisual Creation

文‧圖︱朱彥銘（自由影像工作者）

太魯閣族第十代靈媒Lowbing的信仰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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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在國一那年便成為部落的

第十代靈媒，同時也是年紀最

輕的承接者。靈媒，在部落主

要負責醫療與傳統祭祀，早期

則是負責替族人醫病與驅邪，

透過相傳的古老祭儀為族人祛

病祈福。如今他的祖母年歲已

高，體力也不堪負荷沉重的靈

媒工作，此傳統也面臨到失傳

的危機。看完資料後，我決定

與Lowbing取得聯繫，並訴說

了拍攝的想法；令我驚喜的是

對方很快就同意了，基於文化

傳承的熱誠，他很樂意與大眾

分享他的故事，我們很快就約

定了一次訪談會議。

探險家與藝術家
在與Lowbing談完後，我

決定將影片的核心放在「信

仰」這個命題。人的信仰來自

於生命經歷的淬鍊，這是非常

私人的領域，但也是許多人終

其一生的課題。信仰包含很多

層面，宗教上的選擇、生活態

度的堅持都是。自從Lowbing

決定背負起巫醫的身分後，他

所追隨的信仰不再是一條個人

自修的道路。在這個框架下，

影片不再只是單純講述傳統靈

媒的文化知識，它將是描述一

個部落青年對於信仰的追求、

困惑與選擇。我希望能呈現出

Lowbing是如何從過往的經驗

中學習，並找尋面對未來種種

挑戰的方法。影片將在靈媒這

充滿族群神祕色彩的背景下，

講述一個關於心境轉折與選擇

的故事。

紀錄片之父佛萊赫堤曾說 : 
首先我是一名探險家，

之後才是藝術家。

這意味著紀錄片工作者必

須在找到題目後，實際走進陌

生領域去觀察、發掘才能創造

出更多的可能性。有了上述的

接觸與發想後，我正式走入了

這個故事。拍攝現場往往會有

許多突發的狀況，這相當考驗

導演的臨場反應，不過也許因

Lowbing外向的個性，使他不

畏懼鏡頭的拍攝，在溝通與拍

攝上並沒有太多問題出現；而

花蓮美麗的風景也讓我心情感

到特別放鬆，加上抱持創作作

品的心態，我的情緒也不會因

存在時間壓力等因素而感到緊

繃。Lowbing在正式訪談中向

我 展 示 了 靈 媒 傳 統 祭 儀

Smabuh。這是一種透過桂竹

創作將我引進部落的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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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媒在傳統祭儀中使用
的法器D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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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的法器Daran來與祖靈溝

通的儀式；在判斷事情時，若

Daran黏在手指未落下，則代

表是正確的意思。當下我內心

也是小小的驚呼了一聲，原來

這種神奇的儀式是可以近距離

看到的啊！

之後我跟著Lowbing走訪

了花蓮與屏東兩地，在他的引

薦下拜訪來義鄉的文樂部落，

因為正逢收穫祭慶典，有幸看

到了族人互送情柴的熱鬧場

景，也參與了傳統圍舞、射箭

比賽等活動。族人好客、樂於

分享的舉止，

常常讓我忘記

手 中 的 攝 影

機；必須時常

提醒自己不要

錯過這些精采的

畫面。在素材大

致取得完畢後，

我離開了部落並

開始影片的後製

階段；同時，我

決定報名MATA獎的徵件，雖

然是針對原住民主題的競賽，

但它並未要求參賽者身分必須

是原住民，而這也讓我有機會

開啟與MATA獎之間的緣分。

MATA獎除了提供獲獎者獎金

跟滿滿的成就感外，後續更有

一系列影展推廣活動。主辦方

邀請導演與被攝者一起出席放

映座談，在座談中我發現靈媒

的特殊身分，確實很容易引起

觀眾的好奇心；也因為認知與

文化的差異，有些觀眾的提

問，著實讓人感到不知所措、

啼笑皆非；但也正是因為如

此，我們才知道原來彼此的認

知，存在這麼大的差距。值得

慶幸的是，因雙方的互動而有

了溝通的契機，衷心期盼這會

是彼此理解的開始。

影像紀錄帶給我的禮物
有了這些拍攝與講座經

祖靈屋儀式與拍攝現場。

在
素
材
大
致
取
得
完
畢
後
，
我
離
開
了
部
落
並
開
始
影

片
的
後
製
階
段
；
同
時
，
我
決
定
報
名
M
A
T
A
獎
的
徵

件
，
雖
然
是
針
對
原
住
民
主
題
的
競
賽
，
但
它
並
未
要

求
參
賽
者
身
分
必
須
是
原

住
民
，
而
這
也
讓
我
有
機

會
開
啟
與
M
A
T
A
獎
之
間

的
緣
分
。

祖靈屋儀式
與拍攝現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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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我不再擔心去接近自己感

興趣的主題，也相信一個對的

選題，會帶著你走上一條有趣

的旅程。我常在講座上與同學

分享，紀錄片給我最大的二個

禮物分別是：能夠走入一個自

己未曾了解、卻充滿好奇的新

領域，他能打開你以往不曾有

過的視野，並認識許多有趣的

人事物；第二則是能透過影像

來組合、構思出一件獨一無二

的作品，風格與觀點可以是直

接明瞭，又或是含蓄保留，但

不變的是可以自由、開心地去

講述一個自己所喜歡的故事。

現在我依然對原住民相關

主題充滿興趣。我想要透過鏡

頭去參與、紀錄有趣的文化故

事，如同近期所完成泰雅族編

織的紀錄片，除了能留下編織

過程的畫面外，我更想突顯影

片人物處事的態度與精神；盡

管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仍

然有許多人堅持為傳統文化開

拓道路，透過還原族服來尋找

先人遺留下的文化痕跡。也正

是因為這些重要的故事與人物

感動了我，進而使我期待自己

所拍攝的影片，同樣能對觀看

者產生一些影響，也為他們帶

來一點意義。

現在回想起自己因為想創

作而走進部落，真的是正確的

決定。在這段日子裡，記錄了

在祖靈屋祈禱的排灣族靈媒、

受邀到族人家裡品嚐可口的吉

拿富、一起參與了收穫祭的傳

統圍舞、見證了泰雅母女從種

植苧麻，到砍麻取纖、製線，

直到編織出傳統族服的過程。

這些讓人難忘的時刻，除了彰

顯出原住民文化活潑外放的特

色外，更是時刻展露出文化的

獨特價值，不僅有精彩、快節

奏的祭典舞蹈與歌謠，同時也

存在許多需要靜下心去感受的

文化內涵，曾拍攝過的靈媒祈

福如此，孜孜不倦的編織工作

亦是如此。因此我認同影像紀

錄依舊是很好的保存方式，身

為影像工作者的我，明白大眾

的觀影耐心，正在迅速的縮短

中，但傳統文化與部落耆老，

同樣也正快速消逝著；關心文

化不應是特定族群的事，而是

認同這片土地並熱愛多元的我

們，都應該去守護的。

創作將我引進部落的那件事！

朱彥銘
台北市內湖區人。1993年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現職為

自由影像工作者。自2020-2024年間，共獲10座
獎項，其中2020年拍攝紀錄片《習巫之路》，講
述原住民青年對靈媒身分從遲疑到認同的故事，

獲MATA獎第七屆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主題影音
競賽銀獎。平日喜歡透過鏡頭來觀察周遭的人與

事，計畫持續用影像來傳達對於世界的感受。

靈媒Lowbing與作者合影。


	原教121-print-印後修正－單頁 66
	原教121-print-印後修正－單頁 67
	原教121-print-印後修正－單頁 68
	原教121-print-印後修正－單頁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