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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灣社會日趨重視原住民議題的時刻，

我們就愈會看見原住民地位的提升。面

對台灣社會的轉型與變遷，大家或許會關心經

濟或是民生議題，但同時也有不少人是非常關

注弱勢族群的。尤其是原住民議題，伴隨著

《賽德克‧巴萊》的電影效應，更為台灣及國

際社會所矚目。

由此可見，現在的原住民已經不是過去一

般人所漠視，或是默默無聞的，而是大家茶餘

飯後及社會中不斷提及的話題。以此現象觀

之，我們就不得不認真看待相關議題的後期效

應，會對我們原住民及台灣社會帶來什麼樣的

影響。或許我們可以從「局內」與「局外」，

也就是「原住民」或「非原住民」兩個角度來

觀察「原住民的日子」此一議題會如何發展。

原住民日 該共同紀念還是各族放假？
論及「原住民的日子」，是為了紀念憲法

條文中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這是原

住民社會運動中很重要的里程碑，在經過了多

年的努力，我們終於將含有歧視的稱號就此正

名。其意義之深遠足可為台灣社會共同紀念。

以「原住民的日子」為題來探討屬於原住民的

日子時，似乎要先了解這個日子的意義與我們

社會的關係，才能真正表述這個主題的精神。

由「正名」出發來探究原住民的日子之意

義，豈止於紀念或論及部落祭典休假與否而已。

目前的國定假日均以漢人的文化節日為主，就如

春節是以漢人曆法而定，是否也應考量原住民文

化的習俗而予以尊重及放假的權利？原住民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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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祭典不盡相同，例如排

灣族與其他有「小米收穫祭」

的族別，均視該祭典等同於漢

人的「過年」。

政府確實也已訂定辦法准

予原住民放假，回部落參與祭

典的舉行。此時大家應該探討

的問題是，就原住民各族自行

放假呢？或是全國都應該有一

個固定的放假日以紀念所謂的

「原住民日」？這是值得商榷

的一件事。各族文化習俗及時

令皆不同，很難統一訂定；若

就依各族的文化習俗而論予以

放假，恐又得面對主流社會觀

感的問題，造成排斥與衝突。

有鑒於此，當我們訴求原

住民權益的時候，其實同時也

要思考主流社會的整體意義，否則將原住民區

隔於社會不僅不利於原住民，也有違社會和諧

之營造與族群之相處。

放假的權利與祭典的意義

若依原住民本身而論，原住民的日子享

有放假的權利，回部落參與祭典活動之目的與

意義為何？就其立意與宗旨來看，是可以給予

肯定與支持，但其配套措施若未盡完善，就有

失此善舉之美意，是一個空有外殼沒有內容的

政策。甚至會被社會誤解，認為原住民是得寸

進尺，無限擴張其權益版圖。

又，在原住民文化嚴重式微的今天，很

多族人重視經濟的追求更勝於放假的意義，以

工作機會及生計為重而放棄了放假的權利。因

此，該如何讓原住民的日子有其重要又深遠的

意義，政府與民間都應加以細心思索與考量。

立意不錯，但配套措施不明，是會有適得其反

的困擾。而族人雖然知道有此一政策，卻不知

道該如何理解，若純粹為放

假而放假，這是令人擔憂的

認知。

屬於自己的日子 原住民能有何
作為？

筆者提出幾點論述來讓大

家共同思考原住民的日子，原

住民可以有的作為。首先，可

藉此向週遭的朋友介紹自己的

部落與民族文化，讓台灣的所

有住民認識原住民文化，是我

們每一個人的責任。何況，透

過原住民電影與文學的豐富呈

現，愈來愈多人想認識這塊台

灣的瑰寶。

再者，眼看先人所留下

的珍貴智慧因社會變遷逐漸

沒落與式微，做長輩的與原住民菁英及知識

份子不應獨自感念，而是要承擔保存、傳承

的責任，讓後代也能回到自己的根，找尋文

化的源頭、學習祖先的智慧。

最後，參與祭典的態度應講究神聖莊

嚴，而非娛樂觀光。就部落祭儀文化的本質

而言，神聖意涵遠遠超過歡樂性質。猶太人

之所以能將流離失散的族人重新聚集，並有

效地保存與傳承其語言與文化，所靠的就是

一份神聖的宗教情操。如今太多的原住民部

落視傳統祭儀為娛樂活動，在乎的是個人感

受，而非敬天思故地體會、認知自己的部落

文化。

當我們將「原住民的日子」訴諸原住民

權利的時候，這個「日子」該如何表現？又

該如何紀念？或許是我們該思考的問題。但

也不要忽略「原住民的日子」能為原住民的

發展帶來什麼樣的契機，反倒是我們大家要

共同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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