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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的春天，一群傳播學系同學為了

拍攝畢業專題影片，前往台東縣

延平鄉的「內本鹿」。內本鹿，布農語稱

Laipunuk，是指這塊區域原本屬於魯凱族之意。
其坐落於中央山脈南段，位在卑南主山以南、

鬼湖區以北，包含現今的高雄市桃源區與台東

縣海端鄉、延平鄉等行政區域，是部分巒社群

與郡社群布農族人居住的舊部落。直至1941年
日本人以武力強迫遷村至台東縣延平鄉桃源、

紅葉、武陵、巒山、永康等5個村落中，並禁止
族人再返回山區。

回到埋藏肚臍的地方

在布農族的傳統習俗中，會將嬰兒的肚臍

埋在出生的地方。若按照布農族的講法，「我

的肚臍在內本鹿」，即意味著「我出生在內本

鹿」。為了回到埋藏肚臍的地方，自2001年開
始，延平鄉桃源村的族人們陸續展開了尋根之

旅，並由在地族人蔡善神先生製作《重返內本

鹿》紀錄片。

而傳播學系同學們預計製作的影片，就是

以此為基礎。內容描述一位居住在延平鄉桃源

村的布農族青年，基於對自身文化

的好奇，希望透過重返內本鹿的

「尋根之旅」，了解過去祖先在這

塊土地上的歷史和生活方式，同時

延續長輩們過去十年來的尋根歷

程。

研究方法相同 處理方式迥異
由於與影片主角熟識的關係，筆

者也參與了這項拍攝計畫，並擔任這

群傳播系同學以及布農族朋友之間的

溝通橋樑。在整個拍攝過程中，發現

自己不僅是雙方的傳聲筒，更因為我

介於平地同學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更能感受到兩者因文化上的差異，產
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居住於此地的布農族人自2001年陸續展開尋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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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觀念上與溝通上的落差。

另外，有趣的是，我與這群傳播系同學們

所學的研究方法，都是透過田野調查和訪談記

錄來進行；但是，民族系的同學（筆者）與傳

播系的同學卻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與見解。看

似平凡的拍攝過程，背後卻透露出攝影行為

中，被拍攝者與拍攝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

原住民與平地人之間在拍攝過程中的文化衝

突。

原住民與平地人之間的價值觀差異

與大多數拍攝影片的媒體工作者情況相

同，同學們基於拍攝成本的經濟壓力與交片的

時間壓力，對於影片呈現、議題設定及腳本安

排，都希望能夠在掌握範圍之中；行前甚至要

真相與建構——談內本鹿的拍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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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青年重返內本鹿，找尋自身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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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這位布農族朋友，能有份劇本式的稿子。

然而，對部落族人而言，「尋根」這件事

情就如同一個人回家一般，是件自然不過的事

情，難以擬定一個具有戲劇性張力的情節。再加

上族人受生活環境的影響，事情往往因天氣、農

忙等而充滿變數，總得等到約定日期將屆才能決

定。更不用說爬內本鹿這種登山活動，許多突發

狀況都是事前無法推測的。

如此觀念上的落差，導致那群同學對這位

布農族朋友產生了漫不經心的印象。雖然看似溝

通上的摩擦，實際上卻反映出原住民與平地人在

共同處理一件事務時，時常因濡染的生活方式和

文化上的差異，處理事情的態度和方法也有所不

同，進而造成彼此的誤解。再者，若傳播媒體人

缺乏與部落族人相處的經驗，又因拍片壓力而忽

略與部落族人「搏感情」或疏於了解當地人際網

絡生態的話，類似的問題更是層出不窮。

 
再現真實？或逢場作戲？

在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有

時因拍攝題材，而有著微妙的合作

關係。大多數的原住民因信仰基督

教、天主教的因素，除了重要的傳

統歲時祭儀，平時已少有祭拜祖靈

的行為。然而，傳播系同學們在行

前一天，與在地的布農族登山嚮導

及青年（主角）討論拍攝內容後，

爬內本鹿這三天因攝影機的出現，

或多或少地改變了原本的行為。

從小深受基督教信仰的洗禮，

這位布農族青年凡事都是向耶穌基

督來祈求，而非祖靈的保佑；然

而，在當地嚮導的安排下，無論是

入山前的儀式，抑或是途中祭拜當

年布農族抗日事件誤射日本小孩的

地點等，這些祭拜祖靈的舉動都和

布農族青年的信仰相違。事後詢問拍攝團隊在內本鹿進行了三天兩夜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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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布農族朋友的感想，他說是為了配合拍攝

而勉強「演出」。

這樣的情形反映出被拍攝者因了解拍攝者

的需求，刻意在片中添加些許帶有原住民傳統

生活的「原味」，使此片更具「尋根」的氛

圍。但是，這樣的「原味」因攝影機的介入，

是更能激發被拍攝者再現過去的傳

統，尋求另外一種真實？還是只是基

於對過去的一種想像，而逢場作戲

呢？

關於影片製作的倫理

打獵文化對布農族來說不可或

缺。在登山的第二天晚上，嚮導就帶

著兩位朋友到深山去打獵，寂靜的黑

夜更強化了打獵過程的緊張刺激。對

於我們這群平地人來說，第一次看到

從獵捕到支解，再到烹煮的過程，相

當令人興奮，二話不說即拿起攝影機

與相機拍攝。儘管如此，嚮導大哥仍

耳提面命地提醒現在非合法狩獵期

間，絕對不行公開放映。

然而，到了傳播系同學的畢業製

作公開展覽時，驚覺他們非但將打獵

的畫面剪輯進去，更在後面的字幕上

打上「山羌」等字眼。雖然此一手法

能夠提高影片的戲劇張力，但既未取

得被拍攝者的同意，也未考量到被拍

攝者可能會因公開放映而遭遇麻煩。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群同學在影片公

開放映前，並未基於尊重被拍攝者的

田野倫理，將影片先給被拍攝者觀看

的行為相當值得省思——在這樣不成熟

的田野倫理下進行拍攝，拍攝者掌握

絕對的詮釋權；如此不平等的權力關

係，是否會對被拍攝者本身，甚至他背後代表

的文化造成傷害？ 
綜上所述，在進行有關民族誌影像的拍攝

時，不僅要謹慎地思考影片中真相與建構之間

的平衡，更要拿捏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權

力關係及拍攝的倫理，以及兩者因不同的文化

背景，在溝通上可能會產生的摩擦。

真相與建構——談內本鹿的拍攝經驗

透過在地的布農族嚮導，更深入了解內本鹿的故事，

及布農族的狩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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