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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月会議リスト
List of Meetings Held Between December and February

文︱編輯部

12-2月會議列表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藝術與傳播理論暨實務研討會
 2013年12月20日

 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

近年來，學術界關於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

藝術及傳播等方面的論述、研究、出版，已有蓬勃

發展的趨勢；同時，在實務界方面，開始有積極推

動文化創意產業及資訊傳播事業等活絡景象。惟學

術界與實務界如何緊密合作，共同推展，亦有待集

思廣益，尋求新的發展方向。學會成立以來，積極

參與各種原住民族學術研究，定期出版台灣原住民

族學報及出版專書等，每年舉辦台灣原住民族學術

研究研討會。今年，則以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藝

術、傳播之理論與實務為研討主題，以促進文化、

藝術及傳播之連結與合作，提高學術研究水準，並

促進文化、藝術及傳播產業發展。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 

 營與管理學系、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重返社群資源—原住民族集體文化權利之理論 
 與實踐」研討會
 2013年12月21日

 台北教育大學篤行樓 

    6 樓Y601會議室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原住民族基

本法》、《原住民族傳

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均揭示原住民族有權保

存、掌管、保護和發展

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

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不

過，原住民族就集體文

化權利，應透過何種機

制實現集體同意與管理

收益？在社群共識凝聚的過程中，必須克服哪些困

難？非原住民社群又應如何評價此種特殊權利？在

過去並無台灣本土性的實踐個案可作參考。本研討

會即以前述議題為主軸，由法學、人類學、文化理

論之角度，多元切入探討；並辦理部落論壇，邀請

實地參與「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試辦計畫」

之部落成員，分享並重新檢視原住民族集體權利之

可能運作模式，與部落對於自主管理傳統文化詮釋

權之期待與展望。

 教育部

 103年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2013年2月21日

 教育部5樓大禮堂

每年2月21日是聯合國「世界母語日」。教育部為了

響應世界母語日，在這一天頒發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貢獻獎，將台灣致力推展本土語言等傑出人士與團

體表揚。在116件的舉薦申請當中，最後10個團體及

個人得獎名單中，有3位原住民得獎人獲頒此項殊

榮。邵族耆老石阿松以發音系統書寫並記錄逐漸消

失中的族語單字及發音，吳明義撰寫《阿美族語辭

典》，將語言文字化。游仁貴長期耕耘拉阿魯哇語

的保存與教育，幾以一人之力，完成辭典編纂工

作。本屆頒獎典禮還特地邀請馬彼得校長，帶領羅

娜國小合唱團表演原住民語傳唱歌謠，在世界母語

日這天，讓社會大眾瞭解推廣母語的意涵與重要

性。（圖片提供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