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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地方文物館的藏品、蒐藏

與研究、展示與教育及經

營與管理，是一個混合獨特思考方式、意識

型態、權力結構與經濟行為之運作的結果，

並受機構的本質及此機構所處的社會文化系

統所影響。

文化再現的困境

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均設置在原住民族

地區，不但嘗試通過族群傳統文物，再現其

社會、歷史與文化，還企圖吸納社區民眾積

極參與，成為足以永續經營的文化據點，藉

以展現台灣原住民族豐富的文化特色，成為

社區重心與旅遊資源，為地方帶來就業機會

與經濟效益。雖然如此，到目前為止，28座

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的「文化再現」還是處

於困境。

比方說，博物館對原住民族文物的相關

知識與價值之認識，既是有限且客體化的，

脆弱的標本靜靜地躺在冰冷的蒐藏庫中或展

示場內，不但少見嚴格的照護行動與專業人

才訓練，一般人與學者也鮮少關心「物」、

原住民族經驗與社會文化體系之間的關係。

由於這樣的常識背景與學術傾向，連帶使原

住民族的物質文化之保存與創造，產生成效

有限的狀況，這正是因為認識基礎不夠、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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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不足所導致的。此外，

仔細深入研究原住民族社會的

性質及變遷，固然是「外在」

學者的終極關懷，但對生存在

一個被剝離社會與文化體系的

原住民個體而言，顯然實踐的

運作及其結果更為重要。由於

缺乏原住民族主觀的、內在的

關懷與詮釋，也沒有組成以原

住民族為主體的文化組織來經

營館舍，導致沒有真正成功的

原住民族博物館工作。

文化主體性及權力結構

另一方面，原住民族文物

的「可及性」不高，過去的標

本既未得到欣賞、也未能激勵

出創新的事物；異文化本身與

「物」體系（或稱之為文化資

產）從未被視為知識的主要對象，沒有彰顯出

原住民族「物」的系統、思考與智慧對當代資

本主義社會的價值，更不見社會關懷原住民族

文化資產體系所涉及的詮釋權、智慧財產權的

議題，然而，當原住民族文化資產進入市場

的、消費的系統之後，所有權便成為一個極端

重要的問題。不僅如此，由於目前偏重以「文

創」進行想像與規劃，使各館一開始便落入新

自由主義文化發展的陷阱：「文化的存在要靠

資本市場來維持。」

當代文化研究學者的觀察，不但點出階

級、性別、種族的社會關係在重製與抗爭的過

程中，獨特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強調文

化與主體性及權力之間的緊密關係。研究者提

醒我們，從一個被邊緣化或被排除的角度來

看，文化及其展演往往是獲

取、維持與抗爭權力的工具。

正因為如此，我們應重視的是

表 演 者 （ 博 物 館 ） 如 何

（how）表演（文化再現）而

非將興趣投注在表演（文化再

現）什麼內容（what）上；也

就是說，我們應重視的是文化

（博物館）中表演（文化再

現）的「過程」，而不是將焦

點放在某種特殊文化形式的

「內容」之上。

建立具文化意識的博物館系統

現階段及未來的台灣原住

民族文物之收藏、管理、展示

教育等博物館實踐，並不僅止

於單一的目的。至少，文化機

構與組織的運作，與多元化的

「物」之經驗、族群認同、創造新的文化形

式、歷史與集體記憶的詮釋、重建社會史觀等

文化政治都有密切的關聯。我們應該留意，通

過博物館形式關懷「過去」所體現的「社會文

化價值」、「全貌發展」與「主體實踐」等方

面的意義。

我們也應極力促成原住民族文物管理系

統的建構，這將不可避免需要全面地、精確地

掌握台灣原住民族之「文化資產民族誌標

本」。我們也需要建構不同層級與互相關聯的

原住民族博物館系統，連貫國家、區域、地方

及私人層級，藉以建立原民會文化部門施政所

需的知識系統，支援與輔助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及其他地方館舍的經營，強化與地方藝文組織

及民間團體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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