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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播媒體事業對原住民族來說是近年才起

步發展的領域，長期以來原住民族向來

是被報導、被詮釋的角色。然而，因為被報

導、被詮釋的效果，往往不盡於事實，而常

導致主流社會造成對原住民無可彌補的傷

害。原住民社會菁英體認沒有媒體權就沒有

發聲權的事實，因而萌生建置原住民媒體主

體性的主張。

建置原住民媒體主體性

經多年的運籌帷幄下，原住民族電視台終

於在2004年12月1日正式開台，2005年7月1日開

播。成為全亞洲首創的「原住民族電視台」16

頻道。原住民族電視台經台視文化、東森電視

台相繼承作下，已經建立初步基礎； 2007年元

月，原住民族電視台轉由公廣集團營運。目前

是亞洲第一個原住民族電視台，也成為原住民

族追求傳播權的象徵。

就讀傳播科系的研究生

就實際人力而言，原住民電視台的相關人

才除了原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同仁之外，仍持

續進用原住民媒體工作者，根據現況所了解，

科班畢業者鮮少，幾乎是從不同領域加入原民

台的工作行列。我們也從96學年度原住民研究

生總數發現，就讀傳播學相關系所僅有6位，且

都為碩士生，尚無博士生。僅佔原住民研究生

總數的0.9％。其中有4位是就讀私立世新大學傳

播學，皆以在職生身份就讀；1位就讀政治大學

廣播電視系所，為日間部學生；1位就讀台北藝

術大學廣播電視，同樣為日間部學生。從上述

了解，就讀傳播學科系的原住民研究生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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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新大學。就民族身份來看，6位裡有3位是

阿美族；排灣族、太魯閣族、泰雅族各1位。其

他族則尚無就讀傳播學科系的學生。

不過，近年原民會與學者的關注下，不乏

相關論述探討。2008年有一場攸關原住民媒體

的研討會，舉辦「大眾傳播媒體中的原住民」

學術研討會，主要想從媒體政策面、媒體觀察

面及媒體實務經驗面提供多元觀點及想法。以

下謹請原民會教文處謝亞竹對此次研討會進行

簡介。

「大眾傳播媒體中的原住民」學術研討

會於97年10月31日，於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B1國際會議廳召開。與會學者專家包括李東

明副處長（行政院新聞局視聽資料處）、林

福岳教授（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

系）、張錦華教授（臺灣大學新聞研究

所）、王嵩音教授（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

訊傳播研究所）、林文玲教授（交通大學人

文社會學系）、吳鼎武教授（中原大學商業

設計系）、虞戡平導演、瑪拉歐斯經理（原

住民族電視台節目部）等，都是目前在原住

民傳播媒體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從影片看原住民族形象

從影片看原住民形象為議題的有行政院新

聞局李東明副處長與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林

文玲教授。李處長以「從文宣片的角度談原住

民族傳播」為題，播放三段影片，闡述理想中

的對台灣原住民族影像作品的生命週期，並期

許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可成為原住民族

李東明副處長講演「從文宣片角度談原住民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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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作品的最佳典藏處所；而林文玲老師則認

為用另一種方式來談原住民形象。林文玲教授

認大眾傳播媒體目前或許已產製不少原住民相

關成品，但這些成品是否真的代表原住民觀

點，或成品內容是否為原住民所需要，這也是

我們應該要認真思考的。

攸關探討原住民傳播主體性議題的有東華

大學林福岳教授與臺灣大學張錦華教授。林福

岳教授的「原住民傳播主體性與媒介表現」演

說，認為從「原住民記者」和「原住民所有媒

體」的角度來思考原住民傳播者的媒介定位。

他認為原住民族媒體的意義在於（1）實踐原

住民族傳播的主體性，表達原住民觀點以及掌

有主控權；（2）建構自我的論述，以表達意

見、傳遞文化、建構認同；（3）原住民族媒

體應是建構原住民族傳播網絡以及促進族群發

展之工具，媒體工作者需要再教育；張錦華教

授以「從原住民族傳播權的觀點：檢視大眾媒

體如何再現原住民族」，闡述原住民傳播權的

概念。

中正大學王嵩音教授發表的是「原住民族

節目之閱聽人研究」，介紹閱聽人研究的簡史

以及重要研究途徑，並以《山藸‧飛鼠‧撒可

努》這部原住民原生電影進行閱聽人分析與研

究，透過焦點團體方式，訪談與檢視族群與電

影訊息的互動情形。對原住民觀眾來說，這部

影片簡單卻精準傳達了部落生活的智慧；漢人

觀眾較無法拋開原本的思考模式，以漢人本位

觀點來評價電影內容。用另一種方式來談原住

民形象。

原住民的自我發聲權

 中原大學瓦歷斯拉拜教授則是以「前瞻當

代原住民跨領域藝術設計的未來」為題，從設

計觀點談論原住民族藝術創作概念的創新意涵

林文玲教授講演「原住民影片的原住民形象」。 原民會副主任委員王進發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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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代性。並認為要建構當代原住民藝術史與

確立其藝術語言，最重要的是，當代原住民藝

術家必須勇敢走出部落，學習新興媒材工具，

結合原住民傳統文化生活創意與智慧。此次會

議已激起許多的討論、回應與檢討。期待經由

這樣的聲音傳達，對於原住民被攝者能有更多

的尊重與關懷，讓我們的原住民族朋友可以享

有一個更舒服自在的生活空間。

傳播人才的培育及展望

為了深入了解其內部進用傳播學相關系所

的情況，我們電訪原民台台長馬紹表示：目前

原民台的人員總計有126人，其中正式職員有

90位，人力派遣非正職有36位。成員主要是透

過由原民會與公視已主辦四屆的「原住民媒體

人才培訓班」為主要來源，約佔60％。分別於

新聞部、節目部與行銷企劃部服務；科班畢

業如東華大學語言及傳播學系畢業學生僅約

佔10％；非原住民也約佔10％。由此推論，

在追求原住民媒體主體性的過程裡，在相關人

才較為匱乏的情況下，具備專業性的生力軍，

可預見還有極大空間可以努力。

大眾傳播媒體目前或許已產製不少原住民相關成品，

但這些成品是否真的代表原住民觀點，

或成品內容是否為原住民所需要，這是我們應該要認真思考的。

張錦華教授講演「從原住民族傳播權的觀點」。 虞勘平導演拍攝原住民族影片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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