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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淑姮台北報導】討論完《賽德克‧巴萊》電影所能引起的共鳴，也不能忽略從批判的角度來看電影影響力。
在前幾篇系列報導中，許多學生和老師都提到，電影可做為引起主流把關注焦點放在原住民族群的媒介。但是，如此
的「興趣引發」，究竟是好是壞呢？

觀光前需深入理解
漢族籍大學生陳怡萱認為，電影上映後，聽到許多人有這樣的觀後感：「好想去部落走走！」陳怡萱說，用觀光方式
去部落逛一逛，真會為部落帶來經濟效益嗎？她也擔心若人潮湧進、財團看到商機，已面臨土地流失、山海都被BO
T的原住民部落，可能反而會遭受危害。

再者，電影所呈現出的原住民族面貌，是否就是當代的原住民模樣？「影像強化了唱歌、跳舞、喝酒、出草，這會不
會反而是加強了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

▲認識台灣的多元族群，不能單靠一部電影，應從教育與媒體著手，更是原漢社會共同責任。（劇照／果子電影提供
文／呂淑姮）

陳怡萱認為，如果真有興趣要深入理解部落，最好請了解部落的朋友帶領進入，先對族群概況與生活習慣、各族面臨
的不同議題有所了解，再到部落去走訪：「例如要去蘭嶼之前，可以先認識反核廢的原因。」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講師施聖文則以另一角度來看《賽德克‧巴萊》：「聽到多數學生認為好看、感動的原因，並
非因為電影有觸發他們聯想當代議題，而是因為電影中的人性與情感描寫。」

理解不應始於同情
施聖文認為，在一種程度上，這可看出觀眾、主流關心原住民族的角度：因為同情。因為同情原住民遭受壓迫，所以
群眾認為反抗合理，但反抗的深層原因為何？遭受壓迫而喪失權力會造成哪些影響？改變現況的方式是什麼？施聖文
認為這需要更細膩的對話探討。「更何況，原住民族並非弱者，也不希望被人視為弱者。」

施聖文直言，對人們來說，會關心、會在意的弱勢新聞，是因為「看見了別人可憐之處」，如果看不見，自然不會放
在心上。他認為，當代的原住民議題缺乏原漢對話，主流社會未能靜心傾聽、原住民族社會還要更積極發聲。

「例如，學生們都很關心原住民考試加分這件事，因為與他們切身相關。但這不需要看《賽德克‧巴萊》就可以想到
。」施聖文說。他也強調，目前原住民運動和媒體報導，都欠缺歷史陳述。將事件過程與影響說清楚，並讓議題有更
多對話、論述空間，還要從教育政策中積極著手，才能說服更多人共同關心原住民族議題。

▲回顧2011年原住民族重大新聞事件，你對哪些議題有印象？圖為2011年4月14日，桃園縣復興鄉Hagay哈凱部落居
民至行政院抗議，要求政府履行十多年前因蓋巴陵壩而要部落遷村的承諾，已住在組合屋超過10年的Hagay部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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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儘快與居民協商永久屋的興建。（圖／本報資料室 文／呂淑姮）

泰雅族、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官大偉談到教育與自治等議題：「雖然原住民持續發聲，在當下看起來好像不見
得有成效，但現代的原住民族沒有悲觀的權利。」

官大偉同樣提到，關於自治議題，原住民族要自治，必須先和多數的漢人述說「為何需要自治、如何自治」。「漢族
政府最害怕的是被剝奪現有權利，進而影響社會『原住民族自治會限縮漢人活動範圍』。」

官大偉說，在此誤解下，原住民族更應努力將自治議題闡述清楚，建立一套可以被不同族群理解的論述，讓主流了解
，一個族群的教育文化、知識體系、社會結構、族群自我認同等，都需建立在土地上。官大偉也強調，族群自治會影
響到的是政府機關的重整與法律修改，並非影響漢人個人權益。

原民議題鮮少受關注
回顧2011年一整年的原住民族重大新聞，若你身為主流社會、漢族的一份子，是否有印象哪些議題曾對原住民族造
成影響？讓原住民族不滿與憤怒的理由又在哪？

若以部落為單位，包括泰雅族新竹尖石水田部落、阿美族桃園撒烏瓦知部落、鄒族阿里山來吉部落、泰雅族桃園哈凱
部落、排灣與魯凱聚居的台東嘉蘭部落、阿美族花蓮太巴塱部落、阿美族台東都蘭部落、阿美族台東刺桐部落等，都
曾經、並且正在面臨土地流失、財團進駐、重建遙遙無期、部落生態遭外來開發破壞的狀況。

各部落用盡一切方法，抗議陳情、上網連署、發動藝文人士相挺，但成效有限，主流社會關注不多。若用重大事件來
看，2011年有著層出不窮的原漢歧視浮上檯面，例如桃園警察執勤時辱罵原住民、原住民進總統府陳情遭受無禮對
待、海基會拍廣告用詞不當等，讓原住民團體一再表達抗議。

除了歧視事件之外，攸關國土運用管理、原住民生存權利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從2010年末直到2011年尾，
官方與民間團體攻防火熱，卻鮮少在媒體上看到相關討論。

同樣與重建相關的議題，遭逢石門水庫與巴陵攔砂壩之害，以及賀伯、艾利多次風災為害的哈凱部落，重建之路極度
艱辛，部落族人苦盼10年等不到永久屋；選擇在2011年數度走上街頭抗議。莫拉克重災區那瑪夏、桃源的台20、21
沿線部落，不斷對政府發出呼喊，要求儘速修整道路，否則部落族人會一再面臨農產爛在山上、道路不通因而無法下
山販賣的命運。當地的紅肉李、青梅價格遭盤商壓低剝削，更是雙重打擊。

報導缺少原民觀點
2011年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在主流社會高度關注夢想家燒了多少錢的同時，原住民族社會也對建國一百的意
義提出自己的看法。政府動員人力財力，以推動觀光、認識蘭嶼之名，行消費部落之實，甚至發生總統留名拼板舟的
荒謬舉動，引起原民社會諸多批評；整件事卻也造成達悟族內部產生對立。但媒體報導特意引向藍綠之爭，或是僅以
展覽藝文類新聞處理，社會難見原住民族觀點。

全台人民共同使用的核電，關於核廢料如何處置、蘭嶼貯存場動態，在2011也僅僅是引起原住民與環保團體關注抗
議。原能會在3月公告台東達仁與金門烏坵為低放射性核廢料建議候選場址，年末表示蘭嶼貯存場核廢桶檢整完畢，
隨後卻又爆發核輻射外洩問題。原能會與台電以一貫官方說法迴避，包括「對人體無危害」、「已按照程序處理，有
疏忽一定重罰」，卻不能說服任何關心核能議題的人。

總統與立委大選倒數4天，各候選人造勢、猛開支票已逼近瘋狂階段，日前卻仍發生原住民族無法向總統候選人提問
、聲音被集體消音的憾事；總統馬英九在回答媒體提問時竟公然表示《原住民族基本法》為「無法實踐」，也間接說
明原住民人權窒礙不前的主因。

以上重大事件，僅是原住民社會面臨議題中的冰山一角。與族群認同最相關的原住民族教育權、師資培育與晉用，在
2011年並無太多討論。原住民族相關議題仍以土地、政治、環保等面向為主，培育人才的重要政策被悄悄地邊緣化
，甚至在由教育部、行政院原民會主辦的「2011年原住民族教育學術研討會」上，也只見與會官員的敷衍，引發在
場家長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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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漢應攜手對抗難題
回到《賽德克‧巴萊》，討論完電影帶起的風潮和反思後，接下來可思考如何抓住時機，讓電影延伸到現代，不分族
群，一起討論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例如，2011年讓許多人憤怒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正案通過，人民將面對浮濫徵收
的「合法」亂象；但在此之前，原住民族早已在土地議題與政府抗爭多年。這也顯示未來的台灣，不分原漢各族，都
可能碰到土地流失與迫遷難題。這樣的難題，意味著人民互相對話、發聲、結合、爭取權益的重要性。

但談到「用電影抓住討論時機」，就一定要問到這個問題：認識台灣的多元族群，究竟是誰的責任？

外表坊實驗團團長李建常聊起與知名排灣族編舞家布拉瑞揚認識的經歷，「到布拉的部落去看，才知道不是所有原住
民族都能出國深造、獲得表演機會。」李建常說，他也曾問過「原住民族為什麼都住在偏遠的地區」這樣的問題，後
來認識了不少原住民族籍的好朋友，開啟他深度理解族群議題的契機。

「自己去理解、認識和學習是很重要的，『學習』這件事不只發生在校園裡。更好的方式是，從教育著手，讓學生在
學校就能接觸正在發生的族群議題！」李建常說。（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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