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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 90 週年校慶創意啦啦隊錦標競賽在 5 月 19 日舉辦，其中財政學系（下稱「財政啦啦」）的表演以迪士尼
電影《海洋奇緣》作為主題，由於隨意拼湊類似「原住民文化」的服飾引來爭議，政大搭蘆灣社批評「當天的表演產
生錯誤的文化傳遞，使得觀賞者留下錯誤的刻板印象」。

隨意拼湊原民服裝，政大財政啦啦隊致歉

今天穿著服裝或許我們無意，但在觀者眼裡我們可能就代表了其文化，更甚可能定奪或影響觀者們對其文化的認知。
政大搭蘆灣社（Talu′an）經過內部討論後，向財政啦啦的負責團隊提出疑問，在獲得財政啦啦善意的回應後，他們
在 6 月 3 日發表聲明。

首先，財政啦啦承認服裝選用並未善盡了解文化的事前功課，僅是透過服飾店任意的搭配來呈現「海洋奇緣」的主題
。在服飾店任意的搭配下，女生的表演上衣與阿美族的服飾類似，但頭飾的羽毛與下身的裝扮卻不屬於該族的服飾，
除了整體服裝的混搭造成傳遞錯誤文化資訊外，也將屬於台灣原住民族的阿美族文化誤植在源於波里尼西亞原住民族
文化的《海洋奇緣》。

「當不正確的文化面貌被表演於眾時，對我們來說是種文化消費，缺乏對於文化、對於原住民族的基本尊重。」政大
搭蘆灣社在聲明裡強調，在對不瞭解文化之前就將它拿來表演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因為對於文化的無意識，導致服
飾店老闆、教練隨意拼湊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樣貌，下意識地將《海洋奇緣》的想像連結到印地安羽毛、紅紅的上衣
、有圖騰模樣的服飾，甚至造成錯誤的資訊被散佈，例如《政大校訊》的報導提到：「財政系則頭戴印地安羽毛頭飾
、身穿台灣原住民圖騰上衣。」

財政啦啦承認這次表演服裝選用是「在資訊蒐集不完全以及對原住民文化不夠了解的情況下」做的錯誤決定，「當下
並未意識到所造成的後果會多巨大」，「今天穿著服裝或許我們無意，但在觀者眼裡我們可能就代表了其文化，更甚
可能定奪或影響觀者們對其文化的認知。

對此我們必須致上歉意，也答應盡我們所能在往後的任何活動裡避免去侵犯到或甚至傷害到原住民的文化。」

政大搭蘆灣社：原民服裝承載的不只是文化

搭蘆灣社在聲明表示，他們相信財政啦啦的同學、教練無意傷害原住民族文化，「但他們疏忽的是，當表演選擇這樣
的衣服來呈現時，凸顯了自己對於所選題材中應有的行為舉止與故事背景的不瞭解」：

「當服飾作為表演元素的時候，它所代表的就不再只是服飾，更多的是服飾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原住民族服飾上
面的花紋圖樣、穿搭方式本就有其意義，之於個人，是我們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之於集體，是我們實踐族群文化的
方式。

對於原住民族來說，服飾所承載的重量不只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內涵，有的是家族歷史的延續，有的存在著族群集
體的記憶。」

對原住民族來說，服飾所承載的重量不只是文化內涵。圖攝於高雄市聯合豐年祭。（Credit: Mat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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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延燒，部分社員不滿草率道歉

然而當兩方聲明發出後，政大交流版上卻傳出財政啦啦內部意見分歧，有人無法接受搭蘆灣社的指正，因此海洋奇緣
服裝混搭爭議仍持續延燒；5 日深夜，「黑特政大」還出現一則自稱搭蘆灣社原住民社員的匿名發言：

「我認為不是小題大作，而是反應出我們原住民一個很大的缺點，自信心不足而自以為被歧視。」

針對事件後續在交流版上的討論，財政啦啦在昨日（6/11）下午發佈聲明回應，並再次道歉：「每個人的觀點不同，
因此系上有許多不同的聲音甚至嘲諷出現，並不是不尊重原住民文化，只是對於聲明中的某些字句希望能再斟酌，這
部分是我們的疏失，很抱歉在未與系上同學取得共識前就已同意發出共同聲明文而造成這麼大的風波，在處理這次的
事件上我們的確不夠謹慎，也再次跟搭蘆灣社致歉。」

搭蘆灣社則在後續回應聲明解釋，之前發佈聲明的目的是在於「導正錯誤的文化傳遞及訴說服飾在原住民族心中所承
載的重量與意義，以期望大家在未來準備相關活動時，能負起善盡資訊確認的責任及對族群文化的基本尊重。」「從
許多人不友善的言論到現在網路上層出不窮的文章，字字句句顯露原住民族長期所受的刻板印象與歧視言論⋯⋯」

爭議也是溝通契機 應省思原民處境歷史脈絡

前搭蘆灣社社長、Lima 台灣原住民青年團團員 Eleng Kazangiljan（郭文萱）接受《Mata．Taiwan》訪問，認為這
次事件後續引發的討論，某方面來說也是打開溝通的契機，「寧可他真實地表達感受，也不要只是用華麗語言的包裝
，假裝尊重卻不知道文化的深層內涵。」

例如此事爆發後，黑特版上開始有人藉機爭論原民有加分、補助政策是不是特別優惠，或質疑原住民談傳統文化缺乏
正當性，「在教育沒有去提點，也在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刻板印象）不斷透過世代傳遞下來」，「但這些都不能是
藉口。」Eleng 認為這些政策固然有其該檢討之處，但非原民也應該要瞭解「為何原住民有這些原民權利」。

「會有人把都市原住民與低收入戶去比較誰更值得受到保護，但這兩種身份不能直接類比，因為權利內涵不一樣」，
原住民族歷經被現代國家殖民、邊緣化，對於山林的管理、傳統領域及文化等權利被國家剝奪，因此原住民爭取的是
自然主權，以及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國與國的關係 ;
而依社會救助法規範的低收入戶則是表示國家對於國民的照護責任。

談到相互理解，是真實的相互理解，所以也不該對原住民抱著和現實脫鉤的浪漫想像。「就現實來說，當代原住民長
期受到資本主義、貨幣經濟的衝擊，既有的傳統文化規範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有實踐的困難，我們也必須承認，有部
分族人，因為生活需求而觸犯禁忌，像是狩獵規定或者山林資源的使用。」但 Eleng
提醒，原住民族也開始找回這樣的傳統規範來維持社會秩序，訂立部落的狩獵公約、獵人自我管理組織等等。

「我們也必須思考，今日原住民族傳統秩序式微的處境是誰造成的，背後的歷史原因是什麼？」

在歷史記憶的爭執裡，讓每個人去說他們的故事，無論哪種聲音都應該被聽到，促進相互傾聽與理解。「無論如何，
中華民國政府也不能說原住民無法管理自己就不恢復原住民族應有的權利，」她說這像是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豪人
曾做的比喻 ——「我偷了你的錢，然後我覺得你不會管理，所以我不要還你的錢。」

「但問題是，你偷了人家的錢，本來就該歸還給人家。」

曾有同學批評 Eleng 是「原民沙文主義」，會導致「非原民被歧視」，僅管當時她感到很氣憤，卻也對於「為什麼
可以加分」這類指控覺得難以解釋；現在回想起來，Eleng
覺得在主流教育與媒體對原民不斷形塑的刻板印象下，似乎會發生這種爭論也不是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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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g 最後援引台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所說，現在轉型正義的工作應推動「社會的大訴說」：在歷史記憶的爭執裡，
讓每個人去說他們的故事，無論哪種聲音都應該被聽到，促進相互傾聽與理解。

「不是帶著報復的心態去溝通，而是更理解過去歷史的錯誤，才能在這塊土地上和解，如果都不去面對，停留在過去
的想像，那這種言論就還會再出現」。

參考資料

政大財政啦啦隊演出影片

延伸閱讀

連族人都常搞錯的原民服飾，如何拿捏傳統和創新的分際呢？
我們願意分享，但不願意被醜化！
原住民學生考試加分政策，到底是「加分」還是「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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