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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是局外人」在過去 3 個月以來，搜尋熱度最高的一天是在 6 月 24 日（見下圖）—— 那天是第 28 屆金曲獎
頒獎典禮，張震嶽在開場表演，一開始就高舉「沒有人是局外人」毛巾，一些新聞標題或內文寫道：「金曲音樂人舉
牌要撤銷亞泥」、「反亞泥成金曲亮點」、「表達『愛台灣』的理念」，讓這個起初為傳統領域劃設辦法排除私有土
地，而喊出的抗爭口號，頓時擴充到更廣泛的訴求與意義。

但同一天，「傳統領域」的關鍵字熱度卻是 0。

相較之下，「傳統領域」搜尋熱度最高是在 6 月 3 日與 4
日，凱道抗議剛滿百天，警方利用雨勢，部署大批警力驅離在凱道上的原住民，引起許多關注者的強烈不滿。

凱道佔領運動即將滿半年，究竟「沒有人是局外人」這句標語的意涵是什麼？關心傳統領域議題的人可能會怎麼解讀
？為了這些問題，《 Mata Taiwan 》找了「倫敦講臺」的兩位成員洪淳琦和阿美族的林果葶，一起在世界原住民族
日，聊一聊這個在過去一年以來，佔據原住民族新聞最多版面的議題。

「沒有人是局外人」是否可能過於理想

「倫敦講臺」成立於 2014 年 318 運動以後，由倫敦各大學院學生與研究員，因關心台灣服貿議題與民主危機組成的
跨校社團，他們平時透過舉辦讀書會、工作坊以及撰寫文章，在海外積極關注臺灣公共議題。今（2017）年 2
月以來，他們針對傳統領域劃設的爭議，不同科系成員的投書已經累積多達 22
篇，從法律、語言、轉型正義等不同方面討論傳統領域。

Q1：你覺得「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意義是什麼？這句其中的「沒有人」是指誰？

「沒有人是局外人」這樣的宣稱很大，可是到底要怎麼進入局內呢？洪淳琦（律師，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倫敦大學法
學博士候選人）：

因為我是法律人，對於詞句的使用比較嚴謹，剛開始看到「沒有人是局外人」這句的時候，心中也有問號，像之前張
震嶽拿毛巾就被解讀成「反亞泥」，可見很多人還不清楚這句話原本是什麼意思；或許也是一個契機啦，讓其他人開
始關注傳統領域的議題。

相較之下，「傳統領域不打折」這句對我來說就比較具體。

我覺得這句話的「沒有人」，意思應該是呼籲「不分族群都要關心原住民議題」，不過我個人從來沒引用過這句話，
但發現有時轉貼消息時，留言會有非原民跟著說「沒有人是局外人」，或許是這句話帶給他們的共鳴。

我認為需要小心使用「沒有人是局外人」，有兩個理由：以前聽過主張原住民族主權的朋友說，雖然這句標語有機會
更廣泛地增加關注，變成一種「公民運動」，但同時也可能抹去原民本身獨特的歷史面向，以及漢人在其中作為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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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

另一個理由是，我雖然不是原住民，但我因為念法律而成為這次用法律討論傳統領域劃設爭議的「局內人」，我應該
要注意到自己的知識怎麼運用，避免自以為了解的去解釋原住民族文化的問題。

所以我心中也有點矛盾，因為「沒有人是局外人」這樣的宣稱很大，可是到底要怎麼進入局內呢？

大家反省到舉毛巾喊口號的同時，卻沒有進一步去認識到議題，這是一個問題。但同時，現在觀察看來，「原轉小教
室」也把議題擴大了，或許在《劃設辦法》的爭議以後，促進其他原民議題的關注也是好事。

「沒有人是局外人」會引起我的共鳴，但我會在主動了解議題背後的更多資訊之後，再去表明支持，我相信在凱道上
的人也是這麼想。

林果葶（阿美族，西敏寺大學媒體研究博士生）：

我認為大多數人，無論群體和文化背景，其實都會是「局外人」，要變成「局內人」是有難度的。「沒有人是局外人
」傳統領域劃設脈絡之下，對我來說應該是要大家去關心土地，而且是生活在台灣的每一個人都要關心。我爸爸是漢
人、媽媽是阿美族，傳統領域的劃設對我來說，和文化、生活有直接連接，也是大型開發案的一道防線 ——
要得到當地族人的「知情同意」。

所以，這句標語對我來說有一些沈重的壓力 ——
我自己覺得有點太理想化，因為實際上沒有任何人可以理解另外一個人，或不該被要求一定要為另一個人做些什麼。

因此我認為大多數人，無論群體和文化背景，其實都會是某個不理解脈絡下的「局外人」，要變成「局內人」是有難
度的。

我也是某種程度的局外人，因為我不是完全在部落長大的小孩，對於傳統文化很多是學來、聽來的，因此，我也要求
自己要在實際了解、相信後，才能確認自己是「局內人」。

肯定政府通過《語發法》，但傳領劃設應好好處理

Q2：蔡英文總統在去年 8 月 1 日道歉時，你有關注到嗎？怎麼評價這一年政府在原民政策的表現？

洪淳琦：

早在大選前，我就關注到蔡英文上任後會道歉這件事，也有關注道歉場外的抗議，和原民轉型正義盟徒步環島的動態
。我覺得有道歉比沒有好，但我們都知道這儀式更多是象徵性，重點還是要看執政的成效如何。

當時很多人沒有關注到，或不能認同蔡英文對原民道歉，反映出台灣普遍大眾不太了解為什麼要道歉，因為教育也不
太提到原住民這一塊。我自己是因為做的研究題目與原民有關聯，也是因為做研究才慢慢認識原民議題。

這一年來原民政策的表現，我認為最大問題在於連遵守法律都做不太到，像《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
，完全沒有將傳統領域定義為「限公有土地」，但原住民族委員會卻一直強調《原基法》第 21 條第 1 項和第 4
項出現過「公有土地」4 個字，結果連帶把諮商同意權縮限到只有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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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是關於從後殖民的觀點看原民傳統智慧創作，因為現行臺灣的智慧財產權法規是以西方的智財法觀點，去規
範哪些可以保護或不能保護，就會導致原住民歷經長時間歷史的創作排除在外。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至今沒有通過一件申請案件，其實原民會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行政
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未依前項規定訂定處理期
間者，其處理期間為 2 個月。」原民會卻一直用沒有前例、需要花時間處理作為理由，拖延到 2 年都還沒有結果。

林果葶：

我當時覺得蔡英文以總統身份道歉，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整個過程和道歉的方式其實有瑕疵，像蔡英文是把族人邀請
進總統府內道歉，並不恰當，沒有走進原民的生活做道歉，不過道歉文寫的很有誠意，當時以為好像有點希望，比如
說《語言發展法》進到三讀、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展。

原本也以為凱道的抗爭不會到很長時間，政府應該很快就會出來回應，我們在英國的時候發現《劃設辦法》有不太對
勁的地方，應該要好好解決，卻發現一直以來沒有處理到，讓抗爭也無法結束。

有完整的傳統領域，原住民文化才是真正的存在。

原民政策方面，《語言發展法》讓族語列為國家語言是很正確的事，讓我想到之前在國外經常被問「會不會說
Chinese 」，曾經就疑惑自己的母語到底是什麼。但我認為 8 月 1 日的政策進度報告是本來就應該要做到的，不能
理解為何變成當初承諾之一，另外像蘭嶼核廢料的調查工作也進行了很久，應該要儘速有下一步動作。

部落自主宣告範圍，將有助大眾了解傳領意義

Q3：讓非原民認識到傳統領域的內涵與意義，你認為會是困難的嗎？為什麼？

洪淳琦：

或許在愈來愈多部落來自主宣告範圍，有更多人分享自己和部落傳統領域的關係時，大家看了實例能夠比較容易了解
。我認為要讓非原民認識還滿困難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習慣用西方私人財產權的觀點來看土地，但要用部落文化歷
史的習慣來看，才能大致理解為何要使用傳統領域，而且不同部落的管理規範都不同。
雖然現在有很多懶人包，還是很難解釋到傳統領域的多樣和複雜性。

或許在愈來愈多部落來自主宣告範圍，有更多人分享自己和部落傳統領域的關係時，大家看了實例能夠比較容易了解
。

林果葶：

大部分對於原住民還是停留在刻板印象，覺得原民就是會唱歌、跳舞、喝酒和吃檳榔，更何況要認識到傳統領域的內
涵，也是因為原民人數少被邊緣化，對於大眾覺得重要性不高。

我曾經轉貼自己寫的投書，發現自己的朋友圈裡有看的人也不多。也有朋友來問過傳統領域的問題，但光要把爭議說
明清楚就花掉很多時間和心力，我還用很多比喻解釋歷史上的因果，沒想到解釋之後，他問的是：「所以土地是要全
部要回去嗎？」好像很怕我們要拿回去一樣。

我就覺得講完以後，可能對方也未必真的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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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因為正在做原民音樂的研究，對於原民被殖民的歷史和轉型正義的議題，有比較深入的認識。我很讚許巴奈在
凱道上錄製的《凱道上的稻穗》的專輯，因為音樂是很好展開對談的領域，大家可以透過音樂有比較多的聆聽和包容
，而且於音樂美學而言，音樂和土地要有連結，和現場也要有連結，巴奈也有邀請大家一起參與錄製。

雖然不能直接把傳統領域的具體意義寫進去，但能夠保留到這次抗爭運動當下的情感，失望或期盼的心情。人們聽完
聽完或許能有所啟發，或許能開啟話題。

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歡還沒有聽清楚就出去講的人，所以會盡量讓自己多了解，讓自己成為不同脈絡下的「局內人」。
當然我知道那也是理想化的狀態。

我覺得「原轉小教室」現在經營得很好，是多角度的內容，有文化、藝術、環境等軟性議題的講座，如果有人還不能
確定自己對於傳統領域的想法、願意去認識，可以直接到現場了解看看。

延伸閱讀

凱道抗議大事記
你會因為不滿環評就說你家不屬於台灣嗎？──清點原民土地劃設辦法的五大謬誤
李柏翰｜被「誤解」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知情同意權（法律白話文）

若喜歡這篇文章，請為我們按讚或分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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