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Cover    

392012年 9月　第 103期 38 BOOK Boom Magazine

尊重族群發展 守護本土資產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傳承原鄉原味！

文、圖／潘云薇

臺北外雙溪有一棟建築散發著濃厚的原住民風

格，遠觀猶如雅美（達悟）族人戴著銀盔、手拿禮杖

跪坐於大地之上，這正是知名建築師高而潘以「架木

為巢」意象所設計的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林清富設博物館  
希冀喚起族群間的融合

回首1985年10月，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創辦人

林清富，秉持順益關係企業根植於本土社會的土壤而

成長的感念，以父親之名，成立了財團法人林迺翁文

教基金會，並於翌年展開博物館籌備事宜，但卻在博

物館法草案法源不足的情況下，使得博物館籌設過程

困難重重，不過基金會依舊堅心持志，終於在1994年6

月9日草創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1996年9月正式登

記成為臺灣第一所民營博物館。  

雖然原住民在當時還是屬於比較冷門的領域，也

有不少人對博物館存有疑惑，但是林清富本著「近情

鄉土，互愛文化」的理念持續耕耘，他說：「從清

朝、日治到現在，因為政治和經濟上的種種糾葛，族

群之間的矛盾情結一直深埋在心裡；我們都是在臺灣

土地上生存和生活的一份子，雖然，我不是原住民，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為國內首座私人民族學博物館，去年更被米其林旅遊評鑑為二星景點，館內

除了大量蒐藏、研究及展示臺灣原住民文物外，同時也藉由多樣化的教育活動，增加各族群間的了解，

並促進臺灣原住民族文化之推廣。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是全臺第一座以原住民

為主題的私人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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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就是我想要為原住民朋友們做的事，把他們

祖先所流傳下來的文化資產，完整的留給他們後

代子孫。」希望啟迪大眾初心勿忘、飲水思源的

胸襟，灌注人們對島嶼和土地的真愛，以促進族

群間的了解、尊重與珍惜。

乃村工藝社 以宏觀思維策展

從年輕時期便開始關注、收藏臺灣本土藝術

作品與文物的林清富，特地將自己30多年來所收

藏的原住民族文物及畫作贈與博物館，加上館方

持續蒐藏海內外相關文物與熱心人士的捐贈，目

前館內已累積收藏文物達1,866件，畫作共計319

件。

為了讓館藏展示更貼切主題，在創館之初特

別委由日本乃村工藝社規劃館內展覽空間。順益

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館員林威城指出，乃村工藝社

為展示設計工程專家，在策劃展覽主題時，便考

慮到原住民各族間存在著部分文化的共同性與相

似性，加上原住民族從早期9族到後來的14族，

族群區分至今沒有確切的定論，因此在設計之

初，就已捨棄以個別族群劃分的方式呈現展區主

題，以更為廣泛、深遠的面向，將空間規劃成四

大展示區，一樓為「人與自然環境」綜合介紹臺

灣原住民概況及族群之分布；二樓「生活與器

具」擺設各族工藝用品、住屋模型，表現日常生

活與社會的關係；三樓「衣飾與文化」陳列原住

民紡織、服飾之美，呈現原住民社會文化意義；

以及地下一樓「信仰與祭儀」藉由禮器文物，闡

釋原住民信仰文化。

文物展示      
完整呈現原住民文化風貌

佇立於館內入口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

片透明玻璃製成的地圖，概略解說臺灣原住民

與南島語族的淵源，除了使用的語言有共通關

聯外，許多文化特質如年齡組織、泛靈信仰、

刀耕火種、水平織布技法等，均反映出自共同

的文化源流。大廳中央的數位地圖與觸控螢

幕，更進一步說明臺灣原住民14族的特色、聚

落分布及重要都市、山川河流等地理環境介

紹，連已消失的平埔各族活動範圍亦可查詢

 雕塑大師郭清治為了讓石柱矗立在僅有 11 公噸承載力

的樓板上，他將白花崗石中間挖空，以浮雕工藝妥切

地傳達原住民族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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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外，展廳最後方還有兩件展品，分別以

原住民當代藝術大師撒古流．巴瓦瓦隆創作題

名為《狩獵前的占卜》之排灣族石板雕刻象徵

山的意涵，並以雅美族的拼板漁舟代表海，藉

由山、海的悠遠宏闊，呈現原住民族對環境的

適應。

拾階而上，延伸主題，約5,000~6,000年前

原住民祖先陸續來臺，憑藉著經驗的累積，各

自發展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方式，並

善用竹、藤、木與石板等天然資源，製作出各

式器具甚至是建造屋舍。館內所展出的鄒族男

子集會所模型、三分之一立面排灣族石板屋、

雅美族宗柱、阿美族火塘、陶器、樂器、編容

器、農具等，皆足以顯示臺灣原住民生活形態

的變遷與社會文化脈絡間的密切關係。再往上

一層樓，則以各族典型穿著、刺繡、紋身、紡

織、裝飾品及琉璃珠為主要展示，其中臺灣原

住民傳統服飾多為苧麻所製，屬於典型的水平

式紡織法，織繡的色彩、圖案、形制也均符合

對稱、律列和均勻的原則，可從各族的服飾樣

式、用色偏好與紋飾，辨別出不同階級的社會

意義。針對原住民的泛靈信仰、祖靈崇拜及獵

首習俗部分，館內地下一樓也陳設出矮靈祭避

邪用芒草、五年祭的祭球與祭桿及占卜壺、占

卜箱、青銅刀等器物，以傳達臺灣原住民信仰

與祭儀的文化習俗。

善用活動推廣教育  

若說文化是一條生生不息的臍帶，教育則決

定了滋養的成敗，甚至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觀念養

成，加上館內70％的參觀者皆為國中、國小以下的

學生，正處於啟蒙階段，使得博物館更為重視教育

推廣。館方善用各種活動與之產生互動，進而拉近

彼此距離，加深參與者對原住民文化的了解。林威

城補充，好比博物館會針對學童舉辦校外教學免購

票方案、兒童暑期營、小小勇士到部落等活動，透

過館內導覽、遊戲、部落教室DIY以及「春神跳舞

 鄒族男子集會所「庫巴」，有象徵及增強男性團結的作用，會所除

了舉行祭典儀式外，平時也是男性社交活動、歷史傳說和神話故事

流傳的場所。

 臺灣原住民傳統服飾多為苧麻所製，屬

於典型的水平式紡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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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3D立體動畫欣賞等方式，讓小朋友經由親

身體驗過程，加深對原住民文化的認識。

此外，博物館也設有特展室，積極尋求原住

民參與，期盼能對部落產生實質、具體的影響，以

促進原住民文化的保存與發展。博物館每年冬季也

會與不同族群的單一原住民部落合作，推出以部落

文化為主體的「與部落結合」特展，希望藉此尊重

原住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詮釋權，並使博物館成為多

元文化的發聲管道及論壇。林威城預告，今年10月

到年底間，將與屏東霧台鄉阿禮部落合作，展出族

人的傳統文化風貌。阿禮部落為西魯凱族古老的原

鄉部落，位居海拔1,300公尺，是屏東縣最高的村

落，受莫拉克88風災重創後，全村幾乎搬遷到山下

的永久屋，但仍保有部落文物，館方希望透過特

展，促進民眾對阿禮部落的了解。

將原民文化推向學術殿堂

館內除了蒐藏、展示與教育功能外，林威城

指出博物館還有一項重要的使命，就是把流失在

海外有關臺灣原住民的史料全都整理出來。「簡

單地說，居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虧欠他們太

多了，他們的文化之美，始終被忽略；所以我要

做，不僅僅委託國內學術機構做研究，還要請國

際上素負盛名的研究機構來研究，把珍貴的原住

民資料保存下來，」林清富不只一次這麼說。

因此，博物館除了推動本土文化研究，也長

期贊助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日本東京大

學、荷蘭萊登大學以及英國牛津大學、倫敦大學

亞非學院等國際知名大學研究經費，匯整在各國

的臺灣史料及相關研究成果，供中外人士參考使

用，並提倡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研究風氣。林威城

舉例，像是博物館與荷蘭萊登大學合作，由學校

的非西洋研究部（CNWS）負責進行1622~1962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VOC）中，有關臺灣原住

民史料的整理，並將這些被收藏在荷蘭海牙國家

檔案室（ARA）的古荷蘭文記載史料翻譯成英文

書冊出版，目前館方也陸續翻成「邂逅福爾摩

莎——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系

列」的中文版。

時光飛逝，轉眼間博物館已邁入18年，而

2014年將是博物館成立的20週年，館方正在籌備

一個大型原住民國際研討會，希望把研究臺灣原

住民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全聚集在臺灣進行一

場有史以來最具代表性的學術研究發表活動。

 雅美（達悟）族人為了防止惡靈附著在人身、船身

或進入家中，族人製作出許多飾物加以保護，如銀

盔、金片、匕首等。

⊙參觀資訊

館舍：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82號

電話：（02）2841-2611

開放時間：09:00~17:00(周一、農曆春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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