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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 【任職】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副教授

• 【簡歷】
– 花蓮布農族，英國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並曾任教於大葉大學、國立空中大學、高

雄市立空中大學、新竹市立空中大學、國立台南藝術學院等校。

– 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族群認同、無形文化資產、社區營造、應用人類學、
文物調查…等，專研之族群包括噶瑪蘭族、布農族與詔安客等。

– 著述或編譯有《對著太平洋輕聲歌唱的靈魂:噶瑪蘭族ipay潘烏吉藝師生命史》、
《由雲林詔安客庄語言使用環境看客家鄉土教學與文化傳承》、 《年輕世代與客家
社會、文化之研究：以雲林詔安客家族群為例》、《社造耕雲：100年度雲林縣新故
鄉社區營造成果手冊》、《牽水車藏：災難、重生、信仰》 、《歷險福爾摩沙》…
等書，及十餘篇族群或民間信仰相關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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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一、「多元文化」的意義

• 二、 「隱微歧視」的憂患

• 三、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 Q＆A



多元文化

• 政治哲學

• 國家政策

• 社會現實

• 文化現象

• 在台灣的情境：

– 學術領域

– 政治領域

• 重視族群正義

• 強化各種補助

– 教育領域

• 從「教化」、「同化」
到尊重「差異化」



為什麼社會仍存在對原住民族
的偏見與歧視？



偏見：內在態度（想法、情感）

隱性（如刻板印象、厭惡感）或顯性（公開表達）

正負面偏見皆存在

歧視：外在行為（行動、政策）

直接（如言語攻擊）或間接（如制度性排斥）

以負面性為主



將人看扁？
看偏？
以偏蓋全
偏愛？偏心？



偏見一直存在
• 根據社會心理學家，我們每個人都有偏見，

特別是對不了解的「陌生人」。



無意識偏見

隱微歧視

• 性別/性傾向
• 年齡
• 長相
• 膚色
• 身型歧視：身高、體重、胎

記、肥胖…
• 身心障礙
• 姓名
• 婚姻狀態：單身、離婚…等
• 家庭狀況
• 宗教信仰
• 職業
• 疾病
• 族群
• 社會階級
• 居住區域
• 教育程度
• 經歷：街友、輻射難民

• 即便是開明、豁達之人，仍可能有～



無意識偏見

• 也稱作隱性偏見，是一種習得的、存在於潛意識
中的假設、信念或態度，且會不自主地影響人們
的思維和行為。

• 每個人都持有這些偏見，並且利用它們作為心理
捷徑，以便更快速地處理資訊，因此逐漸發展出
許多隱性偏見。



偏見定義

• 指某一團體成員對他人所抱持的意見、看法或態度。

• 對於某個人或某個團體抱持預設觀點，這些觀點常基於道
聽塗說或刻板印象，而無直接證據，即使有新的資訊也難
改變既有看法。（故經常是「以偏蓋全」的態度）

• 人們對自己所認同的團體會抱持有利偏見。

• 人們對於其他不喜歡或特定的團體，則抱持負面偏見。

• 一旦抱持負面偏見的人，將不容易聆聽他們的或其他說法。



Hecht的見解（1998）

• 偏見是對差異或未知的恐懼（視差異為威脅）

• 偏見是對差異或未知的厭惡（視差異為可鄙）

• 偏見是與異己者競爭有限資源（視差異為競爭）

• 偏見是階級與結構（視差異為階層）



偏見

•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是偏見與歧視的加害者、
受害者或潛在的受害者。

• 偏見是普遍且危險的態度。
– 它涉及個人生活的各層面。

– 指涉對某特定團體成員抱持敵意或負面態度。



偏見計量表
(Allport’s Scale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美國心理學家高爾頓·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所設計的一種用來度量社會上偏見程
度的記量方式。



仇恨言論

迴避

歧視

肢體攻擊

滅族

偏見計量表
(Allport’s Scale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有了偏見之後→



偏見計量表
(Allport’s Scale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 第一級：Anti-locution 仇恨言論

– 出現於不少的社會中，主要情況是主流族群的人可以
隨意取笑其他的少數族群。

– 言論中有不少的負面慣性思維及印象。

– 這普遍被認為對社會無害的，但它卻是釀成其他嚴重
偏見的主要原因。

參考來源：Allport著作《偏見的本質》



• 第二級迴避 Avoidance：

– 主流族群往往會刻意迴避少數族群。

– 這雖然沒有直接的傷害，但少數族群則會因為感到孤
立而受害，小型社會如學校、軍中經常可見。

若惡意操弄，即
成「冷暴力」



• 第三級歧視 Discrimination 

– 行動中歧視並排斥，不給予少數族群對等、公平的機
會或需要的福利、福祉。

– 以行動設定障礙阻止少數群體有機會達到其目標，如
教育、就業機會等。

– 主流群體蓄意傷害少數群體。



• 第四級肢體攻擊 Physical attack 

– 多數主流群體破壞少數群體身家財產、房屋或傷害個
人或群體。例：Ku Klux Klan (KKK) 

– Lynching (處私刑)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f/KKK.svg


三K黨（Ku Klux Klan，縮寫為KKK），1865
年成立，是美國一個奉行白人至上主義的民
間組織，也是美國種族主義的代表性組織。
1951年再次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城復活。其
宗旨隨時代改變而改變，基本上仍以反黑人、
天主教徒及猶太人，並以恐怖暴力活動著稱。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Klan-in-gainesville.jpg


• 第五級滅族 Extermination 

• 多數主流族群試圖消滅少數族群

– 早期美國對印地安人

– 德國納粹 vs. 猶太人

– 亞美尼亞：1915年至1917年，奧斯曼帝國對其境內亞
美尼亞人進行屠殺

– 盧安達：胡圖族政府軍與圖西族盧安達愛國陣線爆發
衝突

– …



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屠殺了近600萬猶太人。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Ebensee_concentration_camp_prisoners_1945.jpg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3619



• 與現實生活對照時，偏見計量表中的各種
行為不見得是「線性」發展，在其發展初
期，也可能以「隱微歧視」呈現。

• 額外議題：內隱偏見（implicit biases）



隱微歧視（Microaggres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j4Yp8WF71A

對原住民族的隱微歧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j4Yp8WF71A


姓名



名字



階級



膚色/長相



長相/語腔



長相/語腔



能力/特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Hml_AHj0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Hml_AHj0o


隱微歧視

• 是一種隱晦、不易察覺，但對受影響群體仍具有
負面影響的歧視方式。

• 這些言行通常是無意識的、細微的，常發生於日
常生活中，讓人難以察覺或覺得不是嚴重的問題。

• 隱微歧視也可能出自「好意」或「關懷」，但實
際上反映了潛在的偏見或刻板印象，或強化了外
顯式偏見和內隱式偏見。

• 善良的歧視主義者！



隱微歧視的影響

• 語言與態度可能表現出對對方的預設偏見。

• 可能矮化、邊緣化、扭曲或娛樂化（商品化）對方個人或
其族群。→形成（隱）微暴力

• 造成在教育、就業或社會資源分配上之機會不平等。

（隱）微暴力：針對處於社會邊緣的孤立群
體，於日常生活中有意無意的，以口頭、非
口頭形式，或者行動上的怠慢、冷落或侮辱
行為，對其進行敵視、貶低或者否定。

*在英語來說，隱微歧視與隱微暴力都是
「microaggression」。



常見的隱微歧視類型

• 假設刻板印象
– 你的運動細胞一定很好吧？
– 你是原住民？怎麼看起來不像？
– 你這麼白，一定不是原住民吧？

• 否定個人經歷
– 這世界上哪有歧視？你太敏感了

吧！
– 現在原住民更有優勢了，怎麼會

還有族群歧視？

• 用異樣眼光看待某個群體的成
功
– 你是第一個拿到縣長獎的原住民，

真厲害！（暗示原住民通常不會
成功）

– 你的作文寫得真棒！

• 強調「正常」與「異類」的區
別
– 你們這些原住民都很拼耶！（暗

示原住民需要特別努力才能被接
受

– 你們原住民都很有創意！

• 用看似稱讚的話表現優越感
– 你不像一般的（某某族群）那麼

激進。

• 語言或行為上的無意識偏見
– 在開會時，男性打斷原住民女性

發言，卻不覺得這是不尊重的行
為。

– 在介紹專業人士時，特別強調
「原住民科學家」、「原住民醫
生」，而對漢人則直接說「科學
家」、「醫生」。



歧視/偏見的來源

• 他者（外團體）

• 自己人（內團體）

• 權威者：如執政者、教育者…



是你微歧視還是我玻璃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jdTI6zEk&t=3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jdTI6zEk&t=34s


如何降低偏見？（Gordon Allport 1954）

• 地位平等：兩方接觸的團體須處於平等的地位

• 相互依賴：雙方共享相同目標，也覺察到他們所享的共同
利益與共通性

• 外界的支持：雙方的接觸，需要得到法律或者社會規範
（例如當地習俗）的支持



針對刻板印象、偏見、歧視的反思

• 那些言行概念如何生成？

• 如何建立文化覺察能力？

• 透過提升社會意識、教育與包容性政策，可以幫
助減少各種歧視，促進不同族群的平等與互相理
解。



標示出「原
住民族籍有
無問題？！



三、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認識他者，是培養文化覺察能力的
起始步！



• 背景概況

• 社會結構

• 文化特色



臺灣原住民族人口數（原民會2025年1月）

• 總計：612,669

–男：295,926

–女：316,743

https://web.klokah.tw/wawa/word.php?pid=3



各族人口狀況
最多與最少-族別（原民會2025年1月）

• 阿美族～ 228383

• 排灣族～ 110698

• 泰雅族～ 99991

• 布農族～ 63837 

• 卑南族～ 15908 

• 卡那卡那富族～ 457

• 拉阿魯哇族～ 492

• 邵族～ 920

• 撒奇萊雅族～1129

• 噶瑪蘭族～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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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總人口數約佔臺灣人口總數2.6+%

資料來源:原住民委員會
https://www.cip.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2D9680BFECBE80B640BA3A8FAD65329D



各族人口狀況
最多縣市（原民會2025年1月統計）

• 花蓮縣 94,160

• 桃園市 86,782

• 台東縣 78,936

• 屏東縣 62,297

• 新北市 61,963

• 台中市 40,448

• 高雄市 39,610

• 南投縣 29,960

47



彰化縣原住民族各族人口概況

原民會2025年1月統計

資料來源:原住民委員會
https://www.cip.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2D9680BFECBE80B640BA3A8FAD65329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EdwH6EA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EdwH6EAQ


彰化縣各鄉鎮市
原住民族人口
原民會2025年1月統計

資料來源:原住民委員會
https://www.cip.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
0&DID=2D9680BFECBE80B640BA3A8FAD65329D

鄉鎮市 人數

彰化縣 6,927

彰化市 1,502

員林市 290

鹿港鎮 259

和美鎮 352

北斗鎮 82

溪湖鎮 126

田中鎮 116

二林鎮 121

線西鄉 48

伸港鄉 141

福興鄉 146

秀水鄉 121

花壇鄉 291

芬園鄉 72

大村鄉 107

埔鹽鄉 90

埔心鄉 97

永靖鄉 67

社頭鄉 85

二水鄉 36

田尾鄉 53

埤頭鄉 66

芳苑鄉 154

大城鄉 25

竹塘鄉 42

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
2004年興建完成



「原住民地區」

• 行政院91年4月16日院臺疆字第0910017300號函同意核定
「原住民地區」包括55個鄉（鎮、市）：
– 30個山地鄉

– 25個平地鄉（鎮、市）

50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3款之：『原住民地區』之定
義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5條第4項規定，係指
『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
特色，經本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報請本院核定之地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130003



原住民地區（55個鄉、鎮、市）

51



55個原鄉列表

https://www.apc.gov.tw/portal/associate/village/list.html?CID=1E4A2846561931B1
52

離島



• 55個原住民地區，並無法客觀呈現其居住狀況，在非原住
民地區之縣市，也有不少原住民族！
– 臺北市：18,606人

– 基隆市：10,019人

– 新竹市：5,026人

– 彰化縣：6,927人

– 雲林縣：3,279人

– 嘉義市：1,363人

– 澎湖縣 ：770人

– 金門縣：1,379人

– 連江縣：313人

資料來源:原住民委員會
https://www.cip.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2D9680BFECBE80B640BA3A8FAD65329D

原民會2025年1月統計



目前法定原住民族16族

• 全國原住民族部落數共736個。

• 原住民族語言有42個語言別。

• 各族擁有其部落結構、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

• 736個部落，代表有736個王國！



原住民族各族/縣市之部落數

民族 部落數

阿美族 211

泰雅族 207

排灣族 124

布農族 82

卑南族 10

鄒族 9

魯凱族 16

賽夏族 20

雅美族 6

邵族 1

噶瑪蘭族 2

太魯閣族 31

撒奇萊雅族 4

賽德克族 13

拉阿魯哇族 6

卡那卡那富族 3

合計 736

縣市 部落數 個別族群數

新北市 4 泰雅族4

桃園市 58 泰雅族58

新竹縣 82 泰雅族73、賽夏族8、(泰雅+賽夏1)

苗栗縣 32 泰雅族21、賽夏族11

臺中市 13 泰雅族13

南投縣 42
賽德克族12、泰雅族9、布農族19、邵族1、(布農
+鄒1)

嘉義縣 8 鄒族8

高雄市 21
魯凱族3、布農族11、拉阿魯哇族1、(拉阿魯哇+
布農4)、(卡那卡那富+布農1)、(拉阿魯哇+卡那
卡那富+布農1)

屏東縣 81 排灣族69、魯凱族11、阿美1

宜蘭縣 28 泰雅族28

花蓮縣 183
阿美族127、太魯閣族31、布農族18、撒奇萊雅族
4、噶瑪蘭族2、賽德克族1

臺東縣 184
阿美族83、排灣族56、布農族27、卑南族10、雅
美族(達悟族）6、魯凱族2

合計 736





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4條第6款：
具原住民身分者得於其本人、其父母
或配偶之所屬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
中，於該年度擇一日放假！



• 原住民族的祭儀多為一系列活動，而非「一天」。

– 雅美族飛魚祭：是整個捕捉飛魚的歷程。

– 布農族射耳祭：與一整年的歲時祭儀有關，包括從播
種、除疏、Pistaqu、打耳祭、到進倉、新年等等祭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ZlvqTixv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ZlvqTixv0


社會結構



傳統原住民族社會特色

• 聚落是人群聚居最小的單位，俗稱「部落」。

– 清代以來台灣原住民族聚落通稱為「社」，漢人聚落
則稱為「庄」。

• 部落規模較小。

• 有親屬關係之連結。

• 分工較少。

• 部落位置具攻防性質，社會組織亦為政治組織。



社會制度

• 貴族階級制度：如魯凱族、排灣族

• 領袖制度：如泰雅族、布農族

• 年齡階級：如魯凱族、阿美族、卑南族



魯凱族：
霧台鄉佩戴百合花額飾(dukipi)儀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W4osMdHN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W4osMdHN4


社會團體或組織

• 部落組織

• 血族團體

• 狩獵/漁撈團體

• 祭祀團體

• 共勞團體

• 長老會議

• 今日型態：

– 行政：鄉鎮區長、村里
長、鄰長

– 教會：牧師、傳道、長
老、組長、福傳師、教
會組織

– 社團：社區發展協會、
婦女組織

– 社會階級：教育程度高、
經濟能力強



違背泰雅gaga精神 恐受詛咒斷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gCv2VIH_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gCv2VIH_0


親族組織類型

• 以血緣繼嗣方式來區分為：

–父系世系社會：如泰雅族、達悟族、賽夏族、
布農族、鄒族

–母系世系社會：如北部阿美、知本群卑南族

–雙性繼嗣世系社會：如魯凱族、排灣族



文化特色

以原住民族樂舞為例



不是所有原住民族樂舞都是「歡樂」
的或具表演性質的！



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9bzsHHK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9bzsHHKSE


歌的範疇

• 對超自然信仰、人生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之抒展。

• 內容涵蓋生活的各種層面：採集、農耕、捕魚、
放牧、狩獵、戰鬥、建屋、搬運、婚喪喜慶、祭
神、驅鬼、祈禱、感謝祈求、慶豐收、戀愛、離
別、酒宴、遊戲等，形式包括傳說、故事、神話、
訓誨、民族起源、人生觀、宇宙觀、規範….等。



功用

• 生活意義

• 社會功能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RfG38M53JicbUM&tbnid=o9hzShZRmElfiM:&ved=0CAUQjRw&url=http://msnews.n.yam.com/mkarticle.php?article=20091110009429&ei=CzRwU_qmMYOklQWnloD4AQ&psig=AFQjCNHNsa_x7cImFVZCynfJu-iDPVmT0w&ust=1399948602950680


樂器

• 形式簡單

• 以竹、木為主

• 樂器包括口琴（口簧琴）、弓琴、竹笛
（蕭、笛：縱笛、橫笛、鼻笛）、鈴類、
鼓類…等。

• 多是無伴奏的人聲歌唱



歌曲表現方式

• 吟誦

• 獨唱

• 合唱（合唱、複音、混聲或同聲）

• 領唱

• 應答（對唱）

• …等



舞

• 多與歌配合

• 舞步簡單

• 集體方式 → 向心力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gBThY3H4_nHv_M&tbnid=wRoSpPzCRO9qkM:&ved=0CAUQjRw&url=http://www.epochtimes.com/b5/10/10/3/n3043664.htm&ei=SDRwU7v8DMSukgWWooHADA&psig=AFQjCNHNsa_x7cImFVZCynfJu-iDPVmT0w&ust=1399948602950680


舞的類別

• 祭典類

• 節慶類

–性別

–年齡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bCcuvWnsZ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EsAjTBcgE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UPQGOoK7HozL-M&tbnid=yvv9QS-TtRGsOM:&ved=0CAUQjRw&url=http://www.tacp.gov.tw/home02_3.aspx?ID=$3111&IDK=2&EXEC=L&ei=mDRwU9r9CoTCkQWsuIHgBQ&psig=AFQjCNFzLAHO_EjAIJsriPqgSqGw-vRWJA&ust=1399948817973622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XxRmhn-ni7rMjM&tbnid=zlN6rHgwOSz04M:&ved=0CAUQjRw&url=http://www.photosharp.com.tw/Photosharp20/News2976.html&ei=xTVwU5eoNILjkAW804CYCA&psig=AFQjCNG3GVEK7mLHdyzw8dX4mKCcLxTBSw&ust=139994911198804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bCcuvWnsZ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EsAjTBcgE


原住民族樂舞變遷

• 政治化

• 觀光化

• 舞台化

• 現代化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Fe517Kj-rjxnwM&tbnid=oGTsva_eJIXGgM:&ved=0CAUQjRw&url=http://blog.xuite.net/ct6112/ct6112/55693276-%E7%B5%A6%E5%A4%96%E5%9C%8B%E4%BA%BA%E7%9A%84%E4%BF%A1&ei=BjVwU9m7LtG4kAX29IHoBg&psig=AFQjCNEiUWPNA8Kb1CtakK1MPzFvok1-3Q&ust=1399948872403985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3kad8q8A1pE7JM&tbnid=0sWuAfIFYT3u_M:&ved=0CAUQjRw&url=http://red-tileinn.blogspot.com/2011/05/14-1-2-3-4-11007288510081-2-1-1-88-2-3.html&ei=dDZwU7vSJ8qGkQXr14DYAQ&psig=AFQjCNGyA9saD5CLMp1HVAY9kOeWOz-VCA&ust=1399949229074919


代結語



臺灣第一起傳統智慧創作侵權事件
——奇美部落提告原民會

• 背景： 2018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的
「南島民族論壇」上，原民會所屬的「原住民族文化發展
中心」舞團表演奇美部落的「勇士舞」Pawali和「送靈祭
歌」Kahahayan。

• Pawali舞蹈歌曲和Kahahayan送靈祭歌，及Ciopihay階級服飾，
於2018年4月取得專用權。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043/478206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nPmawP45s
奇美部落~勇士舞pawal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rixjz8pF0&t=40s
爭議報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rixjz8pF0&t=4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1rixjz8pF0&t=40s


奇美部落爭議

• 奇美部落抗議：
– 未告知奇美部落使用其歌舞，也未取得同意

– 穿著奇美部落勇士（Ciopihay）階級的服飾，觸犯其規
範

–表演的時間及其動作、旁白亦不符合奇美之部
落傳統

• 問題癥結：
– 事前授權

– 表演時機

– 合理使用



https ://zh-
tw.facebook.com/kiwit01/photos/%E8%B1%90%E5%B9%B4%E7%A5%AD%E5%BF%AB%E5%88%B0%E4%BA%86%E8%AA%8D%E8%AD%98%E4%B8%80%E4%B8%8B%E5% A5%87%E7%BE%8E%E9%83%A8%E8%90%BD%E7%9A%84%E5%82%B3%E7%B5%B1%E6%9C%8D%E9%A3%BE%E5
%90%A7depdep-%E7%AC%AC%E4%B8%80%E7%B4%9A1315%E6%AD%B2-
%E8%97%8D%E8%89%B2%E8%A3%99%E5%AD%90ciopihay%E7%AC%AC%E4%BA%8C%E7%B4%9A1619%E6%AD%B2%E9%BB%91%E8%89%B2%E8%A3%99%E5%AD%90%E8%88%87%E8%80%81%E9%B7%B9%E7%BE%BD%E6%AF%9B%E9%A0%AD%E9%A3%BEtokolol%E7%AC%AC%E4
%B8%89%E7%B4%9A192/411332525572706/



https://news.ipcf.org.tw/25473

台北地院發言人黃珮
禎表示，「因為提供
表演並不是原民會，
所以主張原民會有國
家賠償責任，那這個
部分就不成立，原民
會是行使公權力的機
關，不能夠依照司法
上面的侵權行為來請
求賠償，而是應該要
適用國家賠償法，所
以這部分原告的請求
也不成立。」

僅部分新聞內容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第 16 條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使用已公開發表之智慧創作：
– 一、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使用者。

– 二、為報導、評論、教育或研究之必要使用者。

– 三、為其他正當之目的，以合理方法使用者。

• 前項之使用，應註明其出處。但依使用之目的及方法，於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不違反社會使用
慣例者，不在此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21&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21&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21&flno=16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第10條智慧創作專用權，指智慧創作財產權及智慧創作
人格權。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享有下列智慧創作人格權：

• 一、就其智慧創作專有公開發表之創作人格權。

• 二、就其智慧創作專有表示專用權人名稱之創作人格權。

• 三、專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
其智慧創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創作人
格權。

即便已授權，也仍禁止更改！





英國批評家哈茲立特說：「偏見是無知的孩子。」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9/Segregation_1938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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