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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前言

 數位典藏已是國內外十分重視的一項議題與工作，很多國家和機構莫不投注許多資源建置

 其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數位典藏內容，並透過網路提供給大眾使用。而我國政府為推動國內數位

 內容產業及數位典藏的發展，亦在民國87年至91年間開始進行「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希望

 藉此建置一個適合國情並具本土特色的數位博物館，讓大眾能夠不受時空限制，隨時上網檢索

 或瀏覽並利用這些數位資訊。之後更於民國91年起執行為期10年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藉此將全國珍貴與藏品進行數位化，並建立資料庫，透過網路媒體的特性，與全民共同分

 享。至今，數位成果主題涵蓋臺灣自然、考古、語言文字、地理、族群文化、歷史、經濟與民

 主歷程、藝術與美學、民間生活等，充分顯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多樣性。

 自民國94年3月起，由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傳播與科技學系與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

 館學系共同組成的團隊，以蘭嶼為主題申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公開徵選計畫，至今

 共執行「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數位典藏計畫」"‥""‥"‥"""‥

 與「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藏計畫」、「蘭慈蘭嶼媒體與文化數^u典藏 簿^"曲、。

 嶼原住民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計畫」

 及「蘭嶼文物與生態影像數位典藏計畫」等四項

 計畫。這些計畫以數位化機制保存屬於蘭嶼原住

 民(達悟/雅美族)的各項資料，特別是由蘭嶼

 當地族人所產製或創造的資料，同時依據使用者

 需求選取適當的數位內容進行有系統整理，並利

 用既有軟體工具來開發各項加值應用服務，藉由

 網路(網站)平台傳播給使用者。為整合這些計"‥，，，扣"^^^，。^。…"。"""．．^．""
 '乙'W恥w。"yM^"'"盛豆

 畫成果，並提供更為便利的使用管道，此計畫團"．…‥．．．-
 圖1「蘭嶼媒體瞄刃匕數^立茁藏」首頁

 隊特建置「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網站(見^htt乙://;;nyu．nctu:乙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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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對其文化保存的努力。該資料庫至今已

 建置13,000多筆^netadata，資料類型包括

 圖書、單篇文獻(期刊文章、報紙或通訊報
 圖2「蘭嶼原^主民媒體資^4庫」首頁

 導)、傳統照片、幻燈片、畫作、聲音、文什t^^://ldny^.^ct^.^^^.^w/da忱肋se/^anyu/

 物^ DV ^ VHS ^ H^8等。index/^ndex.^spx^

 與蘭嶼當地的「蘭恩文教基金會」合作，以該基金會產製或擁有的各項媒體資料，如社區

 報紙(蘭嶼雙週f^u)、蘭嶼廣播電臺節目、照片/幻燈片、書籍和影帶^^^^ VHS)等為基礎，

 執行「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建置與數位典藏計畫」，希望藉由數位化方式來保存和傳播屬於蘭

 嶼當地的媒體與文化。計畫目的除透過數位典藏機制來保存蘭嶼原住民的珍貴媒體資料外，亦

 希望藉此增進蘭嶼原住民部落對自我認同之建構，並促進族群文化交流，讓外界更能瞭解蘭嶼

 原住民的生活、文化與歷史。

 在執行期間，除完成上述各項媒體資料的數位化工作外，亦建置「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

 庫」(見圖2)做為資訊傳播機制。由於計畫團隊長期投入蘭嶼的數位典藏工作，於第2年開

 始陸續獲得當地文史工作者或機構，如朗島部落天主教文化發展協會謝永泉先生、漁人部落董

 森永牧師、夏曼賈巴度、希腩紗杳燕、東清部落張海嶼牧師、椰油部落蕭玉霜小姐和王桂清先

 生、紅頭部落周宗經(夏本奇伯愛雅)先w"囪絆邇姐又，^^"扭臧i";:．;庶"廷三H;法鈾"
 生、周朝結先生等人提供各項媒體資料，如

 書籍、幻燈片、錄影帶、通訊期刊、畫作、

 日記、文物等，讓「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

 庫」的收錄範圍不僅於蘭恩文教基金會的媒

 體資料，更擴及蘭嶼當地其他人士所產製或

 收集的各項資料，使得該資料庫更能夠體現

 蘭嶼原住民媒體內涵，也更能完整呈現蘭嶼

茁棋伕訊

 圖1)，說明各計畫之建置目的、典藏內容及提供各計畫專屬網站連結。此外，另有計畫說明及

 歷年計畫成果，包括田野活動、參與活動、拜訪活動、合作與回饋、計畫論文及有關計畫之報

 導等訊息。此網站的建置是希望使用者透過單一入口網站就能掌握和瞭解到這些計畫所累積的

 各項數位化成果與加值應用服務內容。

 輟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數位典藏計畫(民國94年3月至97年2月)

 輟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藏計畫(民國97年3月至99年7月)

 除各類型的媒體資料外，蘭嶼島上仍有許多文化資產如部落歌謠、圖像或器物，亦記錄著

 全國新書資訊月^U斤17



 通論z

璃短

 蘭嶼的文化與歷史發展，也是深入瞭解蘭嶼當地人與事的重要史料。這些由庶民社會所採集和

 創作的記錄或作品能透過數位典藏的方式來提高其應用與傳播價值，對蘭嶼達悟(雅美)族的

 文化保存有更積極且正面的意義，亦能對蘭嶼研究提供更深層的研究素材。因此，此計畫以這

 些庶民文化資產為對象，希望藉此提供適當資源以達有效保存和再現蘭嶼文化的目的，以便更

 完整呈現蘭嶼豐富的文化與歷史發展內涵。

 該計畫以達悟(雅美)歌謠為主，

 以庶民文化為輛進行數位典藏工作，建置

 「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網站(見圖3)>

 提供7類(小米、捕魚、船、房屋、婦女

 孩于、宗教、其他)主題，共173首歌謠

 內容。在每一主題下有主題說明、照片資

 料、文獻資料和影音資料等。在影音資料

 部分則提供每首歌謠的歌詞(達悟語拼音

 及漢語釋意)、歌謠說明(文字說明及解

 說聲音)與影音播放(歌謠聲音和部分影

 片)。而庶民文化部分，則是以當地紅頭圖3「達^吾歌謠與庶民文^匕」網站
(^lttp://lanyu^nctu^edu.tW/songs/)

部落的天主堂壁畫與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

 發展協會發行的《飛文季刊》的線上瀏覽

 為主。

 輟蘭嶼原住民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計畫(民國99年8月至100年7月)

 以「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所累積的數位成果為基礎，將數位典藏的意義與內容，透過

 加值與應用層面的開發，推廣到一般民眾或特定族群近用的層次之上，以深化蘭嶼原住民媒體

 與文化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該計畫以「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內這些已經取得授權的內

 容為基礎來源，以網路(網站)為主要平台，依據使用族群的需求來選取適當的內容進行資料

 的重新整理與分析，並利用既有的軟體工具，開發各種加值應用服務，增加社會大眾或特定族

 群對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數位典藏內容的近用，並藉此接觸和學習蘭嶼豐富的面貌與內涵。

 其執行成果包括(1)建置「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網站(見圖4)，提供各

 項加值應用服務;(2)建置「家庭成員」和「招呼用語」達悟語學習單元。在各單元中提供相

 關詞彙、詞彙說明和相關資料等三個部分;(3)出版《董牧師說笑話:傳統與文明相遇下的達

 悟趣聞》、(雅美族歌謠:占謠》和《雅美族歌謠:情歌與拍手歌》三本實體書;(4)製作和提

 供《私立蘭恩幼稚園雅美文化教材一故事篇》、《私立蘭恩幼稚園雅美文化教材@@兒歌篇》和

 18 ^4．智者閱讀群古，並問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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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網站

^^tto://^^nyu.^ct^.^^^‧^^/ad^^

 《蘭嶼導覽手冊》三本電子書;(5)建置「部落」與「傳統」兩個主題知識，包括^^;^單元內

 容，內有文字、照片、圖片、聲音和影片等資料;(6)提供蘭恩文教基金會園區、漁人部落海

 景、青青草原和鰻頭山等10處地景地貌及蘭恩地下屋、紅頭天主堂和野銀地下屋等5處建築

 物內部之360度環景導覽;(7)建置張林山、王桂清和蕭玉霜等3位資料提供者的專屬網頁資

 料，列舉其提供「蘭嶼媒體資料庫」典藏的相關資料。

 輟蘭嶼文物與生態影像數位典藏計畫(民國99年8月至101年7月)

 由於先前各計畫數位化對象主要是以與文化有關的媒體資料為主，因而在這些類型資料的

 數位典藏工作進行告一段落後，有感於典藏內容在蘭嶼文物及蘭嶼生態環境方面主題的缺乏，

 因而提出此計畫，以蘭嶼文物(服飾、住屋、陶偶、飾品用具和拼板舟)與生態影像(鳥類、

 魚類、貝類、螃蟹、昆蟲和植物)做為核心內容進行數位典藏與再現。整體來說，在此計畫的

 執行下，「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的典藏主題和範圍更加完整，內容亦更加豐富多元。在這

 類資料的加入後，「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將可望成為一個資料整合平台，以做為瞭解蘭

 嶼、研究蘭嶼、行銷蘭嶼及蘭嶼教學的重要來源和管道。

 截至目前為止，在文物方面，獲得蘭恩文教基金會文物館、蘭嶼中學原住民教育中心、椰

 油國小資源教室、董森永(漁人)、夏曼賈巴度(漁人)、董美悔(漁A)和陳碧蓮(朗島)等

 機構和個人提供他們所收藏的部分文物進行數位典藏;而生態影像部分，則有椰油部落王佳清

 提供其拍攝的動植物幻燈片(1000多張)及生態影片(60多卷)作為典藏項目。目前該計畫正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玲19



 ̂^紊 上。  示卜F 眉

 針對這些資料進行相關數位化及^netadata建檔工作。而其專屬網站亦在持續建構中，尚未提供

 外界使用。

 嘆終絲^ 五

 「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歷經多年的時間而形成，其建置目的是希望透過數位典藏的

 機制來保存屬於蘭嶼原住民的各項珍貴資料，藉此再現蘭嶼及其原住民文化。除提高達悟(雅

 美)族人創作作品的應用與傳播價值外，並能對蘭嶼的文化保存和宣揚產生積極正面的意義。

 針對當地機構、文史工作者、教會組織與資料擁有者等所提供的各項媒體與文化資料，進行數

 位化保存與再現工作，除可以另一種方式有效地保存和妞續這些資料的存在外，亦希望藉此建

 構蘭嶼原住民部落的自我認同，並促進族群文化的交流，讓外界(非達悟/雅美族)能有更多

 元的管道認識和瞭解蘭嶼原住民的社會、生活、文化與歷史。

 事實上，在執行計畫過程中也感受到一些嚴峻的挑戰與問題，如蘭嶼文化消失的危機，亦

 即當蘭嶼與外來文化的接觸愈多時，其傳統文化消逝的速度也愈快，而如何加快保存傳統文化

 的腳步便成為相當重要的議題。此外，數位落差普遍存在於部落之中，電腦軟硬體設備不足、

 教育資源與教師能力落後及家庭與文化價值觀念的不支持，都是阻礙數位教育和發展的因素;

 而當地文史工作者在參與資料庫之資料建檔工作的投入意願與時間限制問題;外來參與培力者

 的角色與持續性的挑戰;以及不穩定的政府政策與資源投入的問題等亦都將會影響「蘭嶼媒體

 與文化數位典藏」的持續發展。然而，雖然阻礙發展的因素很多，困難與挑戰也都持續存在，

 但「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在計畫團隊與蘭嶼原住民的協力合作與參與發展下，已展現不

 錯的成果，希望在未來依然能夠持續獲得蘭嶼當地社會的支持及政府資源的投入，逐漸實踐以

 弱勢族群的發聲為關懷，以參與式傳播的精裨為依歸，以及創造蘭嶼原住民文化的保存價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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