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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原住民研究與數位典藏對蘭嶼原住民發展之意涵

 理解蘭嶼近代一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如同閱讀一本橫跨眾多學科的百科研究全集，蘭嶼因

 其有豐富的人文與自然素材，成就出大量的研究調查史料，也意外地記錄了蘭嶼各個時期的發

 展與變遷過程，但另一層面而言，立基於達悟族主體的人之島(^ongso no Tao )歷史記憶，因

 受限於缺乏文字撰述與專業研究及傳播能力，而只能就各時期的研究記載，從他者的訴說與筆

 觸裡頭，零星地拼湊出近似達悟的說話語調，而未能建構完整的蘭嶼原住民主體觀點。學術研

 究與蘭嶼社會的互動關係，即是在此一複雜的主、客認知混淆關係之上，影響著蘭嶼當代的人

 文社會演進。

 自2002年以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展開，帶動了一連串的知識拓展與數位整合學

 習趨勢，原住民豐富的文化內涵理所當然也成為數位典藏計畫的發展要項。分散於各收藏機構

 的蘭嶼達悟族相關資料，也在此計畫的推動下，展開了數位化、公眾化與加值化的社會過程，

 豐富了臺灣大眾社會對數位知識的發展需求，同時也改變了蘭嶼社會在外部資源取得上的侷

 限，讓蘭嶼大眾有更多元的途徑可接觸、學習到列於典藏資料庫中的達悟族的數位資料，開創

 蘭嶼社會知識生產與交流的公眾空間，同時也再次突顯出原住民主體在學術研究與數位典藏中

 的角色課題。

 基於上述，本文以蘭嶼達悟族的在地觀點出發，對過往蘭嶼原住民研究與數位典藏計畫發

 展進行廣泛地一般性回顧，提出學術研究者與數位典藏機構之外的考量面向，對於原住民數位

 典藏與研究發展提供進一步的思考與補充。

鏤蘭嶼原住民研究之演進歷程回顧

 歷史上關於蘭嶼的文字紀錄，可追溯自1644年熱蘭遮城日誌，一直^U ^^77年(清光緒3

 年)皆有相關的文字記載(注1)。而實質踏上蘭嶼土地，進行完整的第一手研究調查，則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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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荊
一

 1897年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的踏訪，此次踏查也是蘭嶼首次的影像紀錄，產出第一張蘭嶼的

 手繪地圖，也是蘭嶼後續學術研究調查的開端(注2)，同年11月，任職於臺灣總督府的伊能

 嘉矩亦前往蘭嶼踏查，採集許多達悟族的文物與器具，為達悟族在日冶初期重要的文物史料。

 1903年，蘭嶼發生「美船事件」(注3)之後，日方正式於蘭嶼設立駐在所，並開始有正式的官

 方文件紀錄(注4)，同時也出版官方的第一版蘭嶼地圖(粗繪)，同時進行各社的人口資料普

 查，為蘭嶼最早之戶口紀錄資料，同一期間，任職於總督府的森丑之助亦曾往蘭嶼考察，前後

 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寫真影像資料。1905年，日本總督政府出版精細測繪後的蘭嶼番地地形圖，

 內容包含蘭嶼地形地勢與各社的位置分布，此為日本警備統治後的第一張精確地圖資料。1928

 年，台北帝國大學創校，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移川于之藏教授與宮本延人、馬淵東一，以及當

 時為台北高校學生的鹿野忠雄等人前往紅頭嶼考察，陸續留下許多豐富的影像與研究典籍。

 ̂941年間，台北^業學校的千千岩助太郎校長，對蘭嶼傳統家屋建築進行完整的測繪調查，此

 為蘭嶼最早的建築調查資料。

 臺灣光復後，在1945-1946年間，任職於臺灣大學地質學系的馬廷英教授率領科學研究調

 查團前往蘭嶼進行調查，留下了蘭嶼原初樣貌的珍貴影片資料。1948年間，美軍為因應二次戰

 後軍事需求，在臺灣及蘭嶼上空拍攝了航空照片影像，為目前蘭嶼年代最早的航空影像資料。

 1950年國防部聯勤司令部測量處製作二萬五千分之一的蘭嶼地形地圖，此為當時比例尺最高且

 最為精準的蘭嶼地形資料。1958年間，中研院民族所劉斌雄、衛惠林、任先民等人前往蘭嶼進

 行民族學田野研究調查，紀錄一系列完整的蘭嶼影像、文物及研究資料，之後並陸續出版蘭嶼

 相關的學術研究著作。1965年，蔣中正總統搭艦艇巡視蘭嶼，為國家領導人物訪視蘭嶼的初次

 紀錄。1968年，臺灣省政府頒布「開發蘭嶼改善山胞生活整體綜合第一期五年計劃」，為使家家

 戶戶皆有電可以燈火通明，遂興建蘭嶼火力發電廠，此後蘭嶼正式進入電力供給的時代。

 1970年代後，蘭嶼歷經國家公園規劃與反對蘭嶼國家公園運動(1979-1993)，以及驅除核

 能廢料，驅除惡靈的抗爭運動(1987)等事件，吸引許多研究者、社會運動者及攝影家到蘭嶼

 紀錄，而產出許多該時期的專書文獻、研究報告與攝影集等。直至近期，蘭嶼的社會民生、傳

 統文化、生態環境與觀光發展等議題依舊受到學術研究者相當的關注，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為例，從90至^00年度間以蘭嶼及達悟、雅美為題的研究計畫案共達86件(注5)，平均每年

 有將近8件的學術研究案在蘭嶼進行，蘭嶼受到學術研究的關注可見一斑。

 綜觀蘭嶼的研究發展史，蘭嶼因其備獨特的地理環境與社會文化，使其在各個發展階段都

 獲得學術研究者的關注，而恰巧地完整記錄了蘭嶼達悟社會的發展與變遷。而近10年來蘭嶼相

 關的數位典藏計畫，大致上旭續了蘭嶼學術研究的關注層面，輔以數位的技術規格進行紀錄典

 藏，與蘭嶼學術研究發展具有相似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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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當代蘭嶼相關的數位典藏計畫內容

 自2002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以來，原有的蘭嶼原住民物件典藏資料展開了數位

 化典藏、紀錄與加值服務的推動，其典藏內容包含研究文獻、文件檔案、歷史文物、歷史照片

 與影音資料等。數位典藏計畫之執行方式，係以典藏機構的執行需求考量，由執行者對其固有

 的實體典藏資料進行數位化的儲存與加值作業，因而完整地承襲了該典藏機構的在學術研究上

 的脈絡。

 回溯蘭嶼研究的發展脈絡，可發現蘭嶼的研究成果分別歸屬於不同的學術研究者(群)

 中，實體資料也因而儲存、典藏在不同的學術研究機構之中。就當前的數位典藏計畫執行而

 言，典藏機構各自沿襲了自身研究群的學術成果與脈絡，各自將本身擁有的實體資料進行數位

 化的儲存與加值，於是就典藏題材@@蘭嶼達悟族而言，相關的數典資料依舊分散於各數典資

 料庫中，其實質意涵可理解為學術研究的延伸。

 蘭嶼相關的數位典藏大多是該典藏機構將所擁有的實物資料進行數位化加值與儲存，

 實為該機構內進行獨立研究的延伸;而以蘭嶼為題的數典計畫亦只能針對該學科範疇的知識

 (^oma^n know^edg^)進行典藏加值，彼此間缺乏連結脈絡，對於理解與認識蘭嶼具有一定之侷

 限性;而在非國家型典藏計畫中，公部門的自主典藏僅能針對其業務相關範疇典藏，而民間自

 主數典也因缺乏資源而僅能以小規模資訊呈現。

 綜言之，當代的蘭嶼數位典藏承襲了學術研究中重視學科領域範疇與研究學群關係的脈

 絡，意即數位典藏計畫反映出學術研究的技術轉型，然而在本質上則依舊沿襲著相似的角色

 結構，同樣面對著「研究者@@被研究者」、「典藏者一一被典藏者」之間主、客角色的對應

鑼蘭嶼達悟族主體在數典與研究中的反思與展望

 原住民族數位典藏的內容可廣泛理解為原住民族的知識內涵。蘭嶼因特殊的地理與社會條

 件，使其獲得各個時期研究者的關注，而這些資料在現今數典計畫的推動下，也建置成為完整

 的數位典藏檔案，但數典檔案在調查與數位儲存過程中，往往較欠缺該檔案所屬的文化脈絡，

 因此常形成彼此互不關聯的檔案資料庫，而失去了原住民的文化詮釋意義。

 譬如:達悟族數典資料中包含新屋落成的影像、屋主所配戴的衣飾文物、家屋主體建築的

 測繪資料以及新屋落成時吟唱的古謠，此四類資料係被歸類為不同範疇的檔案，儲存於不同主

 題之數典研究中，彼此間較難透過詮釋資料理解其相互的關連性，因而無法結構為一個完整的

 達悟族新屋落成知識，成為無關聯性一般數位資料，失去達悟族文化中對家屋落成的整體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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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數位典藏中的原住民族角色，依舊面臨著被凝視、詮釋與典藏的客體化位置難題。

 原住民數位典藏欲建構之原住民族知識系統，因而易陷於資源與權力優勢者主導之下的原住民

 數典想像，易與真實的原住民社會運作產生脫節。

 儘管如此，原住民數位典藏仍帶來了數位使用的便秘性，公共化的知識討論與生產效益，

 以及加值化的原住民知識學習與應用服務。蘭嶼的數典資料豪無疑問地將是蘭嶼達悟族主體發

 展的重要素材，期盼透過資源與技術障礙的突破，整合相關的數典資源，以做為推動達晤族自

 主數典的願景發展根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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