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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瞭解原視與台北都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之關

聯，原視在此扮演之角色為何？深度訪談十九位台北都市原住

民發現，原視在族群認同的四個面向——「族群自我身份認

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度」與「族群投入」——均

有不同程度的提升。原視在此發揮了「教育」、「保存母語並

擴展以母語談論當代事物」、「提供原住民互相連結與支持的

空間」、「調解時空、知識與偏見裂縫」之角色。本研究亦發

現一些和過去部落閱聽人消費原視的不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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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原住民菁英多年努力奔走催生下，「原住民族電視台」（簡稱

「原視」）正式於 2005 年 7 月 1 日開播，截至 2011 年，與原視有關的

學位論文總計八篇，其中研究原住民閱聽人的僅有三篇碩士論文（如：

郭曉真，2007；曹一文，2007；潘美琪，2007），且主要以研究部落閱

聽人居多，對於都市原住民觀看原視後的族群認同建構情形，目前之瞭

解仍屬欠缺。都市原住民後代漢化程度較高，且與部落缺乏根基性的情

感連繫，其族群意識往往是在都市遇到其他原住民同胞才開始萌生（蔡

春蘭，2005），如今原視開播後，使得原先藉由族群人際互動形成的族

群認同，加入了族群媒介因素，究竟原視對於都市原住民之認同建構有

何影響？是本研究欲瞭解之族群傳播與族群認同建構議題。 

郭曉真（2007）指出，過去國內弱勢族群與大眾傳播的探討，主要

研究弱勢族群使用主流媒介之動機、使用過程及效果，關於弱勢族群閱

聽人使用非主流或族群媒介之研究則無。筆者回顧近年文獻，發現弱勢

族群閱聽人使用族群媒介之研究並非闕如，只是較為稀少，相關研究仍

有待開發與累積。筆者進一步以「都市原住民」為關鍵字搜尋台灣博碩

士論文也發現，自 1996 年至 2011 年共計 58 篇學位論文，主要集中於

教育、社會（社工、社福）、民族研究等領域，關於族群認同與族群意

識之研究計 9 篇，而關於都市原住民族群傳播之研究幾乎闕如，是有待

理解的一塊空白。都市原住民後代與傳統文化逐漸疏離，他們不像部落

原住民擁有集體生活，得以透過文化參與的方式，強化「我群」認同，

部分都市原住民後代對族群的認同，有逐漸轉型的傾向（蔡春蘭，

2005）。在這個認同轉型的過程中，原視的開播與加入，對都市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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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群認同建構有何影響？對於族群閱聽人族群媒介使用與族群認同建

構較細緻的探索，是值得深入剖析的。 

黃葳威（1997）指出國內有關原住民與傳播的議題日益受到關注，

但仍待開拓與累積。林福岳（2009）也疾呼原住民傳播研究有迫切性，

由於缺乏足夠的文獻與相關研究，使得傳播學社群對原住民議題相當生

疏與匱乏。本文亦認為傳播領域中的原住民研究，歷經十餘年仍欠缺豐

富的經驗研究，企待研究者投入更多關注。根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1 年 7 月公開之原住民人口數統計資料顯示，都會區的原住民人口

數為 223,133 人（占所有原住民人口數 516,625 人的 43.19%，較 2002

年 1 月的都會區原住民人口比例 32.84% 高），顯示有超過四成的原住

民移居至都會區居住，其中五個主要都會區（新北市、台北市、台中

市、台南市、高雄市）的原住民人口數為 128,320 人，占所有原住民人

口數的 24.8%。來到都市的原住民，有不少是所謂的「都市邊緣人」。

都市原住民面臨著都市生活的壓力和工作適應的困境，尤其在族群認同

方面更是面臨兩難的困境（卓石能，2002）。原視創辦的初衷，是為了

維繫原住民文化與族群認同，建立並提升原住民自信心與社會競爭力、

引導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正確之認知與尊重。原住民應擁有自己的媒介來

扮演反論述的角色，批判漢族中心主義所生產的霸權論述（尤稀‧達

袞，1994）。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原視，經過數年以原住民為主體的

內容呈現之後，在這群離鄉背井的都市原住民主觀認知中，如何召喚或

建構其族群認同？是否符合該族群之期待？ 

本研究將探索都市原住民之族群媒介收視與族群認同建構之關聯，

主要探討的問題有二：一為原視與都市原住民閱聽人族群認同建構之關

聯；二為原視在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所扮演之角色為何？是否從提

供母語、族群文化發聲之管道，演變為提升族群自信、促進社會對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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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平等對待、進而成為「族群認同」建構過程不可或缺的部分？本文

為探索型研究，希望達成兩個研究目的：一、累積本土族群媒介與族群

閱聽人之經驗研究，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或與不同區域原住民閱聽人比

較研究之參考；二、透過原住民閱聽人的深度訪談，提供質化的分析資

料以深入理解原視對原住民認同建構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國外原住民族群媒介與族群閱聽人研究 

原住民媒介是相對於主流媒介的族群媒介（ethnic media）類型之

一，其餘兩種類型的族群媒介還包括移民媒介與少數族裔與少數語言族

群媒介（Matsaganis, M., Katz, V., & Ball-Rokeach, S. J., 2010）。有學者

認為，相對於其他少數族裔，原住民有更具差異的特殊性，原住民媒介

也因此相對於其他少數族裔媒介有其特殊性。例如：Browne（1996）認

為原住民在幾世紀甚至幾千年前早於其他民族居住在特定地區，我們通

常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而他們對於後來者（最終成為現今的多

數族群）的協助或抵抗，是一個國家歷史的一部份，相較於其他少數族

群有更為基礎與重要的地位，然而，主流媒介通常忽視原住民在社會的

位置與對社會的貢獻，並且製造許多原住民的負面刻板印象，現今的多

數族群虧欠原住民太多，並且有太多的事物可以向原住民學習。因此，

原住民媒介可提供教育的功能，並且可以讓原住民重新發現過去的歷

史，同時也可以學習現今的成就；原住民媒介可以提供原住民媒體近用

權，扮演保存、恢復與擴展母語的重要角色；原住民更可以透過原住民

電子媒介進入公共領域，以他們的聲音呈現自己。Ginsburg（2002）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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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原住民媒介為一種特殊的文化行動主義與新興的文類，以此角度認知

原住民媒介便能承認原住民具有政治、歷史與文化情況有別於其他少數

族裔之意識，並且該差異會形塑他們的媒介使用（p. 211）。原住民媒

介意圖傳播有關於社會或集體認同的事物，是為了調解時空、知識與偏

見的裂縫，用原住民自己創作的作品療癒在文化知識、歷史記憶與世代

間認同的斷裂（p. 216）。Riggins（1992）認為，少數族群媒介不僅具

有抵抗同化的功能，同時也具有同化之功能，抵抗同化來自於其內容多

呈現反霸權論述、完全使用母語、加強社區參與、播出內容有別於主流

媒體等，而同化則來自於節目製作內容未脫離主流文化或常採用主流媒

體訊息、使用主流語言、訴求廣大閱聽眾等。可見原住民媒介若要發揮

保存與傳承族群文化之功能，在同化與反同化的光譜兩端取捨時，是採

用較偏向抵抗同化功能之作法。 

Meadows 整合了在 Australasia 區域所做的原住民閱聽人研究，建議

在研究原住民媒介的過程中，研究者納入原住民閱聽人的參與，結合產

製與接收兩端的對話與互動，對研究原住民媒介是很重要的（Meadows, 

2010），而且，原住民媒介的閱聽人研究目前在數量上仍舊不足

（Browne, 1996; Meadows, 2010），也因此無法形成堅實的研究結論，

且大部分的研究均集中於原住民廣播電台聽眾，研究地區也多是小城鎮

而非大都會區，以致於難以比較位在兩個不同地區的閱聽人對於原住民

媒體的喜好有何不同（Browne, 1996）。 

Browne（1996）回顧過去在紐西蘭、印度、北美洲、威爾斯地區、

北歐及愛爾蘭所做的原住民電台調查發現，原住民閱聽人以女性和老年

人居多，但也有為數不少的原住民電台在下午及夜間時段吸引年輕人收

聽，大多是播放年輕人喜歡的音樂（像是：毛利都會電台），不過年長

的毛利人則批評該台播放太多年輕人導向的音樂，鮮少使用毛利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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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是最受喜愛的節目類型，14-25 歲的年輕人喜歡當代流行音樂，40 歲

以上的聽眾則喜歡傳統音樂，極少數的電台是新聞（通常是地方新聞）

最受歡迎；少數調查顯示約有 20~40% 的原住民表示他們並不知道有原

住民電台的存在。 

不僅原住民媒介閱聽人的研究不足，實際探討原住民媒介與原住民

族群認同建構的經驗研究亦有待開發，Pietikȁinen 是少數在研究原住民

媒介時，有探討原住民媒介在建構原住民認同實際情形的學者。

Pietikȁinen（2008a）深度訪談在芬蘭的 Sami 媒體工作者，他們主要的

目標是以 Sami 人的觀點並使用 Sami 語提供相關的 Sami 資訊，來保障

Sami 社群的存續。這個屬於 Sami 原住民的族群媒體，大部分的使命都

付諸實現，像是象徵 Sami 人族群標記的 Sami 語保存。然而，在建構共

享的 Sami 認同時，仍有爭議存在，因為並非所有的 Sami 人都會說原住

民語，使得有相當多的族人被排除在族群媒介所建構的社群之外，並且

Sami 人散佈在歐洲幾個不同的國家，不同類型的 Sami 認同可能無法以

一個集體的 Sami 認同視之，因此 Sami 族群媒介所面臨的挑戰是如何在

建構集體認同與面對不同國界有不同認同位置的 Sami 人之間取得平

衡。該研究讓我們瞭解即便是同一族群，但由於散佈在不同的區域或國

家，使得少數族群媒介在欲達成建構集體認同的同時，必須考量對族人

在地性認同的尊重。 

Pietikȁinen 發現 Sami 電台連結了散佈各地的 Sami 人，也強化了他

們的族群認同；原住民語也可以是現代的語言，而不只是祖父母的傳統

語言，像是 Sami 電台中播放有原住民歌詞的流行音樂或饒舌歌曲，就

成功連結了過去與現在、全球與地方，而且這樣的方式特別容易親近年

輕人。不過，Sami 媒介是在一個複雜的多語領域中運作，該原住民媒

介也正是一個全球與地方互動的場域，造成了同時甚至是部分矛盾的強

化與混雜文化認同之過程。究竟原住民媒介要做出什麼樣的內容及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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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來建構連結過去與未來的原住民認同，或許結合流行文化的 Sami

語言媒介能夠提供尤其是年輕人同時連結全球與 Sami 傳統的機會

（Pietikȁinen, 2008b）。 

澳洲 Griffith 大學在 2007 年的研究報告 Community Media Matters

指出，澳洲的原住民媒介具有以下功能：提供不可或缺的服務予社區並

在社區生活中扮演一個中心組織的角色；協助人們與社區維繫社會網

絡；在社區中扮演教育功能，特別是對年輕人；提供關於社區新聞與資

訊的另類來源，能夠避免對原住民朋友與事件的刻板印象；協助破除非

原住民社區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因此扮演重要的跨文化對話角色；提

供專業的原住民音樂與舞蹈。在澳洲各地的原住民媒介為原住民個人、

社會團體與社區的形成扮演了重要的賦權角色，雖然原住民廣播與電視

提供了原住民互相連結與支持的空間，但卻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這些原

住民媒介創造了更廣大的公共領域部門。此外，在偏遠地區與都會區的

原住民閱聽人，儘管對這些族群媒介有共同的看法，但調查中也顯現出

一些重要的差異性（Meadows, M., Forde, S., Ewart, J., & Foxwell, K., 

2007; Meadows, 2009）。像是：聽眾收聽社區電台是因為有地方新聞與

資訊的提供，該理由對都會閱聽人的重要性就低於地區閱聽人；另一個

收聽的重要理由是專業的澳洲原住民音樂播放，尤其是都會閱聽人特別

表 達 出 對 此 的 欣 賞 ， 這 也 顯 示 出 澳 洲 社 區 電 台 重 要 的 文 化 貢 獻

（Meadows et al., 2007）。 

綜上所述，國外的原住民媒介提供教育功能，讓原住民重新發現過

去的歷史，並學習現今的成就以及原住民語言的現代化使用，藉以彌補

因時空、知識與刻板印象的隔閡所造成的文化知識、歷史記憶與世代間

認同的斷裂，且原住民媒介也扮演原住民社區聯繫樞紐之角色，提供原

住民互相連結與支持的空間。不過，國外的研究也顯示偏遠地區與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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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原住民閱聽人在閱聽行為出現差異性，使得少數族群媒介在欲達成建

構集體認同時，必須先瞭解不同地域原住民之在地特質。這些發現對本

研究均有所啟發，本研究也將檢視台灣的原住民媒介在建構族群認同所

扮演之功能與角色，以及都市原住民究竟有何特殊的需求與特性。 

二、台灣原住民媒介與原住民閱聽人研究現況 

在台灣尚未成立原住民族電視台時，原住民閱聽人研究聚焦於傳播

媒介對部落原住民現代化發展之影響，著重媒介效果研究（如：陳昌

國，1975；張逸東，1974；蔣永元，1974）。七○年代之研究結果，廣

播被視為具有促進原住民地區現代化之效果，接觸廣播較多之族人亦為

該部落之意見領袖。 

九○年代原住民傳播研究則轉向電視、電影媒介（如：陳麗珠，

1996）與原住民節目。黃葳威（1997）研究屏東地區魯凱及排灣族對電

視新聞節目之觀感與期待，發現原住民無論教育程度高低，均認為收看

電視是獲取新知與學習漢語之來源，多數原住民認為自己的意見及需求

未獲主流媒介重視，原住民期待電視新聞能增加原住民議題與權益之討

論。原住民希望多增加有關族群文化節目的期待，在後續的研究中一直

存在（如：王嵩音，2000；黃葳威，1999；劉幼琍，1999）。而當劉幼

琍（1998）調查台灣十五歲以上一千多位原住民媒介使用與滿足時，首

次將原住民節目納入，研究發現原住民對於原住民節目中有關原住民形

象的報導表示滿意，對母語節目收看（聽）的意願高於其他節目，調查

中有九成原住民認為應該成立原住民專屬媒介。劉幼琍（1999）發現無

論是客家人或原住民，皆認為廣電媒體對特定族群所提供的報導與服務

明顯不足，要解決特定族群廣電媒體普遍不足以及媒體報導經常扭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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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族群形象之情形，除了消極保障其廣電媒介接近權外，更應鼓勵特定

族群自辦媒體或參與廣電媒體製播工作，且特定族群本身的自覺與自我

認同感也十分重要，如此一來，特定族群才能直接或間接地在廣電媒體

中擁有更多的發聲空間，甚至保留或發揚其族群的語言與文化。 

王嵩音（2000）發現，原住民觀眾對公視兩個原住民新聞節目均給

予高度評價，在他們心中原住民節目扮演著同化與多元之雙重角色，他

們希望藉由原住民節目加強文化的內容與母語，以維護原住民文化和族

群的認同；也希望節目提供協助原住民申請福利、求學與就業的資訊與

服務；也期望原住民節目是對外發聲的窗口，讓大眾更瞭解原住民，甚

至成為與政府溝通的管道，讓政府直接透過原住民節目回應原住民社區

之需求。 

2000 年之後，與原住民相關的傳播研究較以往增加。研究主體包

括：電影（例如：楊煥鴻，2007）、廣播（例如：陸正誼，2004）、報

導文學研究（例如：陳震，2004）、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例如：

陳右果，2004；楊政霖，2005）、以數位落差觀點看台灣原住民之廣電

媒體近用（例如：陳清河，2004）、台灣原住民傳播研究之脈絡研究

（例如：林福岳，2009）以及蘭嶼原住民的另類媒體與發聲研究（例

如：郭良文，2010）。其中，陸正誼（2004）研究蘭嶼原住民電台發

現，該電台發揮了弱勢族群媒體對族群內部的傳播功能，尤其在母語傳

承、保障原住民媒體近用權以及提供在地資訊服務等方面特別顯著。該

研究也建議原住民閱聽人之研究，由於原住民各族、甚至各地不同部落

均有其特殊性，未來需要更多關於不同時空變動下更深入的質化原住民

閱聽人研究。原視 2005 年開播後至 2011 年，以原視為研究對象的學位

論文有八篇，研究主題包括：以多元文化主義探討原視的經營策略（例

如：陳子渝，2011）、探討原住民傳播權（例如：徐仙蕙，2010；陳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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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2008）、內容分析新聞報導中之原住民形象（例如：鍾嘉順，

2009）、以文化傳播觀點分析原視節目製作（例如：李賢華，2009）、

以原視與原住民閱聽人為研究對象計有三篇，都集中在 2007 年（例

如：曹一文，2007；郭曉真，2007；潘美琪，2007）。 

曹一文（2007）發現收看原住民電視的資訊蒐集、社交互動、娛樂

消遣及學習母語的動機與滿足較高者，原住民之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歸

屬感愈高。而族群自我認同及族群歸屬感較高者的收看行為，多數是每

天收看原住民電視、收看時間達五個小時以上、瀏覽原住民電視網站及

有收看原住民電視以外的原住民類節目。該論文結論，資訊蒐集動機及

社交互動滿足愈高，有收看原住民電視台以外的原住民類節目，瀏覽原

住民電視台網站、專心收看、平常使用母語等因素，可以有效預測整體

族群認同程度。 

郭曉真（2007）回顧過去原住民閱聽人研究發現，研究方式多以量

化問卷調查為主，忽略收視的文化脈絡與生活情境。因此，她選擇花蓮

縣秀林鄉重光部落作為觀察部落閱聽人觀看原視之場景，深度訪談二十

二位部落閱聽人，發現會主動選擇收看原視的部落閱聽人，主要收視時

段集中在晚上及週末，而被動收視者通常是無意轉到原視後再評估感興

趣與否，影響他們收視的另一大原因是「他人影響力」，通常是家人，

因為想要陪伴家人或擁有共同收看時光，因此一同觀賞原視。以族群意

識型態動機選擇收看原視的部落閱聽人，屬於泛原住民認同者，多數認

為具族群屬性的原視，可以從中看到他族原住民的文化，大大提升對自

我族群的認同或對其他原住民族間的認識；而以自我族群認同為收視選

擇依據的閱聽人，多會以自我族群出現在電視中感到光榮，甚至產生更

強烈的族群認同感。原視進入部落後，有高度興趣收視者會放下手邊工

作專心收看，影響最顯著的是人際話題，閱聽人最常圍繞在原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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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族文化、習俗、語言等討論，以及自身族群傳統的回顧，新的人際

關係會伴隨參與共同關心的話題而產生，最明顯的互動在親子間，話題

經常在收視原視後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與想像開始討論，不同世代因此有

了更多的生活連繫。雖然許多部落閱聽人均對原視抱持正面看法，但也

有受訪者表示原視談太多原住民的傳統風俗和歌舞，只提不能忘記傳

統，然而，對於原住民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轉型或生存的現況內容也應

提供給原住民瞭解。 

透過對部落閱聽人的瞭解，郭曉真（2007）發現母語傳播環境召喚

族群意識的力量，閱聽人因為收看原視而激發其對母語學習的慾望，或

對他族語言產生好奇與學習心，這些影響在閱聽人日常生活中牽動著對

自身語言的認同，以及接納包容他族語言的胸懷。其中有一位來到平地

的原住民年輕人，由於受到同儕及社會眼光的影響，無法對自身的原住

民身份進行表態，族群意識經常隱沒在團體中，加上對文化的認知與欣

賞沒有管道得以加強，使得她對原住民身份覺得可有可無，但原視出現

後，她表示對原住民的認識加深，開始對原住民身份產生認同與驕傲

感。除了認知自己原住民身份和其他族群的不同，透過原視看到他族原

住民不同的文化時，讓他們發掘到更細緻的認同與歸屬。郭曉真部落原

住民的研究結果，和目前研究都市原住民但未考慮族群媒介因素的胡蕙

萱正好成了一個對比，胡蕙萱（2004）發現都市原住民第二代的族群認

同條件並非仰賴母語、文化或生活習慣。郭曉真的部落閱聽人研究中，

少數來到平地的部落閱聽人覺得母語傳播環境以及族群文化的媒體展

現，仍有召喚族群認同之效果，似乎原視對都市邊緣人也有著召喚對母

語、族群文化認同之力量。這一點在本研究中可以再進一步深入剖析。 

同時也研究太魯閣族族群認同的潘美琪（2007）發現，太魯閣族的

族群認同與收看原視的收視行為有顯著關連，族群知覺程度高、族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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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份認同高、族群正向態度高、跟 Truku（太魯閣族）同族成員相處

的歸屬感高、和家人溝通時使用自己族語和其他語言各半、對於祭典活

動的參與度高者，收看原視的平均時數較高。該研究結論，對於自己族

群認同度越高的受訪者，收看原視節目的頻率越高；而「年齡」、「教

育程度」、「職業」、「平均月收入」、「族語能力」以及「現住地」

都可能影響「族群認同」，進而影響「原視節目的收視行為」。 

原視在 97 及 98 年度分別進行了兩次「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質

研究」。97 年度調查 12 個縣市 100 戶原民家庭的族人收視行為，發現

平均每日原視的家庭開機時數約為 43 分鐘，個人平均每日收視原視的

時數約為 19 分鐘，晚間八點是個人收視率最高的時段（黃聿清、許志

鴻，2008）。98 年度調查 17 個縣市 193 戶原民家庭族人收視行為，發

現平均每日原視的家庭開機時數略減為 41 分鐘，個人平均每日收視原

視的時數仍舊約為 19 分鐘，晚間七點至八點是個人收視率最高的時

段，大部分新聞類、戲劇類、紀實報導類和談話類節目都會區族人收看

率較非都會區高，而新聞節目類、綜藝類與教學類節目則是都會與非都

會區各有所好或是非都會區收看率較都會區高（許志鴻，2009）。 

綜觀以上國內原住民媒體與原住民閱聽人研究，可以發現對於原視

與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之瞭解，目前尚停留在以部落閱聽人為主，且以

問卷調查方式所獲得的資訊僅能得知與族群認同相關的收視行為或使用

與滿足變項為何，至於「何以致之」？我們無法獲得進一步之理解。僅

有郭曉真（2007）對於部落閱聽人民族誌的厚描，才讓吾人對於部落閱

聽人之族群認同建構過程有了較為細緻的瞭解。由於閱聽人身處的時空

脈絡會使他們對媒介的內容產生不同之需求與解讀（Morley, 1992），

過去的研究較缺乏對離鄉背景都市原住民之理解，究竟都市原住民如何

看待原視？原視與其族群認同建構有何關聯？在原視開播後更應作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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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之探討，以與過去部落閱聽人研究互為補充，提供未來族群傳播研

究參考。 

三、都市原住民與原住民族群認同研究 

本研究欲探討都市原住民在與原鄉部落逐漸失去緊密互動後，原住

民族群媒介之消費如何建構其族群認同。首先，我們要先來瞭解這群都

市原住民的族群認同現況。蔡春蘭（2005）研究發現，都市原住民的後

代，由於出生、受教育和就業均在都市，社會化過程的漢化程度相當

高，但由於擁有原住民血緣，具有法定的原住民身份，導致他們在認同

上呈現多重的特性。該研究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有三種認同： 

1. 基於使命感的認同：自認為身上流有共同血緣，負有捍衛原鄉族

人的天生使命； 

2. 離群性的認同：由於從小與原鄉疏離，對原住民事務參與感低，

外顯行為表現出與其他原住民隔離； 

3. 去瑕疵的認同：原漢通婚的後代，雖擁有雙重身份，但對文化的

瞭解卻僅有其中一部份，由於遺憾自己身份的瑕疵不全，而引起

填補另一部份文化認知的動機。 

張素莉（2007）探討不同居住型態之都市原住民其原漢關係與族群

意識間之關聯性，發現聚居的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度較高，但原漢差異

認知較低；散居者的族群認同較低，但原漢差異認知較高。影響原住民

認同的主要因素為「社會網絡」，而原漢差異認知的主要影響因素是

「個人變項」，因此，族群認同與原漢差異可能是兩種不同概念的族群

意識，兩者同時且相互影響族群意識。 

胡蕙萱（2004）探討都市經驗如何形塑都市原住民第二代的族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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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認同，研究發現族群認同的條件並非完全仰賴文化的本質（例如：

語言、文化或生活習慣），而可能是個人認同層次的選擇，個人對族群

認同的接受與回應，則視所處的都市生活經驗、情境而定，本身具有或

缺乏的文化本質並不必然構成絕對的認同條件。都市原住民第二代普遍

都在大學時才真正對自我的族群身分產生較深刻的認知，同時也存在著

衝突與矛盾，因此社團經驗就成為這群第二代形塑認同的重要途徑；第

二代都市原住民，在工作中開始擁有豐富的原漢接觸經驗，自我的族群

身分是隨著互動的情境展露。蔡春蘭（2005）亦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

對自己族群認同持肯定態度者，主要是來自於家庭教育的養成、媒體正

向報導的影響、政府推動的福利政策以及良性的族群經驗使然，認同原

住民身份者表示大部分文化訊息來自於平面及電子媒介報導，他們將原

住民藝人吸引人的片段或其他有利因素加以放大，或是嚮往媒介中呈現

的部落風光，甚至成為追逐流行的指標，這種現象已逐漸在新一代的都

市原住民身上萌芽。 

而都市原住民在所處的都會環境中，其族群認同也產生一些困境。

卓石能（2002）發現，原住民兒童不願承認自己所屬的族群之主要原因

是「怕被人瞧不起」，由於族群的刻板印象、他人對原住民不當的族群

態度，影響到學校中教師對原住民學生接納態度與同儕間之互動，以致

於產生「認同的污名」之負面認同危機。「認同的污名」是許多原住民

不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主要的原因，蔡春蘭（2005）亦發現都市原住

民對自身族群認同持否定認同態度者，多肇因關係網絡斷裂以及污名認

同，都市原住民後代有些是因為不願讓「污名化認同」上身，努力使自

己看起來不像原住民，有些原住民家長將家裡擺設像漢人，極力注重居

家環境衛生，選擇讓小孩與部落隔絕、完全都市化；有些是因為覺得自

己已習慣都市生活，認為和部落沒有任何關連，甚至有些基於有利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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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經濟而非出於自願改母性取得原住民身份者，亦不承認自己是原住民

身份。 

此外，蔡春蘭（2005）還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與部落的族群關係

相當微弱，長大後接觸到其他原住民始萌生的族群意識，往往需經過一

段時期的學習與重整，由於缺乏根基性的情感連繫，在斷裂性基礎下所

建構的族群認同不易穩固，以致都市原住民後代在面對其他原住民時，

由於對部落文化瞭解不多，或甚至完全不知，心中會產生尷尬、害怕之

感。對都市原住民而言，影響其原住民身份建構最明顯的問題，就是部

落族人如何看待從小未在部落長大的他們，兩者的認定不一定有交集，

部落族人對於陌生且自稱原住民的外來客會產生防衛之心，即使經由血

緣證明自己是原住民，亦不免被質疑缺乏草根性，因此都市原住民後代

對族群認同的建構不能只是抽象的意識、懷鄉的情緒，往往還必須付諸

行動在特定的脈絡中去成就其血肉（頁 42-44）。 

回顧過去關於都市原住民之研究，顯示都市原住民後代之族群認

同，由於生活習慣及語言多數已漢化，因此有些並非仰賴文化本質，而

家庭教育、主流媒體之正向報導以及良性的族群經驗會有正面的族群認

同產生；但與原鄉同胞及部落文化的疏離所形成的基於使命感、離群

性、去瑕疵等認同形式，也反映出都市原住民必須在其所處的都會環境

中發展新的認同策略，甚至因刻板印象形成的認同污名，也在都會原住

民身上造成負面認同之危機。那麼，當出現一個以主體發聲、鼓吹族群

文化傳承的原視之後，原先這些影響族群認同建構之因素會否因此強化

或調變？這是族群傳播研究可以繼續發掘的議題。 

國內關於原住民的族群認同研究，大多參酌 Phinney 的族群認同要

素發展原住民族群認同量表（如：李春慧，2004；卓石能，2002；許文

忠，1998；凌平，2001；徐世琛、李美枝，2002；陳正祥，2005；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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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007；張琇喬，2000；張錦裕，2002；楊貴妃，2005；潘美琪，

2007；賴慶安，2002；劉慧君，2006）。Phinney（1990）有系統地回

顧自 1972 年以來 70 篇關於族群認同的期刊論文發現，最常被學者用來

分析族群認同的要素為：自我身份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度與族群

投入。筆者歸納上述國內論文發現這四個族群認同要素為絕大多數論文

所採用，蔡珮（2011）也曾以 Phinney 整理出的族群認同四要素——自

我身份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度與族群投入，用來解釋更為細緻的

客視如何建構客家閱聽人族群認同。蔡春蘭（2005）指出，都市原住民

的族群認同形成，並非根基論或工具論的解釋足以概括，因為許多認同

原住民身份的都市原住民後代，僅以血緣為認同依據，其他語言、風俗

習慣等均與漢人無異；而工具論將族群意識置於政治、經濟的競爭或分

配脈絡中來探討，但事實上許多都市原住民後代從漢人認同轉為對原住

民認同，並非全然為爭取有利資源或受社會環境結構潛移默化之結果，

相反的，他們放棄對優勢族群的認同選擇認同弱勢族群，甚至為了爭取

族人、長輩對自己的信任，比別人付出更多的努力（頁 38-39）。 

因此，本研究在探討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時，將採 Phinney 的

四個族群認同要素作為詮釋原視消費與台北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建構之

構面。茲將四個族群認同要素分述如下： 

（一） 族群自我身份認同：即個人選擇什麼族群標記來稱呼自己。族群

標記包括了族群的生活方式、歷史、宗教、價值觀甚至宇宙觀，

亦包括對族群團體主要屬性、特徵、歷史與習俗之認識（李嫦

薇，2006，頁 17；黃振彰，2006，頁 59），個人能瞭解或意識

到族群間的差異，能認知到自己屬於何種族群（李春慧 ，

2004 ）。 族群 自我 身份認 同 的評 估離 不開 族群語 言 的使 用

（Rotheram & Phinney, 1987, p. 18），而願意在別人面前承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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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原住民或是恢復原住民本名，在過去的研究中都是重要的身

份認同標記，例如：「當別人問起我是不是原住民時，我很樂意

告訴他我是布農族」（李春慧，2004，頁 87）；「我希望別人

叫我時，都是用原住民的名字叫我，而不要用現在的國語名字叫

我」（賴慶安，2002，頁 189）；「如果現在能恢復原住民的名

字，我希望恢復」（卓石能，2002，頁 91）。 

（二） 族群歸屬感：個人在受訪時或許會使用族群名稱來標示自己，但

這並不代表他對其所選擇的族群有強烈的歸屬感，因此學者常會

用一些題項來測量族群歸屬感，例如：「我的命運與未來與族群

息息相關」、「我對自己的族群有強烈的依附感」等，或是透過

與其他族群的對比來定義與測量。族群歸屬感比較偏向心理的主

觀感受與內在認同，族群成員在透過族群學習社會化之後，在心

理所產生的一種對自己族群的歸屬意識（張春興，1989），通常

是指族群認同中的情感依附。例如：「我喜歡跟同一族群的人住

在一起」（李春慧，2004；凌平，2001；賴慶安，2002）、「我

願意為維護保存我們族群的文化而努力」（凌平，2001）；「我

覺得讓排灣族的生活變得更好是我的責任」（賴慶安，2002）。 

（三） 族群態度：個人對自己所屬族群的正面態度，包括了自豪及愉

快、滿意及滿足，評估項目有「我以我的族群為榮」、「我認為

我們的族群文化是豐富且珍貴的」（Phinney, 1990, p. 504）。例

如：「我覺得布農族其實有許多的優點是漢人比不上的」（李春

慧，2004，頁 87）。 

（四） 族群投入：通常指個人實際的社會參與及文化實踐。常被用來當

作族群投入的指標有：語言、交友圈、社會組織、宗教活動、文

化傳統和政治意識型態與活動等（Phinney, 1990, p. 505）。例



台北都市原住民族群電視消費與族群認同建構之關聯性初探 

‧143‧ 

如：「我會主動向老師和同學介紹我所知道的排灣族文化」（賴

慶安，2002，頁 188）；「我願意學習自己族群的傳統技藝」

（劉慧君，2006；凌平，2001）；「我喜歡聽部落（或社區）中

的長輩講有關自己族群的歷史或以前的事蹟」（凌平，2001）。 

當我們發現族群認同的要素可以被區辨為更細緻的面向時，族群傳

播與族群認同的探討，就不能僅僅是討論概括的族群認同如何被族群媒

介建構或召喚，而是應仔細探究族群媒介在不同構面的族群認同建構或

召喚情形，如此對於族群傳播與族群認同之研究將有更細緻的理解。也

因此，本研究對於深度訪談內容之詮釋，也將會依上述四個族群認同內

涵來討論。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深度訪談進行，訪談對象為台北都會區有收看原視的

原住民。在選取受訪對象之初，筆者先在 2008 年 10 月於台北東區一間

以原住民為主的教會聚會時進行第一次的焦點團體訪談，該次訪談有八

位有收看原視的都市原住民參與，筆者從中先與潛在受訪者建立關係，

並進一步篩選適合的受訪對象。除了由該教會開始滾雪球之外，筆者亦

在台北某高職篩選適合受訪的年輕原住民及其父母。選擇條件包括：收

視經驗至少半年以上、每週至少收視兩小時以上、有受訪意願、具溝通

能力、在未提示節目表的情況下能夠說出經常觀看的原視節目名稱、並

且能充分表達原視收視觀感者。之所以選擇每週至少收視兩小時以上

者，係因原視在 97 及 98 年度的收視質調查中發現，原住民個人平均每

日收視原視的時數約為 19 分鐘，而換算成每週約兩小時，因此選擇每

週至少收視兩小時以上的都市原住民閱聽人，其觀影經驗應是符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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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閱聽人的收視狀況。 

此外，亦遵循質性研究的樣本選取策略。由於質性研究關注的是

「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和「人們在不同、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

驗和解釋」，需要能夠提供「深度」和「多元社會實狀之廣度」的樣

本，著重資訊的豐富內涵（胡幼慧、姚美華，1996，頁 142，148），

因此，本研究採取的是理論性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著重資料的

歧 異 性 、 過 程 與 稠 密 度 ， 而 非 樣 本 數 的 多 寡 （ Strauss & Corbin, 

1990），在抽樣上也具備「彈性化」和「隨研究進展而演變」之特質，

意即下一個抽樣可能會視已進行的狀況和需要而定，以「避免重複」和

「捕捉進展」為原則（胡幼慧、姚美華，1996，頁 150）。自 2009 年 3

月至 12 月間，筆者深度訪談了十九位年齡由 16 歲到 58 歲有收看原視

的都市原住民，性別分佈為 8 位男性與 11 位女性，包括排灣族、阿美

族、布農族、平埔族、魯凱族、卑南族等六個族群，受訪者基本資料詳

見附錄一。 

肆、原視消費與台北都市原住民閱聽人族群認同建構

之關聯 

下文將以族群認同的四個面向（須注意的是這四個面向是互相影

響、彼此滲透的）為架構，討論原視消費如何召喚或建構台北都市原住

民之族群認同。 

一、原視如何召喚或提升族群自我身份認同 

本研究發現原視在「語言」、「生活方式」、「歷史文化」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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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等方面所呈現的族群標記，特別能夠凸顯原視召喚或提升族群自我

身份認同之功能。族群自我身份認同的評估離不開族群語言的使用

（Rotheram & Phinney, 1987, p. 18），在第一次的焦點團體訪談時，就

有參與者提到有些在台北工作的原住民朋友在家裡打開原視，有時只是

當背景音並沒有在收看，但是只要聽到原住民語的口音，即使說的不是

自己的族語，仍會有解相思、好像回到部落聽母語、有真正的「家」的

感覺。原視播母語召喚出的族群身份認同，在年長一輩會說母語者身上

似乎較年輕一輩明顯，尤其是曾經有居住過部落的都市原住民，他們更

期待原視可以多播一些自己的族語，甚至有受訪者希望每個族語都能有

自己的頻道全天播出。 

因為我們現在在台北都講漢話嘛！所以，如果聽到家鄉話

或者只要是原住民的話，都覺得很舒服。在原民台如果聽到原

住民的話會很親切，而且如果都是排灣話就更好了！（個案

G） 

B-1： 我們會講國語、會聽國語還好，像老人來都會區，國語

也聽不懂，要小孩去翻譯是不可能的事啊！老人只看螢

幕而已，也不曉得它是在播什麼。有原民台對我們原住

民跟不會聽國語的長輩，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啦！ 

B-2： 對啊！像我媽媽從台東來台北，很無聊嘛！因為在都市

怕迷路不敢出門，又沒有朋友，就有原民台以後，每天

（語調拉高）看原民台，就一直看一直看。 

對於曾居住過部落，原住民語流利的中生代而言，他們還可以透過

原視學到很多現代用語的原住民語表達或是同樣的東西其他族語是怎麼

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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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族語新聞，當然是魯凱族的新聞我最喜歡，它播世界新聞

是用母語講，我就都會聽，因為我是在學習如何用母語講世界

上發生的事情，這是一種困難，因為對我們原住民族群來講，

你往世界外面，說外來語會增加，那你要怎麼去跟自己的族人

作溝通，這是一個困難，原民台在這裡就幫助很大。（個案

E） 

看了原民台的族語教學，我們才知道別的族怎麼叫「飛鼠」

啦！這樣遇到別族的時候就可以講個一兩句。（個案 A-2） 

原視播出多族的母語，讓不同族的都市原住民可以透過這個電子空

間學習到平時不可能接觸到的廣泛原住民語言，也加深了對自己族群特

徵的認識，使得個人的身份認同更為細緻。除了族語的召喚外，自我身

份認同也來自於能意識到自己族群內部與其他族群間的差異，透過原視

的學習，絕大多數受訪者都不約而同表示，原視擴展了他們對整體原住

民族群歷史文化的認識以及與其他原住民族群差異性的理解，使都會原

住民能夠更正確標記其所屬的族群歷史與文化，因而深化自我身份認

同。 

看了原民台我才知道原來阿美族有分那麼多！…還有學到一看

長相就知道那是哪個族的，這些都是從電視上學到的。（個案

A-2） 

我也是看原民台知道一些習俗，我們就是靠著媒體傳播的力

量，對不同的族群會了解得更深刻，像我爸爸在花蓮教書，他

們那邊有泰雅族、賽德克族，後來知道其實他們也是泰雅族分

出來的，很多資訊都是看媒體才知道，像以前就是太籠統了，

只分什麼山地人啊，不知道各族的資訊。（個案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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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看【長者的話】，1 它會找部落一些比較年長者講他以

前的部落，因為它是播每個部落，就可以認識到各個部落的文

化，在那之前，我就只知道我這一族吧！透過原住民電視台就

會了解到其他族的歷史故事。（個案 C） 

我覺得如果對我影響比較大的話，應該就是說因為我本身是排

灣族，我對排灣的認識就很多，那我會透過節目來去認識其他

族群，他跟我的族有什麼不一樣；那二來就是他們每天播的族

語新聞就可以知道現在其他的部落是怎麼樣，我會比以前更瞭

解自己以外的原住民是怎麼樣的生活方式還有歷史背景。（個

案 F-1） 

即便是曾在部落居住許久，念專科才下山的個案 E-1 也表示，原視

讓她學習許多更深入的原住民文化，也因而更認同自己的身份。 

有一些我們的文化傳統習俗我還是沒有那麼了解，那他們會播

一些比較深的事物 我們可以學習，因為原住民電視台跟一般

電視比較不一樣的是它會讓你更認識自己的身分或文化各方

面，它會讓我更認同自己的這個部分。（個案 E-1） 

都市原住民的後代，由於出生和受教育均在都市，其生活習慣及語

言均與漢人相似（蔡春蘭，2005）。在都會久居的原住民，在飲食方面

逐漸漢化，此時原視就成為他們認識原住民飲食的重要管道，加深了對

自身飲食習俗的認識與認同感。 

因為我和爸媽都在台北生活，感覺不到自己像原住民，就會想

知道在部落到底都吃什麼，【Ina 的廚房】會有一些野菜的東

西，2會增加我對原住民的認識和認同都多一點。（個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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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視如何提升族群歸屬感 

原視召喚的族群歸屬感，和都市原住民本身既有的族群經驗形成一

種循環，亦即當原視節目內容愈能符合原住民閱聽人記憶中所曾經親身

經歷的族群經驗或是自身對原住民族群之看法時，他們就愈想透過觀看

原視來強化或抒解其內在情感，族群閱聽人會選擇能夠讓他們產生強烈

歸屬感的節目觀賞。 

因為【原視音雄榜】裡面每一個人都是原住民，3 它不像【超

級星光大道】講的東西就是比較平地人的，那其實原住民在講

自己的東西的時候，可能平地人會覺得：嗄？什麼意思？可是

我們一聽我們就懂，我就會覺得：喔！好貼切喔！就很喜歡

看。（個案 B） 

原民台也有一些談話性節目說一些部落很好笑的事情，然後我

們就會說：「對啊！我們家也是耶！」例如說平地人的冰箱打

開來，可能就是菜啊水果什麼的，可是原住民打開來裡面可能

是飛鼠啊！山猪肉啊！因為大家家裡都會這樣子，所以原住民

電視台一播，我們就會覺得對耶！在部落也是這樣耶！（個案

B） 

台北都會區的原住民閱聽人也表達出對於原住民媒介播放專業的原

住民音樂頗為欣賞，這和 Meadows 等人（2007）研究澳洲都市原住民

閱聽人的結果頗為類似。 

我很喜歡原民台以前有一個節目叫【原來我們這樣唱】，4 我

覺得這個節目可以讓我們聽到真正部落裡頭是怎麼唱的，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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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怎麼唱的，因為現在太多原住民的創作歌謠，我個人覺得

沒有原住民的精神在裡面，跟我們原住民真正在部落聽到的有

很大的落差。（個案 F-1） 

不過，個案 F-1 的說法或許是有部落成長經驗的都市原住民的心

聲，年輕一輩在都會區成長的原住民就比較少有這樣的感受。比較偏向

心理感受的族群歸屬感（張春興，1989），透過原視的牽引，使得曾居

住過部落的都市原住民得以抒解思鄉之情，或是對自己曾經居住過的部

落重新認識，而有想回鄉造訪的悸動。 

離鄉的孩子喔，我是覺得原民台至少可以安慰一下我們的思鄉

之情，會有解鄉愁的感覺，就是覺得很親切啦！（個案 G） 

B-1：原視有時候播到自己故鄉裡面的背景，就會有在鄉下的

感覺。 

B-2：很窩心啦！如果有看到家鄉的風光畫面哪，你感觸就很

深刻，就會很想念家裡。 

在電視看到我們村莊的部落，就好像我們在村莊看我們的部

落，不過卻發現：欸！原來我們村莊也那麼美麗啊（笑）！以

前不覺得，結果看到台東部落很美耶！有那個潛意識說，我們

下一次再回去那裡玩。（個案 A-2） 

過去的研究曾以「喜歡跟同一族群的人住在一起」來判定個人的族

群歸屬感，原視則是營造出「跨越時空同在一起」的族群歸屬感；還有

當原視播出同一部落的人上節目時，都市中以及都市與部落的族人會因

而串連起彼此。宛如 Anderson（1991）在論述想像共同體時所指稱的

「彌賽亞時間」，在不同時空中的讀者同時消費媒體中的情節與場景的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期  2012 年 1 月 

‧150‧ 

群眾儀式，使眾人得以將他們自身與他人產生關連，創造出人們想像的

共同體。 

因為在台北已經十年了，information 會比較少，朋友是有，可

是就是沒有很多原住民，之前還沒有接觸到電視台，慢慢原住

民的那個感覺就會比較少，現在多接觸電視台原住民的資訊，

會讓我感覺又恢復多一點原住民的感覺。（個案 E-1） 

剛好看到在播我們牡丹村的什麼人在電視上面，只要一播，我

們都會互相打電話聯絡，還有就是林家琪 5 在唱歌我們也會互

相通報說：「欸！我們部落的人在唱歌，快點看！」然後就坐

在一起小酌一下，大家開始談那個什麼人的小孩好會唱歌哦！

（個案 A-2） 

不過，都會原住民同胞間的互動與原視所召喚出的族群歸屬感仍有

層次上的差別。有參加原住民社團者表示，都會區的原住民社團帶給他

們的族群歸屬感較多，尤其是當原視播出的內容不是自己家鄉事時較為

明顯，一方面是因為社團中有同族同胞互動，二方面是因為在都市遇到

困難時，社團的同胞會伸出援手提供親身實質的幫助，這部分的情感是

單向觀看原視無法相提並論的。 

當然是排灣族社團給我的親切感比原民台多啦！因為人和人之

間有互動嘛！而且有困難也是社團的人來幫忙比較快啊！（個

案 G）。 

透過原視，都市原住民會開始擴大自己與原住民族群的情感依附，

而且還多了一份使命感，就有人表達看原視是自己的一種責任，這是有

很深的原住民自我身份認同者具有命運與共的歸屬感所表現出的族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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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收視行為，更進一步會產生族群投入的行動，像是打電話給原視表達

自己的支持與鼓勵。 

看原民台第一是因為自己本身也是原住民，第二它剛開始我們

必須要扶持它上去，我們自己人都不看，然後在外面一直批

評，這樣沒有意義。我常常打電話給他們說他們這個做的不錯

啊，畢竟很多原住民他們都不是專精做媒體的，很多都是後來

培訓出來的，所以要多給他們鼓勵。（個案 I） 

三、原視如何建構族群態度 

透過原視看到許多正面的原住民形象以及寶貴的原住民族文化，讓

都市原住民對自己的文化有了新的認識，也提升對族群的好感，因而建

立都市原住民正面的族群態度。 

我之前看到一個新聞，台灣有一批原住民，好像是大學生還是

研究生，代表台灣去國外參加世界聯盟的一個會議，我就覺

得：哇！好驕傲喔！原來我們原住民也有那種高學歷的人，就

想說，我們原住民不是很笨，其實有一些真的用功在讀書的。

（個案 B） 

就是因為看原民台我才會覺得說，我們原住民有非常珍貴的東

西，尤其是我們的文化，我看到電視上播才知道琉璃珠啦！織

布啦！這些都是我們牡丹排灣族很獨特的東西，原來是那麼珍

貴，以前都還不覺得，我還來罵我們村莊怎麼那麼落後。（個

案 A-2） 

看了原民台會讓我覺得原住民的形象滿好的，像是原住民有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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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感，有樂天知命的人格，還有原住民很熱情，就因為這樣會

增加我對自己原住民的認同。（個案 G） 

過去有研究顯示，都市原住民會因為「認同的污名」而產生負面的

認同（例如：卓石能，2002；蔡春蘭，2005），原視在這方面也讓這群

都市原住民有正面態度的轉變，這在從小生長於都市的原住民身上特別

顯著。 

在看原民台之前，會覺得我們原住民的文化很少，會被人家以

為原住民愛喝酒、很低俗，看完原民台之後就覺得，其實我們

原住民也是還滿厲害的，會有一些傳統的東西，就像我們那一

族很會編織琉璃啊，還有一些舞蹈、唱歌的都很厲害。在那之

前我就覺得原住民怎麼那麼愛喝酒啊！愛吃檳榔啊！就在部落

爸爸媽媽親戚都是這樣子啊！（個案 A） 

我以前會覺得我們這族的服裝好黑好醜喔！可是原民台播出來

之後就覺得還好啊！以前可能都是負面的。…還有我從原民台

看到原住民的慶典活動或是食物之後，以前別人覺得我們原住

民吃的東西都很生，會覺得不對，可是我後來覺得這就是我們

的文化，像慶典活動有人覺得我們一群人跳舞很像瘋子一樣，

可是我不覺得，我覺得那是我們的精神，因為是要慶祝豐收

啊！（個案 C） 

而在台北有經歷被都市人排斥經驗的原住民，也會因為原視提升自

信後，反過來建議那些排斥者收看原視中那些有別於主流媒體中的原住

民形象，也間接替原視發揮了族群媒介促進族群融合之功能。 

有些人對我們原住民的印象很差，我就會說我們原住民不是這

樣的啊！如果你不信的話，你可以去看原民台。（個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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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視如何促進族群投入 

許多年輕一代的都市原住民閱聽人均表示很少透過原視學習母語，

反而是透過學校或家中長輩來學習較多。因為大部分年輕人喜歡看的原

視節目以國語發音居多，有時也不一定會聽到自己族語發音的節目，反

倒是透過原視學到別族的原住民語較多，因為平常不可能接觸到那麼多

其他族的同胞。此外，早期原視的【大家說族語】後來停播了，許多想

透過原視學母語者覺得很可惜，這些都是原視在思考族語傳承工作如何

落實時可以參考的意見。 

我發現大部分原民台比較熱門的節目幾乎都講國語。…新聞就

是好像每一天會有不同的主播，我就會邊聽邊看中文翻譯，然

後就可以學到其他族的母語。可是自己的母語，靠家人或是靠

師長比較多。（個案 B） 

在交友圈方面，原視播出的內容常會成為原住民朋友或原住民社團

成員間的共同話題，會因此增加族人間的互動，例如在原視看到自己的

家鄉事或是八卦、笑話等， 這些內容就常會成為同鄉同胞的交流話

題。 

如果說有播出重大的家鄉部落的新聞，同鄉就會聊得比較多，

像是什麼水災啊！風災啊！或豐年祭呀！或者換哪個鄉長啦！

家鄉有什麼政治問題或是議題啊！（個案 G） 

我們學校有原住民舞蹈團，比方說同學聊天會聊到說我今天看

哪個節目，那個部落是我以前同學或是舅媽的部落怎樣怎樣，

就原視的節目會成為我們的話題。（個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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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原住民朋友週末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大概會有百分之七十

都會聊到原民台節目裡的八卦啊，還有不同族間的笑話。（個

案 D） 

此外，有趣的是，在族群人際互動與原視消費兩者間有相互求證之

關係，以建構更為精確的族群身份認同。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比較會

對同樣已經久住都市未回鄉的原住民朋友間所談論的原住民事物抱持懷

疑，因而比較相信原視播出的內容，例如有些都市年輕原住民原本對父

母口述的原住民傳統歷史有所懷疑，但透過原視印證之後，更加使其確

認自身族群的歷史文化。 

有時候聽到爸媽講的一些排灣族的歷史啊，其實他們講的都是

真的，但是我會懷疑怎麼可能是母系社會？太奇怪了吧？結果

看了電視才知道是真的。（個案 A） 

這部分不僅年輕原住民如此，久居都市的中年原住民也有如是想

者。 

原住民朋友對原住民的瞭解其實不會那麼深入，譬如說原民台

到原鄉去報導一些特色，報導別的族群的生活跟我們族群有什

麼不一樣，那只聽到自己族群朋友講的話，會比較不公正啦！

像有的故事好幾個部落、好幾個族群都會傳，但是大家都會搶

說：「欸！這是我們的！」除非說是長老他們講，我就會採

信，那一般都是比較平輩的，我不曉得他從哪裡聽來的。所以

我會覺得電視台會比較公正，會比較詳細，比較有根據啦！

（個案 G） 

都會原住民在原視看到其他原住民族的內容，當與真實的該族群原

住民親身互動，或是透過請教族裔長輩，在談話中加以求證，雙重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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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的族群投入，共同構築了都市原住民的族群認同。 

有時候從電視上看到別族的內容，像阿美族，我也會問我同學

他們真的是這樣嗎？會再求證一下會好奇說你們是不是真的會

這樣子。（個案 A） 

電視上播的別族的東西我就會看不懂，就會問我爸媽，然後大

人就會告訴你，例如說像是那個達悟族他們在做飛魚的那種

船，我就說我不懂為什麼可以弄那麼久，爸爸他們那一輩就會

聊說，喔他們這個船是怎樣做的，不像我們以前用竹筏那樣。

（個案 B） 

之前有一個節目是在介紹每一個族語的單字怎麼講，可是有些

單字我不懂，或是介紹器具，可是那個器具我們之前沒看過，

而且電視是用母語說，雖然有中文字幕，可是就還是不太能理

解，就會覺得為什麼他會說這是屬於這一族，可是我沒看過

啊！那我就會去問阿姨或是媽媽，她們解釋之後我就會比較瞭

解為什麼。（個案 C） 

在社會參與方面，都市原住民由於離鄉很遠，主流媒介也不會經常

報導關懷原住民的新聞內容，原視此時便扮演要角。有不少都市原住民

從原視的新聞節目中得知自己同胞需要幫助，便會開始關心自己的部

落，甚至主動回饋鄉里，貢獻一己之力。 

原民台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我知道很多我以前不知道的原

住民的事情。像我在台北，身邊的原住民朋友感覺都很開心，

我也一直以為在部落的原住民也和我們一樣沒什麼煩惱，我看

了原民台才知道有很多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小朋友他們很想要去

讀書，但是卻沒有錢可以讀，我知道了就會揪一些親戚朋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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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捐一點錢或書回去幫助他們，也算是對自己原住民出點力

吧！（個案 K） 

看到原民台播出原住民部落發生的災難或很可憐的事情，我會

覺得就好像我們自己發生事情，也會特別緊張，會開始去關心

部落同族的人任何大小事。…還有那些長者會很希望現在的年

輕人可以回去經營部落，繼續把部落留存下去，看完之後還滿

想回去經營部落的。（個案 C） 

看了原民台之後，我會了解到說，原來原住民有很多不一樣的

問題，還有政府的政策對原住民影響有多大。（個案 F-2） 

原民台會讓我一直看下去看到現在，就是因為它可以回顧一下

部落，其他媒體都不會深入啊！稍微講一下而已，那原民台是

最深入的。有時候會到鄉下去，那我們就會關心，甚至當家鄉

有災難的時候，我們會出點力，提出貢獻。比如說風災、水災

的時候，我們會去幫忙，有時候都會打電話給我們表弟說家裡

怎麼樣了，你們趕快回去看一下。（個案 G） 

過去研究中曾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對自己族群認同持肯定態度

者，主要原因之一和政府推動的福利政策有關（例如：蔡春蘭，

2005）。在都市的原住民由於彼此往來不若部落密切，或是同族同胞較

少，許多關於自身福利的資訊是透過原視知悉，也會因此互相提醒。 

我們排灣族在台北很少，所以我們的資訊屬於最少的，我們不

像阿美族是大團體，然後大家都很散，所以有電視我們才知道

說什麼租屋補助啊，你有健保的快點去分期呀！（個案 A-2） 

在文化實踐方面，包括了部落食物料理、部落旅遊尋訪、活動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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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慶典投入等活動。許多都市原住民從原視學習到如何料理原住民

特有的菜餚，並開始大膽嘗試；而透過原視建立正面的族群態度後，更

容易產生實際的文化參與行動；以前對部落認識不多，或是對原住民活

動訊息消息不靈通，現在也因為原視扮演文化導遊或是原住民活動的消

息來源，因而增加了族群活動參與的機會。 

有些原住民的菜，我們都不會料理啊！有些野菜可不可以吃也

不知道啊！就從【Ina 的廚房】那邊學，看他怎麼料理。（個

案 B-2） 

以前我在鄉下的時候，像阿公阿嬤打獵回來或是摘的一些野

菜，還有像那些生肉我也不敢吃，可是【Ina 的廚房】播了以

後，就會覺得這就是我們祖先的精神，為什麼我要排擠，現在

就比較敢吃。（個案 C） 

接觸原民台不只是提升正面的態度，我覺得參與感這方面也

有，像每次知道有辦活動我們都會想要去參加。（個案 E-1） 

像我們住台東，我們都不知道台東市有專門原住民的菜市場，

那我們透過像【不能遺忘的歌】會接觸到很多我們以前不知道

的事，6 回鄉下的時候就會特地去找。（個案 B-2） 

以前父母要帶我回去參加豐年祭我都很懶得去，後來看原視之

後漸漸覺得自己的文化是需要自己來振興的，像是阿美族祭典

很少，我們好像只有成年禮、豐年祭這幾個吧！後來就比較會

回部落參加豐年祭，其實豐年祭可以促進大家的感情，也可以

多一些自己部落文化的體驗。（個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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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討論 

本文將族群認同細緻分為四個面向，探討原視與都市原住民族群認

同建構之關聯，研究發現：在「族群自我身份認同」方面，原視使得都

市原住民的「語言」、「生活方式」、「歷史文化」與「習俗」等族群

標記更為清晰，原視播出的「母語」，對年長、曾居住過部落且熟悉母

語的都市原住民召喚較為明顯，不僅抒解在都會區較少使用母語的失落

感，活化對母語的記憶與懷念，進而牽引族群自我認同，此外，原視也

讓他們學習如何以原住民語表達現代用語，使都市原住民將來與原鄉同

胞談外來事物時更為容易；而無分老少原住民均表達透過原視讓他們學

到許多別族的族語，建構更為完整的原住民語知識；又大部分都市原住

民對自己的歷史文化所知有限，也甚少回部落居住，原視擴充了與原鄉

較為疏離的都市原住民整體的族群歷史文化與習俗之認識，讓都市原住

民更瞭解自身過往的獨特性，使得族群自我身份認同的標記更加銘刻於

心。蔡春蘭（2005）發現都市原住民後代因為缺乏根基性的情感聯繫，

在斷裂性基礎下建構的族群認同十分不穩固。本研究認為，原視提供都

市原住民在歷史文化與習俗等內容的學習，能夠改善與強化都市原住民

與部落文化的連結，使其產生較為穩固的族群認同。 

在「族群歸屬感」方面，原視的召喚和都市原住民既有的族群經驗

形成一種循環，原視內容愈符合其經驗，族群閱聽人就愈因為有親切感

而愈投入觀看。曾居住過部落的都市原住民，也因收看原視對自己的部

落產生新視野，而有更濃郁的歸屬感產生；而原視創造出的「彌賽亞時

間」，讓處在不同時空的都市原住民因同時消費原視，或是看到自家人

上電視而互相通報的異地共時串連，形成了「跨越時空同在一起」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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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歸屬感；當情感依附逐漸形成命運與共的歸屬感時，原視的消費就變

成有極深原住民認同者的使命與責任。但是，原視所召喚的族群歸屬

感，仍不若人際互動來得親切，社團以及同族同胞的互動所引發的歸屬

感深度，是單向觀看原視無法提供的。 

在「族群態度」方面，原視經常播出正面、有成就的原住民形象與

楷模，或是原住民珍貴的族群文化內容，建構正面的族群榮譽感，讓有

負面「污名認同」的都市原住民轉變為正面的族群態度，提升原住民自

信心，讓他們在面對平地人的誤解與刻板印象時，能夠加以駁斥並間接

發揮族群媒介的「融合」角色。過去蔡春蘭（2005）發現，都市原住民

因為關係網路斷裂以及污名認同造成否定自身的族群認同；同時也發現

認同原住民身份的都市原住民後代，會將媒體正向的內容加以放大，或

是崇拜嚮往媒體中呈現的部落風光。從本研究結果顯示，這些現象透過

原視的「原民發聲」之後，對於改善族群態度有一定程度的助益。 

在「族群投入」方面，促進學習別族族語的功能似乎大於學習自族

母語，主因是大部分年輕人喜歡看的原視節目以國語發音居多，不過，

對年長一輩而言，則是自族與他族母語的學習均有斬獲；其中較有趣的

是，都會原住民因為較缺乏豐富的部落生活經驗，會以人際和媒介交互

印證的方式，擴充己身對部落與族群歷史文化的瞭解，原視播出的家鄉

事、八卦與笑話，也常成為都市原住民聚會時的聊天話題；而原視的新

聞節目讓都市原住民知悉部落同胞的需求而即時提供奧援，或是得知政

府的原住民福利政策而互相提醒，這些對都市原住民而言是很重要的社

會參與；原視促成的文化實踐，包括了部落食物料理、部落旅遊尋訪、

活動參與與文化慶典投入等活動。過去研究指出原住民期待電視新聞能

增加原住民議題與權益之討論（例如：黃葳威，1997）以及族群文化節

目（王嵩音，2000；黃葳威，1999；劉幼琍，1999），從此次受訪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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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發現這些過去原住民的期待原視大部分都加以實現了。 

本研究發現，原視在建構都市原住民族群認同時，發揮了如同

Browne（1996）所言的「教育」功能，也是擴展母語的要角。不僅讓原

住民重新發現過去的歷史、文化與習俗的珍貴之處，也同時學習現今的

成就，扮演的不僅是保存與恢復母語的角色，更是讓都市原住民學習如

何以母語表達現代觀念的重要媒介。例如：學習到如何以他族母語表達

同一事物、瞭解原住民族更為細緻的族群分類與歷史、發現原鄉之美與

值得珍視的傳統文化、發現原住民有許多優秀的人才以及如何以母語表

達國際時事等。原視在建構都市原住民的族群認同時，亦如 Ginsburg

（2002）所謂調解了時空、知識與偏見的裂縫。原視讓都市原住民彌補

了和原鄉與過往歷史的疏離，重新認識自己的族群標記，也建立正面的

榮譽感與自信心，這些都有助他們重新凝聚集體認同。原視成立僅僅數

年，但在扮演教育功能、協助都市原住民相互連結與支持的空間、改善

原住民刻板印象以及協助都市原住民與原鄉維繫情感與社會網絡方面，

都顯露出正面功能。 

不過，有不少年輕不諳母語的都市原住民，都透露原視似乎不是學

習自族母語的最佳管道，原因是他們喜歡看的節目大部分都是國語發

音。或許原視可參考國外的經驗，像是 Sami 電台播放有原住民歌詞的

流行音樂或饒舌歌就成功吸引原住民年輕人（Pietikȁinen, 2008b），原

視亦可以原住民語結合時下都市年輕人喜歡的流行文化，讓原住民語的

表達更年輕化、具現代感，吸引年輕人收看更多母語發音的節目，在寓

教於樂中學習自己的母語。 

此次研究都市原住民閱聽人，有部分研究結果與過去部落閱聽人有

雷同之處，例如：郭曉真（2007）發現部落閱聽人收視原視的時段集中

在晚上及週末；原視提升了對自我族群的認同與其他原住民族間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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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部落閱聽人因自我族群出現在電視感到光榮而產生更強烈的族群認

同與驕傲感；部落閱聽人經常討論原視中的他族文化、習俗和語言，傳

統文化的討論也增加親子間的互動；對他族語言產生好奇心與學習心

等。比較不一樣的是，郭曉真（2007）發現部落閱聽人因收看原視而激

發學習母語的慾望，這部分在本研究的年輕一輩都市原住民身上比較不

明顯，或許是因為這些都市原住民學生大部分都瞭解通過族語認證考試

可以加學測或基測總分，在學校有族語教學課程可以學習，所以原視在

這部分的誘因相較之下就較不顯著。還有，原視播出的母語，讓熟悉母

語的年長都市原住民，因都會區不若部落常聽到原住民語，產生更多解

鄉愁與懷念的情愫，且這群出門在外的原住民，更注重學習現代化事物

的母語表達方法。在族群投入方面部分也與部落閱聽人不同，因為有部

分都市原住民在都市有較好的經濟能力，透過原視的消息能即時提供部

落在經濟與物資方面的協助，他們也會特別注意原視播出的原住民政策

與福利訊息，而且，都市原住民透過原視更加珍視部落的風光與喜愛家

鄉野味。 

本研究並未訪談到「離群性認同」（見蔡春蘭，2005）的都市原住

民，可能因為這類型認同者在本研究的篩選條件中未能成為受訪者（例

如：觀看原視時數過少或不看原視），無法得知原視對這類型認同者的

影響為何，會否有類似於 Pietikȁinen（2008a）發現不會說 Sami 語的原

住民被排除在族群媒介所建構的社群之外之情形，未來的研究若能研究

這類型的認同者，或許可以做一些差異性的比較。又根據行政院原住民

委員會的台灣原住民族簡介，經台灣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十四族，本

研究僅訪談到六個族，雖然目前訪談資料中並未顯示不同族群對於原視

的族群認同建構有差異性存在，但仍建議未來研究能針對不同族群做深

入的比較研究，或許會有一些新的發現。過去國外的 Sami 媒介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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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族群媒介在面對散佈於不同區域或國家的族人，在建構認同時所面臨

的挑戰是如何在建構集體認同與面對不同國界有不同認同位置的人之間

取得平衡（Pietikȁinen, 2008a），這種情形對於分佈在不同區域的台灣

原住民身上會否有類似之情形，該如何考量對於原住民在地性認同之尊

重，都是未來可以進一步探討之議題。 

註釋 

1 【長者的話】是原視的新聞類節目，主要是部落耆老生命智慧的紀實。 
2 【Ina 的廚房】是第一個以原住民女性議題為觀點的節目，主要介紹各部落的

特殊食材與美食，並帶出廚房與親人、家族、部落的特殊關係。 
3 【原視音雄榜】是原視的歌唱綜藝節目，長期擁有高收視率，是原視的指標性

節目。 
4 【原來我們這樣唱】主要是展現各部落樂舞文化的節目。 
5 林家琪是來自【原視音雄榜】歌唱競賽的原住民歌唱好手，曾與【超級星光大

道】的參賽者進行 PK 賽。 
6 【不能遺忘的歌】是記錄原住民族群的傳統古調與歌謠的節目，會介紹歌謠背

後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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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台北都市原住民受訪者基本資料 

個案 
號碼 

性別 年齡 
現居地 

（原居地） 
原住民

族類別
職業

教育 
程度 

母語程度
收看原視

年資 
收視頻率

最常收視 
時段 

A 男 17 
台北縣樹林市 

（同上） 
屏東南

排灣族
學生 高職 

會聽，只

會說簡單

用語 
9個月 每天 

晚上

8:00~8:30 

A-1 男 50 
台北縣樹林市 

（屏東縣牡丹鄉）

屏東南

排灣族
零工 國小 

聽說讀流

利 
2005年開

播迄今 

每天 
（1-2小

時） 
下班後 

A-2 女 39 
台北縣樹林市 

（屏東縣牡丹鄉）

屏東南

排灣族
家管 高中 聽說流利 開播迄今

每天 
（2-3小

時） 
上午時段 

B 女 17 
台北縣 

（同上） 
阿美族 學生 高職 

聽得懂 
不太會講

3年 

週五～週

日（至少

1-2小時

） 

週五～週

日晚上6-
9點 

B-1 男 48 
台北縣 

（台東都蘭） 
阿美族

鋼鐵

業
國中 聽說流利 開播迄今

每天 
（至少1
小時） 

週六晚間

7:30-8:00 

B-2 女 38 
台北縣 

（高雄） 
阿美族

服務

業
高職 聽說流利 開播迄今

每天 
（至少1
小時） 

晚上

8:00-
10:00 

C 女 16 
台北縣樹林市 

（花蓮縣瑞穗鄉）
布農族 學生 高職 

會聽，說

不流利 
2年 

一週3-4
天 

晚上

8:00-8:30 

D 女 30 
台北市 

（台東太麻里）
平埔族 教師 大學 

會聽，說

略通 
開播迄今 一週3天

晚上

9:00-
10:00 

E 男 41 
台北市 

（屏東縣） 
魯凱族

族語

教師

專科

肄業 
聽說讀寫

流利 

開播迄今

（公視即

開始看）

每天 
（看新聞

） 

晚上

7:00-8:00 

E-1 女 37 
台北市 

（屏東縣） 
排灣族 護士 大專 

聽說讀寫

流利 

開播迄今

（公視即

開始看）

每天 
晚上

7: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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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號碼 

性別 年齡 
現居地 

（原居地） 
原住民

族類別
職業

教育 
程度 

母語程度
收看原視

年資 
收視頻率

最常收視 
時段 

F-1 女 46 
台北市 

（屏東三地門）
排灣族

研究

助理
大專 聽說流利

從1998年

公視原住

民新聞雜

誌開始看

迄今 

假日收看 不固定 

F-2 男 19 
台北市 

（同上） 
排灣族 學生 大學 

聽略通 
能講簡單

字詞 
2年 假日收看 不固定 

G 女 47 
台北市 

（屏東） 
排灣族

環保

局
高中 

聽得懂 
會說單字

開播迄今 每天 中午 

H 女 53 
台北市 

（台東太麻里）
排灣族 原視 大學 

聽流利 
說可溝通

開播迄今 每天 上班時段 

I 女 50 
台北市 

（台東金峰鄉）
排灣族

族語

教師
大專 

聽說讀寫

流利 
開播迄今

每天 
（1小時

） 

晚上

7:00-8:00 

I-1 男 58 
台北市 

（花蓮） 
平埔族

待業

中
大專 

聽說均不

流利 
開播迄今

每週3-4
天 

晚上

7:00-8:00 

J 女 21 
台北市 

（同上） 
魯凱族 學生 大學 聽略懂 開播迄今

每週3-4
天 

晚上

7:00-9:00 

K 男 20 
台北市 

（同上） 
卑南族 學生 大學 聽略懂 3年 

每週4-5
天 

晚上

8:00-9:00 

L 男 23 
台北縣 

（同上） 
阿美族 學生

研究

所 
聽略懂 3年 

每週3~4
天 

晚上

8: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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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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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TITV)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Taipei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UIP) and examines the roles TITV plays in forming indigenous identity.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nineteen indigenous viewers from Taipei showed that 
TITV has increased the sense of ethnic identity of UIP from four aspects: self-
identification, a sense of belonging, ethnic attitude, and ethnic involvement.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has contributed to educating UIP, preserving and 
modernizing mother languages, maintaining social and community networks, and 
minimizing knowledge and cultural gaps, as well as stereotypes of UIP towards 
their native tribal cultures. This study also discovered particular functions 
(exhibited especially by UIP viewers) of TITV that differ from previous research 

on tribal aud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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