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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創 作 說 明 

    紀錄片並非憑空而來，它需有所本，題材是重要的來源，可是有了題材就像

擁有了一塊土地，如何往下打地基，如何往上蓋建築物，建築物的設計、理念，

都需要創意在裡面。紀錄片亦是如此，有了題材並不保證一切順遂，後面的執行

力，包括問題意識都關係到紀錄片創作的品質，因此創作在整個紀錄片的過程非

常的重要。 

    創意跟企劃、劇情大綱、劇本的設計、甚至跟操作上的表現手法都有關聯，

或許有人認為技術就是表現手法，只要表現手法好，對整部片子來說就有很好的

創作可言，殊不知根據電影語言學的論述，技術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服務

於操作者的一種方法，技術的概念才是有意義的(王志敏，2007)，而這個概念須

落實成具體的影像，概念來自於作者的想法，是創意的源頭，它可以解釋創作的

用意與目的，累積了一定的創作概念，才可能集結出一部可看性的紀錄片。因此，

一部紀錄片的完成不單單只是強調技術，而應看重的是技術創作的背後意義，這

些意義都關係到整部影片的架構與劇情。 

    本片的發想是來自於台灣原住民部落及學校，學習異文化森巴鼓過程等系列

的探討，音樂是兩個不同文化融合的媒介，不同文化的部落學校接獲的都是同一

個森巴鼓，可是學習一段時間之後，所展現的是不一樣的表演內容及形式，從這

裡就可以針對個案的特殊性，去發想畫面的內容該如何的呈現，這就是個案的概

念表現，個案概念需把他們的特色做清楚的區隔呈現，從個案的受訪內容與展演

形式都屬個案的概念，例如受訪者提到個案城鄉的差距，其最大的不同就在小朋

友打鼓時豪放的感覺，東部鄉間小朋友打鼓所獲得的快樂會有嘶吼尖叫的聲音，

因此畫面不僅要捕捉到小朋友愉悅的樣子，而且也要強調他們愉悅快樂的特寫。

而都會區如樟中的學生打鼓就很文靜，沒有太大的肢體動作，畫面就以學生專注

傾聽或操作的神情即可，特寫就不需太強調。 

由於本片是音樂的屬性，又是特定音樂的探討，因此在配樂的選擇上就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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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題相關的音樂為主，不僅是台灣原住民森巴創作的產出，如錄製好的 CD 音

樂，另外還可以考慮的音源是，老師在授課時教學生所打的節奏，或者是學生展

演時一段完整的收音，這些聲音都可以做為配樂之用。聲音包括的有音樂、音效

及受訪者的聲音，音樂在影片的時間向度上呈現的是線性特質，不但要算出該段

配樂的長度，還要在段落與段落之間考慮過場的設計，音樂是延伸及過橋的概

念。聲音在設計上與影像最大的不同，是在於聲音可以不斷的重疊，而不會覆蓋

掉原來的聲音，影像會因覆蓋而失去它先前的畫面，所以聲音的設計可以多元，

就像本片的片頭設計，就是以原住民的音樂與生活環境的關係為發想，在這裡就

大量的運用多種音源、好幾個聲音軌同時併用所產生的效果，至於那一個音軌聲

音最大、就以畫面內容的優先考量為依據。 

拍攝也是一種創作，有拍攝就會有運鏡，紀錄片的運鏡需緩慢，切勿急燥，

廣角如果呈現的是情境，情境沒有特定的焦點，所以情境的廣角畫面就不需要放

太久。中景也就是兩人、三人鏡頭則著重於對話，或者是打鼓時師生互動的情況

說明，如果它呈現的是有焦點式的就可以多放一點時間。特寫皆為焦點式的呈

現，所以它出現的時間會比較長，例如打鼓手的特寫、訪問人物的特寫，特別是

訪問者受訪時因談話內容很長，為避免冗長產生枯燥，因此在談話內容上會加入

相關的畫面，讓畫面不會太沉悶。真正能表現出拍攝的創作，後製剪接也很重要，

剪接可以將拍攝用到最恰當之處，一則交代了敘事內容，二則是讓觀眾看影片時

會覺得很順暢。 

不論影音是如何的設計，這些設計的概念都必須反映在學習的心得、文化的

核心、教育的意義、部落碰到異文化應思考的位置，這種種因素未來都必須經得

起檢驗與辨證，看看異文化的融合是如何的演變，與原生文化之間的關係是如何

的發展，因此本片就以七個個案做為探討的對象，做為相互的比對以及劇情的鋪

陳與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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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影 片 架 構     (總片長 52 分 55 秒)： 

            

 

    

                   

 

 

 

 

 

 

 

 

 

 

 

 

 

 

 

 

 

 

 

  

原住民音樂與環境的關連 
(傳統原住民音樂以吟唱

居多，節奏感何來？) 
片長：1 分 15 秒 

當森巴文化進入台灣 
(巴西森巴文化的概念) 
片長：1 分 18 秒 

環境不同、學校異文化產

出形式也不同(以 2 部

落、5 所學校個案為例) 
片長：13 分 31 秒 

異文化學習所持之態度 
（以銅門國小、瑪家國

中、紅葉國小、建和部落

為例）片長：9 分 33 秒 

接收異文化 如何展現文化

的核心(以銅門國小、崁頂國

小、樟樹國中為例)  
片長：6 分 20 秒 

異文化對教學現場有何影響？ 
(以瑪家國中、銅門國小為例) 
片長：8 分 45 秒 

森巴鼓的進入對傳統部落的思考 

(以南王部落為例) 

片長：6 分 53 秒 

1. 異文化回向原生文化的具體

產出 
(以樟樹國中的音樂創作為例) 
2. 台灣森巴與巴西產生互動的

可能性？ 
片長：4 分 50 秒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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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敘 事 內 容 

    由於本片探討的是異文化的接觸，而音樂是其中最主要的探討內容，因此在

一開場就以台灣原住民的音樂做為開場，其創想是原住民音樂與生活環境的關

係，原住民音樂的起源是從自然環境慢慢衍生出來的，原住民的音樂有吟唱、也

有合聲、跟著節奏也有快慢不等的舞蹈。於今觀之，它仍保有相當豐富的自然性，

與目前社會所強調的科技，是不太一樣，原住民音樂是有它的獨特與文化價值，

換言之，原住民的音樂文化肯定是很豐富的，而且音樂的背後是有故事性的。 

    在這樣的一個音樂環境與音樂文化裡，原住民碰上一個外來的森巴文化，這

兩年快速地在全省各部落小學漫延開來。巴西森巴文化最初進入台灣是以節慶藝

術的形式輸入，而且是從都會區開始，同樣的在原住民部分也是從都會原住民學

校開始，如汐止樟樹國中。因此讓人好奇的是，為什麼會有那麼多的學生著原住

民服飾在打森巴鼓？森巴鼓又是什麼樣的東西？ 因此本段就以森巴老師 Jimmy

來談巴西森巴鼓，森巴鼓在巴西的背景及樣態有那些，Jimmy 老師在這做了一個

簡述。由於森巴鼓快速在部落學校展開，學生學習之後會是什麼樣的情況，是否

會有什麼樣的情形產生，Jimmy 老師說出他各地教學的經驗，他在台灣的教學課

程就有不同，再加上學校的不同，環境的不同，產出的形式也跟著不同。 

    接下來的第三段先概略地將個案逐一介紹，包含地理位置、產出形式，第一

個探討的個案是汐止樟樹國中，該校附近的樟樹灣原住民社區大都是花東阿美

族，近 20 年才陸續遷移過來，因為學校是台北縣原住民的重點學校，校長劉台

光女士也希望來充實原住民教育，因此就答應夢想社區基金會讓藝術家進入學校

教小朋友打鼓，因樟樹國中學的早，所以音樂內容就比較豐富。跑過許多部落的

巴西籍久倍老師，他覺得台灣原住民雖然在歌舞方面比較多，在鼓方面是比較

少，但是久倍老師認為這對原住民小朋友來說，是沒問題的，因為他們都很有音

樂天賦，又充滿活力，也很熱愛音樂，打鼓就像他們音樂的一部分，很快地就學

會了。久倍老師又說，當他們打鼓突然之間那個 Boom 出來的時候就特別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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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特別賣力，接著就會問老師什麼時候可以出去打鼓。小朋友的確是喜歡出去

打鼓，就如建和書屋的負責人鄭賀元先生所言，小朋友出去打鼓可以看看外面更

大的世界，而銅門國小校長陳明珠更從小朋友的語彙中得出，小朋友出去打鼓是

為了什麼，就是把快樂分享給相遇的每一個人。 

     每個部落學校剛開始學森巴鼓的時候，都是先從模仿、再到熟練，就像瑪

家國中麥豐產訓導主任所說，森巴鼓進入到原住民社區時，多多少少都會加入我

原住民的元素在裡面，這樣的一個實驗結果事後覺得還滿不錯的。學校都有許多

的社團，由於森巴鼓的新加入，引起很多同學的好奇，都想要加入比較新奇的森

巴鼓隊，因此銅門國小校長陳明珠就提出了一個疑問，小朋友因喜歡這個就不喜

歡那個了嗎？由這個問題會讓我們想到的是，異文化進入之後，是兼容並蓄，還

是取而代之。 

    第四段所要探討的是面對異文化的衝擊下，其學習態度又應該是什麼？ 銅

門國小校長陳明珠做了以下的說明，她認為在教學現場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學習，

為什麼只喜歡這個(新的異文化)而不喜歡那個(傳統文化)，其實只要小朋友把時

間做好規劃，一樣可以同時學習多種才藝，就像她們學校有幾位小朋友，可以同

時打森巴鼓、還會木琴、歌唱、也是射箭好手，因此證明小朋友的學習是可以同

時的。部落小學人數都不太多，為了要維持社團能繼續的發展下去，因此需要小

朋友能同時多學才藝，特別是跟部落傳統文化相關，就更需要社團的推動才得以

綿延下去。反過來看，部落會認為學校在異文化的學習有什麼會跟部落傳統文化

相關，如果沒有什麼關聯，又為何要學習異文化，銅門國小陳明珠校長剛開始也

感覺到有此壓力，後來將太魯閣文化融入森巴鼓之後，倒也覺得先前部落的雜

音，現在已成為學校的動力，更重要的是，新發展出來的異文化表演形式，剛好

顯現出與其他鼓隊不一樣的地方，這就是異文化的學習融入在地文化後有自己獨

特的地方。 

     異文化的學習並有當地的文化特色之後，接下來就是如何呈現跟自己文化

核心的相關，因此在第五段裡挑了銅門國小、崁頂國小來展現階段的文化核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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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花蓮銅門國小不僅將傳統歌謠與舞蹈融了進來，還把太魯閣族的獵人文化也

放了進來，並且以射箭做為整場演出的最高潮，陳明珠校長還認為，太魯閣族最

重要的文化核心是 Gaya，也就是規範、傳統與禁忌，讓小朋友從收拾鼓開始，

就需注意到他們傳統的品格教育。太魯閣族的文化是男獵、女織、紋面、走過彩

虹，男人打獵、女人織布，技巧很好受到部落的尊重就在臉上紋面，死後走過彩

虹，紋面是一個印記並獲得祖靈的認同，未來才可以回到祖靈歸屬的地方，這就

是太魯閣族的文化核心。當小朋友認識自己的文化核心時，每到打鼓唱到自己太

魯閣的名字時就會尖叫，這就是民族自信的展現。 

    台東崁頂國小布農族兩個太陽的故事，就是因為出現射耳英雄將其中一個太

陽射掉，才讓布農族生生不息、得以至今。為感念這位射耳英雄，布農族每年春

天都會舉辦射耳祭，今年也不例外地在台東的海端舉行全國布農族射耳祭，崁頂

國小以森巴鼓隊開場第一個節目進入，並結合以戲劇的方式呈現，獲得在場熱烈

的回應，這也是森巴鼓第一次在傳統儀式中做正式的表演。 

     第六段是以自省紀錄的方式進行，本片先行剪了一段影片給銅門國小的老

師觀賞，許多老師看了自己班上的小朋友之後會發覺，透過影片她們看了平常所

未見可愛的一面，這是課堂上所無法看到的，因此校長鼓勵老師要多換場域來看

學校的小朋友。也有老師在影片中看到城鄉的差距，部落小朋友在展演時非常放

的開，不論打鼓、唱歌、舞蹈都展現自如，而且唱到最高點時會興奮的尖叫，這

是都會區學校所沒有的現象。還有老師認為有打鼓的小朋友成績比沒有打鼓的同

學還要好。另外老師也覺得打鼓似乎也可以成為教學策略，如果小朋友鼓打的很

好，可是課業成績不理想，老師很想試試用影片教學，讓小朋友知道功課也可以

像打鼓一樣的專注、一樣的好。最後有一位老師很焦慮的提出，原住民音樂跟鼓

的結合是很容易，但是如何保留原住民文化的根，而不會被外來文化給侵蝕，這

個部分老師認為學校要謹慎、要多斟酌了。因此原住民文化與森巴文化的結合，

是有一些不同的產出讓大眾看見，但是站在原住民文化捍衛的立場，如何能保留

原住民應有的文化位置，那就要好好地思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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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部落也有社團在學習森巴鼓，但是他們在接受外來文化時考慮的就

比學校來的多，因此第七段就來探討部落裡不同的聲音。在我們的社會裡，經常

會在創新與傳統之間做拉扯，台東南王部落的高山舞集林清美老師就認為，她一

開始並不能接受這種外來的文化，要引進到部落裡，那種掙扎實在讓人難做決

定，林老師認為新的創作是可以，但是創作歸創作，傳統歸傳統，有新創作的時

候必須要能把根給留住，這是林老師非常堅持的。另外音樂創作人 Amis 旮亙樂

團團長少多宜先生更直接的說，森巴鼓這種樂器目前在學校是最好推的了，能不

能內化、深化到屬於我自己的東西，那當然要有一個過程，這樣的旋律、這樣的

編曲，或許小朋友還不是十分了解，但是以後可能是他學習音樂的一個基礎，但

現階段比較重要的是，森巴鼓跟部落之間有沒有可能蛻變成跟我族群相關，那才

是關鍵之所在。兩種文化碰撞之後所產生的效應，的確需要聽聽不同意見的聲

音，做為日後異文化深入學習的參考。 

     累積了以上這麼多因異文化的進入所產生的各種情況與想法，不論是學習

的態度、不論是文化核心的展現，影片最終所最關心的是，像這樣子的異文化融

合是否可以再回到部落文化的可能，這是異文化融合是否可以落實在地文化的問

題。音樂創作算是一個指標性的測量，這樣的創作算不算已結合在地台灣的特

色，原住民與森巴音樂走到展演與錄音這個階段，算不算是音樂精緻的呈現，這

都需要大眾來檢視，樟樹國中於 2008 年 5 月終於將過去所演唱的歌曲，經改編

之後在錄音室演唱而發行一張 CD 音樂，因為有錄音資料的留下，就有機會接受

各方檢驗的可能，以做為評論之參考，這也是另一種異文化的學習，大家可以來

檢視新的產出跟原生文化的關係。透過本片的紀錄內容與表達方式，讓畫面來說

話，聽聽受訪者的聲音，或許可以讓觀者得到他自己的觀點，不論來自於什麼樣

的聲音，皆讓本片有最高的參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