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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看不見的角落Ι－
南投合作村面面觀
看不見的部落：臺14線的賽德克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吳政憲

107.08.11

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說學又逗唱，學力滿滿滿』

媒體識讀教育活動



講師介紹

吳政憲

現職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
專任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博士畢業。

專長於臺灣多元文化、臺灣
史、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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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2011年盛大上映的「賽德克巴萊」不僅喚起
了台人對國片的支持、對歷史的考證，同時
也讓「賽德克」這一詞聲名大噪，關注原住
民文化的議題也因而興起。

∗如今風華過後被主流媒體遺忘的賽德克並未
凋零，如：臺14線「盧山」、「平靜」與「
合作」三個賽德克部落，現今仍保有大量人
文、生態與地方民族產業的特色，不同的族
群，仍在我們的寶島上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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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珍貴照片為主流媒體

不會報導的”台灣角落”

讓我們用新的角度來探索

南投仁愛鄉，帶大家認識

賽德克的人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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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功用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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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僅此一台簡易菜車，
串聯起臺14線部落的營養補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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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像卡車內的食物
就是三個村落的能量來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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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菜車老闆過一天，
聽聽她所見的部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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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車老闆住處，
也是山中唯一販售食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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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山脈、產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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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標示，大家可以猜猜看文化
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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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魚為山中珍貴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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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運璿、中橫、茶葉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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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老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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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龍橋，
也是通往廬山溫泉必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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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名又稱《斯庫鐵線橋》
其實跟日本人有關係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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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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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山部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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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克部落傳統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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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園、北坡
廬山、都達、靜觀的經濟作物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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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安山—日治時期又名為富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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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此作物?
提示:為原住民特有調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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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告，中文名為山胡椒。小小種子妙用十足，跟賽
德克族的生活可是密不可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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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野溪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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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海野溪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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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饋贈
每逢颱風過後都有不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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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產業道路旁，下車步行幾分
鐘即可到達，極具觀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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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廢止的廬山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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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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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溫泉全景一覽
可試想現今觀光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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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屯原登山口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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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達村、平靜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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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訴說
賽德克族三大語系的人口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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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木瓦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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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靜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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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觀光變遷
未來人文地理會是一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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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菜車
談談當今賽德克族經濟作物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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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霧社街?



∗ 一條時間之流的道路，從熱門的溫泉到今日公告廢
止，還有更多媒體未觀照的部落元素等待觀照與發
掘，是產業、文化、經濟與生活的總成。

∗ 三部落尚有能善用人文生態的優勢，發展兼顧環境
的特色旅遊，希望外人能夠更加認識他們，並開拓
出賽德克部落另一種人文生態觀光的機遇與契機。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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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告一段落~

後面還有精彩課程喔！

40

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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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看不見的角落II－
眼見為真，耳聽為憑
從史前到當代的台灣百年媒體識讀經驗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蘇全正

107.08.11

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說學又逗唱，學力滿滿滿』

媒體識讀教育活動



講師介紹

蘇全正

∗ 現職為國立中興大學、靜
宜大學歷史系講師，國立
中正大學歷史博士畢業。

∗ 專長於地方考古學、宗教
史、文化資產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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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歷史真偽之辨

三、如何識破媒體報導的羅生門現象

四、結語

課堂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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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圖畫與圖像（icon）、影像與語言一樣，一直擔任
人們傳達和記憶的功能。如史前岩畫或壁畫。

∗ 歷史敘事具有多重性特質，和其所處的歷史情境、
與統治者關係及在當代臺灣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密切
相關。

∗ 1860年臺灣正式開港通商，西方各國及傳教士得以
在臺灣各通商口岸居住，傳教士也藉以到各地傳教，
因此，正式引入攝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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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為真，手觸為憑，耳聞為信乎？

∗而影像與歷史的關係是用影像來圖解歷史或
用歷史解釋影像，但如果對影像的來源無所
掌握，也不對影像的解釋有所考據，就會錯
解影像，進而誤認歷史的可能。

∗不瞭解歷史的原由，又如何能看懂、聽懂、
讀懂、想懂媒體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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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真偽之辨

∗有人主張歷史並不具有本質上的真實性或真理性，

而是一種建構的產物；並強調權力關係對歷史建

構的影響，以及國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除文字書寫的史料之外，影像以及語言的材料也

是必須的；而圖像本身的歷史解釋以及論述均帶

有主觀的色彩，也觸及影視文化的變遷及其與人

文思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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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自從1896年發現
第一個史前遺址―今臺北市

芝山岩遺址以來，已記錄逾
2,500 個以上的考古遺址，
幾乎遍及臺灣本島及澎湖群
島、綠島、蘭嶼、小琉球、
金門、馬祖等島嶼，垂直高
度的分布則從海平面附近的
海岸平原，至海拔2,950公
尺左右的山地。
伴隨南島先民的海外遷徙，
形成史前玉器輸出貿易，及
後期瑪瑙珠、琉璃珠、硬陶、
青花瓷、小型青銅物件等物
質文化交流。

大坌坑式陶片（上、中）、臺中大肚營埔
黑陶均有波浪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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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全正 於神岡發
現

溫振華教授於清水發現

史前符碼：大坌坑文化(西元前6,500-4,600)

在臺中

蘇全正於神岡發現 溫振華教授於清水發現 8



滿大人在臺的最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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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西方對臺灣的認知傳播還原真相
哪一張傳播流通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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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真 1894年馬關議和畫片暨
1895年征臺戰役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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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真:1895年能久親王征臺八卦山

戰役 隨軍畫師開戰前30分鐘的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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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北中南三放送局聯合製播初等
北京話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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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聽廣播繳費收據/看報紙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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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臺中市紳參與恭迎日昭和太
子來臺巡視於林草寫真館攝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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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資訊傳播方式：名片/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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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斗六公學校第一學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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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帥張作霖、少帥張學良與何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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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蕃政策下的樣板：日治李香蘭主演
(左圖)《莎韻之鐘》報紙廣告
(右圖) 1920年代的 霧社街

19



日治時代玻璃底片結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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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電信郵遞傳播的主管機關—交通
局遞信部郵便局/1943年拍發電報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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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後龍郵便局所屬
《臺灣總督府電信符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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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末期戰時郵便貯金2圓預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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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通信傳播寄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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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光復了嗎？誰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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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1958年岡山電信局歡送新舊局長
(右圖)國民黨郵電黨部郵政支部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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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拍發電報須至指定的電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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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收音機要申請繳費後給執照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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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廣播收音機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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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工程施作申請甲種入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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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資訊傳播—電影本事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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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名著改編的經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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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著《竹藪中》改編「羅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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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商機—廣告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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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潮流走—戲院名稱也要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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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神壇：林爽文事件中的王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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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神壇：基、佛無二致，做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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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造神？
檢視政治、宗教人物的神化現象

∗天有不測風雲

∗人算不如天算

∗天意難測

∗太上有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仰體天心，為生民立命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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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識破媒體報導的羅生門現象

∗影視媒體資料會遭遇竄改的可能，歷史事實亦
可能因這些資料而受到扭曲。其次，有些資料
在製作當時是偽造的，但卻成為日後提供人們
塑造某種印象的材料。

∗除了偽造之外，影視媒體資料本身也可能呈現
出混淆的情況。故有必要關注影視媒體報導和
傳播資料的正確性。

∗何謂羅生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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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實與記憶具有多重性特質

∗過去在現實社會中會不斷地被重新塑造和解釋，
但不是任何記憶，都會成為社會共享的集體記憶。

∗其背後不僅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實踐，同時深
受其所處的歷史情境、與統治者關係及在當代臺
灣社會中的處境及其位置有著密切相關。

∗任何形式的歷史解釋以及論述，均帶有主觀的色
彩，也會影響文化的變遷及社會的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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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橫著看臺灣為何被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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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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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記憶與鄉土認同是透過歷史發展和
生活方式的體認與詮釋，增進其地方認
同感及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 ，也
使得他者(other)有獲得認識地方社會
的機會。



不要做個沒有歷史記憶的人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其著作
《笑忘書》中曾說：「消滅民族的第一
步，就是抹殺掉它的記憶，毀滅他的書
籍、文化、歷史，然後找人重新寫書、
製造新文化、創造新歷史。」。

43



~~感謝聆聽~~

本日活動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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