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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屁股蛋」我的族群尊嚴
2020-09-28 聯合報 /

陳張培倫Tunkan Tansikian／布農族、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電視金鐘獎獲獎名單揭曉，原民媒體節目及主持人榮獲多項冠冕，正當原民社會為族人榮耀欣喜之際，卻有媒體在報

導身著達悟族傳統服裝（丁字褲）的原民獲獎人時，以「金馬（鐘）新人露屁股」、「激露」、「全場最辣」描述其

穿著，甚至下標時出現「他『屁股蛋』整顆露出」此類輕佻文字，透露出主流族群部分成員潛存著對原住民族及其文

化慣有的輕慢貶抑或甚至霸凌心態，完全無助族群平等的實踐。……

 因長期同化教育氛圍的影響，不少年輕族人對在公眾場合穿著族群傳統服飾難免有些猶豫。但此次獲獎的達悟族年輕

人，在眾人盛裝與會之際，願意身著該族勇士正裝現身，展現出新一代族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自豪，獲獎人在受訪

時亦刻意向大眾說明其身著傳統服飾的緣由，這本應是值得讚揚鼓勵之事。

 可惜的是，部分新聞報導未能體會其文化及教育意涵並側重報導之，也沒有關注到原民社會是如何從艱困環境中，逐

漸建立起族群媒體的專業性。這種自以為是報導方式，不但平白喪失了對大社會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好機會，更糟糕

的是，甚至還以物化女性的「屁股蛋」用語標記之，將年輕族人莊嚴勇敢的文化自我展現等同於街頭八卦娛樂新聞，

不但傷害原住民族的尊嚴、忽略了原民媒體人優異的專業表現，更無助於主流社會成員對原民文化應有的認知與尊重。

 部分媒體此一譁眾取寵又傷害族群關係的報導方式其來有自。雖然我國憲法基本國策早就強調尊重原住民族多元文化，

也推動了不少族群平等政策。但主流社會部分成員習於以否定態度看待該族群，加上長期以來貶抑式的獵奇心態，遇

到與原民相關的新聞，即使原民社會自身展現自信美好的那一面，但報導內容依然容易歪樓，而呈現所謂「番人」的

「不文雅」（屁股蛋）表現，再次於閱聽大眾中複製具有上下優位意涵的族群刻板印象。

 誠摯呼籲各新聞媒體及從業人員，在遇到與原民相關新聞時，下筆務必再三斟酌，多一些族群換位思考，讓報導文字

成為促進族群平等的公器，而非複製族群偏見的幫凶。





 2015年12月3日，加州槍擊案隔天，美國八卦小報《紐約郵報》有兩種頭版。

 訂戶版本印刷較早，頭版大標是：「殺戮任務（Murder Mission）」。

 書報攤的零售版本印刷較晚，警方已發布兩名兇嫌的身分，於是，標題剌寫著：
「穆斯林殺手（Muslim Killers）」，《紐約郵報》網站上，同樣放著此一版本。



《查理周刊》事件

 2015年1月7日，法國的一家雜誌《查理週刊》，在推特上發布
了伊斯蘭國領導人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的卡通形象。這幅諷刺
漫畫良好祝願巴格達迪，巴格達迪在漫畫中回復，「最重要是
身體健康。」

 2015年1月7日，當天《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位於巴
黎的總部便遭遇恐怖襲擊案，導致12死11傷。遇難者包括兩名
警員和多位週刊工作人員，其中一位是週刊主編。由兩名身穿
「聖戰」服裝的蒙面男子發動襲擊。這兩名兇徒還高喊
「Allahu Akbar」（真主至大）向平民百姓和警方射擊。





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

 2022年6月18日，聯合國設定每年該日為「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
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了
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

 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
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

 古特雷斯説，這種現象助長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厭惡女性，使個人和社區
失去人性，對國際社會促進和平與安全、人權和可持續發展的努力産生嚴重
影響。

 語言能夠被「武器化」，並造成人身傷害，從仇恨言論升級為暴力，在人類
社會多次發生的慘劇中起了惡劣作用，從反猶主義所引發的大屠殺，到1994
年盧安達發生的針對圖西族的大屠殺中都可以找到依據。

 仇恨言論對所有人都是一種危險，打擊仇恨言論是所有人的責任。



德國「社交網路強制法」

 德國2017年6月，德國通過「社交網路強制法」(Network Enforcement Law)。

 該法要求一定規模以上的大型社群網站，必須移除明顯違反德國刑法的仇恨性
言論、危害公共秩序的言論。

 針對有爭議而沒有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公司有7天的時間可以決定是否移
除該貼文，而受規範的受群媒體公司有義務定時發布報告，說明其接受多少申
訴，並說明其處理多少內容以及處理的原因為何。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第一條】

 一、本公約稱：「種族歧視」者，謂基於種族、膚色、世系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之任
何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其目的或效果為取消或損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
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權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認、享受或行使。



 【第四條】

 締約國對於一切宣傳及一切組織，凡以某一種族或屬於某一膚色或民族本源之人群具
有優越性之思想或理論為根據者，或試圖辯護或提倡任何形式之種族仇恨及歧視者，
概予譴責，並承諾立即採取旨在根除對此種歧視之一切煽動或歧視行為之積極措施。



 【第七條】 締約國承諾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尤其在講授，教育、文化及新聞
方面以打擊導致種族歧視之偏見，並增進國家間及種族或民族團體間之諒解，
容恕與睦誼，同時宣揚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消
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及本公約。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五、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

包括對種族、族群、國籍、膚色、階級、出生地、宗
教、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身心障礙者及所有弱
勢者，在文字、聲音、影像、及動畫影片上均不得有
歧視表現。



叁、分則

 十一、性別與弱勢族群相關新聞處理：

 1.新聞應以客觀、非歧視字眼報導同志新聞，報導時不應將同性戀、跨性別
等性少數，犯罪化、病態化，避免社會污名烙印。

 2.新聞報導應避免散播或強化性別上的不平等、偏見、歧視和刻板印象，以
免造成「性別決定論」或譴責弱勢者的不當效果。

 3.新聞報導應避免物化女性（男性亦同），並不得使用侵略式的拍攝手法拍
攝性特徵。

 4.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資源弱勢的新移民、原住民等族群。包括在稱呼上，
不使用外籍新娘、大陸妹、大陸新娘、越南新娘、泰國新娘、山胞、山地人、
番仔等，應採用新移民、外籍配偶、大陸配偶、原住民等中性平等用詞，且
不得宣傳或主張特定國籍或原始國籍、種族、族裔身分、膚色或出生地之優
越或低劣。

 5.新聞報導應避免污名化同居、離婚、單親、隔代教養、同志等各類家庭模
式，或將各種社會問題歸因於當事人家庭模式，而使各種多元家庭受到社會
歧視或誤解傷害。



但是這個例子……

 家樂福廣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PXbR6WuF4

 越南裔人士的想法

 https://rwnews.tw/article.php?news=232

 劉千萍的觀點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785/6526375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QFPXbR6WuF4&data=05%7C01%7CLFY9%40ulive.pccu.edu.tw%7Ced46ce57e8184c31f4b808da8fe760f1%7C9e0dd6b199a54858ba44ed1f82d4cf6a%7C1%7C0%7C6379805212213120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kZGQi5hSBXJPesfUxB9K990chIBZ9OHopUPjDhereaw%3D&reserved=0


刻板印象(stereotype) 

定義：對於某一社會團體成員之行為和特質的一套看
法﹙未必是正面或負面的﹚。

人們往往依據「過分簡化」及「類屬假設」的自族優
越感，對他人﹙族﹚產生刻板印象。



相關概念──

 偏見(prejudice)：對某一社會團體的成員有負面﹙不好﹚的
態度。

 歧視(discrimination)：實際的行為會導致對某一社會團體
成員不利的後果。

 種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一種價值體系，否定其他文化
的優點或價值，並鼓勵對在不同傳統中成長之人，加以排斥。



媒介如何建構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反覆地呈現

 聯結某種特定的觀點

 貶抑其社會形象，形成權力差異，剝奪其人權



稅將調降 米酒可望大降價 一瓶180變50元
 【記者賴昭穎、丁萬鳴／台北報導】米酒可望大降價！財政部長李述德昨晚表示，財政部正在積極

研究調降米酒稅，避免私劣米酒氾濫影響國人健康，將在適當時機提降稅方案。

 財政部傾向參考日本對燒酒課稅的方式，訂出基準酒精濃度（日本為廿度），低於基準濃度的酒，
從現在每公升最高課一百八十五元降到五十、六十元；超過基準濃度的酒，則採取每度定額課稅
（如每度五元）。

 以米酒稅一公升改課五十元的稅為例，一瓶零點六公升米酒的稅負，可望從目前一百一十一元降為
卅元，減少八十一元，民眾最常使用的紅標米酒一瓶要價一百八十元，因此可望大幅降價，甚至降
到合乎市場預期的五、六十元。

 台灣菸酒公司也呼應依照酒精濃度分級課稅的做法，主張以兩種或是三種酒精濃度級距課稅。台灣
菸酒公司董事長韋伯韜說，現在私劣酒橫行，造成政府稅收損失，若新法使得米酒降價，民眾購買
合法米酒的意願增加，國庫至少可增加近四十億元收入。

 國民黨立委羅淑蕾今天將召開公聽會，討論國內以工業酒精調製的低價毒米酒和未稅米酒氾濫的情
況，提出解決之道。羅淑蕾說，政府除了加強查緝，更應該檢討調降米酒稅，建議財政部參考日本
作法依照酒精濃度課稅。

 李述德說，降稅案須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範，參考其他國家對蒸餾酒的課稅作法。相關官
員說，米酒稅調降的原則是兼顧稅負合理化和民眾健康，目前的米酒稅顯然不合理，一瓶酒賣一百
八十元，卻有一百一十一元都在繳稅。

 官員說，米酒價格高，但市場需求也高，造成民間私製的劣酒猖獗，有必要合理定價，讓民眾買得
起米酒，不過調稅方案仍須和經濟部國貿局會商，並向行政院報告。

 米酒何時降價？官員說，降稅案須通知WTO會員國，經六十天等待期，各會員國沒異議，可開始修
法。最快今年入冬前上路。台灣菸酒公司的提案，財政部也會評估。

 【2009-02-05/聯合報/A3版/焦點】



原民：又喝得起紅標了

 【記者○○○／台東縣報導】台灣菸酒公司出產的紅標米酒可能大降價，「我要準備增加訂
貨了！」台東縣蘭嶼鄉紅頭超商老闆謝美惠很開心地說，自紅標米酒漲到一百多元後，顧客流
失八成，「那麼貴，原住民喝不起。」

 在台東縣金峰鄉歷坵村開雜貨店的王美香表示，台酒的紅標米酒漲價之後，八成以上村民不再
購買，改喝其他民間公司販售的米酒或啤酒。

 金峰鄉賓茂村長高永輝開雜貨店，他說，除了少數經濟狀況較好的村民偶爾買紅標米酒喝，多
數村民都喝不起紅標米酒，雖然其他廠牌米酒口感較差，但一瓶只要五十元，「價格低就好。」

 蘭嶼地區紅標米酒要靠船運來，一瓶賣一百一十元，顧客流失更多，只有在慶典或大型活動時
才會喝一點。紅頭超商老闆謝美惠說，八成以上民眾改買五十元的其他廠牌米酒。

 她說，因其他廠牌米酒沒有紅標米酒好喝，很多人喝時還要加飲料，「即使多花幾十元混酒，
還是比紅標便宜。」現在紅標米酒要降價，相信消費者會回籠，「我要開始準備架子擺貨了。」

 原住民的小米酒有名，可以自己釀製，怎麼不改喝小米酒？高永輝說，小米酒甜度高，喝多易
傷胃，祖先釀小米酒只在祭典、儀式喝，不擔心傷胃，「現在很多人天天喝酒，怎麼可能拿小
米酒來灌！」

 【2009-02-05/聯合報/A3版/焦點】



「原民喝紅標」為題聯合報道歉

 紅標米酒可望大降價，成為今天(2/5)的熱門話題之ㄧ，各家媒體紛紛報導，
不過今天(2/5)如果有觀眾朋友翻開聯合報，就會發現聯合報裡，在有關米酒
降價的報導當中，有一篇文章，出現了一個標題，標題寫著「原民:又喝得起
紅標了」，這樣的標題出現在這家知名的平面媒體上，引來學者的反彈，認
為是再次的傷害原住民族，把原住民刻板印象化了，聯合報在今天(2/5)，透
過原視，向原住民族人道歉。

原民：又喝得起紅標了，九個大字清楚的成為新聞的標題，但是大家討論米
酒降價、講到飲食、餐廳，在這時候原住民三個字怎麼也見報了，就有學者
及媒體人認為下這樣的標題及內容不妥當。

下了這樣的標題跟內容，平面媒體表示沒有任何惡意，承認欠缺考量，未來
會更注意。

平面媒體承認欠缺考量，至上歉意，或許下次再碰到這樣的事情，真的要更
加審慎才是。



媒體又惹禍重創原民形象
 【記者陳威任台北報導】

 上週台灣菸酒公司傳出紅標米酒可能大降價，各大媒體均以顯著篇幅報導，但其中聯合報卻
以「原住民又喝得起紅標」作為標題，報導紅標米酒降價後，原住民部落的興奮反應。
該篇報導隨即引起原住民籍民眾的不滿，雖然聯合報當天即透過原民台，針對標題及報導內
容向所有原住民道歉，但是卻也看出長期以來對於原住民飲酒文化的誤解。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理事長高正治，曾連續3年在台東大武地區調查飲酒狀況，發現當地民眾
社交性飲酒占7成，原住民傳統的好客、分享文化，讓外界誤以為原住民公共衛生與健康差，
與嚼食檳榔、常酗酒及抽菸有關。
不可否認，原住民社會文化確實與酒息息相關，早期原住民的飲酒多出現在祭祀、播種、收
割、建築或修繕住屋、結婚喜宴或狩獵等傳統文化民俗活動中，釀酒的時機與用酒的情境，
多半依循著農耕生活與節慶活動，飲酒也成為增進人際關係的方式。
原住民之所以產生酗酒情況，可說是歷史建構下的產物，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原住民部份族
人由於受到漢人文化的衝擊，在主流文化的大舉入侵之下，產生嚴重的自卑失落感，只好借
助酒精來麻痺，短暫解決精神焦慮、情緒低落的問題。
此外也有研究表示，原住民幼時被父母要求買酒、飲酒頻率越高者，成年後喜歡喝酒、喝酒
頻率與喝酒量也較高，幼年時父母親以身教所展現的飲酒行為，在日後也容易以相同模式來
教育子女，成為原住民飲酒的惡性循環。
即便原住民與酒的關係密切，但是酗酒絕非是族群問題，對於在原住民飲酒文化上大作文章，
並且複製原住民酗酒印象，聯合報承認標題欠缺考量並且已經透過電子媒體道歉，希望風波
能夠儘快平息。





311日本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周五）日本時間14時
46分23秒，日本發生大地震，震央位於
仙台市以東的太平洋海域約130公里處。

按日本氣象廳計算，此次地震震級為9.0
級，所觸動的海嘯波源範圍，南北長約
550公里，東西寬約200公里，創下日本
海嘯波源區域最廣的紀錄。

地震造成至少15,854人死亡、3,155人失
蹤、傷者（輕、重傷）26,992人，遭受
破壞的房屋1,168,453棟，為日本二戰後
傷亡最慘重的自然災害。



日本媒體大力呼籲，

不要再讓關東大地震的慘劇重演……



1923年關東地震之後……

 1923年9月1日近午時分，爆發了7.9級的關東大地震，造成東京地區半數的屋舍
全毀，地震災區包括東京、神奈川、千葉、靜岡、山梨等地，根據事後的統計，
地震造成14.3萬人喪生，200多萬人無家可歸，財產損失65億日元。

 官方擔憂大震災會引發搶米糧風暴，以及懍於朝鮮人在「三一運動」後的怒火未
熄，所以就大肆造謠，聲稱「不逞鮮人」在各處縱火、水井中投擲毒藥……，於
是警方和右翼團體就肆意捕殺在日韓國人。

 主要目的是「針對不逞之舉，保護罹災者」。據此，軍隊和警察開始大肆逮捕、
屠殺在日北韓人和中國人。與此同時，他們還號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組織了
以在鄉軍人會（退伍）或青年團（地方青年組織）為主體的所謂「自衛團」，用
日本刀及竹槍等武裝起來，四處奔走「獵捕北韓人」，一旦發現，或將其殺害，
或在施暴後將其交給警察或軍隊，手段極其殘忍。

 辨識韓國人與否的方式是叫人唸「十五圓五十錢」，由於朝鮮人不會發濁音，很
快就可辨識出來，據悉有六千韓人因而罹難，雖然不久後人們開始知道有關北韓
人暴動等只是謠言，警察廳也制定了自衛團規則，要求停止對北韓人的迫害，但
這時被軍隊、警察、自衛團所殺死的北韓人已達數千。

 有史料稱，當時有6000多名北韓人在屠殺中喪生。



華人也無可倖免……

 緊接著捕殺行動就撲向勞動階級和左翼人士身上，在屠殺北韓人的同
時，他們還把屠刀伸向了在日華工（有一說稱他們被誤以為北韓人）。
據不完全統計，有700多名中國人（90%是溫州人）遇害。東京大島
町8丁目是華工的一個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華工在這裡慘遭
殺害。

 此外，橫濱等華人聚居區，都發生了屠殺事件。根據統計，旅日華工
700餘人，其中死639入，傷61人。根據事後一些報道,在六木町出現
了差不多200具裸體華工的屍首，還沒有完全處理完。他們的喉嚨都
是被切斷的，氣管、食道都露在外面。很多屍首還睜著眼睛，十分嚇
人。



如何避免歧視內容？

針對少數族群事件或議題，避免使用嘲諷或戲謔的言
詞。

避免以族群身分做為論述重點。

避免使用和複製刻板印象。

換位思考，想想被報導者的立場和感受。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