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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赴馬來西亞考察原住民族政策並進行文化交流出國報告 

摘要 

為促進南島語族交流並了解相關國家原住民族政策，奉 示由陳

張培倫副主任委員率文化園區管理局王慧玲局長、吳志成技士

及綜合規劃處黃興玉科長、郭玉敏專員組團前往馬來西亞考察

原住民族政策及現況。本案業於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1 日辦理

完成，相關考察、會晤行程順利圓滿，且與馬方針對文化相關

合作交流事項進行初步對話與協商。 

  壹、官方原住民族事務交流： 

此行會晤馬國部長層級官員、沙巴州政府副首席部長及多位國

會議員，渠等對臺態度友好，對雙方原住民族交流樂觀其成且

願積極推動。馬方亦提出盼與我方持續推動雙邊原住民族事務

官員互訪，增進了解。我方亦回應下列： 

 一、盛邀馬國首相署部長佐瑟古律、東亞特使拿督斯里張慶信訪臺，   

並由本會安排前往原住民族地區進行部落文化參訪，並研商後續

合作事宜。 

 二、馬國新任駐臺代表 Adeline Leong 赴臺履新時安排前往阿里山參與

鄒族 Mayasvi 戰祭。 

 三、馬方亦邀請本會參加 2016 年沙巴卡達山族豐年節慶典活動。我

方亦口頭邀請馬來西亞沙巴州原住民族樂舞團隊參加「第 3 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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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原住民族樂舞節」活動演出。 

 四、有關原住民博物館交流方面，馬國沙巴州旅遊、文化暨環境部提

議雙方進行實質交流，擇期互訪並以辦理研討會，或博物館換展

/聯展、樂舞、美食交流，並進一步推動簽署合作備忘錄等。 

 貳、民間組織、教育機構交流： 

 一、推動民間組織或原住民族社團與馬來西亞原住民關懷中心、鄉村

發展之友、卡達山協會等民間組織進行交流，分享臺灣原住民族

權利運動歷程，共同推動原住民族權益保障及文化保存。 

 二、促成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及沙巴大學人文、藝術及遺產學院

進行族群文化研究領域之合作，以及學者互訪、學生交換等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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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的原鄉，多年來，政府致力於南島民族

傳統文化的研究、傳承與創新，期使台灣成為南島文化的世界帄

臺，並建構出南島文化的獨特魅力與時代價值。本會核心業務之

一即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亟需開拓與南島語系國家交流與合作關

係，爰本次規劃訪問南島語系國家--馬來西亞，繼而擴大南島文

化交流合作層面。 

       馬來西亞自 2012年起與原民會及附屬單位原住民族文化中

心互動交流密切，官方代表團(如首相特使兼國會議員張慶信、首

相署部長左瑟古律)與民間組織(如沙巴卡達山協會)等皆與我方

友好互訪。鑒於馬來西亞具有非常豐富多元的南島語系原住民，

東馬及西馬各有不同族群文化，其傳統自然生態及多元人文景觀

與臺灣原住民族傳統生活、價值觀及領域有許多相近之處，值得

進一步交流建立良好及密切合作關係，將有助於本會發展南島原

住民族文化交流及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成為南島民族文化交流

重鎮之使命。 

    在馬來西亞半島有少數原住民族分別稱為 Negrito、Senoi和

原始馬來人，統稱原住民為 Orang Asli(奧朗阿斯里）。馬來西亞

政府主管原住民事務，包括其部落之福利和發展等業務之機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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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發展局（JAKOA）。本次要參訪重點為文化交流並了解馬來

西亞原住民族政策、原住民族之族群意像與生活形式及主題博物

館群等博物館展示手法與周邊區域整合之模式，以作為原住民族

委員會及附屬單位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相關業務規劃、展示實

務經驗累積與拓展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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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參訪團員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  原住民族委員會  副主委  陳張培倫  

2  本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主任  王慧玲  

3  本會綜合規劃處  科長  黃興玉  

4  本會綜合規劃處 專員  郭玉敏  

5  本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技士  吳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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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行程 

 

 

日期 行程說明 

12/15  

(二)  

 拜會首相署張慶信東亞特使  

 拜會首相署部長辦公室相關人員 

12/16  

(三)  

 參觀布城行政中心 

 拜會辦事處程祥雲公使 

 參訪 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  

12/17  

(四)  

 參訪 Orang Asli Museum 並與原發局交流 

 參觀吉隆坡國家博物館 

 雪蘭莪皇家雪錫廠 

12/18  

(五)  

 會晤前駐台代表楊德勝 

 參訪 KSS(卡達山社區協會)並參與當地歡

迎晚會 

12/19  

(六)  

 拜會沙巴州副首席部長丹斯里佐瑟百林

(KDCA 卡達山文化協會主席)  

 參訪 KDCA 協會並參與座談 

 參觀 ToniBung社區發展 

12/20  

(日)  

 參觀沙巴博物館  

 參觀 Mari Mari Culture Village  

12/21  

(一)  

 會晤沙巴旅遊部部長Datuk Seri Panglima 

Masidi Manjun  

 會晤沙巴大學人文藝術遺產學院院長 

Prof. Dato’Mohd Hamdan  

 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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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成果 

(一)官方互訪及交流：此行於吉隆坡分別會晤馬國首相署東亞特

使拿督斯里張慶信、部長及前駐臺代表拿督楊德勝等重要政界人

士，尌馬國目前政治情勢及對臺政策等進行討論。渠等皆曾來臺

並參訪原住民族地區，對我原住民族有初步了解。張慶信特使表

示未來若於沙巴或砂勞越舉辦原住民族文化交流表演活動，盼邀

臺灣團隊前往參加，促成臺馬原住民族之實際交流。本團團長陳

張副主委初步表達同意，另亦邀請該國組團參加本會兩年一度之

「世界原住民族樂舞節」。雙方交流氣氛融洽，本團團長邀請張

特使訪臺前往原住民族部落進行參訪，由本會進行安排，俾其深

入了解原住民族文化，以為後續推動兩國原民交流合作之基礎。 

此外行程也安排會晤 Adeline Leong女士，渠為沙巴華人，曾任

沙巴首府亞庇市市長，於當地頗富聲望，渠為將上任之馬來西亞

駐臺代表。我方邀其 105年 2月赴臺尌任後，由本會安排前往阿

里山參與鄒族戰祭祭儀，了解臺灣原住民文化，增進雙方互動與

友誼外，並促進後續合作事宜。 

 

(二)產業界交流：此行會晤馬臺經貿協會副會長拿督黃耀佳等，

尌該協會前促成馬來西亞原住民藝術基金會、社團法人臺灣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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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學院促進會、彭亨州原住民族關懷協會、生物巢生物產業園

集團和精品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族產業經濟

發展協會簽署「臺馬原住民族農業合作專案」一事進行了解，我

方並盼該協會提供相關資料，俾我方了解並視需要增加連結臺灣

原住民族產業進行跨國合作。 

 

(三)博物館交流：本次行程於西馬、東馬均有安排 Orang Asli

博物館及沙巴博物館參訪及交流，俾利雙方進一步了解；其中沙

巴博物館顯較具規模且館務系統較為活絡、主動性佳，沙巴州之

原住民族族群文化特色與臺灣原住民族亦較具近似性，為可持續

交流連結之機構。本團於會晤沙巴州旅遊、文化及環境部部長

Masidi時亦與對方達成於明年度進行實質交流之共識，將擇期互

訪並辦理研討會、博物館換展/聯展、樂舞、美食交流及簽署合

作備忘錄等。 

1. 參觀 Orang Asli Museum ： 

該館位於西馬，隸屬於鄉村發展部原住民發展局(JAKOA) ， 

Orang Asli 博物館的興建構想最早起於西元 1969年，直到 1987

年才正式改建房舍開放使用。為了文化的保存與傳承，馬來西亞

原住民發展部門(JAKOA)提議興建新博物館，並於 1995年開使興



11 
 

建，以 3年時間耗資 330萬馬幣(約臺幣 2,300萬元)，再以 2年

整備，於西元 2000年正式營運開放參觀。館內空間不大，介紹

orang Asli 分佈、傳統樂器、木雕、樹衣、器具等，並有戶外

吹箭體驗。 

2. 參訪國家博物館及附屬原住民展示館： 

該國家博物館創始於西元 1888年，在二戰時被催毀，後經重建

成為馬來西亞國家博務館，於 1963年啟用。館藏豐富多元，從

民族圖誌、手工藝品、歷史文物及樣品均有展出；每年亦舉辦主

題特展，提升民眾對多族群文化及歷始文物的瞭解。館舍東西各

有 13根柱體，代表馬國 13州，兩側各有壁畫呈現各種之傳統習

俗。原民展示館屬小型展館，內有 orang Asli的人口統計約 18

萬，並有較多木雕面具展示與人造樹木之裝置。 

3. 參訪沙巴博物館： 

此館位處東馬，隸屬沙巴州旅遊文化部所轄，內設主館、科學及

技藝館，另有文化遺產村、植物園等。主館是傳統式長屋建築，

展示種族、自然史、考古歷史、陶製品及沙巴的多元文化，並有

大理石展覽廳供主題策展。參訪時正展出原住民族傳統服裝及各

類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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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博物館館藏與西馬的博物館館藏比較下，此地更為豐富及多

樣，多達 200萬件。而展櫃設計與展版並存之陳列方式，輔以背

景音樂，營造出怡人之參觀環境。令人印象深刻者是以頭骨裝飾

參觀走道，並有各種大甕(含納骨用)及下葬造景說明。  

4. 參觀私人經營的 Mari Mari文化村： 

該文化村位於沙巴原始森林風貌的山區，佔地 1.9公頃， 並以

五族的傳統屋展示其傳統生活樣態，包含 Dusun house、Rungus 

longhouse、Lundayeh house、 Bajau house 、Murut Longhouse 

等 5族，並有定時的舞蹈表演(分為早上、下午、晚上三場配合

入園場次)。入園票約臺幣 700元(含導覽、歌舞表演及餐飲服務），

其展示傳統文化(食物、釀酒、採蜜、樹皮衣、家屋擺設等)，具

有真實性的體驗，提供原始生活風貌，足供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

區參考。 

(四)民間團體交流： 

1.此行參訪馬來西亞原住民民間組織「原住民關懷中心」(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 COAC)及社區發展之友(Tonibung)等，

該二組織皆致力於跨域串連，培力在地原住民族爭取權益、促進

原鄉發展及生態、文化保存。查該國原住民處境與我國 20餘年

前相近，但有其先進的土地保護與培訓青年自製小型水力發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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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後山原住民的貢獻。未來我方架構民間交流帄臺，俾促成臺

灣原住民族民間團體與上開組織進行互訪及經驗交流，共同推動

原住民族權益保障及環境、文化保存。 

2.會晤沙巴州副首席部長兼卡達山文化協會(Kadazandusun 

Cultural Association，KDCA)主席百林(YB Tan Sri Datuk 

Panglima Joseph Parin Kitingan)，百林主席邀請陳張副主委

於 2016年 5月底率團前往沙巴參加原住民豐年節活動，並推動

雙邊原住民事務官員、民間互訪，學習分享身份認證、土地、經

濟、教育、福利、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等政策經驗。我方亦邀請組

團參加第三屆世界原住民族樂舞節。 

3.本次回訪「沙巴卡達山社區協會」(Kadazan Society Sabah，

該協會會員皆為天主教徒居多，致力於恢復卡達山杒順族尊嚴及

語言文化保存，曾於 104年度隨同馬國首相署辦公室人員拜會本

會)，該協會表達熱切與臺灣原住民族持續交流合作之意願，我

方表示於返國後協力促成該協會與臺灣原民組織合作交流事

宜。 

 (五)教育交流：會晤馬來西亞沙巴大學人文、藝術及遺產學院

副院長Prof. Madya，了解該院所進行之原住民族相關研究計畫。

我方提議由我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與該校進行族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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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領域之合作及學者互訪、學生交換等，細節將由兩校進行

聯繫確認。 

國立臺灣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提及明(105)年度將有沙巴卡達山

族學生來臺尌讀，我方樂表此有助於推動臺馬雙方原住民族青年

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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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紀實 

    (一) 12月 15日 第 1天 (吉隆坡) 

 當日下午 1500一下飛機立刻展開第一個拜訪行程，16:25抵達

首相署拜訪馬國東亞特使拿督斯里張慶信(華裔) ，張特使經常

造訪臺灣，表示有機會願意參訪本會文化園區並瞭解臺灣 16

族，更希望走訪花東原鄉部落來進行文化交流。 

 晚上 1930與首相署部長辦公室人員舉行餐敘 ，雙方交流原住

民族政策與文化多元性，王慧玲 Iling局長亦邀約與會人員至

文化園區參觀交流 。  

 

出發前於機場候機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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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慶信特使合影 

 

致贈紀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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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5 12月 16日  

 上午參訪布城行政中心是馬國以 6年時間建立的新市鎮，現為

馬來西亞的行政首都和經濟、政治、宗教中心，區內這座粉紅

清真寺為馬國最大的清真寺，以玫瑰大理石為建材，非常壯觀

及美麗。 

 中午 由駐馬代表處舉辦歡迎餐敘，由外交部駐馬辦事處程公使

款待與會者有馬臺經貿協會副會長 黃耀佳拿督及呂總經理理

彬(臺灣人)，分享與臺灣原促會合作之合作實驗農場事業及簽

訂 MOU過程，Marcus議員亦分享卡達山族人之特性。 

 下午拜訪 NGO團體 COAC(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

負責人 Dr. Colin(英國籍)，以簡報方式向本會一行人說明該

國原民現況，馬來半島（西馬）原住民稱為 Orang Asli， 佔

全國人口約 0.6%，分為三大群 Negrito、Senoi、Proto-Malays

共 18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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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粉紅清真寺前合影 

 

布城新市鎮一隅 

 

外交部駐馬代表處程祥雲公使(左一)合影 

 

參訪民間組織原住民關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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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2月 17日  

 上午參觀 Orang Asli Museum(JAKOA原住民發展部門所屬)，由

副主任率同仁簡報並與本團座談交流，JAKOA 隸屬於鄉村發展部，

前身為原住民事務局 JHEOA（設立於 1954年），其成立宗旨為保

留原住民生活型態免受社會變遷影響，協助其在教育、經濟及基

礎建設之發展。  

 簡報後參觀博物館館內 Orang  Asli文物館藏。  

 下午參觀國家博物館及其原住民展示館 

 Orang Asli Museum ，該館隸屬於鄉村發展部原住民發展局

(JAKOA) ， Orang Asli 博物館的興建構想最早起於西元 1969

年，直到 1987年才正式改建房舍開放使用。為了文化的保存與

傳承，馬來西亞原住民發展部門(JAKOA)提議興建新博物館，於

西元 2000年正式營運開放參觀。 

 國家博物館及附屬原住民展示館 ，國家博物館創始於西元 1888

年，在二戰時被催毀，後經重建成為馬來西亞國家博務館，於 1963

年啟用，館藏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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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 JAKOA原住民發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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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 Orang Asli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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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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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2月 18日(沙巴) 

 中午直接前往 KLIA國際機場出發前往東馬沙巴州 

 下午  16：20抵達沙巴州 亞庇機場 由卡達山社區協會 KSS成

員於機場接機 

 晚上  受邀至KSS主席Datuk Marcel Leiking家參加耶誕晚會，

本團受到熱烈歡迎並以表演傳統舞蹈及樂曲迎賓，晚餐品嚐在

地傳統美食，該族(卡達山族)經在地人表示，約有 70%已與華

人(漢族)通婚，且於餐敘時提及該地特有的組織－原住民法庭

(Native Court)，主要解決部落民事糾紛。 

        

  

卡達山社區協會 KSS舉行之耶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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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沙巴卡達山原住民同樂 

 

(五) 12月 19日 

 上午 拜訪具規模的在地組織卡達山文化協會 KDCA，該組織由

沙巴州副首席部長百林擔任主席，相較昨日 KSS成員，政府官

員在本組織的比例，看似有一定規模，可見其在地的影響力。 

 下午 拜訪一個在地的 NGO組織，稱 Tonibung社區發展協會，

該組織位於不起眼的偏僻村落，瞭解其為何運作後深受感動，

該組織主要訓練後山的族人青年，學習自力更生，並教授水力

發電技術，讓後山無水無電的部落可以在不靠政府的狀況下，

自給自足的供水供電給部落，經費來源主要尋求國外的支援包

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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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卡達山文化協會聽取簡報並合影 

  

與當地 Tonibung民間社區發展組織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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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2月 20 日 

 早上與即將赴任本國的下一任馬國駐台大使 Adeline Leong 女士

早餐會報，陳張培倫副主委先行介紹臺灣原住民的現況，並期

望未來上任後能至阿里山達邦或特富野參與歲時祭儀，以促進

兩國的文化交流。 

 上午參訪沙巴博物館，內設主館、科學及技藝館，另有文化遺

產村、植物園等。主館是傳統式長屋建築，展示種族、自然史、

考古歷史、陶製品及沙巴的多元文化，並有大理石展覽廳供主

題策展。參訪時正展出原民傳統服裝及各類飾品。  

 

 下午參觀私人經營的 Mari Mari文化村，位於原始森林風貌的

山區，佔地 1.9公頃， 並以實際尺寸呈現五族的傳統屋並展示

其傳統生活樣態，包含 Dusun house、Rungus longhouse、

Lundayeh house、 Bajau house 、Murut Longhouse 等 5族，

並有定時的舞蹈表演(分為早上、下午、晚上三場配合入園場次)。

入園票約臺幣 700元(含導覽、歌舞表演及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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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任駐臺代表相見歡(上圖)；沙巴博物館(中圖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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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 Mari Mari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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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2月 21日 

 最後一天拜會沙巴旅遊文化部部長 Mr. Masidi及其所轄沙巴博

物館現任館長 Mr. CELET 。 

 沙巴州原住民人口比列已近 70%，原住民文化主體性比馬來半

島顯著，王慧玲局長提出可與沙巴博物館辦理館際文物展示的

建議，或者未來簽訂 MOU的可行性，該部長則回應希望未來可

以沙巴週形式辦理研討會、展覽、歌舞表演等，進而簽訂 MOU

（惟時間或地點均待確認）。  

 下午 拜訪沙巴大學 人文藝術遺產學院， 副主委介紹所任職之

東華大學民族學院，雙方互相交流兩學院之課程內容並提出未

來交換學生的可行性。時間緊迫無充足時間參觀校園，17:40

搭機返台結束行程。  

 

拜訪沙巴旅遊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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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大學一隅及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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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參訪心得 

    本團參訪面向與議題，涉及原住民族政策分享、經貿合作、教育

資源分享、文化交流、博物館館際交流等，可謂成果豐碩。 

  

一、馬來西亞以多元原住民族文化推展觀光 

    七天的訪程，觀察到馬國族群之多元，馬來西亞三大族群中的

最大族群為馬來人，其他兩大族群包括華族，印度族，此外還有一

些少數民族。在西馬與東馬各有當地之原住民，西馬之原住民稱

Orang Asli，人口數約 18萬，佔馬國人口數之 0.6%；東馬之原住

民族數量更多元，人口數約 150萬，佔東馬人口之 1/2，馬國人口

數之 5%，不過被馬國認定為原住民並制定政策輔助者，只限西馬

之 Orang Asli。 

    多元種族與多元文化形成了大馬獨特的人文與歷史。除了馬來

人土著與原住民之外，來自中國，印度，印尼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移

民共同形成了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特色。大馬文化的多元性質絕

大部分是由於國家長期以來和外界互動交流以及曾被葡萄牙，荷蘭

及英國等殖民而形成的結果。這些文化相互激盪後非常明顯地熔成

一爐，形成了獨特的宗教、社會、文化、服裝、言語以及飲食文化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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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於 1957年 8月 31日正式宣佈獨立，並在 1963年併

入沙巴與砂勞越兩州連合組成的馬來西亞聯合邦。馬來西亞多元族

群合睦融合的結果，造尌了獨特的文化、美食及慶典魅力，而馬國

也藉此致力觀光行銷，因此在馬國常見來自國際之各國觀光客。國

內原住民族目前為 16族，原住民文化同樣瑰麗多彩，同樣具備觀

光旅遊無限魅力。 

 

二、原住民族慶典帶動節慶熱潮 

    馬來西亞是名副其實的節日與慶典的國家。多元種族慶祝各

種主要的節慶，標記著各民族與宗教的重要節期。其中大多數節

慶都是多姿多彩的，而其古老的歷史傳統與習俗仍被保留了下

來。 每年，在各主要的節日到來前，人們都紛紛地從城市地區

大批的湧向各自的村鎮，而引導了各節慶活動的慶祝熱潮。這時

候，家家戶戶忙著迎接佳節的到來而做著許多準備功夫。大掃除，

裝飾房子，購買新衣服，準備各種節日點心以及採辦充足的食物

等等，都是傳統的習俗慣例。在馬來人新年，華人新年，印度人

新年，聖誕節，砂勞越 GAWAI節及沙巴 KA’AMATAN節期間，各

族都大開門戶，彼此探望拜訪，這是馬來西亞社會獨具的人情特

色。在主人家以各種豐富的點心和飲料招待到訪者，在歡樂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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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中，藉著這樣的聚會，彼此祈願祝福，同時也加強了彼此之間

的聯繫。 

    在馬國無論該節日是由聯邦公布的公共假期，或時由個別州

屬所公布的公共假期，不分族群的一同放假慶祝，相較於臺灣原

住民族的歲時祭儀假，各族僅能於自己所屬之族群祭儀日才可放

假，原住民族紀念日亦無統一放假慶祝，馬國在多元族群及原住

民節慶的作法，更能提升原民節慶的習俗與熱潮。  

 

三、新行政中心宜居規劃 

    布城行政中心，整個城市面積廣闊，有 70%是綠地，環境清

幽宜人，它是馬來西亞精心打造的環保高科技建築，有約 600公

頃的人工湖，行政機關皆環繞該湖而建。也是馬來西亞經過近 6

年規劃建設的新行政首都，現已成為馬來西亞最新的旅遊景點。

馬來西亞首相署和政府部門已遷入布城辦公，相較本會所在的新

莊聯合辦公大樓設施及周邊規劃，馬國的整體規劃較為周延，也

帶動周邊整體的觀光效益。 

 

四、南島語系文化有助深化互訪 

馬來西亞的原住民族分為東馬、西馬兩大區塊，西馬的原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A6%96%E9%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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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分 18族，而東馬沙巴州的原住民種族及語言更為複雜，包

括了 30 種以上的民族，使用 80 多種的語別，在習俗與日常生

活中，都還保有各自的文化，卡達山－杒順族為沙巴最大的族群，

約占 30％的人口，第二大族群是巴夭族，第三大族群是毛律族。

本次考察沙巴原住民的一些習俗與語言與臺灣原住民有些相似

處(同為南島語系)，無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沙巴州二個卡達

山族協會分別為沙巴卡達山社區協會(KSS)及卡達山文化協會

(KDCA)，KSS協會主席為拿督Ｍarcel Leiking，該組織的設立是

為了保存及維護卡達山族的尊嚴，並促進卡達山族關係更密切更

團結。該組織藉由與其他公共協會的合作，促進和推動跨種族的

和諧，亦成立基金會提供獎學金予窮苦學童尌學。KSS為非政治

性結社，主要活躍於參與商業和經濟上的活動。KDCA由沙巴州副

首席部長百林擔任主席，相較 KSS成員，政府官員在本組織的比

例，看似有一定規模，可見其在地的影響力。此兩協會均有意願

至臺灣參訪，四月到六月沙巴均有節慶活動，而臺灣於八月份有

南島樂舞節之活動，雙方應可規劃藉由文化樂舞互訪進一步深化

文化交流活動。 

 

五、園區營造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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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中參觀私人經營的 Mari Mari文化村，開車離開沙巴市

區，大約半個小時左右的車程尌可抵達一處綠意盎然的山區，

MARI MARI文化村，尌隱身在這裡。這個文化村，每一團都會派

一位隨隊解說的導覽人員，以英文解說園內的設施與展示，讓遊

客可以感受當地原民文化的風情。入園後，踩著木橋越過湍急小

溪，我們正式走入 MARI MARI 文化村，走入一棟棟傳統高腳屋，

可體驗特定種族的傳統生活樣態，包含衣物、器具、炊煮、釀酒、

採蜜等內容，村民著傳統服飾並親自示範使用，是很吸引人的導

覽方式，且可讓觀光客近距離的接觸及體驗。 

文化村多數服務人員英文皆通，整體英語環境完整。可吸引歐美

觀光客源，區內除了傳統建築環境營造建設外，顧客用餐之環境

也相對重要，該文化村的整套的導覽行程是包含餐飲的提供，讓

遊客在完成參觀行程後，可以有適當的休憩場所。臺灣原住民族

文化園區開園已有 30年歷史，在傳統文化呈現與家屋管理作法

亦頇有所調整，此次參訪文化村的內容有值得參採之處。 

 

六、原住民博物館及展演觀摩學習 

    本次參訪西馬 Orang Asli博物館及東馬沙巴博物館，這二

者呈現的方式有極大差異，前者主要訴諸西馬原住民族分佈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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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文物，並呈現歷史記憶。整體而言規模不大，文物典藏較

少，但可基本瞭解西馬原住民族的態樣；後者沙巴(Sabah)博物

館位於東馬沙巴州，該州是馬來西亞(Malaysia)的第二大州，沙

巴素有風下之鄉(Land Below The Wind)的浪漫美譽，原因是沙

巴位於颱風帶下面, 不受颱風和其他天災的襲擊影響。沙巴首府

亞庇 (舊名稱: 哥打京那巴魯)，是一個迅速發展的城市，沙巴

洲立博物館則擁有豐富的歷史資料、各部族的寶貴珍藏及當地原

住民的手工藝品等。博物館是依沙巴原住民建築型態所設計而成，

典藏有 30多種族不同的原住民族文物，另外還有沙巴獨有的動

植物種類之展示空間、一座藝術畫廊及一座科學中心。生動多面

向的展示手法，是國內原住民文化館、文化場域可以觀摩學習的

地方。 

    此次拜訪沙巴州旅遊文化部，該部部長 YB Datuk Seri 

Panglima Masidi Manjun 歡迎與臺灣原住民族進行文化的交流，

並提出沙巴週及臺灣週概念辦理研討會、展覽、歌舞表演、進而

簽訂 MOU等，因此雙方未來可以節慶邀訪，增進彼此博物館文物

策展及歌舞展演之交流。 

 

七、民間尋求外部資源，訓練當地原住民族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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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巴參訪中也參觀一個 NGO 組織稱 Tonibung，該組織位於不

起眼的偏僻村落，車子駛進村莊像是進到臺灣的產業道路，入口處及

建築物像極了臺灣的工寮，不像是有規模的組織在裡面運作，但瞭解

組織為何運作後深受感動，該組織主要訓練後山的族人青年，學習自

力更生，並教授水力發電技術，讓後山沒有電力的部落可以在不靠政

府的狀況下，自給自足的供電給部落，而資金、與技術則是向國際尋

求援助。此組織訓練部落自食其力，給釣竿而不是給魚的作法，值得

大眾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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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建議 

一、推動與沙巴博物館簽署 MOU，加強館際策展經驗分享 

馬來西亞新任駐臺代表 Adeline Leong 女士與馬國沙巴州旅遊、

文化及環境部部長 Masidi對雙方進行實質館際交流表示支持，

建請本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及綜合規劃處規劃互訪及辦理

研討會、博物館換展/聯展、樂舞交流及簽署館際合作備忘錄等。 

 

二、推展臺灣原住民族之樂舞文化與國際接軌 

馬國沙巴州毛律族的勇士舞與竹竿舞具有在地樂舞文化特色。建

請本會教文處邀請馬國表團參加我國105年第三屆世界樂舞節，以

促進臺灣原住民與國際交流之多元面向。 

 

三、促進馬來西亞之學術研究互訪及青年學生交流 

馬來西亞華僑子弟赴臺灣尌學行之有年，因此馬國華僑對臺灣有

很強的向心力，105年度沙巴卡達山族學生亦有申請來臺尌讀，

建請本會(教文處)、東華大學於 105年度推動臺馬雙方原住民族

青年交流活動。 

 

四、促成馬來西亞民間組織與臺灣原民組織產業合作及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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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本會經濟發展處借取2015年臺馬簽署「臺馬原住民族農業合

作專案」經驗，促成臺馬原住民產業交流帄台之架構，推動合作。 

 

五、外交部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熱心協助應予敘獎鼓勵 

感謝我國外交部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程祥雲公使、周啟宇組長及楊

希傑秘書於馬國隨團協助，建請本會綜規處函文外交部敘獎，以

資鼓勵第一線外交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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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馬來西亞地圖簡圖 

 

 

 

 



41 
 

 

 

 

英文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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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媒體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