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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跨越與連結—中國雲南大學民族研究學術交流移地教學計畫」以中

國雲南大學為前往國家與地點，具體前往進行移地教學之機構則為雲南大學「民

族研究院」、「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與「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處。 

就全球民族研究的學術族譜來看，中國雲南地區擁有豐富多元的少數民族文

化，臺灣族則是國際南島語族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雲南與台灣兩地同樣擁有豐富

的民族研究與文化資產內涵，兩者在族群研究亦皆極具國際學術之重要指標性。 

爰此，本計畫透過實地前往雲南大學移地教學，希冀帶給本校原住民民族學

院原住民籍研究生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學習，並期能促進雲南大學與本校

未來在學術研究與教學觀摩上，得以進一步地彼此合作與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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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本計畫「跨越與連結—中國雲南大學民族研究學術交流移地教學計畫」以中

國雲南大學為前往國家與地點，具體前往進行移地教學之機構則為雲南大學「民

族研究院」、「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與「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處。雲

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係 2006 年 1 月以民族學重點學科，整合校內「西南邊疆

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與「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等教研機構組建而成。「民族研

究院」設有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學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民族史研究所、邊

疆學研究所、人類學教研室等教研單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屬中國

西南民族學重點研究基地，並定期出版發行《西南邊疆民族研究》。「伍馬瑤人類

學博物館」則是雲南大學收藏、研究、展示和傳播人類生存及其環境物證的專業

場所，除積極保護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之外，更是該校民族研究與教學觀摩之重

要學術資源。 

就全球民族研究的學術族譜來看，中國雲南地區擁有豐富多元的少數民族文

化，臺灣族則是國際南島語族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雲南與台灣兩地同樣擁有豐富

的民族研究與文化資產內涵，兩者在族群研究亦皆極具國際學術之重要指標性。

爰此，本計畫透過實地前往雲南大學移地教學，希冀帶給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原

住民籍研究生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學習，並期能促進雲南大學與本校未來

在學術研究與教學觀摩上，得以進一步地彼此合作與實質交流。 

 

二、執行過程 

    本移地教學計畫成員由計畫主持人楊政賢助理教授一人、原住民民族學院院

內原住民籍研究生兩人，共計三人所組成。 

    茲將本計畫執行方式之規畫，說明如下： 

(一)行前準備 

    1.行前移地教學課程內容規劃與行程設計 

    2.研提本次移地教學執行計畫書並積極爭取補助 

 

(二)實地執行 

    1.持續與雲南大學積極溝通協調具體移地教學進行方式與內容 

2.實地進行移地教學與專業實習 

3.保存紀錄本計畫實地移地教學學習內容 

 

(三)執行成果 

    1.檢視評量本計畫實地移地教學學習成效 

    2.檢討反省本計畫執行成效 

    3.完成本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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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送生遴選 

A. 本移地教學計畫選送生遴選原則 

    1.就讀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原住民籍研究生者。 

2.具高度關心原住民族公共事務議題與原鄉部落發展者。 

3.對中國雲南地區少數民族研究議題抱持高度興趣者。 

4.兼具理論建構與實務實習之高度學習動機者。 

5.熟悉人文社會科學「比較研究」研究法觀點及其知能者。 

 

B. 團員資料表 

姓名 系所 系級 學號 工作內容 

楊政賢 民族事務與 

發展學系 

助理教授  計畫主持人 

陳祈宏 民族事務與 

發展學系 

碩四 610197011 參與學員/課程助教 

歐伯恩 民族事務與 

發展學系 

碩二 610398010 參與學員/課程紀錄 

鄧裕豪 民族事務與 

發展學系 

碩二 610398011 參與學員/課程紀錄 

 

三、預期成效 

    綜觀目前民族研究發現，臺灣、中國大陸東南隅、東南亞與大洋洲的區域這

塊區域，也是語言學上所謂的「南島語族」的分佈範圍。若從語言、文化與考古

上的證據來看，臺灣與中國西南地區的關係是至為密切的，二者所具有的類緣關

係不僅表現在地理上的分佈，在文化上也具有密切的關連性。 

    有鑒於此，本移地教學計畫之預期成效，可如下列舉說明： 

(一)學術研究 

    1.本計畫有鑒於世界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是學者長久以來探討的主題，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南島語族同屬南亞文化，本計畫試圖透過民族研究

的線索探討二者之間可能的關連性，並以比較研究的觀點探索南島文化

更廣域的系譜關係。 

    2.本計畫的執行預計與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西南邊 

      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教研機構學者進行座談；藉由雙方移地教學的經驗 

      分享，期能建立兩校未來民族研究、民族文學、民族博物館、民族樂舞展 

      演、民族產業等學術研究上的具體合作交流管道。 

    3.本計畫有鑒於中國雲南少數民族田野研究的重要性，除了可供本校未來爭 

      取台灣中央政府籌建「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之選址脈絡性資料（包括文 

      獻、影像與文字記錄等）的重要參考之外，亦可作為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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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學程日後進行出版、展示與教育推廣等工作的基本知識庫。 

 

(二)學生學習 

    1.有鑒於國內博物館對地緣關係最近的中國雲南地區認識不深。本次計畫適 

可藉由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的實地參訪教學，深化本校研究 

生博物館專業、雲南地區當地佤族、布朗族、基諾族等少數民族傳統工藝 

與社會文化等知識的移地學習，累積兩岸民族研究之脈絡知識。 

    2.藉由本計畫提供學生交流訪談及實地觀摩之移地教學經驗，親身暸解中國 

      雲南地區少數民族推動民族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創產業之情形。 

3.藉由本計畫串連本校原住民族與雲南少數民族之間的情感，並建立實質的 

  聯繫網絡，以供作研究生未來進行後續民族比較研究之重要基礎。 

 

 (三)教師職能 

    1.本計畫有助於拓展本校相關領域教師未來在南島語族與南亞語族之文化 

      比較研究領域，亦為未來本校進行後續的雲南少數民族/臺灣原住民文化 

      交流奠定相當程度的基礎。 

    2.本計畫主持人楊政賢老師為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原住民族發展中心」主 

      任，本計畫的執行有助於該中心兩岸學術交流之業務推展，並強化本校老 

      師在「民族研究」議題上之政策論述與專業職能。 

 

(四)機構提供移地教學學生之待遇 

   雲南大學提供本計畫移地教學學生之待遇，羅列說明如下： 

1. 協助安排本校師生與雲南大學師生之學術交流與座談會議。 

2. 協助安排本校師生了解雲南大學整體教學研究環境與經營策略。 

3. 協助雲南大學賓館(學人招待所)住宿之申請與代訂服務。 

4. 協助安排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之專案參觀與學術導覽。 

5. 協助安排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之專案參觀與學術導

覽。 

6. 協助安排本校師生赴昆明鄰近民族文化生態村實地參訪之行程規劃。 

 

(五)機構提供之協助及相關輔導 

1. 雲南大學的民族研究群堪稱完整，並有不同的任務分組，未來若要在地

進行中國少數民族與臺灣原住民的研究交流，除了研究群陣容規模以外，

雙方藉由本次移地教學的交流亦可建立彼此同理心及信賴感。 

2. 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是個寶庫，所保存的眾多文物顯然可

以完整展示雲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就網路資料顯示，展廳之一的主題

呈現人類學服務社會的成果呈現，提醒我們學術研究的呈現除了生產學

術報告以外，應以服務社會為己任。另一特展則呈現精緻的民族藝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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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可供許多民族文化、民族發展與民族產業等系所學生實地參訪學習，

是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原住民籍研究生一處很好的移地教學場域。 

 

四、學習心得 

(一)沉浸博物館，遙想祖先的腳步 

    博物館的保存以及參訪有助於快速的了解當地文化，但現今面對文化的流失，

什麼是傳統文化、什麼是現代文化，我認為時代重疊性是非常複雜的，然而在時

間的流動性下，歷史也是跟著演變的，就像過去的歷史是現在的傳統、現在的流

行是未來的傳統一樣，世界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處於進行式狀態，設立博物

館宗旨應該不是要讓族群文物或文化成為剎那的永恆，那樣反而會向舞台上的真

實邏輯一樣，讓族群文化定義成一個死的且不變文化，原住民族文化也跟其他文

化一樣是有時代性的，透過不同時代來演繹原住民族對於文化的意義及想法。博

物館的角色不應該只是一個靜態的展覽，反而可以是一個部落共同參與的場域，

亦可能是族人傳統文化再現與文化賦權的力量，讓部落族人透過博物館的設立再

現傳統文化，並建構族群認同感。 

    此外雲南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館內經解說員仔細介紹館藏文物，發現大陸

少數民族所蘊含的文化產物及豐富知識，截至目前為止，可能都還未全部被詳盡

記錄下來，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因館藏都是之前的人類學者們去各個地方之族

群田野調查文化，經過長時間的融入部落，駐地記錄及參與部落祭典，努力交流

後才換來的文化器具，可能是樂器、生活用具、農具或服飾等，都是經過長時間

累積下來的館藏展品，這個文化價值對學術界們來說，意義極大，從這些展品的

介紹中，也看見一群人類學者們，在國家對代文化的力度薄弱之時，他們用進一

生的投入，補足各族群文化斷層及遺失的缺憾，試圖協助各族群紀錄族群的縮影，

這個歷程是值得欽佩的。這趟旅程很滿足，是一趟非常深度的文化異地之旅。 

 

(二)源生鄉村音樂歌舞藝術節 

    「2016 源生鄉村音樂歌舞藝術節」作為移地研究的開端。在昆明劇院演出的

族群非常之多，每個少數民族基本上文化及服飾差異都非常大，能清楚的分辨每

個族群的差異性，較為好奇的是關於樂舞及演出形式，時常會令我有所錯亂感受，

因音樂及舞蹈得符合舞台表演之形式，幾乎每個的演出少數民族皆有獨唱、獨奏

及群演的表演方式。有嘹亮高亢的聲音，每個族群之樂表現形式也不大相同，但

在樂器的使用上，時常將音樂表現行是變得一致性，其實乍看之下每個族群皆不

同，但搭配傳統或現代樂器的使用，沒有做做出很大的區別及獨特性，聽覺上雖

不懂各群之語言，但會有感覺都好像的聽覺混淆，這部分或許是我要再更仔細閱

聽的地方。令我較為震撼的是，每個族群的發聲方式及表現音樂曲調上，時常令

我嘆為觀止，每個族群的用調不同，還真的能讓人從每個旋律中，感受不同族群

的文化味道，很享受這樣的純粹演出。 



7 

    本次所看見的舞台展演方式與一般的舞台展演方式有些不同，一般台灣的或

是舞台的表演形式會是將其樂舞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戲劇或是歌舞劇的方式，但此

次在舞台上所呈現的將原始在部落會演奏的會演唱的以及會舞蹈的一段一段的

原汁原味的表現在舞台上，沒有透過媒體結合成的音樂背景，每一個聲音都是來

自於表演者自身以及樂器本身，或許一般聽到這樣的表演方式會覺得單調，但其

實並不然，用這樣的方式呈現出各地少數民族的文化，能夠讓台下的觀眾感受到

第一線的視覺與聽覺刺激，很簡單的、很單純的，無須任何修飾或演戲，真情流

露在這樣的舞台上。這也是很難得一見的演出方式，更能夠讓參與者留下深刻的

印象。 

 

(三)少數民族村寨巡禮 

    隨著巴士漸漸駛入黃土路上，我們來到了石林縣大糯黑村寨，從村寨的石塊

家屋、玉米塔、蓄水湖景觀、蜜之林入口意象，以及其他石林縣的文化地景，都

讓我感到相當驚訝，因為在中共的共產主義管理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下，當地

少數民族還能保持相當的傳統以及文化語言，實在是讓人佩服，或許因為地處偏

遠，才能保持文化獨立性，但是從一些家屋的民生用品，我們依然可以看見漢化

的影響，也漸漸的使當地文化邁向一個現代化的進程。或許就像教授述說原住民

族的發展，不要去畏懼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道理，而是要經歷夕陽的摧殘

進入夜晚，才會發現星星更美麗的道理，我們都要正視原住民族的正再發生問題，

並且讓原住民族文化的困難淬鍊成夜晚閃耀的星星。 

    在「諾黑石頭寨」以及「海邑村」的寨子做文化交流，當地的寨子也等同於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部落，所以感覺並不陌生，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只是體驗著

不同的文化，到了當地，可以發現當地寨子裡的人數並不多，大多數的人口都為

了生計離開了家鄉，大多為老人與孩童，但是留在寨子裡的人都會說自己的語言

以及懂得自己的文化，這也是讓我們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文化與語言尚未流失

的很嚴重，在黑糯村的晚餐時，我們透過樂舞作交流，有時候雖然語言不通，但

透過肢體動作與眼神交流，也能夠傳遞訊息。我們來到海邑村時，也有發現當地

的宗教信仰大多屬於天主教信仰，也像我們台灣的原住民族一樣，受到外來殖民

與宗教傳播的影響，改變了或是增加了自己的信仰，不同的角度堅持著自己的信

念。 

    在寨子裡體驗與感受了樂舞文化及飲食文化，不同的文化，卻有著許多的共

同之處，像是遠方的家人一樣。文化就像地球村一樣，影響著人們、維持著人們

的信仰與生活。這次的移動教學，並不是用言語能夠完全述說著一切的收穫與感

動，而是在心中埋心了一棵希望的種子，期待它有一天也能茁壯。 

 

五、後續建議 

    本計畫的執行成效暨後續建議，可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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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持續促進参與之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原住民籍研究生具有國際視野及實

務經驗之學習。 

(二) 可持續增加参與之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原住民籍研究生民族研究之相關教

學觀摩與學術知能。 

(三) 可續具體達成雲南大學與本校師生日後在學術研究與教學資源上更進一步

的彼此合作與實質交流。 

(四) 可持續強化本校後續爭取台灣「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選址本校之政策論述

與說帖撰寫，藉以健全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教育體質、認同花蓮在地鄉土情

誼、實踐原住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並且促成臺灣東部區域整體發展之大學

使命與國家願景。 

 

六、活動照片 

圖 1  移地教學海外機構：雲南大學。 

 

圖 2  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

館」：入口合影。 

圖 3  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

館」：導覽員解說。 

圖 4  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

館」：導覽員解說：導覽員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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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

館」：導覽員解說。 

圖 6  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

館」：展示服飾標本。 

圖 7  2016「源生鄉村音樂歌舞藝術

節」：活動手冊。 

圖 8  2016「源生鄉村音樂歌舞藝術

節」：論壇參與人員名冊。 

圖 9  2016「源生鄉村音樂歌舞藝術 圖 10  2016「源生鄉村音樂歌舞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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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楊政賢老師於論壇演講。 節」：楊政賢老師於論壇演講並座談。

圖 11  2016「源生鄉村音樂歌舞藝術

節」：演出會場。 

圖 12  2016「源生鄉村音樂歌舞藝術

節」：演出會場。 

圖 13  「雲南民族博物館」成員合影。 圖 14  「雲南民族博物館」入口。 

 

圖 15  成員於昆明附近村寨參訪合影。

 

圖 15 成員於昆明附近村寨參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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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介紹 

    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於 2006 年 1 月成立，目前轄下的科研機構有伍馬瑤

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學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國少數民族史研究所、邊疆

學研究所及人類學教研室。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成立於 2001 

年，是中國教育部設置於雲南大學的全國百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

下設有魁閣研究室、民族 關係與民族問題研究室、邊疆問題與跨國民族研究室、

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室、影視人類學實驗室、圖書資料室等五個機構，

現有研究人員、管理人員和輔助人員共計 19 人。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西南少

數民族（以傣族、哈尼族、 納西族、壯族及未識別民族為主）、中國西南民族關

係、經濟人類學與少數民族經濟問題、發展人類學與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業、邊

疆學、民族政治學、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跨國民族、少數民族傳統知識與非物質

文化遺產以及影視人類學 等，並定期出版發行《西南邊疆民族研究》學術期刊。 

    雲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係 2002 年，由美籍華人、香港著名實業

家和慈善家伍達觀先生的夫人伍馬瑤捐資 70 萬美元建造，於 2003 年落成。博物

館常設展廳有兩大區塊，一區塊是介紹「六大民族文化生態村」建設理念及進展。

該展覽中所展出的民族文化生態村建設，旨在進一步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並促

使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良好的發展。展出的六個民族文化生態村包括和順文

化生態村、仙人洞彝族文化生態村、巴卡基諾小寨、月湖民族文化生態村、南堿

傣族民族文化生態村、可邑彝族民族文化生態村等，可說是人類學應用上的重要

拓展。另一區塊則以民族民間藝術為主題，分別為「穿戴藝品」、「宗教藝術」、

「樂器巫集」、「假面薈萃」等四個主題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