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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執行 108 年度文化部國家

品牌風潮計畫：「2019 美聲臺灣- 布農族祭儀歌謠（Pasibutbut）傳達的人觀展演交流」

（The Unique Voice of Taiwan: The Island of Austronesian Cultural Heritage）工作及其成

果的出國報告。 

文化部推動臺灣文化國際交流其中「行銷國家品牌及經典作品進入國際」風潮

計畫，項目之重點在於型塑臺灣藝文及生活美學故事，辦理國家品牌及經典作品主

題性巡演活動，引介臺灣當代藝術及經典作品進入國際。史前館研提以布農族文化

展演前進 2019 年歐洲文化之都（the 2019 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義大利馬泰拉

（Matera, Italy）的計畫獲得上開風潮計畫評選通過，爰由王館長於 2019 年 7 月 23 日

至 8 月 1 日率領臺東縣海端鄉崁頂部落布農族人前往義大利馬泰拉進行展演及文化

交流，順利圓滿，謹就期間展演交流工作紀錄及心得研提報告。 

 

關鍵詞：行銷國家品牌、臺灣原住民、歐洲文化之都、布農族八部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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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灣原住民文化資產的保存及研究，是史前館所肩負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臺

灣首次參與歐盟歐洲文化首都之公開演出活動，藉由連結歐盟相關文化機構與本館

素來豐富的典藏、研究展示以及社區共作協力模式等資源，共同推廣和宣傳臺灣南

島文化之獨特性與豐富性，使歐洲民眾了解在臺灣多元族群的生命力及南島文化的

多樣性。再者，藉由工作坊的展示和教學，分享臺灣原住民音樂、舞蹈、樂器製作和

編織與傳統社會祭儀與文化價值之內涵，也讓參與的民眾透過相互動式的教學與體

驗，接觸南島文化在臺灣和臺灣原住民音樂與歐洲傳統音樂表現上的差異，並引起

對臺灣多元社會及其文化之興趣與理解。同時，藉由參與汲取歐洲文化之都的政策

與執行經驗，借鏡地方文化創意及其產業連結文化觀光發展與推廣經驗，也藉由當

地參與民眾的反饋和評價，理解觀看臺灣多元文化之國際社會視角與價值，探尋拓

展未來與歐洲相關學術和文化機構在國際合作的可能性。 

歐盟指定若干歐洲城市為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的運作方式，

係以每年審查會員國所提城市具有符合歐盟文化合作精神的文化計劃，用意在推廣

該城市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發展，主要是經其其部長理事會全體通過才可獲選為 3 年

後的歐洲文化之都。歐洲文化之都的運作除了歐盟秘書處相關配合以外，自申請計

畫至執行過程節目活動內容議定主要是由與地方政府共同組織、設立營運的地方基

金會組織來運作，以本次交流活動為例，展演工作坊安排的接洽窗口除了馬特拉市

政府以外便是稱為 Matera-Basilicata 2019 Foundation 的基金會。 

義大利馬泰拉（Matera）位於南部巴西利卡塔區（Basilicata），是馬泰拉省的首府，

素以具有數千年歷史的 Sassi 石窟民居的歷史而聞名於世（Sassi 義大利文意石頭）。

此處石窟民居自 1993年起與其石建教堂公園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的世界遺

產（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該市與保加利亞古城普羅夫迪夫於 2016 年共同獲

選成為 2019 年的歐洲文化之都。 

 

貳、 展演交流活動及報導 

一、 展演交流 

本次出國時間為 2019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1 日，由史前館王長華館長

帶領臺東縣海端鄉崁頂部落布農族人 8 位在部落中素有展演共吟八部合音

團體默契的男士，以及 3 位可以展演布農族樂舞及童謠的女士們，前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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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南方古城馬泰拉吉葛拉維娜二個城市執行「2019 美聲臺灣- 布農族祭

儀歌謠（Pasibutbut）傳達的人觀展演交流」活動。 

（一） 行前聯繫與展演排練： 

提報 2019 年風潮計畫獲得審核通過確認後，5 月 13 日向 President of 

Matera-Basilicata 2019 Foundation Hon. Dott. Salvatore Adduce 先生發信，表達

臺灣願意參與成為多元展演的隊伍之一。 

    為使本次國際展演交流活動能順利完成，於 6 月 29 日於崁頂部落舉行

前說明會，展演交流準備狀況演出排練、工作坊排練驗收完成，並確認本

次展演內容包含各日工作坊及樂舞展演，確認每天展演開始先由王長華館

長負責以簡報說明參加展演之目的、介紹展演重點以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詳細資料請見附錄一「The Unique Voice of Taiwan_Workshop），然

後分別進行工作坊或展演，最後王館長代表文化部致意，並歡迎大家前來

臺灣之節目流程安排。 

（二） 展演行程安排 

日期 地點 行程及工作內容 備註 

7 月 23 日 

星期二 
臺東 

臺東前往臺北、桃園機場搭乘 23:40 班機出發前

往羅馬 
 

7 月 24 日 

星期三 
羅馬 抵達羅馬，轉搭巴士 5.5 小時前往馬泰拉  

7 月 25 日 

星期四 
馬泰拉 

前往市政廳拜會市長 Raffaello De RUGGERI、以及

Matera-Basilicata 2019 主席 Salvatore Adduce， 

共同舉行記者會 

 

7 月 26 日 

星期五 
馬泰拉 

前往拜訪 University of Basilicata。 

在古城區 Le Monacelle 辦理布農族弓琴互動工作

坊、狩獵文化及音樂展演 

 

7 月 27 日 

星期六 

葛拉維

娜 

前往鄰近葛拉維娜市（Gravina）藝術節展演，以

八部合音 Pasibutbut 和報戰功 Malastapang 教唱工

作坊、音樂展演 

 

7 月 28 日 

星期日 
馬泰拉 

於古城區 Casa Cava 博物館辦理月桃葉編織互動工

作坊、及音樂展演 
 

7 月 29 日 馬泰拉 市中心古城區廣場大教堂前進行布農族傳統童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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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音樂展演 

7 月 30 日 

星期二 
馬泰拉 搭乘巴士離開馬泰拉，前往羅馬 

 

7 月 31 日 

星期三 
羅馬 早上前往羅馬機場搭乘 11:05 班機返程 

 

8 月 1 日 

星期四 
臺北 早上抵達桃園機場，轉由臺北回返臺東 

 

 

二、 展演交流內容及報導 

（一） 展演交流 

2019 年 7 月 25 日 (四) 

於早上 9 時前往 Matera 市政中心，拜會馬泰拉市長”Raffaello De RUGGERI”和基

金會 Matera-Basilicata 2019 主席”Salvatore Adduce”，並贈送市長和主席來自臺灣

原住民族的禮物陶壺及傳統織布。 

  

左：王長華館長  

右：馬泰拉市長”Raffaello De RUGGERI” 

左：基金會主席”Salvatore Adduce” 

右：王長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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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日早上 10 時進行記者會，由雙方代表來賓接續發表對於此次參訪的目的

及未來之展望並表明對於未來與史前館之實質合作交流抱持樂觀的態度。 

  

  

2019 年 7 月 26 日 (五) 

於早上 10 時史前館館長與雅博團隊拜訪 Matera 當地大學”University of 

Basilicata”。我方贈送教授”Aurelia SOLE”、”Ferdinando Mirizzi”傳統織布、

領巾等禮品。義大利大學校長則贈送 Basilicata 之獎牌以表敬意。 

  

左：Ferdinando Mirizzi 教授  

中：Aurelia Sole 教授   右：王長華館長 

左：Aurelia Sole   右：王長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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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午在” Le Monacelle”進行首日的工作坊，此日工作坊主題為弓琴。除弓

琴外，在 7 月 25 日的晚會交流中得知部分學生對於布農族的狩獵文化有著濃

厚興趣，特別在此日安插了布農族獵人介紹其狩獵文化，並藉此傳達臺灣生態

之美。 

  

  

  

於弓琴工作坊結束後，崁頂部落在”Le Monacelle”的室外空間進行了歌曲的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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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7 日 (六) 

眾人於 7 月 27 日下午離開 Matera，前往 Gravina。此日的八部合音工作坊有幸

於 Gravina 的藝術節進行，市長也出席了活動。我方贈送市長布農族傳統織布

及花圈，另外”Marina Ventola”GRAVINA 文人遺址保存基金會執行長我方則

贈送達悟族工藝船以示感謝之意。 

  

左：王長華館長   右：Gravina 市長 左：王長華館長   中：Gravina 市長 

  

左：王長華館長   右：Gravina 市長 布農族人及文人遺址保存基金會執行長 

  

工作坊在贈禮後進行，此日的工作坊為八部合音Pasibutbut和報戰功Malastapang

的教唱，在自願者的熱烈參與下，工作坊順利進行。而在工作坊的最後由布農

族女性特別展示了布農族傳統的編織技藝，並吸引全場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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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結束後，崁頂部落在 Gravina 的石橋上進行 7 月 27 日的歌唱表演。由於

藝術節的進行，現場人潮不絕並吸引了眾多群眾圍觀。 

  

  

2019 年 7 月 28 日 (日) 

於 Matera 當地國家級博物館 Casa Cava 進行工作坊，此日工作坊主題為月桃葉

編織。參與者除了成人，小孩也沉浸於製作月桃杯墊中。 

  

  

工作坊結束後，即在 Casa Cava 外舉行 7/28 的歌唱表演，此日吸引許多的圍觀

群眾駐足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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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9 日 (一) 

最後一日的工作坊選擇在 Matera 人潮擁擠的市區市中心廣場大教堂前進行，

此日向眾人表演了布農族傳統童謠。精彩的演出吸引群眾圍觀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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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體報導 

國內 

   
   

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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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展演交流心得 

一、 臺灣參與國際文化競演團隊條件自評 

這次史前館代表文化部推出海端鄉布農族 11 人編制模組化之現場展

版、祭儀歌謠演出以及弓琴與編織互動工作坊之整組套裝展演活動，前進

2019年歐洲文化之都（the 2019 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義大

利馬泰拉（Matera, Italy）演出獲得當地公私部門友情及媒體極佳評價，

史前館本身也對於此一實驗性文化再現活動成果感到欣慰。 

自日本時代以來，臺灣原住民族即因其豐富異文化色彩的樂舞而多次

被組織推上國內外各種舞臺參與盛會，近卅年來更是無年不有。然而本案

執行核心精神在於以博物館實踐的方式，回應文化部「行銷國家品牌及經

典作品進入國際」計畫目的，態度及其作法自是與一般純粹樂舞類出國展

演團隊有所不同。首先是以本館歷年來進行 MLA合作計畫（含地方工藝復

振、地方知識體系建構及文物館輔導等多項計畫總合考量）中已有相當文

史資料與內涵梳理、展示經驗的部落，其次是盤整其復振的傳統文化中足

以形構動靜態展演形式，核心就是以動靜態、內涵與物質文化兼具的內容

才稱品牌與經典的規劃，最後則為進一步組織考量預算規模與多型態文化

展演工作成員配置合理性必要性等問題，來自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的布農

族團隊因而出線，得以與史前館共組團隊出國展演。 

由於這個崁頂布農 11人編制的團隊（8男 3女）可以順利展演該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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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音樂學領域中經典的 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八部合音），

配合每場展演開場前由王長華館長簡報，簡要說明其傳達的布農族向自然

取法與和諧的人觀，以及場邊展版說明、現場弓琴教作、月桃葉編織教作

互動工作坊，其實與史前館長期以來協助該部落族人整備文史材料與內容

密切關連，當然，史前館也會將此次出國展演以及觀摩視為激發其部落社

區文化復振與營造之另一機會，不但會再以計畫合作偕同展演的機會，持

續觀察記錄與專業輔導，也將再利用上開經驗，作為繼續開發形塑具有參

與國際文化競演條件的原住民族團隊之基礎。 

二、 以博物館文化專業定位爭取國際友誼及能見度 

本次獲得文化部支持率領團隊前進歐盟 2019 年歐洲文化之都義大利

馬泰拉市，獲得馬泰拉市長 Raffaello De RUGGERI先生和基金會 Matera-

Basilicata 2019 主席 Salvatore Adducevu 先生以及 Matera 當地大學

University of Basilicata 主管 Aurelia Sole教授盛情接待，並且表示

以「博物館」為後續雙方文化甚至傳統工藝技術交流的基礎，其實是迴避

掉政治敏感的很好設計，表示歡迎與鼓勵。 

值此臺灣外交受到中國打壓處境日艱的情況，正是國內各種博物館本

諸專業以其特色典藏、多樣展示以及活潑教案，爭取與國際上各種非政府

組織多元連結促進友誼與支持之時機。 

三、 出國展演交流擴增視野回饋提振專業與職能 

執行本案歷程不僅必須將團隊紀律與安全管理以及展演品質確保兩方

面作為基本課題，事先繁複流程檢核及現場執行變通等考驗，及至當地不

論出席記者會接受媒體採訪、現場展演時與觀眾互動，或是與當地文化之

都策展組織人員、地方教育或行政部門的接觸都有產生擴增歷練與打開視

野的作用，也都將融會於日後專業職能以及產生促進提振工作表現的效果。 

肆、 建議事項 

一、針對展演團隊所建立與該文化之都基金會等組織之初步連結及其相關資訊，

為了持續有效增進關聯度，將進一步評估是否適切轉介給交流司或是其他

單位。 

二、考量博物館整合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確可創生具多元價值之成果，對於「行銷

國家品牌及經典作品進入國際」國際交流風潮計畫亦確具良好績效，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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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將博物館規劃承辦原住民族出國交流展演固定納入作為其中至少一項

補助項目。 

 

伍、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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