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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A片≠性愛

◎本校成立於1981年南加州校友會，7

日於聖蓋博市盛大舉行31週年年會。本

校第13屆菁英令狐榮達學長擔任會長換

任監交官，第4屆菁英張元松學長將於

明年上任接任會長。張元松學長表示，

淡江校友會的凝聚力強，歌唱人才多，

接任後在前任會長、理事們的良好基礎

上，會積極舉辦各種活動。（文／校友

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態
校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這不是數學課本，別以為博士熱愛的程式
一定高深難懂，它就是1本小說，1本充滿了
趣味、溫情、哲理、情愛、以及簡單數學用
語編織成的小說，它也的確是1本關於數字奧
妙變化的小說。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情節諸
如：

一、數字口譯訓練
1. 英文沒有「萬」這個單位，只需改為「10
千」即可。
2. 在英文的「數字口譯」訓練中，數字最好
不加“s”，因為後面往往還有名詞，因此數
字變成「形容詞」來形容後面的名詞，不可加
“s” 。例如：「4萬人」的說法是40 thousand 
people. 「5萬1千個房子」則是 51 thousand 
houses.

3.「20萬」是「200千」。例如：「21萬元新
台幣」是「210」千NT dollars，英文說法則是
210 thousand NT 即可，“dollars”可省去。
4. 100萬是1 million.  340萬是3 million and 400 
thousand，或簡說為 3.4 million, 英文口語是3 
point 4 million.
5. 462萬則是4 million and 620 千，英文說法可
簡易為 4.62 million.
二、請慢慢口譯以下數字

1. 210萬：______ million and ______thousand.
或 _____ million.
2. 399萬：_____ million and ______thousand. 或 
_____ million.
3. 412萬：_____ million and ______thousand. 或 
_____ million.
4. 562萬5千：_____ million and _____thousand.
5. 768萬2500元美金：_____ million and _____ 
thousand and ____ hundred US dollars.

6. 802萬棵樹：___ million and _____thousand 
trees. 或 _____ trees.
三、答案
1. 2; 100; 2.1
2. 3; 990; 3.99
3. 4; 120; 4.12
4. 5; 625
5. 7; 682; 5 
6. 8; 20; 8.02

文／鄧晏禎採訪整理報導

作。之後依據各資料類型的特性，設計建置資
料庫：「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來收錄這些
數位化資料，並提供檢索功能，讓外界得以藉
此搜尋蘭恩文教基金會所累積的相關資料。

在「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建立後，隨著
獲得多位文史工作者所提供的多樣性資料，開
始著手進行「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藏計
畫」。該計畫以達悟（雅美）歌謠為主，以庶
民文化為輔，進行數位典藏工作，建置「達悟
歌謠與庶民文化」網站，提供7類（小米、捕
魚、船、房屋、婦女孩子、宗教、其他）主
題，共173首歌謠內容。該網站提供各主題的
照片、相關文獻和影音資料等。而庶民文化部
分，則是以當地紅頭部落的天主堂壁畫的環景
製作與說明為主要內容。這些資料的建立是希
望能夠有效保存和再現蘭嶼文化，以便更完整
呈現蘭嶼豐富的文化與歷史發展內涵。

之後，有感於典藏內容在蘭嶼文物及蘭嶼生
態環境方面，缺乏主題性整理。因而提出「文
物與生態影像數位典藏」計畫，以蘭嶼文物
與生態影像作為核心內容，進行數位典藏與
再現。該項計畫亦獲得當地族人提供其收藏的
文物及拍攝的生態照片與影片，將之進行數位
化，讓「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的典藏主
題和範圍更加完整，內容更加豐富多元。

在「蘭嶼原住民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加值應
用計畫」中，協助當地牧師董森永出版《董
牧師說笑話》，過程中與作者共同討論出版
內容。除將笑話文字數位化、繪製插畫，並加
上達悟語拼音及商請當地族人錄製笑話作為聲
音CD隨書出版。截至目前，已協助蘭嶼文史

1.（ ）著作人格權包含哪些權利？(1)公開發
表權 (2)姓名表示權 (3)禁止不當修改權 (4)以
上皆是。
2.（ ）小王將他在網路上所收集的圖片燒
成1張光碟，並將這片光碟拷貝販賣給同
學 ， 請 問 他 的 作 法 是 否 正 確 呢 ？ ( 1 ) 不 正
確，這種販賣的行為已經侵害著作權人的權
利。(2)還算可以，因為這些資源都是網路上
隨處可見的，應該是沒有違反著作權法。
3.（ ）阿吉為了圖一時的方便，向小強買了
大補帖來使用，並把大補帖裡的軟體灌到自
己家裡的電腦使用，請問他這樣是否有違
反著作權法？(1)當然有，因為他重製了軟
體，並且在沒有取得授權下就安裝使用，這
屬於盜版行為。(2)並沒有，但是他會受到良
心的譴責，並可能對自己電腦造成損害或中
毒。

答案：1.（4）2.（1）3.（1）

除網站外，林素甘團隊並強調
蘭嶼資料的加值運用，將資料庫
中的資源依其特性與主題，分別
有出版、數位學習課程、主題知
識網、360度環景導覽、紀錄片、虛擬攝影棚
及多項宣傳品的加值應用。另出版方面，協助
當地文史工作者出版實體書，以推廣蘭嶼文
化。目前已出版董森永《董牧師說笑話》、周
宗經《雅美族歌謠˙古謠》、《雅美族歌謠：
情歌與拍手歌》、《五對槳》、王桂清《蘭嶼
動物生態文化》、及蕭玉霜《抓不住的蘭嶼小
孩：蕭玉霜的異想世界》等書。

此外，自民國95年起林素甘發表過多篇與蘭
嶼相關的期刊和研討會論文，主題包含蘭嶼原
住民媒體資料庫與建檔系統之建置、數位典藏
應用於數位學習初探、從參與式傳播觀點反思
蘭嶼數位典藏建置、蘭嶼出版書目與蘭嶼專題
圖書分析等研究。

未來的展望
經與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的長期合作，所進

行的各項數位典藏計畫雖已在去年（2012）
12月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結
束，但仍持續進行少數的數位化工作及資料建
檔工作，增加資料庫中的數量。且將持續維護
各相關網站，讓對蘭嶼有興趣的使用者依然能
夠找尋到相關的資料，對其研究有所助益。目
前正在進行的研究為「蘭嶼原住民知識生產體
系與外來典範的相遇及發展-蘭嶼原住民知識
的生產與流通：以圖書出版品為例(3/3)」計
畫，預計於2014年年底畫下句點。

未來林素甘仍會繼續協助當地文史工作者在
出版方面的需求，如撰寫企劃書申請出版經費
補助、協助內容的編輯和尋找出版社出版等工
作，並希望後續能夠透過實體書或電子書的出
版，保存蘭嶼的傳統文化外，亦讓更多的人看
見蘭嶼之美。

學術研究人員專題報導 ─

博士熱愛的算式

導讀  吳嘉麗  化學系榮譽教授

書名：博士熱愛的算式

出版社：麥田出版社

索書號： 861.57 /8474.31-2 100

作者：小川洋子 著   王蘊潔 譯

（攝影／賴意婕）

工作者出版6本書籍。其
中 ， 蘭 嶼 人 稱 「 樹 人 作
家」的周宗經（夏本奇伯
愛雅），原先不願意提供
其尚未出版的文書資料進
行數位化，在當地文史工
作者王桂清的牽線下，願
意提供其過去30多年所收
集的歌謠，收錄在蘭嶼計
畫。當晚林素甘就取得半
袋麻布袋的資料，開始進
行相關數位化工作。陸續
更協助周宗經出版《雅美
族歌謠˙古謠》、《雅美
族歌謠：情歌與拍手歌》
二書。

長久以來，蘭嶼為研究
者進出的島嶼，但蘭嶼人
希望結交愛惜蘭嶼這塊土
地的朋友，而不是蜻蜓點

水的過客。尤其在核廢料存放與土地之爭議
後，多少對外來者有些防衛心。

但由於林素甘團隊在蘭嶼的長期耕耘，結識
許多好友，他們了解數位典藏計畫的運作，因
此有助資料取得。此外，計畫的進行也非常重
視保障資料擁有者的權益，以協助的方式進行
資料數位化，並清楚告知資料提供者，其著作
權或是版權皆歸其所有，蘭嶼計畫只是一個中
介者，為資料提供者與資料利用者建立一座聯
繫的橋梁，因此博得蘭嶼人的信任。

林素甘因研究而認識並深入蘭嶼，參與文化
慶典，體驗風土民情。最令她感動的是有次抵
達蘭嶼，一位朋友無意間的問候說「你們什麼
時候回來蘭嶼的？」因「回來」二字代表著被
接納的感覺，展現了受到族人的信任與認同。

研究成果
將蘭恩文教基金會及文史工作者王桂清、周

宗經、董森永、謝永泉、蕭玉霜等人提供
的文史資料數位化，其資料類型包括文
字紀錄、照片、幻燈片、影片、聲
音紀錄、畫作和文物等。據此建
置 有 「 蘭 嶼 原 住 民 媒 體 資 料
庫」、「達悟歌謠與庶民文
化」、「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
典藏應用加值」和「文物與生
態影像」等網站，統整在「蘭
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總網
站下，建有單一入口，讓使用者由
此就能掌握和瞭解到這些計畫經數位
化所呈現加值之應用服務內容。

數位保存原住民文化  林素甘      蘭嶼
研究緣起

文學院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助理教授林素甘笑
著娓娓說道，蘭嶼是個美麗迷人的島嶼，充
滿隱喻或暗示性歌謠，與豐富的動、植物生
態。當初在臺灣大學就讀博士班時，正值國科
會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現任交
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郭良文提出了「蘭嶼
原住民媒體資料庫數位典藏計畫」，而林素甘
擔任該計畫研究助理，共同合作蘭嶼數位典藏
計畫。從此開啟了林素甘與蘭嶼的緣分，正視
蘭嶼當地文史資料的保存問題。以當地蘭恩文
教基金會和文史工作者蒐集的資料為基礎，按
照主題，陸續對蘭嶼文史資料進行數位化整
理，並建置相關資料庫與網站加以傳播。

研究主軸
自民國94年開始申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先後執行「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數
位典藏計畫」、「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
藏計畫」、「蘭嶼原住民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
加值應用計畫」及「蘭嶼文物與生態影像數位
典藏計畫」等計畫，前後將近8年的時間。這
些計畫一開始以蘭恩文教基金會提供的資料為
基礎，展開對當地文化紀錄的數位化整理，後
加入當地文史工作者提供的手稿、錄音帶、照
片、影片和幻燈片等各類型資料進行系統化與
數位化的資料庫和網站的建置與經營，藉此展
現成果。

前往蘭嶼進行數位典藏是件繁瑣的工程，需
由計畫助理統籌安排行程相關事宜，再依據
每次田野工作需要完成的任務搭配不同專長的
學生或人士，如具攝影、網站架設、電腦專
業、插畫美工、3D攝影等專長的人員一起前
往蘭嶼。在田野工作中亦會訪談相關族人，以
便對取得的資料內容有較為正確的認知與詮
釋。在計畫執行過程中，除對相關史料建立數
位化外，亦在蘭嶼進行「數位化保存的教育訓
練」，希望蘭嶼當地文史工作者能夠學習數位
典藏的技術與方法，落實參與式傳播的精神。

研究歷程
自計畫開始，林素甘每年至少往返蘭嶼1次

蒐集相關資料，將記錄在傳統媒體上已不易保
存的文史資料進行數位典藏。最初是與蘭恩
文教基金會合作，將其產製的《蘭恩雙週刊》
紙本、蘭嶼廣播電臺自製達悟（雅美）語節目
錄音帶及長期在當地紀錄的影帶進行數位化工
作，內容包含紙本文件和照片的掃描、錄音帶
與錄影帶的轉檔以及全文內容轉為電子檔等工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

見；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

可向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或

E-Mail：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

生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

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

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A片在80年代以前只能看不能說不能討
論，而視覺上僅是8哩米無聲電影及錄影帶
的階段，但e世代的今天，A片跟著資訊的
發展更開放，管道隨著科技進步越來越多
元，也成為同學互相交流、茶餘飯後討論的
話題。

根據台灣幸福教育協會2011年，發表全球
第4大市調公司GFK當年8月間進行一項跨
國調查，對象涵蓋歐美亞洲30國共6,000多
位年輕人，15~24歲有性經驗比例全球平均
55.2%，泰國以80%居冠，台灣69.2%近七成
的高比率名列第2，一向浪漫開放的法國以
66.5%居第3，雖然台灣不如歐美14~15歲便
有過性經驗，但數據顯示台灣青少年在考上
大學後發生性經驗的比例直追而上，因此正
確的性觀念在大學時期便是重要的基本常
識，而靠A片來增長性知識更是大大的錯誤
範例，尤其避孕、性病愛滋病的防護等安全
措施更是重要。

性與不性的迷失

近幾年社會新聞有人因A片造成個人的性
衝動，而出現性騷擾或性侵害的行為，甚至
亂倫。許多知名的網路討論版上針對A片也
不時提出議論，甚至有人對比自己的經驗而
萌生疑惑或不解，其實A片拍攝一切為了促
銷而誇大或特殊效果來處理，實際上性行為
是建立於雙方的意願、愛、協調與滿足，過
度的突出、劇烈，均會導致個人對性行為的
身心不適。

“愛愛”的場地謬思

近幾年社會新聞常出現情侶在公共場合做
不雅行為而被拍下來，親密的場所已經不能
像過去只界定在房內，但也不能肆無忌憚開
放到忽視周遭人的存在。

散佈跟性有關的畫面或語句而造成他人的
不舒服，都會構成性騷擾，而根據「刑法
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散
布 、 播 送 或 販 賣 猥 褻 之 文 字 、 圖 畫 、 聲
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
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意圖散
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
畫 、 聲 音 、 影 像 及 其 附 著 物 或 其 他 物 品
者，亦同。」現在跟伴侶愛愛時所挑選的地
點雖然不必像過去一樣侷限在床第間，但仍
要注意私密性、安全性或騷擾到他人。

在今天多元性別的社會中，性愛更要注意
衛生安全、對方的意願與感受，美好的性愛
是從「體貼」開始。並非A片的特效，而是
透過溝通協調來尊重彼此的喜好和界線，才
能夠讓雙方都找到適合彼此的模式。A片有
時可以調劑空閒煩悶或增加娛樂效果，但千
萬不要一頭就栽進去，將看到的畫面誤以
為是真實，更要記住「愛」的表現是全面
性，而非僅有「性」。

博士的記憶在車禍後對當下的事物只剩下80
分鐘，其後他會把剛見過的人視為陌生人，所
以出門必須在80分鐘內回家。

這位數學博士把所有遇見的事物都與數字聯
想，他看到管家的小男孩頭頂短髮平平的，他
就叫他「根號」；他看到新管家，就問「你
穿幾號鞋子？」「24號」「是4的階乘」，就
是1*2*3*4。他問新管家的電話，「5761-
1455」，博士立即說：「真了不起，這是一億
以下的質數總和」。

博 士 的 腦 子 裡 都 是 數 學 關 係 ， 諸 如 ： 質
數、因數、整數、盈數、虧數、虛數、對
數、友誼數、完全數、無理數等等，如果你

不知道這些名詞的意義，看了小說從博士口
中娓娓道來，便了解原來它們都是簡單數字
加、減、乘、除的各種關係。

博士原是數學教授，與他的寡嫂間有一段
情，在一次出遊中發生了車禍，他與寡嫂的感
情從此歸零。與寡嫂的感情他用數學中有名的
歐拉公式(Euler’s Formula)來代表 eiπ＋ 1＝ 0 
，e 是自然對數的底數，i 是虛數，π是圓周
率。博士似乎用這個公式隱喻人生，年輕時他
送給情人嫂嫂的公式這樣寫 eiπ＝-1，似乎暗
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負面的，車禍後他們的關
係就像這永恆的公式一樣從此歸零。

作者小川洋子曾因這本書而得文學獎，她的

很多作品都有多國
語言的譯本，甚至
改拍成電影。本書
也在2011年改拍成
日文電影。

這 本 書 不 只 是 複
習基本數學，從博
士 的 數 學 解 說
中 處 處 蘊 涵 著
人生哲理。

與蘭嶼結緣，在蘭嶼進行相關研究計畫完全
是由不預期的因緣際會所造成的，而在將近10
年的接觸與摸索過程中，充滿著許多甜蜜、苦
澀、挫折與意外驚喜，使得蘭嶼成為我研究生
涯中，最為美好的場域與經驗。對我來說，蘭
嶼的美不僅是展現在其獨特的自然景觀與生態
環境，其豐富的文化內涵更是體認蘭嶼之美最
重要的來源。

自民國94年開始申請國科會的「數位典藏國

文／林素甘

　林素甘協助蘭嶼當地文史工作者出版實體

書，以推廣蘭嶼文化。（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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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全民英檢秘笈

緣繫蘭嶼

資圖系助理教授林素甘
致力以數位化方式保存蘭
嶼原住民文化，深獲蘭嶼
居民信任與肯定。
（攝影／鄧翔）

深

入

家型科技計畫」，非常幸運能夠持續獲得國科
會的經費補助，讓我得以在蘭嶼進行這麼長時
間的田野研究，因而能與當地達悟（雅美）族
人建立長期的互動關係。在取得部分當地族人
的信任後，使得計畫得以順利執行，因而累積
不少的典藏成果，讓更多人能夠藉由我們建置
的各個網站了解蘭嶼原住民的豐富文化資產。

在計畫執行過程中，除了計畫工作的實質收
穫外，最重要的是有機會學習和體認到另一個
族群的深層文化內涵。

對計畫團隊而言，每一次的田野工作都是學
習之旅，在這過程中有著許多驚訝、感動與難
忘的生活經驗，是執行計畫的最大收穫，從中
學習到當地族人與自然環境的共存關係，也看
到對生養他們的山林與海洋的尊重態度，在在
都讓我們覺得那是何等珍貴的文化內涵。

此外，透過當地族人的分享也讓我們更加了
解到以飛魚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達悟（雅美）
文化是多麼地有趣。

當然，在這接觸的過程中也漸漸理解為何當
地族人會對政府或外來族群有著強烈的不信任
感與排斥，也看到蘭嶼在面臨外來文化的衝擊
下，許多族人在維護與保存自身文化的努力與
付出。從這些中獲得的文化體認與經驗，發現
到達悟（雅美）文化所展現出來的獨特性，讓
我們深刻體驗到達悟（雅美）文化與漢文化存
在著多麼大的差異，而我們又是多麼地不了解
這個文化，甚至還存有不少誤解。

這樣的體認讓我能夠在田野工作中更加尊重
異文化，也反思不同族群之間在差異上的可能
融合，希望能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找出最好的合
作模式，讓彼此受益。

事實上，在任何的異文化場域中進行相關研
究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可能會存有不
熟悉當地的語言、觸犯文化禁忌或與當地族人
的價值衝突等問題，這都會讓研究的進行遭遇
許多的困難。在此情況下，唯有帶著一顆學習
的心，敞開心胸，在沒有任何的主觀價值判斷
與預設立場下進行研究，才能降低研究者本
身的文化優越性，真正了解和詮釋異文化的內
涵，也將能更加尊重多元文化的價值。

明年此時，相關的蘭嶼計畫即將畫上句
點，但我相信我們與蘭嶼的關係並不會因此就
結束。對我們來說，蘭嶼已不再只是進行研究
計畫的場域，而是住著許多朋友的地方。下次
再踏上蘭嶼時，或許我已不再是個計劃執行者
或研究者，而是以回去看看朋友，和他們在家
屋涼臺上話家常的身分再次造訪蘭嶼。

（
圖
／
夏
天
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