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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學術圈】學術研究團隊專題報導─數位保存原住民文化 林素甘深入

蘭嶼  
書香聊天室

 

文／鄧晏禎採訪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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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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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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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學術圈】學術研究團隊專題報導─數位保存原住民文化 林素甘 深入 蘭嶼（圖／夏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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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