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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與會心得

2023年第六屆國際信息技術和智能系統研究研討會（ISRITI）為IEEE底下的的研

討會之一，且一直與IEEE維持著緊密的合作，IEEE全名為"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中文譯為「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是一個國際性的專業

技術組織，致力於促進電氣工程和電子工程領域的發展與創新。該組織的成員來自全球

各地，包括學術界、產業界和政府機構。IEEE成立於1884年，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技

術專業學會之一。它的使命是推動技術創新，並促進電氣和電子技術的發展，以造福全

球社會。IEEE在各種技術領域都有涉獵，包括通信、計算機、能源、生物醫學、航空航天

等，並提供會議、期刊、標準制定、教育培訓等多樣的服務。IEEE的標準制定在科技產業

中具有重要地位。此外，IEEE還通過舉辦國際會議、出版學術期刊等方式，促進學術研

究和知識分享。總而言之，IEEE是一個推動電氣和電子領域技術發展的專業學會，其影

響力遍及全球，對於推動科技進步和促進專業交流有著重要作用。也因為ISRITI為IEEE

底下的研討會，所以這能保證ISRITI這個研討會的高水準。透過這次參與，我才能有機



會與來自全球的頂尖學者和工業界專家建立有意義的聯繫，同時深入了解IEEE作為世

界最大的專業技術組織所提供的多元資源。而ISRITI的主題廣泛而深刻，包括人工智慧

與機器學習、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物聯網技術與應用、大數據分析等多個領域。這將

是一個提供多元討論和學術交流的平臺，有助於擴展我的專業視野。

我很高興能分享我在印尼巴淡島參與2023年第六屆國際信息技術和智能系統研

究研討會的寶貴經歷。這次經歷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忘的學習和交流機會。這次研討會不

僅僅是一個學術盛會，更是一個啟發思考、促進創新的平臺。我於2023/12/10抵達印尼巴

淡島，立即感受到當地獨特的文化。首次踏足會議場地，我被精心設計的會場和友好的

工作人員所感動，會議的主題涵蓋了信息技術和智能系統以及大數據分析等各個領域，

並邀請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講者。他們的演講深入淺出，使我對當前的技術趨勢和

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會議結束後，大會有提供印尼特有餐點，在餐會時間可以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和業界

專業人士進行交流，透過討論和分享經驗，我擴展了自己的視野，收獲了豐富的專業知

識。這場研討會為我提供前所未有的學術和專業體驗，將我的知識升華到一個全新的層

次。不論是學術研究者、行業專業人士還是對智慧系統感興趣的學生，都能在ISRITI中

習得豐富的學術知識！

我有幸參與了2023年第六屆國際信息技術和智能系統研究研討會，這次經歷對

我的專業和個人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會議上眾多優秀講者的精彩演講不僅激發了

我的學術熱情，也拓寬了我對信息技術和智能系統的理解。從人工智慧到大數據，每一

個主題都讓我深思不已，對未來的科技發展充滿了期待。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業界

專業人士互動，是我受益匪淺的一環。這次國際交流不僅豐富了我的專業知識，還擴展

了我的視野，讓我更深刻地了解不同地區在信息技術領域的研究方向和挑戰。

會議期間我也獲得了不少來自同行的寶貴反饋，也發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思維和方法。這

些啟示激發了我對未來研究方向的探索欲望，讓我更有信心面對未知的學術挑戰。

除了學術上的收獲，我也在印尼的巴淡島感受到了當地的文化和熱情。這片美麗的島嶼

為會議增色不少，也為我提供了一個富有活力的學術背景。

總的來說，參與2023年國際信息技術和智能系統研究研討會是一次難得的學術

之旅。我深感榮幸能夠參與這樣一個充滿智慧和創新的聚會，期待未來能夠持續參與這

樣的國際學術盛事，與更多頂尖的學者共同交流，推動科技的進步。



二、當地文化交流：《巴厘島與台灣原住民文化：共通性與對比的文化之旅》

因之前大學所學為人類學，且曾經拜讀過Geertz所寫的印尼巴厘島鬥雞文化，深

受印尼南島文化之吸引，故此行特別安排至巴厘島體驗當地文化，並思考其文化保留與

傳承方式。

在背負著人類學知識的背景下，我決定走一趟將印尼巴厘島文化與台灣原住民文化進

行比對的旅程。這趟文化之旅不僅帶給我印尼南島文化的深度思索，同時也將這份思索

與台灣原住民文化相互對照，找尋其中的共通性和差異。

1.宗教與儀式的神秘感：

峇里島主要信仰的宗教是印度教。峇里島的印度教受到印尼獨特的文化和傳統的影響，

形成了一種與印度半島或峇里島（Bali）本土文化相結合的獨特形式。這種形式被稱為印

度達爾麻教 (Hindu Darma)，是印尼印度教的一個獨特變體，信仰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百

分之九十五，然其與印度之印度教大不相同，該教中之種姓制度並絕然神聖，且與生活

中之實際職業並無關連。事實上其種姓制度最主要反應在使用之語言上。峇里島語共分

三層，最下層為一般人日常生活使用；中層則用在與陌生人溝通、或在正式場合、或與較

高階層之剎帝利 （Ksatriya）階層交談時使用；最高層則用在與印度教最高階層婆羅門（

Brahmana）或與祭司對談時使用。中下層大多使用相同字彙，上層則為中層峇里島語與

古爪哇語 (卡威語)之混合。印度達爾麻教包含了印度教教義、印度教神祇，同時融合了

當地的傳統信仰和祭祀儀式。這種宗教形式在峇里島上的日常生活、藝術、儀式等各方

面都有所體現，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特色。

上圖中峇里島的每一個商家每天都會在店門口或側邊的地上放置了一個巴掌大小的供

品盒，這供品盒是用祭祀當地神明用的，有點類似較早時期台灣的商家每天要向土地公



上香一般的意義。供品盒用較嫩的椰子樹葉編製而成，因為椰子樹的高高在上有一定的

精神意義，當地政府也規定房屋建築不能超過椰子樹，免得破壞自然景觀。供品盒裡面

放了一些漂亮的花朵、米粒、果實等物以祭祀神明。他們也像台灣人一般燒香，香柱就

擱在盒中。

雖然印度達爾麻教主要是印度教，但也包含了對其他宗教元素的容納，包括佛教和印度

教之間的交流。因此，在峇里島的宗教實踐中，可能會看到一些佛教元素的存在，但整

體而言，印度教仍然是峇里島主要的宗教信仰。

在峇里島，宗教和儀式貫穿著當地人的生活。參與當地寺廟的儀式，我感受到宗教對於

文化的深刻影響。回想起台灣原住民文化中的祭祀儀式和舞蹈表演，我發現兩者都彰顯

了對神靈、祖靈的敬畏以及對生活意義的追求。儘管表現形式不同，但它們在傳統信仰

的體現上有類似之處。

2.傳統藝術的繁榮：

巴厘島的傳統藝術如舞蹈、音樂和雕刻蓬勃發展，呈現出極高的藝術水平。與此同時，

台灣原住民文化也以傳統手工藝、原住民歌舞等豐富多元的藝術表現而聞名。這種繁榮

的藝術風景反映出兩地對於保存文化傳承的重視，並透過藝術表現傳達族群的歷史和

價值觀。

3.社區生活的凝聚力：

在巴厘島，我感受到了當地社區的凝聚力和對互助的強烈追求。這讓我聯想到台灣原住

民部落，那裡的生活也以社區為中心，強調共同體的價值。兩者都在強調人與自然、人

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繫，並透過共同的價值體系維繫著社區的穩定。

這趟文化之旅讓我深刻體會到，儘管巴厘島和台灣原住民地區有著不同的地理環境和

文化背景，但在文化傳承、宗教信仰、藝術表現和社區凝聚力等方面，仍存在著相似之

處。這樣的比對不僅讓我更全面地理解了印尼南島文化，同時也深化了我對台灣原住民

文化的認識，呈現出不同地區文化間的交流與影響。

4.峇里島的火山與當地文化間之緊密關聯

因為峇里島的火山與當地文化間的聯繫反映在宗教、藝術、農業和傳統生活方式等多個

層面上。所以此行也有與當地人一同去爬了巴杜爾火山，還因此獲得了一個印尼名Hutri

：



● 宗教崇拜： 峇里島的火山被當地居民視為神聖的存在，與印度教教義相結合。最

著名的是阿貢火山（Mount Agung），被認為是峇里島最神聖的火山之一。當地居

民相信火山是神靈的居所，同時也是神聖的儀式和祭祀的場所。

● 農業與肥沃的土地：火山噴發產生的火山灰使得周圍土地變得極為肥沃，有助於

峇里島的農業發展。峇里島的居民以種植水果、蔬菜和咖啡等農產品為生，而這

些農業活動的成功直接關係到火山地區的土地肥沃程度。

● 藝術與文學表現：火山活動經常成為藝術和文學表現的題材。藝術家和作家透過

他們的作品表達對火山的景仰、敬畏和恐懼之情。峇里島的舞蹈、音樂和文學作

品中，火山常常被視為神聖的象徵，反映了當地人對自然力量的敬畏。

● 祭祀和儀式：火山的活動進行時，當地居民會舉行祭祀和儀式，以祈求神明的庇

佑和保護。這些儀式包括舞蹈、音樂表演和宗教儀式，彰顯了對火山神聖性的信

仰。

● 社區凝聚力：長期以來，峇里島居民在面對火山威脅時形成了一種共同的社區凝

聚力。居民通過合作應對潛在的災害，同時透過信仰和傳統文化的實踐，強化了

社區的凝聚力。

總的來說，峇里島的火山不僅是自然景觀的一部分，更是塑造和影響當地文化的重要元

素，深深烙印在島上居民的信仰、藝術和生活方式中。



三、活動相關資料

● Presentation certificate

在這張珍貴的照片中，我榮幸地展示著我參與IEEE研討會後所獲得的證書。這份精美的 Presentation

Certificate不僅代表著我的參與，更是對我在研討會中的努力和貢獻的一種肯定。

我的名字醒目地印在證書上，成為整個畫面的一部分，這份證書不僅是一個簡單的紀念品，更是我在相應領

域取得成就的象徵，這樣的肯定激勵著我繼續追求學術和專業的卓越，同時也是我參與國際學術社群的驕

傲標誌。

● 與會照片

在照片中，我與其他與會者一同站在舞台上，背景是豐富的會場和科技氛圍。布條以精緻的設計和 IEEE標

誌為背景，突顯了這個國際性研討會的專業性和重要性。這張照片記錄著我在研討會中所經歷的學術交流、

思想碰撞，以及與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的同行建立的聯繫。這份證書的背後承載著對未來科技發展的期望

和對國際學術合作的信心。



在這光榮的瞬間，我感受到了成就的喜悅，並深知這只是通向更大挑戰和機會的一步。這將永遠是我學術生

涯中的一個重要標誌，鼓舞我不斷向前，迎接更多學術挑戰。

● 報告照片

四、感謝

我謹代表自己深感榮幸與感激，表達我對原住民委員會慷慨贊助的誠摯感謝。感

謝委員會的支持，我有機會參加了在印尼舉辦的研討會，深入體驗印尼南島文化，這對

我而言是一次難得且寶貴的經歷。

這次研討會對我個人和專業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印尼南島文化的深入體驗

將為我在原住民文化領域以及個人目前學術研究提供更加豐富的素材和深刻的見解。

透過參與研討會，我得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研究者交流思想，擴大我的專業圈子

，進而促進我在研究上的深入探討。

原住民委員會的慷慨贊助為我提供了寶貴的機會，讓我進一步瞭解原住民文化

與印尼南島文化間的差異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間的共通性與差異。這不僅是對我個人學

術生涯的投資，更是對我對原住民事務和多元文化理解的貢獻。再次感謝原住民委員會

的支持，我將以此為動力，將在印尼的經歷轉化為更豐富的學術和文化貢獻，回饋給社

會和原住民族群。期待將來有機會與委員會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並再次表達我對您們慷

慨支持的深切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