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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原住民族日益受到各國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重視，以及全球化現象逐漸在

全球造成一股風潮，各國原住民族的網絡合作結盟已成為趨勢，本國原住民

族除了要主動了解國際現況發展外，也可藉由國際交流與合作來建構屬於來

自全世界原住民族的一個聯繫平台，甚至發展到可以藉由這樣的平台及交流

能夠促進原住民族在世界上應有權利的發展與生命的延續。 

臺灣原住民族青年參與國際事務實習是為了要增加國內外原住民團體的

交流與聯繫，行政院原民會編列經費，今年徵選三位原住民族青年代表實際

參與國際原住民公眾事務，使學員能夠透過一個月的實習，了解非政府組織

的整個架構與運作，其經驗有助於原住民青年增廣見聞外，還能夠增加國外

原住民族團體或組織對台灣原住民族的了解。這次原民會規劃學員赴加拿大

Métis Nation Council 非政府機構，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實務訓練，藉此瞭解

MNC 機構運作方式及與他國間關係和跨國合作的模式，增加台灣原住民族的

國際觀，促使台灣原住民族能夠與國際接軌。 

實習重點： 

１． 累積國內原住民青年與各國原住民非政府組織的跨國性實務經驗。 

２． 建立台灣與其他國家原住民族的合作的模式與結盟的可能。 

３． 參與國際非組織政府鼓勵國內原住民青年的國際視野。 

４． 學習各國原住民非政府組織的事務經驗。 

５． 增加國內原住民青年國際觀。 

６． 暸解國外原住民族如何提升他國產業發展的提升。 

７． 學習國外非政府組織如何與國外組織串聯與合作。 

８． 學員將國外學習一個月的實務經驗帶回國內分享，促使更多有志原住

民青年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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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實習學員簡介 

 

一、  陳毓珍 (泰雅族) 

 

基本資料 

姓名：陳毓珍 (Yawai Hagao) 

桃園縣立介壽國民中學 英語科教師兼資料組長 

 

學經歷 

2007 教育部暑期英語教師海外研習進修五週 

(喬治城大學/Washington D.C.) 

2007 佛 光 會 中 華 總 會 青 少 年 英 語 課 輔  美 語 班 教 

 師 (復興鄉三民村) 

2005 ~迄今 桃園縣立介壽國民中學 英語科教師兼資料組長 

2004 AIPP 亞洲原住民子區域會議 議事組組長兼翻譯 

2004 國立中和高中 實習教師暨英語研究社指導老師 

20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 

2004 第三屆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 台灣代表 (N.Y.C.) 

2003 南島民族領袖會議 大專青年觀察員 

2003 北市原民會原住民青少年課業輔導 美語班教師 

2003 營造學習型部落與社區研討會暨成果展 義工 

2003 北區泰雅學生會 文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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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行政院原民會 第五屆原住民大專青年文化會議 

2002 國際兒童人權高峰會議 義工 

2001 行政院原民會 第三屆大專青年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H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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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孝麟 (泰雅族) 

 

基本資料 

姓名：高孝麟 Botu Kwesi (泰雅族) 

苗栗縣立梅園國小教師兼導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碩士班 

 

學經歷 

2008 苗栗縣泰安鄉立托兒所泰雅族語教師 

2007~迄今  苗栗縣立梅園國小教師兼導師 

2007~迄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麥路豐教會執事 

2007 通過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族語認證考試合格-泰雅語澤傲列方言 

2006~迄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班 

2006 高雄市立鼓山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科代課教師 

2006 苗栗縣立公館國中英文科暑期學藝活動代課教師 

2005 桃園縣立光明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科實習教師 

200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 

200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原住民文化傳薪社創社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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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黃惠金 (阿美族) 

 

基本資料 

姓名：黃惠金 （Akimn） 

長庚大學 半導體實驗室 助理 

桃園市大同部落社區大學 阿美族語教師 

 

學經歷 

2008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振興進階研習班 

2008 法國DELF A1+A2 法語鑑定考試合格 

2007 96年度台灣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2005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初階研習班 

2005 華語師資訓練班 

2005 中英筆譯精修班 

2005  TOEIC英語檢定考試（710分） 

2004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族語認證考試合格 - 北部阿美族語 

2000 全民英語中級英語檢定考試合格 

1997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專業服務人員考試合格 

1992 英國劍橋大學FCE英語檢定合格  

1984 東海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畢業 



第6頁 

 



第7頁 

參、 實習學員報告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人 

壹、 封面 

目錄 

摘要 

貳、 實習學員簡介 

參、 實習報告工作分配 

黃惠金(Akimn) 

 

 

Yawai、Botu、Akimn 

Akimn、Yawai 

肆、 實習過程（各機構簡介） 

一、Métis 族群簡介 

二、實習機構 MNC 

三、實習機構 MNC 機構領導人簡介 

四、實習時間表 

五、實習之個別部門簡介及心得與建議 

（一）Métis Nation of Alberta (MNA) 

（二）Michif Cultural & Métis Resource Institute 

（三）Fort Edmonton Park 

（四）Métis Archival Project Laboratory (MAP) 

（五）Western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Canada (WEDC) 

（六）Friendship center – La Loche 

（七）Gabriel Dumont Institution (GDI) 

（八）North-West Métis Nation of Saskatchewan 

（九）Batoche Historical site 

（十）Clarence Campeau Development Fund (CCDF) 

（十一）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黃惠金 (Akimn) 

黃惠金 (Akimn) 

黃惠金 (Akimn) 

黃惠金(Akimn) 

 

高孝麟 (Botu) 

高孝麟 (Botu) 

陳毓珍 (Yawai) 

陳毓珍 (Yawai) 

黃惠金 (Akimn) 

高孝麟 (Botu) 

高孝麟 (Botu) 

高孝麟 (Botu) 

陳毓珍 (Yawai) 

黃惠金 (Akimn) 

高孝麟 (Botu) 

高孝麟 (Bo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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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First Nation University of Canada (FNUC) 

（十三）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 

（十四）Saskatchewan Urban Nativ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SUNTEP) 

（十五）Central Urban Métis Federation Inc. (CUMFI) 

六、其他活動 

（一）Fish Derby 

（二）Fish Fry 

（三）參與 Métis 資訊、文化集會活動 

（四）Back to Batoche Days 

（五）Saskatoon 

（六）Vancouver-離境前的最後一瞥 

陳毓珍 (Yawai) 

黃惠金 (Akimn) 

 

陳毓珍 (Yawai) 

 

高孝麟 (Botu) 

陳毓珍 (Yawai) 

陳毓珍 (Yawai) 

陳毓珍 (Yawai) 

高孝麟 (Botu) 

陳毓珍 (Yawai) 

伍、 總心得及建議 

 一、 陳毓珍總心得及建議 

 二、 高孝麟總心得及建議 

 三、 黃惠金總心得及建議 

 

陳毓珍 (Yawai) 

高孝麟 (Botu) 

黃惠金 (Akimn) 

陸、 附錄-相關資料和相片 

 一、 相關資料 

 （一）MAP 簡介 

 （二）UA Native Study 會議內容之一 

 （三）新聞稿-Fish Fry 活動後，MNS 發給媒體的新聞稿 

 （四）參加 WEDC 早餐會報行程表  

 （五）WEDC 簡報內容 

 （六）給 La Loche Friendship Centre 青少年的問卷調查表 

 （七）參與 Métis 資訊、文化集會活動行程表 

黃惠金 總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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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簡介 

 二、 其他相片 

（一）Buffalo Narrows / Garson Lake/La Loche / Il-à-la-Crosse 

 （二）At Norma and Sylvio’s House  

 （三）實習結業式 

三、實習前的準備資料 

（一） 準備資料大綱 

（二） 臺灣原住民族的簡介 

1. 臺灣原住民族 14 族和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簡介 

2. 臺灣原住民族泰雅族復興鄉簡介 

3. 臺灣原住民族阿美族簡介 

（三） 預計討論議題綱要 

1. 陳毓珍 - 土地權與觀光產業發展 

2. 高孝麟 - 原住民族基本法 

3. 黃惠金 - 產業經濟發展 

（四） 與實習機構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E-mail 信件往返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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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習過程 

 

一、 梅緹族群 Métis Nation 簡介 

（一）何謂梅緹(Métis Nation) 

        在介紹 Métis Nation Council 之前，我們先來認識一下梅緹(Métis)到底是

什麼樣的一個族群。 梅緹 (Métis) 其實就是歐洲人和加拿大原住民族之婦女 

(Cree 族、 Ojibway 族、 Algonquin 族、Saulteaux 族和 Menominee 族) 因婚姻關

係而繁衍下來的子孫，是加拿大憲法承認的三個原住民族中的一個，其他二個

族群分別為第一民族 (印第安人) 和 因紐特人 (愛斯基摩人)。 

他們的家園散佈在卑斯省(British Columbia)、 亞伯達省(Alberta)、薩斯卡

其萬省(Saskatchewan) 、曼尼托巴省(Manitoba)、 安大略省(Ontario）和魁北克

省(Quebec），還有西北地區(Northwest Territories)，有部分家園還包括美國北

部特別是蒙大拿州(Montana)， 北達可塔州(North Dakota)和明尼蘇達州西北部

(northwest Minnesota)。  

他 們 的 歷 史 開 始 於 17 世 紀 中 期 。 梅 緹 語 言 無 論 是 梅 緹 法 語 或 稱

作 ‖Michif‖ 的混合語言，是屬語音拼音的語言。現今梅緹人不但講英語和法

語，而且也講梅緹法語 (Métis French) ，一個在加拿大受到最好保護的語言。 

（二）梅緹(Métis)族群身份認定（合法定義） 

誰才是真正的梅緹(Métis)，目前仍有一些爭議和不同意見。擁有和未擁

有梅緹(Métis)身份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在 1982 年頒佈的加拿大憲法中第三

十五條有關梅緹合法定義本身並未詳盡闡述；其中憲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加

拿大原住民族‖的定義上，僅闡述:在本法中，―加拿大原住民族‖包括加拿大的

印第安族、因紐特族和混血民族，然而並未載明梅緹的定義。一直到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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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一些小進展，起因於 2003 年牽涉到一個有關梅緹(Métis)主張應有狩獵權

利的案例，加拿大最高法院因而粗略概述三個要素來確認梅緹的持有權：自我

鑑定丶早期（歷史性）梅緹(Métis)社群與祖先關聯丶社群承諾。符合梅緹

(Métis)合法定義必須呈現這三個要素，但仍然摹擬兩可，有關―什麼才是歷史

性梅緹(Métis)社群，怎樣才能足以證明與祖先有關聯(因沒有血緣關係量測要

求) ‖的問題到目前最高法院並未給於任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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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的處境 

梅緹(Métis)在加拿大憲法上雖被定義為加拿大原住民族之一，但實質

上，相較與同為加拿大原住民族的第一民族，他們並沒有受到加拿大政府的特

別照顧，如免費的醫療照護。因此，造就他們的韌性和企圖心，要用各種方式

持續爭取應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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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實習機構 Métis Nation Council 簡介 

（一）概述 MNC 由來 

梅緹(Métis)為了要加拿大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和民族正義已奮鬥了好幾

代。 身為這歷史的一部分，在 60 年代，梅緹(Métis)民族與第一民族和因紐特

族組成汎原住民族政治組織來推動共同議題。 

因為三族團結一致，加拿大原住民族達成保全他們早已存在權利之不朽

成就。在 1982 年頒佈的憲法第 35 條款明確公認加拿大三個原住民族為印第安

族，因紐特族和混血民族。特別對梅緹(Métis)而言意義重大。在促進鑑定和定

義加拿大原住民族權利的憲法保證會議上，很顯然地 Métis 民族可在國家級會

議上能代表自己發聲。 

早期，加拿大汎原住民族國家委員會(目前以原住民族議會著稱)並不允許

梅緹(Métis)代表自己。1983 年 3 月梅緹(Métis)離開汎原住民族國家委員會，

另組成 Métis 民族議會 (MNC)具體代表 Métis 民族。 

自 1983 年以來，MNC 無論是在國內或國際上已代表梅緹(Métis)民族，接

受從安大略省向西梅緹(Métis)民族各省政府民主選舉出之領導階層的授權和指

示。 具體而言，MNC 無論在國內或國際上代表梅緹(Métis)的期望和抱負。 

梅緹(Métis)政治體制，梅緹(Métis)人民透過民主投票選舉代表，省級體制

從安大略省往西，包括安大略省(Ontario)、曼尼托巴省(Manitoba)、薩斯卡其

萬省(Saskatchewan)，亞伯達省(Alberta)和卑斯省(British Columbia)。這些梅緹

(Métis)政治體制是在加拿大政府體制下舊世紀梅緹(Métis)之自決奮鬥後的現代

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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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緹(Métis)人民透過定期舉行的地方和省級選舉選出領導階層。 他們代

表梅緹(Métis)公民和社區並且參加梅緹(Métis)省級議會每年的會議。 

MNC 核心目標是在國家體制下為梅緹(Métis)鞏固健全空間持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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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層 Métis Nation Council 管理組織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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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級 Métis Nation Council 管理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Métis Nation Council 網站–Who is the MNC-Snapshot of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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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實習機構 Métis Nation Council 最高領導人簡介                                                                  

（一） Métis Nation council 最高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二）出生背景: 

1946 生於 Saskatchewan 省的 Ile-a-la-Crosse，

成長於 Buffalo Narrows。 

（三）學經歷: 

 1967 年畢業於 Saskatchewan 省 Athol Murray 

學院。 

 1960 年代末期，政治行動主義者。 

 1970 年 代 ， 加 拿 大 原 住 民 族 青 年 協 會 （ Native Youth Association of 

Canada）執行處長。 

 1978 年取得 Saskatchewan 大學法律學士學位。 

 1979 年到 1981 年，加拿大印第安民族律師協會主席。 

 在 1980 年正式成為律師。 

 1982-1985 年 Saskatchewan 省梅緹 (Métis)和非印第安民族協會副會長

（Association of Métis and Non-Status Indians of Saskatchewan，AMNSIS) 

 1984-87 年原住民族世界協會（World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會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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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解散 Saskatchewan 省梅緹 (Métis)和非印第安民族協會（AMNSIS） 

強 烈 提 倡 梅 緹 (Métis) 權 利 ， 與 其 他 梅 緹 (Métis) 行 動 主 義 者 成 立

Saskatchewan 省以梅緹(Métis)為政治主體的社團。 

 1993-1997 原住民族世界協會副會長。  

 1996 年為起訴律師，簡潔假定在 Saskatchewan 省梅緹 (Métis)原住民族狩獵

權，在 Saskatchewan 省生活的梅緹(Métis)有捕魚權。 

 1998 至 2003 年為 Saskatchewan 省 Métis Nation 的領導人。 

 2003 年，在加拿大高等法院決定安大略省梅緹 (Métis)有原住民狩獵權時的

MNC 顧問。 

 2004 年為 Saskatchewan 省政府御用大律師。 

 2003 年 10 月 24 日迄今 (2008) 為加拿大 Métis Nation Council 最高領導人。 

 今年 (2008) 加拿大政府向原住民寄宿學校倖存者公開道歉的場合，代表

Métis Nation 發表演說，表達感激和回應政府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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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esask.uregina.ca/entry/chartier_clement_1946-.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C3%A9ment_Char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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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習時間表 

參訪日期/地點 參訪單位/活動 
接待/陪同人員 參訪過程綱要 

備註 職稱 姓名 

7/8 (星期二) 

Vancouver 

Edmonton 

搭飛機前往
Edmonton 

MNC 領導人 

 

Métis 婦女 
議題研究員 

Clément 
Chartier 

 

Cindy Gaudet 

接機和安排住宿 

University of 
Alberta 

Métis 婦女 
議題研究員 

Cindy Gaudet 走訪 UA 大學城 

7/9 (星期三) 

Edmonton 

Métis Nation of 
Alberta 

執行助理 Marilyn 

1. 部門組織介紹 

2. 意見交流 

3. 照相留念 

Michif Cultural & 
Métis Resource 
Institute  

負責人 
Thelma 

Chalifoux 

1. 部門組織介紹 

2. 意見交流 

3. 照相留念 

Fort Edmonton 
Park 

教授助理 Darlene 參觀活歷史博物館 

7/10 (星期四) 

University of 
Alberta  

Edmonton 

Métis Archival 
Project 
Laboratory  at 
University of 
Alberta 

 

教授 

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 

Frank Tough 

Veronique 
Boisvert 

Kaitlin Trimble 

1. 單位參觀 

2. 聽取簡報 

3. 意見交流 

4. 照相留念 

Conference about 
aboriginal 

at Native Study 
University of 
Alberta  

教授 

教授 

Frank Tough 

Nathalie Kermoal 

1. 參加午餐會議 

2. 聽取簡報 

3. 文化交流 

4. 照相留念 

7/11 (星期五) 

Edmonton 

Western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Canada 

Minister 

Headquarter 

Headquarter 

Manager 

Doug Maley 

Nadean Langlois 

Jim Monzer 

Anna Classen 

1. 參觀單位 

2. 聽取簡報 

3. 意見交流 

4. 致贈紀念品 

5. 照相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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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期/地點 參訪單位/活動 
接待/陪同人員 參訪過程綱要 

備註 職稱 姓名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啟程到 Buffalo Narrows 

10 小時車程 

7/12 (星期六) 

Buffalo Narrows 
Fishing Derby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Buffalo Narrows 當 地
Métis 釣魚比賽-凝聚族人
力量之社交活動 

7/13(星期日) 

Garson Lake 

Fish Fried 活動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Métis 在 Garson Lake 挑戰
政府法規宣誓 Garson Lake
跨省份捕魚權和 Métis 社
交活動 

7/14（星期一） 

Buffalo Narrows 

Clément Chartier 
Private office at 
Buffalo Narrows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閱讀資料-完整的族譜資料
（製作詳細族譜和可網站
資料搜尋） 

7/15（星期二） 

Buffalo Narrows 

La Loche 

Clément Chartier 
Private office at 
Buffalo Narrows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觀賞訪談 Métis 長者紀錄
片-藉由長者口述兒時故事
與搭配相片方式追述往事 

Friendship center   

La Loche village 

 

Local leader 
of North-West 

MNS at 
Buffalo 
Narrows 

Marlene 
Henson 

參與 La Loche 青少年和青
年做問卷調查活動-藉由問
卷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和需
求，提供正確的咨詢和符
合需求的活動 

7/16（星期三） 

South Bay 

Youth Outdoor 
Wellness 
Conference 
(YOWC) 

Local leader 
of North-West 

MNS at 
Buffalo 
Narrows   

Marlene 
Henson 

觀察暑期原住民青少年會
議與活動 

7/17 (星期四) 

Buffalo Narrows 

Clément Chartier 
Private office at 
Buffalo Narrows 

Local leader 
of North-West 

MNS at 

Marlene 
Henson 

走訪 Buffalo Narrows 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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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期/地點 參訪單位/活動 
接待/陪同人員 參訪過程綱要 

備註 職稱 姓名 

Turner Lake Village 

Gabriel Dumont 

Institution 

Buffalo 
Narrows 參觀 MNS 在 Buffalo 

Narrows 進修和職業訓練
所(GDI & GTI) 

Turner Lake 

Village 
Local President 選舉活動 

7/18（星期五） 

Buffalo Narrows 

Clément Chartier 

Private office at 

Buffalo Narrows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1. 欣賞 Métis 歌舞劇 
2. 欣賞 Métis 傳統服飾 

The office of 

North-West 

Saskatchewan 

Métis Nation 

Council  

(NWSMC) 

Local leader 
of North-West 

MNS at 
Buffalo 
Narrows 

Marlene 
Henson 

1. 協助 Marlene 整理及編
排昱日會議之資料夾 

2. 體驗 Buffalo Narrows
居民的夜間娛樂活動 

7/19（星期六） 

7/20（星期日） 

7/21（星期一） 

South Bay 

North West 
Saskatchewan 
Métis Council 
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Gathering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1. UA MAPL 研究團隊介
紹 MAP 

2. Métis 研究之研究生研
究報告 

3. MNS 相關工作人員工
作進度與成果報告 

4. MNS 工作人員與參與
人員 Q&A 

5. 參與人員發表感言和意
見 

6. 傳統技藝比賽 

Local leader 
of North-West 

MNS at 
Buffalo 

Narrows & 
Ile-a-la-Crosse 

Marlene 
Henson 

&  

Louis Gardiner 

7/23-27 

（星期三~日） 

Batoche 

 
Cindy Gaudet 

父母親 
Norma Gaudet  
Sylvio Gaudet 

1. 啟程至 Batoche 
2. 體驗 Métis 家族生活 
3. 造訪 Prince Albert 

Batoche 
Historical site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參加 Back to Batoche Days
一系列活動 

Métis 婦女 
議題研究員 

Cindy Gaud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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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期/地點 參訪單位/活動 
接待/陪同人員 參訪過程綱要 

備註 職稱 姓名 

7/28 (星期一) 

Saskatoon 

Clarence 

Campeau 

Development 

Fund (CCDF) 

 

商業發展 
專員 

Business 
Development 

Specialist 

Monica Brunet 
1. 單位簡報 
2. 意見交流 
3. 致贈紀念品 

Gabriel Dumont 

Institution(GDI) - 

Curriculum and 

Publishing 

Department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1. 參觀 GDI 書籍編輯部
門和博物館藏 

2. 致贈紀念品 

Dumont 

Technical 

Institute (DTI) 

參觀訓練教室和辦公室 

7/29 (星期二) 

Saskatoon 

Saskatchewan 

Indian Cultural 

Center 

文化暨藝術 
專員 

John Spyglass 
參觀印第安文化藝術中心
與圖書館 

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教授 Wesley Heber 

走訪遺址，想像當時獵捕
Buffalo 情景 

7/30（星期三） 

Regina 

First Nation 

University of 

Canada 

FNUC 校長 Charles Pratt 

1. 介紹建校來由系所和
參觀學校設施 

2. 致贈紀念品 
3. 照相留念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參觀加拿大皇家警察學校
和博物館 

7/31 (星期四) 

Saskatoon 

Central Urban 

Métis Federation 

Inc. 

(CUMFI) 

CUMFI 負責人 Shirley Isbister 

1. 解說機構功能和成
果，未來計劃 

2. 參觀各處室與功能介
紹 

3. 致贈紀念品 
4. 照相留念 

Saskatchewan 

Urban Nativ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SUNTEP) 

director of 
SUNTEP 
Saskatoon 

campus 

Murray 
Hamilton 

參觀 Métis 教師教育訓練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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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期/地點 參訪單位/活動 
接待/陪同人員 參訪過程綱要 

備註 職稱 姓名 

Hotel - Delta 

Bessborough MNC 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1. 解說加拿大憲法第 35
條和其他相關法條 

2. 結業式 

8/1(星期五) 

Saskatoon 
 自由活動 

走訪 Saskatoon 熱鬧的街
道 

8/2(星期六) 

Vancouver 
 自由活動 

1. 走訪 Vancouver 圖騰公
和市中心 

2. 體驗大眾捷運系統 
3. 準備出境回台灣 

8/3~4 

飛機上 
  

搭乘 8/3 淩晨 2:20 的班機
回臺灣，8/4 早上 5:05 抵
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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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單位介紹及實習心得和建議 

（一）Métis Nation of Alberta (MN-A) 

July 9 

   7 月 9 日是我們三位學員到加拿大 Métis Nation Council 實習首次接觸到什

麼是 Métis，一早由 Frank Tough 教授的助理 Darlene 帶我們三位抵達這個座落於

Edmonton 市中的建築 — Métis Nation of Alberta (MNA)，參訪過程中由 MN-A 的

行政助理 Marilyn 帶我們參觀 MN-A。 

 

Métis Nation of Alberta 

MN-A 於 1928 年開始在現址服務

所有在 Alberta 省內的 Métis 族人，成立

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 (1) 為住在 Alberta

省中的 Métis 族人來發聲。  (2) 提供

Métis 族人一個參與 Alberta 省政府的政

治及決策。 (3) 最重要的是促進並培養

在 Alberta 省中的 Métis 族人的自我倚

靠、自我發展、自我管理的能力，以便

在社會上求生存。此外，在 MN-A 裡，Métis 族人可以找尋到關於健康、教育、

家庭、房事、法律訴訟等協助，來讓自我的生活能夠更順利及方便。 

除此之外，MN-A 也提供了許多的計畫讓 Métis 族人去申請，多半是與經

濟有關，不管是創業、就學、補助等，都可以透過自我符合的計畫去申請並請

求 MN-A 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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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三位學員一進到 MN-A 裡面，牆壁上斗大的字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What is Métis? 一張顯而易懂的宣導海報，簡單告訴所有人什麼是 Métis，字句中

也顯露出身為 Métis 族人的使命感及驕傲。與 Marilyn 見面後，她帶著我們參觀

MNA 所有的辦公室及內部單位，除了我們都了解的教育、健康、法律訴訟外，

最讓我們感到新鮮的是 Building Office，這是一個關於 MN-A 機構所有分佈在各

地的建築及房屋，有一個專責的部門來管理，只要是與房屋翻修有關的相關事

情，例如預算、計畫等，不需要透過其他部門，全責由該部門去處理相關事

務，這會讓該部門在行政上的效率加快也專責許多。 

另外在參觀的尾聲，我們進入了一間

管理 MNA 中所有族人的家族族譜的辦公

室，讓我們三位實習生都感到非常的讚

嘆，因為他們將所有 Métis 族人的家族族

譜每個人都做了一大張的海報型族譜，讓

人都可以清楚地知悉自己的列祖列宗、以

及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族人是哪些，不僅

如此，族譜上每個人的出生年份及去世年

份都記載的清清楚楚，這是多麼浩大的一個工程，但 MNA 就是能將所有的困難

化為責任來處理，讓人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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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ichif Cultural & Métis Resource Institute（MCRI） 

July 9 

MCRI 這是一間位於 St. Albert 的

文 化 藝 術 機 構 ， 創 辦 人 為 Thelma 

Chalifoux，主要的目的是(1) 保護在 St. 

Albert 內 Métis 的文化資產。 (2) 培育

Métis 族人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 (3) 建

立一個 Métis 文化資源中心。 

Thelma 是 MCRI 的創辦人，她曾

在 MNC 服務過，為了保存 Métis 文化

及文物，她選擇了離開 MNC 而到現址做另一種為 Métis 族人服務的工作—保存

及蒐集 Métis 文化。雖然該機構的建築不大佔地也不廣，但正所謂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這機構把一個這麼大的 Métis 濃縮在這間房屋內，讓人可以在裡頭花上一

整天的時間！ 

與 Thelma 接觸後，她首先帶我們看到的就是一進這房子內的入口處，擺設

的是有關 Métis 歷史英雄的照片及事蹟，Thelma 告訴我們把入口處擺設這些東

西 是 為 的 要 告 訴 所 有 參 觀 者 ， 身 為

Métis 是值得驕傲的，尤其這些英雄內

不乏那些曾經為國家打戰而犧牲自己生

命的族人，更能讓 Métis 族人的後代作

為一個標竿及榜樣。除此，屋內也很用

心的保存了有關 Métis 許許多多的文

物，從衣物到工具，每一個文物也都有

其說明牌，讓人看了便可以很清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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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物的作用及生產年代。走上二樓，除了辦公室外，還有個房間是專門放置

有關 Métis 的圖書及刊物，類似一個小型的圖書館，並且有專人負責管理與收

藏，小小的地方卻讓我們驚奇不已。 

除了這些屋內的擺設，透過 Thelma 的清楚解釋，我們都很快的了解到每一

個區域的用途及意義，特別是牆上掛的許多旗幟，每一面都有自己的故事，而

且這機構完全是屬於 Thelma 私人為了保存文化及歷史所建立起來的，為了傳承

Métis 文化而做了這麼多；這讓我們三位學員不禁想起台灣是否有類似的機構？

一個為自己族人及文化歷史奉獻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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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ort Edmonton Park 

July 9 

艾德蒙頓要塞公園(Fort Edmonton 

Park)是北美最大的互動式歷史公園，在

這公園裡，我們可以實際感受四個主要

的歷史時期－回溯到 150 年以前、了解

早期的毛皮貿易、體驗 1885 年、1905

年及 1920 年這幾段重要時期－，甚至

可以看到館員穿著傳統的服飾、講解當

時期的歷史文化；Darlene 及實習的我們

三人，一進入公園裡就興奮地坐上遊園的蒸汽火車，實際體會與觀察當時代的各

項人、事、物。 

在 1795 年，艾德蒙頓要塞是由 Hudson’s Bay 公司建立，並將其當作協助毛

皮貿易的重要據點之一。我們在這公園裡，也實際看到了當時的建築、居民的居

住環境與空間、日常生活用品、服飾、用來做貿易的各項商品，在在地感受到當

時人民依賴毛皮貿易維生、及其重要性，也了解 Hudson’s Bay 這一公司的龐大，

以及它對當時期的人民造成的影響，只要提到商業活動，無一不和 Hudson’s Bay

這一公司有關！ 

我們一行四人先參觀了艾德蒙頓要塞，我們看到了： 

一、要塞外圍的防衛柵欄－由許多

高大的木頭圍成，主要是在作

毛皮交易時，預防印第安人闖

入、保護要塞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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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塞中央的廣場(courtyard)－在此從事歡迎印第安毛皮貿易者的歡迎活

動、包捆交易來的毛皮、處理食物、整裝日常必需品等。 

三、瞭望台－要塞人員除了可以觀察四周的菜園、農地收穫，也可以注意來

做貿易的印第安人和 Métis、捕獵者和工人、以及鄰近地區的情況。 

四、肉倉庫－在這裡製作並保存醃肉、香腸、北美野牛肉(buffalo)等等肉品。 

五、貿易商住所(tradesmen’s quarters) － 做貿易的商人比其他要塞工人過著更

高品質的生活，要塞提供他們

全家人的住所，不像其他工人

須與其他家庭共住一棟房子。 

六、打鐵店－由於木工、造船與鐵

工在毛皮貿易中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因此開設打鐵店以便修

理陷阱、槍枝、斧頭、建築與

修船的工具、農作用具…等鐵器。 

七、Bulletin building－發行了艾德蒙頓的第一份報紙，一開始報紙的份量

少，但由於編輯者 Frank Oliver 的努力，讓報紙上所要傳達的訊息，散播

到整個加拿大。 

八、羅氏兄弟五金行 (Ross Brother’s Hardware)－五金器具的交易在此鎮是個

重要的生意，後來此間店成為西加拿大最大的五金行公司。 

九、Daly’s Drugstore & Dr. Wilson’s 

Office－在 Herbert Wilson 是位

年輕的醫生時，他就買下了最

先進 的手術醫療器具 ，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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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年開了艾德蒙頓的第一家藥局。後來 Philip Daly 買下了藥局的股

份，之後的生意更是欣欣向榮。 

除了那些建築與景點，也看到了很多古加拿大的街景與當時代居民的

食、衣、住、行，逛了艾德蒙頓要塞公園近兩、三個小時，公園之大，天氣

之熱，讓我們四人汗流浹背、腳走得很酸，但是這一行非常值得，第一次置

身在古代加拿大的場景、實際體會與觀察當時代的一切事物，這種感覺非常

新鮮，好像一個下午就挖到了很多加拿大的歷史寶藏似的，也讓我突然有置

身於古代電影中的感覺！ 

艾德蒙頓要塞公園不同年代景色 

 



第32頁 

（四）Métis Archival Project Laboratory (MAP) 

July 10  

拜訪 University of Alberta 的 Frank Tough 教授與其研究團隊 MatriX 

 

Blue Room (Métis Archival Project Laboratory) 

 

在這名為―Blue Room‖的小小研究室

裡，儲存了很多關於加拿大 Métis 族群

歷史以來的資料，Métis 的居住範圍與

遷徙、各家族當時居住在哪些區域、土

地畫分與買賣記錄、訪談影音記錄、與

政府簽訂不同協議所提供的各項土地資

源…等，這些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也以

各種形式保存建檔，如：製作成縮影膠

片、整理成 word 文字檔，然後匯入電腦主機成為可上網查詢的資料庫，這些資

料的完整，除了是透過 Frank 教授主要規劃而成，其中也要歸功於他的研究團隊

MatriX (Métis aboriginal title research initiative)辛苦建檔資料完成。有了這些完整

的資料，當有 Métis 族人因狩獵而吃上官司的時候，被告辯護律師可以利用這些

資料，證明 Métis 的傳統狩獵區域，因而免於受刑罰；這次實習主要接待我們的

Métis National Council 的最高領導人 Clément Chartier 先生就是善用這些完整的研

究資料，幫他的族人打贏官司、免於被告。 

 

What is ―MatriX‖? 

 

即 Métis aboriginal title research initiative X 研究小組的縮寫，這群由 Frank 

Tough 教授指導的研究生，研究的主要方向為調查 Saskatchewan 省東北區 Mé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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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歷史上土地的使用、佔有與遷徙，以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加拿大備受

爭議的聯邦「Scrip」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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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Scrip‖? 

「Scrip」是用來描述、證明土地所有者擁有

某塊土地權的一張證書。根據加拿大政府所言，

Métis 族持有的 scrip （也稱為 Half-breed 混血

scrip）是發行給想要除去 Indian 原住民身份的

Métis 族人，並且因而可得到一部份的土地或金

錢。Scrip 的發行也是在―The Dominion Lands Act‖

土地協議條款通過後正式發行。 

 

 

 

要求土地所有權的開端 

  對所有西部加拿大的 Métis 族人來說，1994 年的 3 月 1 日是個歷史性的日

子，在這一天，從 Saskatchewan 省西北的十九個社區來了三十幾位 Métis 人，要

向法院提出一份聲明，而此份土地所有權聲明，主要的訴求是希望法院尊重、

並宣告 Métis 原住民的權利和稱號，並要求有土地、各項自然資源運用的權利。 

這份聲明認為 Métis 是一個獨立的原住民族，而且今日 Saskatchewan 省西北

區大多數的 Métis 是自 1870 年以來，擁有、佔領、使用該區土地及資源的 Métis

後代。這份聲明也堅稱 Scrip 政策是一場騙局，Métis 原住民的稱號不該因而被

取消。因此，西北區 Saskatchewan 就負責向法院協調 Métis 原住民權利與稱號，

大量的歷史檔案資料的研究也變得很重要，以便與法院作進一步的土地協商與

處理。 

後來，在 1998 年，聯邦及薩省法律部門同意提供三十萬的經費，給予

Saskatchewan 的 Métis Nation 作相關研究；1999 年，薩省的 Métis Nation 就和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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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達大學簽訂合約，提供歷史檔案資料研究的協助。接著在 Frank Tough 教授的

領導之下，成立 MatriX 研究團隊，研究資料的來源來自加拿大國家檔案局、

Hudson’s Bay 公司檔案資料、Saskatchewan 省檔案局、艾伯達省檔案局…等。 

 

 

 

 

 

 

 

 

 

 

土地使用研究的需要 

檔案研究是一種資料搜索的方法，但

其他如：和長老、捕獵者訪談也是重要資

訊來源之一。另外，為了證明土地所有

權，繪製傳統領域地圖更是重要，透過傳

統捕獵者的回憶與經驗，了解 Métis 過往

土地使用的情形。MatriX 研究團隊把種

種相關訊息，繪製在地圖上，並且將之匯

入電腦檔案、或 GIS 地理資訊系統中；

另外，傳統生態知識和地名研究資料，也將在土地所有權的爭取上一個重要證

據，因此，西北 Métis 議會也正在訓練當地人員，以協助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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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Tough 教授投影片介紹 

Frank Tough 教授這次透過投影片介紹，主要是和我們介紹他的 MatriX 研究

團隊、分享目前做了哪些 Métis 資料研究，已有哪些資料建檔在網站資料庫的過

程，其中 Frank Tough 教授一直強調，所有加入研究團隊的人員，都必須遵守他

訂下的一套研究資料建檔規則與流程，這樣不但讓所有資料可以有系統地整合

在一起，也可便於一般人在線上查詢資料庫時，能迅速找到最適宜、正確的資

料。Frank Tough 教授與 MatriX 研究團隊的辛苦，實在是讓我敬佩萬分，這樣的

研究不僅在法律上幫助 Métis 族人，在瀏覽如此豐富 Métis 歷史資料的過程中，

更是加強了 Métis 族群自我認同的提升。(參考附錄-相關資料一和相關資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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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Western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Canada (WEDC) 

July 11—參訪 WEDC 

前一晚 Clément 交待 8 點 15 分

準時出發，去參加一個會議，也是

我們在 Edmonton 市最後一個參訪

單位，會後將啟程到 Saskatchewan

省北部的 Buffalo Narrows。今早準

時在 Alberta University 會館前會

合，順便把行李放置 Clément 的旅

行車後車箱。原以為是 Clément 要

開會而我們只是旁聽觀察員，結果是 Clément 請 WEDC 為我們安排一個早餐會

報。來到 WEDC 的辦公室，先在接待櫃檯領取訪視證件，然後被帶領到會議

室，真得令人驚訝，已經有參與人員在會議室內，會議桌上還擺放一些麵包和

咖啡。我們感覺非常尷尬，因為我們的穿著跟他們的正式上班服裝比較起來實

在是太休閒了。 

簡單握手寒暄後，由該機構首長 Doug Maley 先生開場白，然後分別由

Anna Classen 小姐、 Nadean Langlois 女士和 Jim Monzer 先生就自己負責的業務

向我們三位作介紹。而 Jim Monzer 先生則是負責有關原住民產業經濟發展的業

務。(參考附件-相關資料三) 

WEDC 其實是屬於聯邦政府負責產業經濟發展的機構；在國內經濟政策中

WEDC 受命進行推廣加拿大西部經濟多樣化發展和提升企業或投資者對西部的

興趣。推行加拿大西部多樣化產業經濟發展，首先要透過補助和捐助的程序，

提升西部生產力和競爭力，要達成這個目標就是要透過包括私人機構、其他相

同層級的政府部門、學術和財務機構研究中心建立夥伴關係共同合作來擴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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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投資，創造替代性基金來源作為商業合作聯盟的後盾，支援西部加拿大商

業服務網絡，提供 100 個服務據點來協助都會區和偏遠地區新舊企業，創造機

會和增加利益。(參考附錄-相關資料四) 

經過他們三位的解釋之後，可以了解到加拿大聯邦政府的經濟產業發展政

策並沒有只偏重東部而忽略西部的經濟發展，因在西部的 Alberta 省發現豐富

的天然資源而更積極佈局，但並沒有忘記提供加拿大西部原住民經濟產業發展

該有的協助與支援。 

我相信我們原民會有類似的單

位服務我們原住民，最欠缺的是我們

原住民不知道如何取得資訊和申請協

助的管道，這時候最需要相關單位主

動宣導和提供協助，事後定期追蹤狀

況。 

早餐會報剛開始時有點沉悶，不

過在簡報過程中提問和回答之間有交

流的時候，才有如倒吃甘蔗，會議持續了 90 分鐘，在主持人和 Clément 總結後

結束。離開之前，在接待室拍了幾張相片留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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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riendship Centre at La Loche 

July 15  

今 天 早 餐 飯 後 ， North-West Métis 

Nation of Saskatchewan (NWMN-S) 的

Marlene 帶著我們到距離 Buffalo Narrows

一小時車程的另一個社區— La Loche。今

天主要的目的是要陪同 Marlene 做這個社

區的青少年對於家庭影響以及同儕影響的

問卷調查。在車上我們先行看過了這份問

卷，裡頭大概是請青少年對於自己一些觀

念，受父母親或其他因子受影響的比例是多少，比較特別的是問卷內不用 yes 或 

no 的問句，用的是百分比，讓青少年可以自我去掌控答案所佔的比例。 

我們做問卷的地方是位於 La Loche 的 Friendship Centre，這是每一個社區都

會有的機構，主要是舉辦社區活動來讓地方居民聯絡感情，也有的是提供場地

來舉辦活動、或讓社區居民有一個場所可以休憩及張貼活動訊息，類似台灣社

區的活動中心。 

從問卷調查的當中，可以很明顯的看見當地

原住民青少年的問題，大多與台灣原住民社會中

相雷同，諸如參與的人數不多、社會問題嚴重、

酗酒問題等，例如我們做問卷時，原本預計會有

十位以上的青少年，但到場的卻只有三位；結束

問卷後，Marlene 帶我們到社區街上走走，學校內

的窗戶都是被木板所釘死的，一問之下才知道是

因為學校怕暑假學生會丟石頭打破窗戶破壞學校



第40頁 

的公物所致。我想這部份的問題是值得台灣原住民以及 Métis 族在青少年教育這

一部分，一起去面對並且找尋解決之道的重點所在。(參考附件-相關資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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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Gabriel Dumont Institution (GDI) 

簡介 

1980 年成立 Gabriel Dumont Institute 原住民研究與應用的非營利事業機構，

舉凡 Saskatchewan 省 Métis 和非印第安社區的教育和文化需求是該機構的服務項

目，屬 Saskatchewan 省 Métis 法定的教育部門。提供檢定教育，職業和技術訓練

機會給 Saskatchewan 省的 Métis 族人；與 Regina 大學，Saskatchewan 大學，

Saskatchewan 應用科技學院，省級各式社區學院和 Saskatchewan Métis 就業與訓練

中心合作。 

在加拿大，GDI 是獨特的教育文化機構，透過文化研究來更新和加強

Saskatchewan Métis 的遺產和成就。GDI 已開始發展 Métis 具體課程和歷史出版

物，也訓練原住民籍老師和提供省立大學、學院和技術學院密集的課程。它努力

的成果，最有名的首推 Saskatchewan 都會教師教育規劃學程(SUNTEP)；基本上，

它訓練 Métis 和第一民族的老師來符合省內原住民學生在 K-12 教育系統的需求。

也充當橫跨全國原住民成人教育課程的楷模。 

 

GDI 提供給省籍 Métis 和非印第安社區下列課程和服務 

 Saskatchewan 都會原住民教師教育課程 

(Saskatchewan Urban Nativ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SUNTEP):  

自 1980 年，超過 650 位教育人員透過 SUNTEP 分佈在 Prince Albert, 

Saskatoon 和 Regina 所提供的課程，完成 4 年制的教育訓練。 

 Gabriel Dumont 學院 (Gabriel Dumont College ,GDC):  

分佈在 Saskatoon 和 Prince Albert 的 GDC，提供首兩年制藝術與科技學位課

程給 Métis 和非 Métis 身份的學生。 

 Dumont 技術學院 (Dumont Technical Institute , D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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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I 最大的部門，負責設計，發展和提供成人基本教育，技術訓練，職業訓

練和文化課程。它的總部在 Saskatoon，分支機構遍佈全省。 

 圖書資訊服務(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GDI 自己擁有 Métis 特定圖書系統-分支機構分佈在 Regina, Saskatoon, 和 

Prince Albert 

 書籍發行部門(Curriculum and Publishing Department) : 

自 1985 年，GDI 已開發超過 75 個 Métis 文學丶文化和教育資源。發行部門

在 Saskatoon。 

 財務與管理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GDI 的財務與管理部門負責監督管理機構人員和財務的管理 

 博 物 館 與 檔 案 (Museum and 

Archives)  

GDI 在 Saskatoon 中心，有博物館

和檔案室，舘內包括傳統藝術和工

藝品丶口述歷史丶印刷品和影音檔

案的搜集。 

 Métis 歷史文化博物館(The Virtual 

Museum of Métis History and 

Culture)  

2003 年 5 月，GDI 開放 Métis 歷史

和文化博物館給大眾分享大量檔案丶文化和知識藏品。 

 Métis 文化發展基金會(Métis Cultural Development Fund) 

與 Sask Culture 機構合作下，GDI 管理 Métis 文化發展基金會，提供活動基

金給省內 Métis 社區來維護，加強和傳達 Métis 的文化和傳統。 

 Gabriel Dumont Institute Scholarship Foundation - Napoleon La Fontaine 

Scholarships and SaskEnergy Scholarships :  

http://www.gdins.org/SaskEnerg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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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註冊或計劃註冊 Saskatchewan 境內合格學院，GDI 提供獎學金給居

住 Saskatchewan 的 Métis 族人申請。 

 Gabriel Dumont Institute Health and Wellness Program:  

提供獎學金和財務支援來鼓勵 Saskatchewan 的 Métis 族人參與促進 Métis 健

康相關的生涯規劃。 

心得 

July 17 — Gabriel Dumont Institution - Dumont Technical Institute at Buffalo 

Narrows 

今天來到的是位於 Buffalo Narrows 社區北邊的 GDI-DTI 的職業訓練機構；

Gabriel Dumont 是一位 Métis 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 19 世紀當時是一名成功的

政治家也是軍事家，替 Métis 做了很多奉獻及努力，後人為了紀念他一生對於

Métis 的奉獻，便以他的名字作為該機構的名稱頭銜。 

GDI (Gabriel Dumont Institution) 

GDI(Gabriel Dumont Institution)主要的訴求是提供在 Saskatchewan 省內的

Métis 族人教育訓練及其相關，而 DTI(Dumont Technical Institute)則是 GDI 下屬

的一個部門，專責來訓練 Métis 族人職業上的訓練課程；只要身為 Métis 族人，

便可以依照 DTI 提供的不同計畫去申請職業訓練：重機駕駛、木匠工、機房工

人等，都可以在此受到訓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訓練課程皆為免費，只需

在受訓之前繳交保證金；再者該機構會在訓練課程前做所有學員的基本學力測

試，倘若未到達合格者也可以經由該機構免費安排至鄰近學校回校受教育，直

到符合要求再回到 DTI 去受訓，這是一個具有對於 Métis 族人具有一個相當大的

協助；不僅僅可以獲得職業訓練、也可以獲得再教育的機會，而該機構是完完

全全屬於 Métis 族人，其他族群的原住民則無法受到此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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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館內參觀，由 Peggy 帶著我們

一間一間做解釋，機構內除了一般的餐

廳、電腦教室、職業訓練場所外，還提供

了宿舍供遠道而來的族人住宿，這令我們

三位學員感到非常值得效法，因為在台灣

還沒有類似的機構可以提供給台灣原住

民。不僅如此，在館內的牆壁上還貼上了

許多成功學員的海報，以供學員們做為榜

樣及標竿。 

該機構不僅在 Buffalo Narrows，在 Saskatchewan 省內的各大城市也都有，

提供了一個全省性的服務，並且可以在完成職業訓練後，投入到職場上做為終

生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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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North-West Métis Nation of Saskatchewan (NWMN-S) 

July 18  

這一天的傍晚我們三人前往了 North-

West MNS 在 Buffalo Narrows 當地領導人

Marlene Henson 小姐的住處地下室去幫她

整 理 明 天 開 始 為 期 三 天 的 South Bay 

Campground 會議所需要的資料。 

  

North-West Métis Nation of Saskatchewan 

這是隸屬於 MN-S 的一個組織，分佈在 Saskatchewan 省西北地區的一些社

區，而 Marlene Henson 便是 Buffalo Narrows 的當地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主要

工作就是要協助當地 Métis 族人一些相關的社會福利，或是宣導 MN-S 目前推動

的計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社區的當地領導人是沒有支領薪水的，是義務

性的去承擔這份工作，但很意外的是每位領導人都很樂意做這些工作，為的就

是要讓自己族人過更好的生活。 

我們在整理會議所需的資料過程中，發現到這些資料除了會議上所需之簡報

或是文字檔，也放入了許多與 Métis 相

關的法律條文及最新的議題，這可以讓

與會的族人接觸到新知識也可以藉此瞭

解該組織所做的一切。除此之外，他們

也準備了一些紀念包讓與會的族人可以

當作己用，而上面則印製了 MN-S 的圖

樣與 logo，這是非常特別的一點；每一

個 MNC 隸屬的省份部門都有著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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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樣 logo，甚至不同的社區也有不同的圖樣 logo，這可以讓人很清楚地知道是

哪一族、哪一省、哪一社區，但我們台灣原住民社會中似乎還沒有類似的東西

可代表著不同的族群，我想若能發展出這樣的東西，一定可以讓台灣原住民更

有特色、也讓台灣非原住民或其他人能更清楚且直接的認識 14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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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Batoche Historical site （Batoche 歷史遺址） 

July 24 — 參觀 Batoche National Historical Site 

為了保護並展現加拿大自然、文化歷史重要性的

遺產，並促進大眾對它的了解與欣賞，1923 年加拿大

政府成立了 Batoche 歷史紀念館，以紀念：一、在

1885 年，Batoche 曾是 Métis 地方政府與加拿大政府

武裝衝突爆發地點。二、Batoche 是 Métis 重要的社

區之一。三、 Métis 河岸土地使用的特色。四、

Batoche 在加拿大歷史上的重要性。 

 

Batoche 戰役 

1878 年，加拿大政府開始調查 Batoche 中，已經被 Métis 族人佔有、居住的農

地，晚遷入者，只能選擇在 Batoche 東邊居住，並且愈來愈難取得合法的土地所

有權與 scrip，Batoche 居民的不安感開始漫延開來。首先，印地安人依照當時與

政府簽訂的協議，要求提供食物、器具、設備、農作等相關幫助，接著各區對政

府的承諾跳票感到愈來愈不滿。最後，在 1884 年，有一群 Batoche 的代表邀請

Métis 的領袖 Louis Riel 來 Batoche，並領導他的族人對抗政府的漠視；另外，政

府不斷的漠視與敷衍態度，導致 Métis 和加拿大的武裝衝突發生。 

1885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2 日，不到 300 人的 Métis、Cree、Dakota 族人在

Louis Riel 和 Gabriel Dumont 的領導之下，和加拿大西北區軍隊發生了武力衝突，

在四天的戰役之中，Métis 努力反擊，但因人數相差懸殊而敗陣。 

由於 Batoche 戰役的敗北，許多 Métis 家庭無法擁有其傳統土地、scrip 的所

有權，接下來的好幾年，他們也被視為―反抗者‖，也失去了經濟上、政治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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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權，許多 Métis 變得愈來愈窮，因而被迫移居至更西方、北方的地區，尋找謀

生的新機會。 

至 1915 年前，Batoche 村莊只剩一間商店，在接下來的好幾年，Métis 的語

言、文化傳統與驕傲是由老一輩人努力維持，Batoche 雖然失去了經濟基礎，但持

續著 Métis「抵抗與倖存」的象徵。現今南薩斯卡其萬河兩岸，其歷史性村落和農

地，皆成為 Batoche 歷史紀念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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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 Batoche 歷史紀念舘 

一邁進 Batoche 歷史紀念館，就被它透

明、清新的自然環境和建築吸引，首先我們先

欣賞關於 Batoche 戰役當時戰士穿戴的戰服、

武器，人民穿著的傳統服飾、家居環境等。接

著 Cindy 就和我們三人前往

教堂前廣場，欣賞館方安排

的音樂劇演出，音樂劇主要

內容是描述 Gabriel Dumont 打仗回來後，村民迎接他的場景與

一對新人的婚禮，其實會發覺，Métis 的傳統服裝和音樂蠻受

英、法文化影響的，連演奏的樂器都是小提琴，不知 Métis 文

化背景的人，可能不會覺得他們是原住民呢！唯一比較有特色

的，大概只有繫在男性腰部的 sash 吧。不過，Métis 的舞蹈蠻特別的，主要是腳

要一直踢動，有些舞步類似踢踏舞，看其來容易，實際上場跳還挺累人的！ 

另外我們還參觀了教堂、牧師的住所，他們的宗教深受羅馬天主教影響。最

後，我們到館中的劇院，看了一部描述 Batoche 戰役的影片，看了影片後，才深

深體會為什麼 Métis 的兩位領導者 Louis Riel、Gabriel Dumont1 備受 Métis 族人尊

敬；另外，這部影片的播放方式很特別，除了運用歷史圖片、文件、演員演出片

段之外，中間還夾雜當時場景的實物模擬呈現，非常特別！在看影片的同時，會

一直期待下一幕的實物模擬場景是什麼，不會死板地呈現歷史，而是影片、實物

場景交錯地說 Batoche 戰役的故事，很吸引人、也很有創意！ 

 

Batoche 歷史紀念舘—舘內和舘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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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Clarence Campeau Development Fund (CCDF) 

July 28 

Clément 一早開車載我們來到專門服務

Métis 有關產業經濟發展的基金會- Clarence 

Campeau Development Fund，它是我們抵達

Saskatoon 第一個參訪的機構。稍作簡短介紹

之後，立即由該機構的商業發展專員 Murray 

Hamilton 小姐以簡報方式介紹發展基金會的成

立和目前的業務和績效，會中彼此提問和交

流，氣氛融洽，會後則互贈紀念品。 

於 1997 年 6 月 11 日，Saskatchewan 省政府和 Métis 省級機構 Métis Nation 

Saskatchewan 達成協議成立 Clarence Campeau 發展基金會。於 2001 年 9 月省屬

Saskatchewan Gaming Corporation Act 的修正法案承認該機構的合法性。 

CCDF 的任務就是增進 Saskatchewan 省 Métis 族人的經濟環境，如提供基金

用於商業發展丶社區經濟發展丶管理技術發展和協助要創業的 Métis 族人和輔導

Métis 企業主。其目的是提供財務支援給沒有其他專門基金支援的 Métis 族人，他

們主動跟其他經濟發展基金會配合包括透過 Saskatchewan 省國內經濟發展機構和

其他金融機構。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確保 Métis 企業負責人學到必要的管理和行銷

技巧，增加 Métis 族人的就業機會和增加 Métis 族人收入。為了要達成這個目

標，CCDF 提供擔保給 Métis 商業主，主動支援社區經濟發展和協助 Métis 大小企

業主管理發展技巧。 

從歷年的業務成效報告內容，可以了解接受輔導的件數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這是另人振奮和喜悅的訊息。反觀，除了公部門，我們是否也有類似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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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可以協助有心創業而沒有金援的族人和提供增進企業主管理和行銷能力的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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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Wanuskewin 印第安遺址公園) 

July 29  

今天下午我們前往位於 Saskatoon 市郊的一個第一民族遺跡園址- 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這座公園成立於 1992 年，此公園佔

地 760 英畝大，是 Saskatchewan 省中最大

的一個歷史遺跡公園。先前為第一民族

(First Nation)之其中一支族所居住之舊遺

址，該公園位於 South Saskatchewan River

河谷上，先前居民在 6000 年以前就居住

在河積平原上，為的是要獵捕北美野牛

(Buffalos) 以 及 避 免 受 到 冬 季 季 風 的 影

響。而該公園在 1982 年便開始挖掘其地面下的遺跡，於 1986 年發表該地擁有的

歷史遺產及文物，進而建立一個讓世人可以前來觀看的歷史遺跡公園。在該公

園內除了可以看到以前居民生活區域及如何利用地勢來捕捉 Buffalo 外，園內也

規劃了一些步道讓參觀的遊客可以從中感受到先前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園內

的自然生態。(參考附件-相關資料八) 

我 們 抵 達 該 公 園 後 ， 由 First 

Nation University of Canada 的 教 授

Wesley Heber 先生來介紹公園內的景點

和歷史，此外有位來自墨西哥原住民大

學校長也與我們同行。園內播放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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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民族相關的影片，讓遊客可以清楚地知悉第一民族的生活型態及方式。

在公園內共有 19 個據點可供遊客去感受以及觀看先前居民的遺跡，除此之外，

園內尚有許多其他據點未開發，還待專家學者去鑽研。 

回過頭來說，台灣原住民的先祖所居住的環境，不是已經開發完畢、就是早

已破壞的無研究價值，政府單位以及相關人士在處理相關事務時，是否該將這

些珍貴的遺跡作為古蹟或國家領域來保護，才不會沒有類似 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這樣的機構存在台灣社會中？  

我們一再強調台灣原住民是所有南島語系當中文化資產最豐富的一個國家，

但卻僅僅只有台灣史前博物館或是原住民文化園區這些後來由人工所建造的機

構來讓世人了解台灣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物，但若能將類似 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這樣的機構存在於台灣原住民部落中，想必會讓不僅是原住民也讓

其他人都能深切的感受到原住民真正的生活方式以及型態。 

 

Wanuskewin 印第安遺址公園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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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First Nation University of Canada (第一民族大學, FNUC) 

July 30 

今天一早 Clément 載著我們三位學員開車遠行到 Saskatchewan 省份中最大

的城市— Regina。我們抵達的是位於 Regina 大學中的第一民族大學(SIFC)。 

  

First Nation University of Canada (SIFC) 

         這是一所建立於 1976 年的學校，前身是 Saskatchewan Indian Federated 

College (SIFC) ，也就是這所學校目前

仍然使用的縮寫簡稱。該校的辦學理

念是為了提供 First Nation (第一民族)的

歷史文化、語言、藝術、教育等學士

學位及碩士學位供學生來就讀。該校

目 前 共 有 三 個 校 區 ： Regina 、

Saskatoon 、 Prince Albert ， 在 Prince 

Albert 校區內甚至擁有全加拿大唯一的

Dental Therapy (牙醫治療學位)；除此，也在 Saskatchewan 省中的一些社區也附

設了許多的社區大學，提供有興趣的學生就讀。不僅如此，該校也與台灣東華

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成為姐妹校，每年都提供短期交換學生的機會讓兩校進行

學術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本校創立新校舍時，英文女皇 Elizabeth 二世還特地前

來祝賀，可見該校在國家及國際上的重要地位。 

一抵達該校的校門我們一看見的便

是第一民族的傳統居住建築 — Tepee，

這可以很清楚知悉帳篷身後就是 SIFC；

進入了本校後我們直達校長室，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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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Pratt 先生以及行政助理 Debra 在校長室內為我們進行有關於該校的問與

答，過程中我們對於某些部份深感興趣：該校具有專門的第一民族藝術研究系

所，可以讓學生更專精鑽研有關第一民族的藝術部份；再則，該校是加拿大唯

一專辦原住民教育及相關研究的大學；該校甚至很積極的要盡量聘用原住民籍

的教授，以便讓該校在教育學生方面能有更多的說服力及現身說法的功能。 

之後由行政助理 Debra 帶我們到整棟教學大樓去參觀，該大樓的設計理念

是由不同顏色去設計不同的樓層，每種顏色也代表著不同的涵義，而在一樓大

廳的中央擺設了一個 Tepee，據說是在每年的 Powwow (第一民族慶典儀式)時

會讓學生都進入裡面一起進行神聖的祭拜儀式，裡面是完全禁止拍照攝影的。

之後我們到了一間長廊，裡面很貼心的將所有畢業生的畢業大頭照都張貼出

來，台灣現今的大學內似乎還做不到這樣的貼心設計。 

     在我們離開該校以前，校長還特地交代助理要我們一行人到校園內販售部

選擇一項物品作為我們的紀念品，現在我們每個人手中都有印著 SIFC 圖樣的

背包或衣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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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 

July 30 — Regina，參觀加拿大皇家騎警博物館 (RCMP Heritage Center) 

 

加拿大皇家騎警博物館於 2007

年，正式於薩省的 Regina 市開張，

此 博 物 館 是 由 獨 立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Mounted Police Heritage Centre」所

經營與擁有，它展示了許多關於加拿

大皇家騎警的物品與收藏。一進入博

物館，就會看到展示的古老騎警使用

的大炮，要逛各展區要先注意，其實

是有按照時代順序陳列的，好在 Clément 提醒我們可以按照懸掛的大旗子順序看

展覽。展區一是「騎警的產生」，西北騎警於 1873 年成立，成立的目的是要和

原住民建議良好關係、鞏固加拿大政府權力、協助拓荒者及維護邊界法律秩

序。展區二「維持西部的法律秩序」，至 1885 年前，西北方的秩序仰賴騎警維

持良好治安，也與原住民建立公平、友好的關係，也確保了拓荒者、鐵路工人

的安全，其中也提到了 Métis 的民族英雄 Louis Riel。展區三「保護北方」，極

區的騎警不但確保當地的法律秩序、和原住民維持良好關係，他們還幫忙發送

郵件、報告天氣狀況、監控獵物與自然資源等，此展區強調西北騎警面臨的挑

戰、失蹤的騎警和 Rat 河的瘋狂獵捕者。展區四「為全加拿大服務」，分享二十

世紀來騎警的改變、進化，主題包括：西北騎警接受皇家任命、社區警力、現

代反恐怖情報搜集等。展區五「責任」，呈現皇家騎警過去在全球扮演的角

色、掌控國際恐怖活動的挑戰、警方如何比罪犯先行掌握情報、如何成為皇家

騎警、打擊犯罪等。展區六「破案」，讓大眾透過互動展覽，了解現代警方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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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高科技，主題包括：用科學、指紋、偽裝學、輪胎紋路、鞋紋分析、化學

分析、彈道學、DNA 分析等高科技破案。 

展覽區展示了很多物品，也讓我們了解加拿大皇家騎警的歷史，但可惜的

是，提到原住民、Métis 的部份，它只提到一位 Louis Riel，其代表性待商議。另

外我們也到其劇場，欣賞了一段長 27 分鐘的影片「Tour of Duty」，影片概要描

述皇家騎警的過去、現在的努力與未來辦案的展望，並且以―整合全面資源緝捕

恐怖份子‖為主題演出，有達到肯定 RCMP 騎警努力的效果！ 

在我們三人欣賞影片同時，Clément 表示要到博物館附近的 RCMP 騎警墓地

探勘。原來下週 Clément 要和 RCMP 警方開會，討論一位 Métis 的 RCMP 警察

埋葬地的事宜，那位 Métis 警察的妻子認為先生埋在 RCMP 的墓地是項光榮，但

依 Métis 傳統，Métis 族人過世後要與家族埋在一起，那位過世 Métis 警察的妻子

和其他家人之間對此事有不同的見解，Clément 下週和 RCMP 開會要討論此項事

宜，這件事讓我聯想到了不少原住民傳統與現代觀念相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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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Saskatchewan 都會原住民教師教育課程 

(Saskatchewan Urban Nativ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SUNTEP) 

July 31 

 

我 們 三 人 沿 著 河 堤 公 園 漫 步 走 到 Clément 的 飯 店 與 他 會 合 ， 準 備 去

Saskatchewan 大學校內的 SUNTEP 機構拜訪，它是我們實習參訪活動的最後一個

行程。之後，由 Clément 講課，解說加拿大憲法第 35 條和相關法條，然後舉行結

業式。 

Saskatchewan 大學就在我們下榻飯店的對岸，

幾 分 鐘 的 車 程 就 抵 達 目 的 地 。 接 待 我 們 的 是

SUNTEP 機構處長 Murray Hamilton 先生，由他來

介紹 SUNTEP 的成立丶目標和近況。 

SUNTEP 於 1980 年成立。 它是 4 年制合格鑑

定的學士教育學程，由 Gabriel Dumont 學院與 

Regina 大學和 Saskatchewan 大學合作規劃。Regina、Saskatoon 和 Prince Albert

的三個地區有提供課程學習。 

SUNTEP 學生，前二年在 SUNTEP 地點上課。 最後二年包括個月的實習和

實習地點也許在某一大學校園、小學、中學或高中的班級工作。 

SUNTEP 課程重點放在 Métis 和第一民族歷史研究和比較文化的教育。 在理

論和技能上也提供一個固定基礎教學。 

自 1980 年以來， 已有 650 名以上的畢業生取得教育學士學位。橫跨西部加

拿大，SUNTEP 畢業生在服務學校以優秀老師和榜樣著稱。 他們的訓練結合健

全的學術教育理論與教學經驗，以及透過與社區學生面對面的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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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TEP 的主要目標是：(1) 保證 Métis 在省內教學崗位上充分準備足夠和

分享經驗， (2) 保證教育 SUNTEP 畢業生對所有學生的個別教育需求要敏感，特

別是 Métis 和第一民族的學生。 

   經過介紹，了解一些有關 SUNTEP 的運作，不禁捫心自問，我們的各大專院

校是否有類似的社團或社會福利機構，專門對原住民的學生安排一些活動，例

如：每學期集結校內原住民學生，教授有關原住民歷史文化與認同的課程和聯誼

活動，提供一些學業和未來生涯規劃的諮詢服務。 

在提問和交流中，不知不覺中已到中午午餐時刻，致贈紀念品結束參訪活

動。會後，Murray Hamilton 先生則邀請我們四人與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共進午餐，

就在學校附近餐廳。實習參訪活動就在午餐結束後，正式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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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Central Urban Métis Federation Inc. (CUMFI) 

July 31  

參觀 Saskatoon 市區內的 Central Urban Métis Federation Inc 

 

CUMFI 是 一 個 提 供 居 住 在

Saskatoon 市區 Métis 族人各項服務的機

構，其中涵蓋的範圍從老年人的醫療照

顧至青少年的課後輔導活動等，提供的

服務相當多元、用心。此機構包含以下

各部門： 

一、經濟發展部門－目的是要幫助薩省

內的 Métis 順利經營生意、為 Métis

增加就業機會、在接受 CUMFI 三到五的職訓協助下，能順利就業並自己自

足。 

二、教育部門 - 為所有年齡層發展一訓練與就業機制、提供職前訓練服務、提供

教育及生涯發展咨詢。 

三、Elders 部門 - 請年長者協助傳統語言的傳授、關心社區內容的年長者、促進

長者與青年的交流與學習、提升 Métis 族人對己傳統的重視、將 Métis 傳說

與故事記錄下來、協助辦理暑期文化營、對在學生作生涯輔導、傳授年輕

Métis 傳統與語言、在學校提供諮商服務、加強親職教育、加強青少年同儕

間的支持、樹立年長者楷模、舉辦會議並作意見交流、給予孩子須對父母或

長輩感恩的觀念、培養孩子有團隊合作的精神…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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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部門-協助 Métis 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發展一套預防與改善胎兒酒精

症候群的計畫、提供原住民長者就醫時的各項服務(如：交通接送、居家清

潔、飲食服務等)。 

五、法律公義部門-成立社區法律公義委員會、提供法律諮詢與協商、提供

restorative justice 服務（違法者須向受害者解釋他們的行為）、協助 Métis 社

區內犯罪率的減少。 

六、青少年文化休閒部門-透過運動、文化活動的舉辦，讓 Métis 青少年能從中

培養興趣，並找到未來生涯發展的方向。此部門也希望能協助提高 Métis 原

住民青年與家庭活動的參與率、與其他社區組織合作舉辦運動與娛樂活動、

和學校合作並提供課後運動及輔導課程、培養 Métis 青年與長輩領導人才、

建立志工資料庫協助各項活動的舉辦…等。 

七、青少年部門-發展一套減少青少年與幫派募集的策略、培養青少年領導人才

等…服務。 

 

 在會長 Shirley Isbister 女士的解說及導覽之

下，讓我非常佩服 CUMFI 此機構所作的努力，

也對其提供服務涵蓋範圍之廣感到驚訝，例如：

他們把十位左右對課業沒有興趣的學生，在課後

召集過來，給予他們職訓、休閒、輔導方面的課

程服務，讓那些少有學習成就感的孩子，從那些

課程中找自信與歸屬感！他們上課教室的周圍都是陳列著學生的各項作品，當天

我們還看到那些學生在一起釘製他們露營可用到的野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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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會長 ShirleyIsbister 女士還很興奮地

和我們分享一項即將實行的醫療計畫「醫療巡迴

車服務」，這可以讓居住在市區、沒錢到醫院看

病的 Métis 族人，可以在固定的幾個地點、定時

到醫療巡迴車內，尋求醫學治療方面的幫助，而

且服務不只限於 Métis 族人，First Nation 的原住

民也可以申請幫助；由此可看出 CUMFI 的服務積極度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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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Urban Métis Federation Inc.辦公室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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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活動 

（一）Fish Derby 

July 12  

 

今天是我們抵達 Buffalo Narrows 的第一

天，Clément 下午帶我們去 Buffalo Narrows

橋下，那邊有一場全社區的活動正在舉行- 

Fishing Derby。這是一個為了紀念 Clément

的哥哥—Edward Chartier，他的子女們為了

紀念他而舉辦一年一度的釣魚比賽。 

雖然名為家族紀念性的活動，但已經

舉辦了第四年的活動儼然變成了社區中每年的重要活動，幾乎挨家挨戶都會前來

參加；這項活動是將所有與會的人聚集在橋下，各自搭船到湖面上釣魚，在時間

之內會統計所釣的魚隻大小與重量，最後進行統計及頒獎。除此之外，會場內還

販售了紀念 T-shirt，讓前來參加的人或者來賓都可購買， Clément 便買了三件送

給我們三位學員。比賽結束後，還有摸彩活動，這些禮品都是由鎮上的商家或個

人名義捐贈，當作是摸彩的禮品。 

這項活動讓我們三位學員都深刻體會到這個社區的凝聚力，舉辦此活動可以

讓所有社區的人都來到活動會場，除了釣魚也可以參加摸彩，透過這樣的活動可

以讓彼此的感情更拉近。尤其大家那樣無私的捐贈禮品讓所有人感受到那樣歡樂

的氣氛，想必在台灣的原住民社會中是比

較少見的，藉此活動的參與，讓我們三位

學員直接的感受到這樣的活動，其實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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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台灣原住民社會中存在的，觀看大家是否願意有這樣的熱忱罷了。 

我們在了解整個活動涵義後，發現到 Métis 族人在釣魚權上的限制其實是很

受壓迫的，因為這個活動雖然可以在湖面上釣魚，但是這是事先申請過的，Métis

族人都認為從以前到現在他們所仰賴維生的湖泊，要釣魚還得透過申請，這是不

公平的。就像這個活動，雖然當天釣魚的人群很多，但我們在往後幾天幾乎看不

見有任何人在湖上釣魚，這也跟之後我們參加的 Fish Fry 有很大的關連；就拿這

件事情跟台灣社會來做對比，我們台灣政府進行所謂的護溪運動是因為溪水內的

魚隻已經瀕臨絕種或數目減少，才會有此限制，但在 Buffalo Narrows 看到的卻是

因為要保護魚隻，而是要限制國人去釣魚，但身為 Métis 族人深深感到不平，因

為第一民族 (First Nation)的族人是不受此限的，這才是 Métis 社會訴求的重點；既

然同樣身為加拿大政府認同的原住民族，就不應該有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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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ish Fry at Garson Lake 

July 13 

透過傳統捕魚活動宣示 Métis 的捕魚權 

 

在這一天，幾位從艾伯達省東北區來的 Métis、Saskatchewan 西北區的 Métis

族人，聚集在 Garson 湖舉辦一場傳統的捕魚祭典，以慶祝一位 Métis 長者 Alfred 

Janvier 因獵捕糜鹿被告、但後來打贏官司的勝利。 

Garson 湖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一半位於艾

伯達省，另一半位於薩省，活動一開始，先由

來自薩省 La Loche 的長者 Alfred Janvier 在艾

伯達省半邊的湖上放捕魚網。雖然薩省的

Métis 沒有在艾伯達省的合法捕魚權，但藉由

此一活動，正式向艾伯達政府宣示 Métis 的狩

獵權，長者 Alfred Janvier 也表示：「很開心

來自薩省和艾省的 Métis 能在艾伯達省打獵、捕魚，而且沒有被起訴！對我們而

言是個大勝利，我很期待能繼續在艾省行使我們 Métis 的狩獵權，我可以捕獵野

生動物、魚肉來溫飽我的家人。」 

活動策劃人，也是 Buffalo Narrows 區 Métis 領導人 Philip Chartier 表示，薩

省很開心捕魚祭典有這樣的好結果，Philip 說道：「我們已經努力好幾年去爭取

Métis 的狩獵與捕魚權，也希望省政府能承認、尊重我們的權利。透過今天的活

動，我們得到大眾的關注，而且艾伯達政府的不行動，確認並承認了我們 Métis

憲法上的狩獵與捕魚權！」(參考附件-相關資料五) 

基於此次的成功，他們還決定並預告了下一場宣示捕魚權的活動，那將會是

在秋、冬季節，艾伯達省東北或薩省西北 Métis 傳統領域裡的一個湖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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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tis 族人這回策略性、並成功地向政府宣示了其合法狩獵權，其過程讓我們感

受到 Métis 的努力和團結，我們也很開心參與了他們傳統的捕魚儀式！ 

 

 

 

 

Fish Fry at Garso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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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Northwest Saskatchewan Métis Council 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Gathering 

July 19~21 — 至 Southbay Campground 參與 Métis 資訊、文化集會活動 

會議重點記錄 

July 19 會議重點記錄 

NWSMC Chair, Marlene Hansen： 

感謝及肯定 US Tough 教授與 MatriX

研究團隊的努力成果。 

MNS Executive, President Robert   

Doucette： 

從 六 歲 時 就 被 送 到 寄 宿 學 校 。 First 

Nation 開始和 Métis 團結合作起來。 

MNS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Allan 

Morin： 

部落人常反應「我們沒有得到相關訊息？」因此鼓勵與會者多邀請人來參與這

樣的會議。強調「爭取權利的同時，不要忘了該負擔的責任」。 

MNC Vice-President, David Chartrand： 

政府其實在意的不是獵捕麋鹿等野生動物的權利，而是擔心狩獵權開放後，住

民還會更進一步要求擁有其他資源的權利分配（tart sand, oil, gold, etc.）。 

 

July 20 會議重點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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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 Tony 帶領禱告 

Land & harvesting rights litigation background 

法律部份 (Clément): 

會場周圍貼了許多傳統領域地圖，大多是和 court cases 有關。幾十年前，由於加

拿大政府採行「Half-breed scrip」政策，給予 Métis 土地，但讓 Métis 從此失去

「原住民」之名，也因此沒有像 First Nation 有合法狩獵權及土地權。現在的

Métis 曾努力爭取土地權，但沒有足夠的錢打土地官司，許多案子就此無疾而

終。 

David Chartrand： 

以往政府甚至控制「教育機制」，篡改歷史，把 Métis 的國父 Riel 描寫成叛亂份

子(rebellion) ? 但他其實是為 Métis 爭取權益的戰士(fighter)。要爭取土地權，就

要先作好 Métis 傳統歷史的研究（誰的祖先曾在哪地區生活、捕獵？哪一部份的

土地曾被哪些家族使用、經營？），這些資訊都要在 oil 等公司，到本地入主經

營前準備好。 

研究部份 (Frank Tough & UA MatriX team): 

在將 Métis 歷史背景等資料上網建檔前，會讓研究者了解、遵循近 50 多頁的

「研究歸檔指示」，如此就可將 Métis 資料庫更完整、清楚。這些資料都是從

national archives, Prof. Brenda, HBC 公司記錄, census 等整理而成。MatriX 其實就

是「Métis aboriginal title research initiative X」的簡稱。 

Negotiations of harvesting agreement 部份 (Allan Morin): 

在爭取權利的同時，也別忘了「責任」，要先規劃好未來將如何管理，而且這

樣的決定，不是讓幾位地區領導者決定而已，而是要透過各地區住民、土地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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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等在地人士，透過討論與協商而最後作出全國性 Métis 的協議。「如何劃定

Métis 社區？」目前加拿大政府只承認各省的少部份 Métis 社區，但那是分散

的、不一致的，應該是把 Métis 統一視為「One nation, one voice」不要讓政府分

化掉了 Métis 人民的團結。領有「Métis 身份卡」的人，在各省劃定地區內擁有

合法的狩獵權，但根據資料統計，目前只有 40 %的 Métis 人去申請這身份證

明。 

Buffalo President, Philip： 

強調我們是 Métis，我們有權執行我們的捕魚權（但後來提到其他無關緊要的

事，會場出現了一點小爭議。而且 Buffalo Narrows 當地的 director, Marlene 對

Philip 很反感地認為他之前主辦的「Fish Fry」向加拿大政府宣示 Métis 捕魚權的

活動是沒有太的效應，規劃其他更務實的活動會比較有效益。） 

Duty to consult and accommodate 

MNS treasurer, Gabe Lafond： 

介紹爭取 Métis 狩獵權的前因後果。起端：1982 年，憲法中第 35 條提到加

拿大 First Nation 擁有狩獵權。Duty to consultation 就是一種持續性的對話，一種

「給予和授予」的過程；Duty to accommodation 就是一種促進 Métis 與加拿大政

府間，權利、interest 轉移的平衡方法；以上兩者的目的皆是去保護 Métis 的權

利、interest、生活方式，所以，為了能達到目標，Métis 仍需要找出歷史事實，

並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 

其中的流程如下：notice  funding/ capacity (參與的資源)  information 

exchange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整合各資源、地圖等)  accommodation 

因此，將 Métis 長者的傳統知識建檔是件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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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9~21 活動感想 

這三天參與會議下來，內心其實有蠻多

感慨的。一、參與的 Métis 人員不多，但有不

少是遠從各省各區趕來，相當有心。二、其實

各區內對某些事情的處理，也有很大的紛歧，

以在 Garson Lake 舉辦的活動來說，NWSMC

領導人 Marlene Hansen 就不贊同 Fish Fry 的活

動，認爲與其辦權利宣示活動，倒不如多舉辦

像她作地方青少年的調查，依孩童情況提供個別輔導與照顧。三、雖然會議中有

許多人發言、分享各區目前計畫進行狀況，但不少發言人都只是照著簡報內容照

本宣科，對不少想要進一步了解內容的人（例如像我們三位實習生），聽完幾位

的演講完感覺有點摸不著頭緒，對他們想透過此會議作訊息的傳達，感到有點可

惜。四、這些致力於爭取 Métis 權利的領導者們，真的很辛苦也很有心，雖然是地

區領導，但其實在做那些工作時是沒有薪水的，不少人還得身兼他職養家，但他

們還是毅然決然投身於此，讓我十分敬佩。另外，在會議這三天裡，除了體驗到

Métis 的傳統文化，也作了不少新嘗試（如：在湖上開船、打沙灘排球、騎馬、拔

河等），也和不同地區、職業的 Métis 族人交流，在最後一天早上的會議一開始，

我還代表台灣 delegations 對在場的所有 Métis，表達這幾天來對我們的招待與關

心，實在很開心！(參考附件-相關資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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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ack to Batoche Days 

July 22~27 

 

「Back to Batoche Days」此項慶典對

Métis 族人而言是一年一度重要的文化活

動，此慶典於 1970 年開始舉辦，並且展現

了 Métis 的歷史與文化，雖然部份活動內容

隨著時代而做異動，但基本的精神不變。

1970 年開始舉辦時，參與的人都是住在軍

帳篷裡，但現在參與的人都是自搭露營帳

篷、開來露營車、甚至搭建原住民傳統 tipi(帳篷)來露營；當然，身為實習生的

我們，也不例外在這幾天裡偶爾睡在帳篷、偶爾睡在露營車裡過夜！ 

在這慶典中舉辦了很多不同的 Métis 文化體驗活動，例如：Métis 的傳統音

樂演奏比賽 (fiddling contest) 、各年齡層的傳統舞蹈比賽 (jigging competition) 、 

各州代表參與方塊舞比賽  (square dance 

competition) 、 擲 馬 蹄 鐵 比 賽 、 鋸 木 比

賽、扛麵粉袋比賽、烘烤班寧麵包比賽 

(bannock baking contest)…等，讓從未參與

過的我們大開了眼界！其中我最喜愛看方

塊舞比賽，尤其看到幾組 Métis 的青少年

為了榮耀，比賽前努力練舞的神情、比賽

時開心跳舞的感覺，讓我感動萬分！透過

這樣的活動，不但老年、中生代 Métis 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年輕一輩也間接感受

到 Métis 傳統文化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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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 Batoche 辦此一慶典更有歷史上的意義－紀念與緬懷過往 Batoche

戰役的 Métis 英雄 Louis Riel 及 Gabriel Dumont；在慶典的最後一天，甚至將活

動會場轉移至 Batoche 歷史紀念館的墓地，為過往 Métis 的祖先與鬥士們作彌

撒，讓這樣的一個慶典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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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Batoche Days 露營區和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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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習結束後的第一個自由活動日 

August 1 

    今天是我們三人在 Saskatoon 的最後一天，昨天已與 Clément 道別，所以

今天是我們的自由日。 

 

Saskatoon 

這是 Saskatchewan 省中的第二

大城市，位於薩省中部地區，而薩

省 的 省 立 大 學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也位於該城市中，目

前該城市的發展已經漸漸追上第一

大城—Regina，即將取代其第一大

城的地位。而該城市的原住民人口

數為總人口數的 12.7%，相當於八

分之一，可見該城市原住民人口的數量比一般城市還多，故在該城市的市郊

以及城內都可看見與原住民有關的建築或機構。 

一早我們前往當地最熱鬧的 Midtown Plaza

去，為的是要購買相關的紀念商品以及友人的

禮物等，值得一提的是該廣場除了提供一般生

活必需品及衣物外，還有原住民紀念商品店可

供遊客或相關人員購買；而我們三人在裡面大

約逛了四五小時，便回飯店休息。 

傍晚我們步行到距離飯店不遠的一間餐館用

餐，沿途上的風景以及這個城市的綠美化做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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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漂亮，尤其在飯店附近的運動公園，到了傍晚仍然還有人在裡頭運動，讓這

個城市帶來了許多的休閒生活。與飯店鄰近的河流，是貫穿整個加拿大西部省

份的 North Saskatchewan River，在河面上還有遊艇及帆船等水上運動。 

Saskatoon 街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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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katoon 街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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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Vancouver — 離境前的最後一瞥 

August 2 

 

8 月 2 日是我們三位實習生在加拿大的最後一

天，也是我們在溫哥華唯一的十六小時，因此，我

們三人就先討論好今天主要的行程。早上我們在機

場寄放好行李後，先直奔至史丹利公園。 

史丹利公園原為一沼澤半島，以 1888 年當時加

拿大總督史丹利為名，已擁有 100 多年的歷史，與紐約中央公園大小相仿，佔地

400 多公頃。此公園屬於加拿大軍方用地，現今由政府每年以象徵性的加幣一元

為租金，向加拿大軍方租借，開放給市民使用。此地生態環境豐富多變，幾乎

被森林完全覆蓋的園內，散佈著多處的景點，首先我們先到達圖騰柱公園 

(Totem Poles Park)。 

由於 British Columbia 卑詩省這一片沃土原為印地安人的樂園，直到 18 世紀

歐洲人入侵，該地原始的風貌才被西化，目前印

地安原住民再度被重視，被視為有神奇力量的圖

騰，也成為該地的精神象徵，甚至被尊為藝術

品。這七根由原住民製作的圖騰柱，每根圖騰柱

都以獨特的方式，雕刻著各族的象徵物、熊等動

物或人物，這些圖騰柱原為紀念死者之用，或傳

頌祖先冒險故事、英勇事蹟等，圖案栩栩如生，

充滿想像力。其中據說老鷹象徵智慧和權位，鮭魚代表祈求富饒的願望，至於

鯨魚則是力量和勇氣的化身，還有，可別小看烏鴉喔！對中國人來說或許不太

吉利，不過對印地安人來說可是具神奇魔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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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圖騰柱以後，我們就隨著人潮，沿著海牆 

(Seawall)，也是世界上規劃得最好的單車路線散

步，四周高聳的大樹、清新的空氣、迎著廣闊的

海，感覺真舒服呀！難怪沿路盡是慢跑、騎自行

車、愛運動的加拿大人，在這樣一個公園內漫步

實在是相當愜意的事，可以邊作深呼吸、邊賞景

還運動身心，實在是一舉數得呀！ 

接著到 Robson Street 羅布遜街那一區採買要

送親友的小禮物、紀念品，其中對「西爾斯原住

民藝術手工藝品店」印象深刻。這是一間由傳統

工藝品至藝術家創作品、加拿大原住民工藝品專

賣店，這是溫哥華品項最齊全的藝品店，如：一

樓高津族創作的印地安圖紋毛衣、原住民族的面

具、木雕刻品、裝飾物等從牆面一直延伸到樓梯擺放著。入口處的櫥櫃裡有加

拿大原住民的珠寶飾品，陳列出的手工雕刻裝飾品也各有其涵義，有很多樣手

工藝品都讓我愛不釋手，可惜價位都很高，幾乎至少台幣上千，因此純粹欣賞

也不錯。 

接著我們去用晚餐，走在路上，看到許多行人一窩蜂地朝同一方向前進，詢

問之下，原來是要去欣賞今晚的煙火秀，明天市區還有一年一度盛大的同志嘉

年華遊行，很可惜我們要搭凌晨兩點的飛機離開，沒緣參與這些活動；在這不

到一天的溫哥華之行，驚喜與難過的心情一直不斷交錯出現，開心的是看到溫

哥華的美麗與特色，難過的是即將要離開了，在搭飛機前，我們三人還打電

話，親自再向這趟實習過程中，熱情招待我們的 Clément、Cindy、Norma、

Marlene 說再見，我們會想念你們與美麗的加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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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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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總心得及建議 

一、 陳毓珍 (Yawai) 

在這整整一個月加拿大的實習以來，每天看到的、學習到的收穫真都

很多，在如此豐富的行程之中，有幾部份是讓我印象深刻的： 

（一） 艾伯達大學 Frank Tough 教授的研究 Métis 歷史資料計劃與 MatriX

團隊—當初見到 Frank Tough 教授時，都會被他嚴肅、不茍言笑的表情―震

撼‖到。但在了解他多年來協助研究與保存 Métis 歷史資料、和 Métis 

National Council 的 President Clement 在解決 Métis 族人法院官司上，提供

的幫助與合作，是會令人感到敬佩的！由於 Frank Tough 教授與其 MatriX

團隊研究資料的完整與嚴謹，讓 Métis 族人在打官司上、推動爭取權利的

路上，能更順利與循序往目標邁進！雖然要達到「原住民自治」的路程

上，還有很多困難與問題待解決，但回到最基本的—建立民族自身的歷史

資料、詳盡繪製傳統領域地圖、追溯家族歷史、建製 family trees 族譜資

料，不但在過程中強化了對自身民族身份的意識與認同，也為將來民族的

各項發展鋪路，Métis 機構固定與一個有學術權威的研究者、中心合作的

例子，是很值得台灣 CIP 與原住民來借鏡。 

（二） 在 Garson 湖舉辦的傳統捕魚暨捕魚權宣示 Fish Fry 活動—透過這樣

的一個活動，表面上是 Métis 舉辦傳統捕魚活動、交流感情，也正式向省政

府表明 Métis 有合法的捕魚權利，但背後的意義與用心很深。MNC 領導

Clément 就和我們提到，如果 Métis 族人一定要藉由土地相關的官司去爭取

土地權或自然資源運用權，所耗費的金錢與人力將會相當的龐大，Métis 的

組織也沒有那麼多的經費去負擔官司；但運用如一位 Métis 長者 Alfred 狩獵

權的官司爭議，去向當地政府周旋、作官司辯護，不但政府會因沒有打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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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勝算、放棄起訴，Métis 族人也可藉機向政府宣示其狩獵權等相關權益

與立場。這樣一個有策略、節用人力與經費的方法，值得我們台灣原住民在

爭取傳統權利時，作參考的指標。 

在 Fish Fry 這樣的一個活動中，額外一提的是，他們連捕魚的規則都有

清楚地詳列出來：一、漁網大小至少要 4.5 英吋大（只捕大魚，將小魚放

生）。二、漁網要放在 Garson 湖艾伯達省的區塊，或薩省的區塊（如此今

日的捕魚宣示活動才有效益）。三、在放漁網之時，必須清楚地標計上捕魚

者的姓名、地址和電話（如果被政府起訴，就可知要幫誰辯護）。四、一個

家族只能放一個網（目的不是多捕魚，而是其宣示的作用）。五、最早是下

午三點收網，最晚下午六點收網（長時間的活動才有效益）。這些規則都清

楚地告知所有參與此活動的人員，讓人了解其活動規劃的完整與用心！ 

（三） Métis 族人對己身文化的認同、努力與付出－雖然不時聽到有 Métis

會抱怨政府給予他們的資源與認同，遠不及加拿大的 First Nation 原住民，

但或許就是因為他們所擁有的少，反而更能珍惜及善用所獲得的經費與資

源。舉 Prince Albert 一間 First Nation 原住民經營的賭場來說，賭場每年的

總收入，50 %歸於 First Nation 的原住民機構運用，25 %是省政府的稅收，

其餘 25%則提供給社會福利機構、社團或基金會等法人團體申請經費用，

Métis 相關機構屬之，可能分配到的經費只有 25%中的 1~2%，同樣是加拿

大憲法承認的原住民族，所分配到的經費卻是天壤之別。但在薩省各級

Métis 機構的妥善分配與計劃之下，各個 Métis 單位都將少量的經費，作最

大成效的運用與投資，不但幫助為數不少的 Métis 企業家創業，也幫各年齡

層的 Métis 族人，提供多元的服務。這樣的觀念我認為是我們台灣原住民要

學習的，有時不要一直一昧地伸手要資源，反而更應想辦法在有限的資源

下，將擁有的人力、物力作更好的規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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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行前準備、實習過程中，也想到了幾點建

議，提供給下屆國外實習學員與原民會作參考： 

（一） 鼓勵赴國外實習者作多做行前準備—我們三位在赴加拿大實習前，有

作實習地區原住民的了解與準備，原民會的陳小安小姐也寄了一本關於

Métis 族的書籍給我們三位看，我自己也把分配到的章節閱讀過、並作中文

翻譯寄給另外兩位同行的實習生。出國實習後，發覺這部份變得很重要，在

參與各類會議時，都會重覆提到 Métis 族的重要人物與歷史事件，我們事前

的準備在此時派上了用場，讓我們比較融入、了解當下討論的議題。 

（二） 甄選實習者時，多考量個人特質與各別才藝—雖然這次加拿大的實

習，只有我們三人，但我們三人分工合作、配合地很好，很快就能適應、融

入實習的環境。在搭機轉乘時，我們三人有的負責上網先搜尋資料、找我們

需要的訊息（接駁巴士地點與時間、行李在哪寄放與時間等），有的負責問

路、找地點，有的負責保管行李、記錄等。在參與實習各項活動時，有人特

別製造歡樂、幽默的氣氛，拉近彼此的距離與關係，有人負責拍照、作行程

記錄，有人負責打理生活重要小細節。印象最深刻也最懷念的，就是在

Buffalo Narrows、Clément 家一起住十一天的日子，除了四人一起參與各項

活動之外，Botu 每天煮三餐給大家吃，讓我們即使在國外，仍有在家、台

灣味的感覺；Akimn 很細心，因為在 Clément 家作客十幾天，麻煩人家不

少，因此 Akimn 會特別幫忙注意要維持乾淨的小細節（洗完碗要晾乾、洗

澡用完浴室不要弄得太濕、掃地時要注意掃起頭髮等小垃圾、固定時間要拖

地與掃地、保持 Clément 家裡的整潔等），有了 Akimn 的細心叮嚀，讓對

方感受到台灣代表的懂事與禮貌；我的部份，就是積極記錄實習的過程，常

主動問候、關心接待我們的 Clément 與其他人，最後離開接待我們人員的

家、道別前，會適切表達我們的感謝(如：寫感謝卡、製作相簿、持續用

email 與對方聯繫等)與對方的熱忱招待。由於我們三人的合作與用心，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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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的實習過得很充實、愉快！ 

（三） 原民會可善用、持續建立與國外友人的關係－這次的實習長達一個

月，我們見到了很多 Métis 的組織與人員，其中不乏許多和我們聊得來的國

外友人，如：MNC 的 President Clément、研究 Métis 傳統與婦女議題的

Cindy、在 Buffalo Narrows 當 Métis 組織的主管 Marlene、住在 Batoche 的

Cindy 母親 Norma、MMF 的 President David、UA 的 Frank Tough 教授…

等。在這一個月活動的接觸與相處，對彼此都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將來

原住民在推廣國民外交、或需要國際友邦幫助時（例如在申請參與 UNPFII

會議時），我想他們是不會吝於提供協助的。尤其是 10、11 月左右，邀請

加拿大 Clément 一行人來台簽署 MOU 時，更可以把握拓展原住民外交的機

會，一方面增加了外交上實質的幫助與效益，另一方面也可藉機感謝在加拿

大實習一個月以來，MNC 給予的各項幫助，屆時我們三位實習生也很樂意

親自接待、或邀請他們來我們的部落參訪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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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孝麟 (Botu) 

整整一個月在加拿大的實習生涯，首先還是很謝謝原民會能夠安排此次

機會，讓我們三位有幸可以前往北美國度去實習原住民事務；在這些豐富又

難忘的行程中，以下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並且可借鏡於台灣原住民： 

（一） Family Tree 的管理與蒐集： 

誠如先前提及的，我們於 7 月 9 日當天前往 Métis Nation of Alberta 的參

訪過程中，看到了該組織對於每一位 Métis 族人的家族族譜做了一張張的海

報，以及資料的蒐集；這些都是由該機構自發性的去做，這樣不僅可以讓那

些欲尋根的族人尋找到自己的親人親屬，也可以此追根溯源的來對自己家族

做深入的研究。除此之外，在 MNA 的家族族譜利用海報與照片呈現的方

式，可以很方便的歸納整理，再則，該機構還有專責部門與人員去管理這一

部份的資料，可謂是對 Métis 族人有相當的重視。反觀我們台灣原住民社會

當中，有心去做這一部份的人大有人在，但就是缺乏政府機構單位去輔導或

協助，使得這樣的工作在世世代代過後也就乏人問津，倘若相關單位或機構

能從旁協助，或許這也可以提供專家學者或台灣原住民族人做更深入的研

究，藉此也可讓不管是都市原住民或是新一代的原住民，更容易知悉自己的

親人，以便拉近家族間的關係。 

（二） Métis 族人對自身文化以及權力的爭取及保護： 

這一個月內的時間，因接待我們的 Clément Chartier 既是律師也是 MNC

的最高領導人，故他在這一個月行程上的安排都讓我們體會到，Métis 族人不

斷地向國家政府爭取自身應有的權力，雖然國家政府已經承認了 Métis 族的

原住民身份，但在待遇上以及社會福利上卻無法與第一民族有相等的平行

線，這就是 Métis 族人為什麼要脫離加拿大原住民族聯盟而自立 Métis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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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我們走訪了很多相關的機構，這些機構大多是由 MNC 或其下屬相

關機構的輔導與協助，倘若要以 Métis 族的名義去向聯邦政府與省政府申請

經費或補助，通常是難以通過的；但 Métis 族人發展出了一套非常具有規模

且系統性的組織來幫助 Métis，不管是經濟上的(CCDF)、教育上的(GDI)、就

業上的(DTI)，他們都能夠透過自己所成立的機構去輔佐自己所需要的，這是

非常令人感到欽佩的！雖然他們要爭取的權利還很多，他們所受到的不公平

也比比皆是，但是所有 Métis 族人都在為這樣的事情做努力。不僅如此，

MNC 所屬的一些機構在整個加拿大或整個省份中，做了一些創舉，例如

CUMFI 的巡迴醫療專車，這些都在證明 Métis 族人努力不懈的成果，為的就

是要讓自己族人的後代有更好的生活。正所謂自立自足，是最適合套用到

Métis 族人的身上。 

除此之外，隨著 Clément 的行程，我們也參與了許多的會議，這些會議

都是為了族人的社會福利或歷史文化所舉辦的，而且投入研究的本族族人也

相當的多，這是很令人羨慕的；因為在我們台灣原住民社會當中，不論是定

期會議或是臨時會議，似乎都得透過政府機構或是學校機關來舉辦，真正需

要參與會議的原住民卻變成了第三者，而且投入研究的原住民也是少數，我

想這部分是很值得台灣原住民去效法的。 

另外，透過 MNC 的輔導下，Métis 族人整理了對於自己族人相關的法律

條文，這些法律條文都清清楚楚的告訴族人，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或是情況

下，他們應有怎樣的權利義務，這就類似台灣原住民基本法一樣，明確的告

訴自己族人怎麼樣透過法律去追求己身的社會福利與權利。 

（三） 第一民族大學 - First Nation University of Canada(SIFC) 

這是一間為了第一民族文化歷史與語言等相關而創立的一間大學，裡面

不僅僅設立了許多與第一民族相關的專門研究系所；例如印地安藝術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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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地安語言系所、原住民教育系所等，這些都是為了第一民族所設立的，而

且也在 Saskatchewan 省中擁有了三個校區，不僅如此還在 Prince Albert 校區

擁有了全加拿大唯一一個牙醫治療系所。 

如此可知，SIFC 不僅是為了第一民族而做研究的學校，也積極的發展出

與眾不同的專業研究；我們透過行政助理的說明與解釋，發現到所有進入該

校的學生都得在學期初時一起參與第一民族的祭典儀式(Pow wow)，讓學生可

以不忘本的記得該校的創校主旨，而且該校的學生廣納來自加拿大各個地方

的學生以及外國學生來就讀，為的就是要讓第一民族的文化能夠廣泛的傳承

下去。 

再來看看台灣原住民，我們雖然擁有了 14 族這樣眾多的族群，大學校舍

也在這近幾年氾濫的成立當中，但稱得上是為了原住民族而設立學院，大概

只有東華大學的原住民民族學院，裡面所擁有的系所也都跟原住民這三個字

相關，若要透過這樣的研究去發展原住民族的特色，想必是還得下好大一番

功夫才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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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這一個月的實習生活當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而以下是對於此次

的行程中，所感受到的一些建議，希冀可供下屆實習代表以及原民會做參

考： 

 

（一） 事前準備要充足： 

1. 實習國家與機構： 

在確定前往實習的國家與單位是在出發前的兩個月，我們三位實習生

透過網路先行對 MNC 有大約的認知，再透過原民會陳小安提供了一本談

論 Métis 的書，讓我們三位對於準備要前往的機構與接待人員有相當的認

知，這對於我們在實習行程中有相當大的幫助，也可以省掉一些不必要的

麻煩。 

2. 與先前實習代表的聯繫： 

建議原民會在選出每屆實習代表後，可以給予他們前幾屆代表的聯絡

方式，雖然參訪國家可能不同，但是至少可以讓新一屆的代表有個窗口可

以詢問，這樣可以讓實習代表較快速的進入準備。 

3. 見面禮與傳統原住民服飾的準備： 

在確定我們一個月的行程後，我們三位便討論所要攜帶的見面禮，送

給在加拿大接待我們的人，這一點讓所有收到見面禮的友人都非常開心且

受重視，而我們的見面禮除了由原民會提供的禮品、介紹原民會和台灣原

住民族的 DVD 外，還有一些台灣原住民族的相關紀念品，讓在加拿大的

友人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原住民社會，藉此

宣傳也達到交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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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習生也都應該準備一套傳統服飾，因為在實習過程中會不定期的

接觸的原住民的聚會，我們三位實習生就藉由在 University of Alberta 中的

一場原住民研究研討會中發表演講，穿上我們的傳統服飾，讓所有與會的

人都留下深切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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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資訊的充分掌握： 

因為在這次的行程中，除了 Clément 親自開車帶我們跑遍兩大省的，

其他的交通部份都由我們三人自行負責，包括轉機搭機等；這次我們三位

實習生對於出國的經驗都不算少，加上英文能力也還能應付一些基本需

求，所以包括了抵達溫哥華機場後如何轉搭接駁車抵達住宿飯店、從溫哥

華如何轉機至 Edmonton 等，但這些都是在出發以前對這樣的資訊有相當

的掌握，才能讓我們三位順利的抵達。此外，出發以前必需得拿取他國接

待的人員的聯絡資訊。我們除了有 Clément 的電話及 E-mail 外，也有

Clément 友人的聯絡方式，這樣才不會有百密而一疏的情況發生。 

5. 原民會與實習機構的密切聯繫： 

在我們實習過程當中，Clément 的友人常常提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機

會讓我們到加拿大實習，而 Clément 的說法是只透過幾次的 e-mail 聯繫來

確認。在我們的認知下，這樣的聯繫方式似乎讓 Clément 及友人覺得不太

嚴謹，倘若在出發前夕某一方有任何臨時狀況，想必對彼此都不太好。所

以建議原民會下次確定實習國家及機構以後，是否能利用更嚴謹的方式去

讓對方知悉，若能以該國的台灣辦事處或是類似的機構去聯繫或發文，可

能會讓彼此更確認此次的合作。 

 

（二） 實習過程要嚴謹： 

1. 資料的搜集與掌握： 

在實習過程中一定會去許多的機構與單位，當下也都會經由該機構與

單位的人員來解說，倘若當下無法將所有資訊都記下來，那麼一定要索取

相關的文件來做事後的整理。舉凡名片、簡介、計畫等。除了文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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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外，照片的蒐集也是非常重要，有些東西在事後回想時可以藉由照片

來加深當時的印象。 

2. 定期舉行會議： 

為期一個月的實習過程中，每天都會有不同的資訊及參訪過程，定期

舉辦小型會議是必要的，我們三位每隔五六天就會自行開會，將過去幾天

參訪的內容與心得交流並且做統整，這樣可以讓大家都有個印象，也可以

讓事後做報告書方便許多。 

 

（三） 事後處理工作： 

1. 報告書的分工： 

事後工作的處理最重要的就是整理報告書以及照片，我們三人的資訊

統一由 Akimn 來統整，這樣可以讓重複性的東西加以彙整。而我與 Yawai

便是將自己的報告內容整理好交給 Akimn。 

2. 密切聯繫實習機構友人： 

赴國外實習的最大目的除了是找尋他國可借鏡之處與國際交流外，讓

台灣原住民在 UNPFII 擁有他國的支持是長遠的目標，所以不論是實習代

表或是原民會，都可以再藉由通訊方式來聯繫彼此，可讓兩國原住民保持

友好關係，不僅是拉近彼此距離也可以促進台灣原住民在國際上的支持與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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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黃惠金 Akimn 

（一）總心得 

首先，要感謝原民會提供接觸與學習國際原住民事務的平台給任何年齡

階層的族人們。能夠順利成行完成為期一個月的國外實習，也要感謝負責安

排國外實習與國外原住民非政府機構不斷聯絡的陳小安小姐，為了提供我們

一個學習國際事務的機會，想盡辦法安排適當的學習環境給我們，因完善的

前置作業(例如:事先提供實習單位名稱，聯絡方式和聯絡人姓名)，讓我們能

夠在行前上網搜尋該機構相關資料，透過 e-mail 與實習單位負責人直接接

觸，提供我們的實習需求，並且準備交流的資料。使我們抵達目的地後，能

夠很快地與實習單位的陪同指導老師建立起不錯的默契和友誼。 

亦師亦友的 Clément Chartier 先生，一位親切和藹和幽默風趣的 Métis 

Nation Council 的最高領導人，是我們實習的指導老師，用心安排實習課程

與行程，捨棄讓我們待在 Métis Nation Council 總部辦公室舒適環境中翻閱

資料方式，親自開車帶我們走過比臺灣面積大上好幾倍的 Saskatchewan

省，抵達最偏遠的西北部村莊，以最貼近 Métis 族群方式去體驗他們的生

活，透過族群社交活動和參與當地會議和聚會，直接了解他們的處境（如保

留地，狩獵權，捕魚權，工作權，失業，自殺，毒品，教育，醫療等等問

題）和需求。了解 Métis Nation Council 和各省相關機構如何在經費有限甚

至拮据狀況下，仍能提供進修和職業訓練環境給散居住在加拿大各省城鄉的

Métis 族群。我們可以強烈地感覺到他們以當梅緹人(Métis people)為榮，為

自己的歷史和 Michif 語言振興積極重現其真實面貌，這是我們三位實習學

員一生難買和難忘的經歷，更難得的是建立起國際友誼橋樑。 

與毓珍(Yawai)和孝麟(Botu)相處一個月，互相扶持、快樂學習與分享，

建立不錯的默契。毓珍(Yawai)是我們金三角的最佳發言人，孝麟(Botu)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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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必煩惱沒有美食品嘗和最佳公關，參與 Fish Fry 活動時，很快地與活動

中的梅緹族人(Métis people)打成一片，少根筋的我則負責引爆笑點，逗大家

發笑，增添長途旅行的樂趣。 

 

 

 

 

（二）建議 

1. 針對實習的時間和期間 

實習時間長達一個月，對在學校從事教育工作者和大專學生最適合，

可利用寒暑假參與實習，但仍有缺點，如果要參訪的是學校和學術單位，

則無法親眼學校的運作和教學氣氛與環境; 但對於非公教職人員而言，有

能力又有心參與國際原住民事務實習者，礙於工作單位不可能允許請長假

（需辭職）和考慮未來經濟來源而作罷，覺得相當可惜，相信不同行業各

有不同的觀察角度來看待一個議題或組織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或建議，

期望未來的國際原住民事務實習能安排 2 星期的參訪行程給非公教職人員

或從事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尤其對從事非政府組織者意義重大。 

2. 針對參訪相關機構後的省思 

(1) 參觀過 Michif Cultural & Resource Institute 之後，有一個想法在腦海蹦

出來，我們是否應該鼓勵我們的族人親自規劃和設計適合自己族群部落的

文化藝術中心、博物館或是圖書館? 不一定要蓋豪華的建築物，以現有的

部落的聚會所或是活動中心的角落都可以，公部門以輔導的方式協助成

立；部落成員提供有關部落的相片，文物或故事，甚至書籍，配合文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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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述說過去部落歷史，豐富部落的文化，對它有認同感和增加成就感，

才會珍惜自己的歷史和文物。 

(2) 我們是否也有如 SUNTEP 機構專門訓練原住民師資？不是只有族語師

資的培訓，而是正規的師資訓練機構。以目前的正規師資教育體制，希望

從事教育的原住民，其優勢已不在，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師資來源。 

(3) 我們是否有如 GDI 訓練機構，專門提供原住民職業與技藝訓練和成人

進修教育，增加我們原住民的競爭力？ 

(4) 政府是否應該鼓勵部落族人來規劃舉辦屬於自己傳統祭典和文化系列

活動，以輔導的立場或間接參與活動，感嘆臺灣原住民族 14 族群祭典早

已失去各個部落原本面貌和特色，應該捨去那種嘉年華式的聯合豐年祭。 

(5) 參觀 Prince Albert 的第一民族設立的博弈產業（Casino）和體驗社區每

週二次的夜間娛樂—賓果遊戲（Bingo）之後，我們是否應該以正面的態

度去面對這樣的產業，能夠增加政府稅收，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我們

遵守規範，嚴格把關和管理。 

(6) 當了解到 Métis 在身份的認定上仍有爭議和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留

有 Métis 的血統，因為很難從外表去辨認；讓我直覺想到我們原住民族的

身份認定是否完善？隨著原住民族人口的變遷和與漢族通婚，我們的下一

代已經很難從外在特徵去辨識原住民身份了。 

(7) 聽完 Frank Tough 教授對 Métis 傳統領域的研究和實驗室資料收集完備

且建立完整的檔案管理，利用這些珍貴足以證明加拿大開國之前 Métis 傳

統領域的有利資料，已多次協助 Métis 向聯邦政府和高等法院爭取應有的

權利， 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MNC 與學術單位 MAPL 多年仍不計代價共

同合作，感到非常佩服。我們要如何去認定我們的傳統領域或保留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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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否有足夠的證據向中央政府爭取呢？我們是否有相關學術研究單位協

助原住民做傳統領域地籍資料搜集與研究，協助我們的族人申請保留地？ 

(8) MNC 從成立到現在已有 20 多年的歷史，它雖然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卻

有如政府般的嚴密組織，在國內管理有關 Métis 事務，對政府或對國際代

表所有 Métis，儼然就是國家中的國家。我們原住民是否有已經準備好了

可以自治？我們已有哪些條件可以自治？我們要如何自治？誰是我們自治

的領導人？如何產生我們自治的領導人？我們的族人知道什麼是自治嗎？

這都是我們目前急須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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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 - 相關資料和相片 

一、相關資料 

（一）Métis Archiva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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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A Native Study 會議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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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 WEDC 早餐會報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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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EDC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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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聞稿內容—Fish Fry 活動後，MNS 發給媒體的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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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給 La Loche Friendship Center 青少年的問卷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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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與 Métis 資訊、文化集會活動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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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Wanuskewin Heritage Park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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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片 

（一）Buffalo Narrows / Garson Lake / La Loche / Il-à-la-Crosse 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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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orma and Sylvio 溫馨的家 



第161頁 

（三）實習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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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前的準備資料 

（一） 資料大綱 

A. Presentation Outline 

Description Name Time 

1. 1.1  Aboriginal Peoples in Taiwan Botu Kwesi 17 min. 

     (a)  The popul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Kao, Hsiao Lin)  

     (b)  The introduction of 14 tribes   

     (c)  Indigenous tribes in Taiwan   

 1.2  Introduction -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2. An Introduction to Atayal & My Hometown Yawai Hagao 17 min. 

 2.1  Atayal Tribe (Chen, Yu Zhen)  

 2.2  Tayal’s Traditional Tools   

 2.3  My Hometown: Fu-xing Township   

     (a) Main crop   

     (b) Festival   

     (c) Villages   

3. An Introduction of Amis tribe Akimn 17 min. 

 3.1  Location (Huang, Hui Ching)  

 3.2  Distinguishing feature   

 3.3  Characteristics   

     (a)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and   

         Leadership   

         The Age-ranks   

         Household system   

     (b) The original religion   

     (c) 2 typical ceremonies   

         Fishing   

         Harvest festival   

     (d) Arts and handcrafts   

         Costumes and accessories   

         Handc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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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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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opics 

Description Name 

1. Brief Introduction – Laws about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Botu Kwesi 

 1.1  Indigenous basic law (Kao, Hsiao Lin) 

 1.2  Indigenous educational law  

 1.3  Indigenous working permit law  

 1.4  Others  

 1.5  Advantage  

 1.6  Problems  

 1.7  We would like to know  

   

2.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nd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Yawai Hagao 

 2.1  R.O.C. Constitution (Chen, Yu Zhen) 

 2.2  Indigenous People’s Reserv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ct  

 2.3  Indigenous People’s Reserve is Shrinking - Factors  

 2.4  Current Actions Supporting Land Rights  

 2.5  Questions to ask  

 2.6  Personal Opinions  

   

3. Brief Introduction – Economic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aiwan Akimn 

 3.1  The function of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 Central Government (Huang Hui Ching) 

 
3.2  The flow chart –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executing the policy 

objective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town halls 

 

 3.3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3.4  We would like to know  

   

 

 



第165頁 

（二） 臺灣原住民族的簡介 

1. 臺灣原住民族 14 族和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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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原住民族泰雅族復興鄉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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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原住民族阿美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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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計討論議題 

1. 陳毓珍 - 土地權與觀光產業發展 

Brief Introdution to the Land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I. R.O.C. Constitution 

 Section 169—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tect the land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 

 

II. Indigenous People’s Reserv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ct 

 The purpose is to help indigenous people have farming rights and renting rights.  They can 

exploit lands and mak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reserve area.  Though this act is helpful to 

indigenous people, the regulations aren’t legis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Indigenous people just have the 

right to ―exploit lands.‖  We don’t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lands.‖  Those lands still belong to the 

government. 

 

III. Indigenous People’s Reserve is shrinking — Factors 

1. The government set up many national parks, especially within indigenous people’s reserve.  

For example, Taroko National Park, Mt. Jade National Park, and the upcoming MaGao 

National Park.  Though setting up national parks is good for nature protection, it limits the 

way we exploit those lands.  Maybe we can’t hunt in those areas, and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is 

inhibited and constrained. 

2. Big business or companies ―bribe‖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change part of the reserve into 

―scenic areas.‖  Big companies can make much money from it in such a legal way, while the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still suffer from poverty. 

3. Ask aboriginal villagers to move out for public policies.  For example, at one place in 

ChangSing village, those villagers were asked to move away because our government wanted 

to set up the ShiMen Reservoir. 

 

 

IV. Current Actions Supporting Land Rights 

1.  In 2001, Taroko National Park Consultation Commission was set up.  The commission includes the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national park managers, and some scholars.  Though it’s only for 

consultation, still not for co-management, it has moved much forward on national park issues.  

Probably in the future, it will lead to ―co-management‖ by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2.  Draw the traditional areas of indigenous people.  By 2006, the traditional areas survey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325 indigenous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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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October, 2007,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Indigenous People’s Natural Resources Collection 

Regulations‖ for the YuFon Village and ShoLuan Village in JieShi Township.  Due to the 

regulations, indigenous people can collect natural resources for their tradition, ceremonies, or person 

uses in approved areas.  It indirectly recognizes indigenous people’s autonomous right within their 

traditional areas. 

4. In order to make overall plans on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affairs, in April, 2007, Executive Yuan 

amended ―Indigenous People’s Reserv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ct‖ and appointed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CIP) to be in charge of the land affairs of indigenous people.  CIP also needs 

to start drawing up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Act,‖ ―Biodiversity Knowledge Protection Act,‖ 

―Traditional Area Claim Act,‖ etc. 

5. Moving forward ―self-government‖—indigenous people manage their own traditional lands/areas 

6. In February, 2008, ―Indigenous People’s Self-governance Regulation Draft‖ was drawn up and sent 

to Legislative Yuan. 

 

 

V. Questions to ask 

1. Does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provide more flexible opportunity for indigenous people to make 

use of their reserve lands?  For example, they can rent lands to some companies and get the rentals 

from it. 

2. Does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provide some funds/priorities for indigenous people to do business 

or make some development on those lands?  Indigenous people may get more profits directly in 

such a way. 

3. Are there any successful cases on the national park co-management by indigenous people and 

government?  For example, the Kluane National Park in Yukon Territory.  How successful are their 

co-management?  And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For example, a symbolic organization, 

recognized by mos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would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  (reference: 

http://lci.ndhu.edu.tw/file/jjjh/serial7.pdf   page 14) 

 

 

VI. Personal Opinions 

1. Indigenous peopl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lands (to respect culture/tradition).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have the right to sell their lands to non-indigenous people, because some may have 

wrong concepts of ―exploiting‖ the lands/may use up all the money they got from the land-selling. 

2. Develop a national park co-management mechanism.  But indigenous people should unite first, and 

form a well-recognized organization to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deal with related affairs. 

3. Self-governance：first, define the traditional areas in laws. 

http://lci.ndhu.edu.tw/file/jjjh/serial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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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孝麟 – 台灣原住民族基本法 

 

Brief Introduction – Laws about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The Laws in Taiwan- 

 

1. Indigenous basic law 

- To ensure the human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society. 

- To set up the organization to study indigenous languages. 

- To respect the life style of indigenous people. 

 

2. Indigenous educational law 

- To protect the indigenous education 

- To give preferential for indigenous people to enter a higher school 

- Indigenous people’s key school should hire indigenous principle and teachers 

- To set up indigenous kindergarten in indigenous area or village. 

- To reward indigenous people with special skills 

 

3. Indigenous working permit law 

- Government institution should hire indigenous people in 1% of total employee. 

- Indigenous government institution should hire indigenous people in 33% of total employee 

 

4. Others 

- Indigenous people can return their own traditional name 

- To hold indigenous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government officer.  

- To subsidize treasury for indigenous people to develop the tourism business. 

 

We have two kind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the first is so-called ―Yuan Zu Min‖who have 

their own tradi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14 tribes), the other one is ―Ping-Pu‖ who lost all the 

traditional things. The laws above are suitable for the former one, and not for the later one. 

 

Advantage 

- Our people can get better social welfare than before. 

- Our child can enter higher school than before. 

- Our culture gets more respect than before. 

 

Problems 

- Our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e laws as before. 

- Our people still inflict discrimination by other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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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of our people still belong to the minority. 

 

We would like to know 

1. Is there having the same or different law which can protect indigenous people’s human right in 

Canada? 

2. How does the government or organiz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to develop and protect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3.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tribe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Canada? Is the law can 

protect all the different tribe? 

4. Is there having ambassador/ambassadress in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 Canada? 

5. What kind of difficulty for indigenous people to encounter when they in a non-indigen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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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惠金 - 產業經濟發展 

 

Brief introduction - Economic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Taiwan 

 

Central Government – CIP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 To plan and promote indigenous policies and affairs 

- To make the laws and to promote in Parliament  

- To promoting quality life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The flow chart –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executing the Policy Objectives 

CIP (plan and promote the policy objectives) → County Government (popularize the policy 

objectives) →Town Hall (execute the policy objectives, coach and counsel the indigenous people) → 

Report to County Government → Report to CIP 

 

Town Hall  

- To execute the policy objectives 

- To coach and to counsel 

    -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 Counsel to start an enterprise 

 - Counsel to grant a loan from bank 

      The qualification to grant a loan:  

1. for young generation age from 20 to 45 years old 

        2. for general enterprise (a) collateral loan – up to NTD 10 millions 

                              (b) Non-collateral loan – up to NTD 3 millions 

    - Encourage indigenous peoples to take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then to take the examination to 

obtain any national skillful qualification and certificate such as baker certificate or electrician 

certificate.  

 

After taking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or traditional handcraft training, there are some Successful cases:

 1. Bakery shop 

2. Laundry shop 

3. Indigenous Restaurant – indigenous cuisine and entertainment 

4. Bed & breakfast Hotel and hot spring hotel 

5. Traditional handicraft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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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stume and accessories making 

   - Woodcarving 

  - Colored glasses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1.  it is not easy to promote and sprea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due to  

- it takes time and need patient to see the result, it’s a long-term objective  

- it depends on if the mayor pays attention to the objectives  

2. It’s not easy to get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newspaper and TV media; it needs to be spread by the 

pastors of community churches, the band chieftains or the leaders of housewifery classes. 

3. Some indigenous peoples are not active or energetic in accepting any vocational training while 

there are som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4. In a mutual society such as a transportation company, they are good at driving but lake of 

executiv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5. There is a regulation to guarantee the indigenous construction company while there is some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works in indigenous regions; they get the first priority to enter a bid. 

When there is not any indigenous company to enter the bid or if the bid was failure, the 

government opens the bid to general companies. Due to most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not much 

financial resources; it is not easy for them to enter the grand bid. The general company would 

invite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company to enter the bid at the first 

priority.  

6. Marketing is also the problem, we have to face where the market is. 

7. Quality control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copy right 

 

Above is the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econom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indigenous 

society in Taiwan. 

 

We would like to know  

1. How MNC promote the policy objectives to the people? 

2. How does MNC develop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for 

Métis people? 

3. How does the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low? 

4. How does MNC to popularize and aid the people either in vocation training or counseling to 

setting a company?  

5. How to protect the product copy right? 

6. How to promote the product in the market? 

7. Is there any law or regulations to protect Métis enterprises? 

8. Is it possible to visit one or two workshops or companies during our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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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實習機構 E-mail 信件往返內容 

 



第201頁 

 



第202頁 



第203頁 



第204頁 

 



第205頁 

 



第206頁 



第207頁 

 



第208頁 



第209頁 

 



第210頁 

 



第211頁 

 



第212頁 



第21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