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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獻會第 5 屆第 3 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8月 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  點：行政院聯合辦公大樓北棟 1016 會議室 

主持人：鍾興華 Calivat．Gadu副主任委員        紀錄：羅瑞鴦(代) 

出席與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主持人致詞：(略) 

壹、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准予備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定： 

一、項次 1、3、4、5 項已完成，均解除列管。 

二、項次 2：國立臺東大學擬成立南島研究特藏資料中心案。 

發言摘要： 

    （一）蔣斌委員： 

本項提案目前主要是以黃貴潮 Lifok、潘英海二位老師留

下來的資料為主，黃貴潮老師的資料目前相對的較完整，潘

英海老師方面最近又發現新的東西，是經潘老師的夥伴林清

財老師提供資訊，暨南大學附中圖書館有一整層潘英海、林

清財二位的平埔族研究資料，皆為實體，未數位化，經過臺

東大學這個月中旬初步勘察，目前暫時決定運回臺東大學，

納入未來潘英海老師平埔族研究資料庫處理。 

關於資料的智慧財產權歸屬，原住民族委員會既為補助

機關，又為原住民族最高的行政管理機關，所以原則上原民

會應該可部分使用，潘英海老師主要為研究者，所以資料歸

屬相對的比較單純，但是黃貴潮 Lifok 老師涉及創作，目前

部落有期望能夠成立一個新的法人組織，讓部落來擁有這批

資產，但因為還在討論過程當中，黃貴潮 Lifok 老師留下來

的資料權利所屬，目前還未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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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吳榮順委員： 

許常惠及史惟亮二位老師在 1967 年第一次做臺灣民歌

採集計畫中，有大約 20 到 30 首曲子是黃貴潮 Lifok 的創作，

包括樂曲、聲音、樂譜等都有保存在臺灣音樂館，建議如果

要建立黃貴潮 Lifok 老師一個專門的資料庫，可以啟動去協

調和整理，將各別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影音作品或資料找回

來，因為應該都已經數位化了，相信各機關都會有意願共

享，再送回來成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 

另外，關於臺灣原住民族有聲文獻影音資料庫，或許暫

時可稱為「臺灣原住民族部落音樂地圖」，因為涉及到很龐

大的計畫，需要中央單位來啟動，建議原民會納入相關的中

長程計畫來推動執行。 

（三）蔣斌委員： 

目前的提案是以現有二位老師的資料先做搶救整理，未

來更宏觀、更大的願景，需要再更大的協調和規劃。本專案

黃貴潮 Lifok 和潘英海老師的特資中心成立後，未來也規劃

辦理系列的加值應用活動。關於資料的相關權利歸屬，例如

政府機構與部落之間、或涉及潘英海老師及林清財老師二人

合作之間的歸屬權…等，後續還需在執行過程中一一詳細的

釐清，而臺東大學是作為一個協調、協助平台，對擁有任何

資料的財產權沒有任何企圖。 

黃貴潮 Lifok 老師的資料，目前因為部落也尚未全面法

人化，誰能代表部落的問題也無法明確，經過與部落開過會

議，主要是馬蘭的族人，晚年幾位很照顧黃貴潮 Lifok 老師

的人士，人士之間也有一些爭取，我們目前是朝向希望將來

相關財產權，可以交由因著這件事而產生的一個新機構來擁

有，臺東大學沒有任何財產權上的企圖，是開放提供給對此

有興趣的研究者。 

至於潘英海老師的資料，與林清財老師之間的智財權，

林清財老師表示有興趣的是潘英海老師的影音資料檔案部

分，而目前本專案的規劃與規格並沒有包容這部分，而潘英

海老師的家人，在美國的二位女兒都表示放棄所有權利，也

沒有興趣來介入，後續關於明確的授權、相關財產權上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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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後續在專案內將一一的詳細來處理。 

（四）胡台麗委員： 

黃貴潮 Lifok 老師的一生真是豐富精采的，我去過他的

公寓，堆積了滿滿的資料。我們知道 Lifok 過去曾經在中研

院工作，很多資料的原稿還在民族所，也數位化處理，當年

劉斌雄先生很慷慨的同意 Lifok 再做一份帶回去使用，但是

原稿都是在民族所，相關的權利應是屬民族所，又例如 Lifok

也曾經在東管處服務了很長一段時間，出版了好幾本書，這

類工作時期的資料歸屬要釐清，否則如果在未釐清交待清楚

的狀況下就交到部落或交給其他人，可能就會涉及到其他單

位的權限，未來務必要釐清交待清楚。 

決定： 

一、本項提案請業務單位另循相關補助計畫辦理，本案解除列管。 

二、未來如果專案處理二位老師的資料，對於已經屬於某個機

關、單位或個人等等，應該要詳細的釐清和交待處理。而蔣

斌委員提到臺東大學資料中心只是一個平台，開放提供學術

研究應用。 

三、另外關於建置整體的臺灣原住民族影音資料庫，涉及較長期

的及龐大的計畫，請業務單位研議納入未來 6 年文化振興中

長程計畫辦理的可行性。 

報告二：原住民族文獻會工作辦理進度，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報告三：有關臺灣原住民族歷史通論撰述進度案，報請公鑒。 

 決定：自 2018 年開始籌備，歷經 3 年邀集 8 位學者一起撰寫，

完稿文件已送到本會，後續請業務單位籌備編輯出版事

宜，可配合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出版成為叢書。 

參、 討論事項 

案由：歌謠考古．舞蹈記憶 「原舞者」 30 週年歷史文獻暨影音資

料整理計畫，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一、張鴻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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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檔案管理的經驗而言，現在的資料保存環境顯然不

好，而其中有些資料是否重覆？光碟片還能讀取嗎？應該不

一定要等到有專案補助才能做，應可立即搶救改善，例如冷

氣機、防潮箱等，從設備上立即可著手改善。另外也可著手

先整理出資料的清冊、目錄。 

而若要建置資料庫，需要花費龐大的經費去開發，確實

有必要嗎？還是可以加入已經建置完成的系統，例如文化部

的國家文化記憶庫等相關資料庫系統，可以與文化部了解可

行性。如果相關影帶光碟都要數位化，轉製費是不小的費

用，目前提案 1 年 150 萬左右的經費是無法容納完成。 

二、吳榮順委員： 

原舞者資料的價值性很高，應該很快可以做不用拖，但

首先原舞者可能要先釐清這些資料要由何者來做？是原舞

者自己來做或是交由原民會等單位來做？例如，若是原舞者

將資料交給原民會，原民會也可與文化部合作，例如放到文

化部的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內執行，個人建議原民會應該強

勢的主導來做這項資料保存計畫。 

三、星．歐拉姆委員： 

原舞者的演出，雖然演出時間可能只有幾十分鐘，但往

往籌備、準備的時間很長，包含了原住民族的語言、舞蹈、

歌、文化、服飾、歷史和故事等，都在演出中保留下來。假

如要保存原舞者 30 年的資料，應該是需要重編經費需求，1

年 150 萬應該是不夠的，請原舞者修計畫再提。 

四、胡台麗委員： 

也許因為文獻會過去沒有處理過影音類型的資料，這個

可說是首例，可能因此原舞者是擔心如果提案經費太高也許

無法獲得補助經費來啟動，但是因為明年就是原舞者 30 週

年，是啟動資料整理的一個好機會，如果原舞者能承諾這項

提案的 150 萬元 1 年後能完成什麼項目，那麼希望能夠趕快

啟動著手。 

五、謝世忠委員： 

楊政賢委員是文獻會的委員，同時以作為民間法人團體

的董事長身分來提案申請補助，是否會違反相關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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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如以全部資料數位化保存為目標，可能涉及不只每年 150 萬

的經費需求，建議可納入原民會與文化部合作平台之影音發

展專案小組內報告，配合原舞者明年 30 週年，導引入相關

之專案補助計畫，而非由本文獻委員會來審核。 

二、至於目前的提案計畫，可以作為未來資料全部數位化保存的

前置作業計畫，在 30 週年時先來啟動辦理，其中包括對未

來數位化規劃個案計畫，再進到上述原民會與文化部的合作

平台來討論，而前置作業的部分，則請本會業務單位另循相

關補助計畫來研處。 

肆、 臨時動議 

案由：張鴻銘委員建請修正本次會議手冊。 

決議： 

一、會議手冊第 32頁「本會與國史館合作出版案」，應修正為「本

會、國史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合作出版案」。 

二、會議手冊第 34頁，序號 32：道卡斯族新港社部落歷史研究、

序號 33：撒奇萊雅族馬立雲部落歷史研究、序號 34：太魯

閣族紅葉部落歷史研究，出版年應修正為 110年。 

伍、 散會：下午 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