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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概要 

一、計畫緣起： 

         近年在主流文化的影響下，蘭嶼教育思維與生活方式的改變，

傳統歌謠已在蘭嶼島上逐漸失傳，現今多數 50 歲以下的族人，不

但不會吟唱歌謠，可能連聽都已經聽不懂了，使得傳統文化浮現

出文化傳承的危機。 

         為了保存、振興雅美(達悟)族海洋文化孕育的族語歌謠，及喚

起族人、遊客的海洋保育意識，本台特舉辦「雅美(達悟)海洋歌謠

推廣」活動，將每年舉辧的族語歌謠比賽結合海洋知識教育推廣，

將海洋保育的思維融入族語歌謠推廣中，除了增進與會者的海洋

保育意識，也讓島上族人以自身的海洋文化為榮，更朝向海洋資

源永續性利用的目標邁進。 

二、計畫年期：一年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蘭嶼廣播電台 

四、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基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 

五、總計畫經費：1,306,630 元 

六、經費來源： 

(一)中央款：462,100 元 

(二)自籌配合款：479,503 元 

(三)其他： 原住民族委員會：100,000元 

蘭嶼鄉公所：100,000元 

財團法人核廢料貯存場使用雅美(達悟)族原住民保

留地損補償基金會：100,000元 



 

台東縣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65,000元 

七、計畫目標： 

為培養族人學習傳統歌謠及族語的興趣，每年透過族語歌謠

比賽，提供族人歌謠交流與傳承的舞台，讓耆老口中傳唱的

曲調和文化印記能擴大渲染整個島嶼，並將此珍貴的文化資

產以實體活動與有形記錄加以保存與傳承，讓青年族群有機

會更多認識在海洋文化滋養中孕育的歌謠之美。 

活動主題為「雅美(達悟)海洋歌謠推廣」，透過耆老吟唱海

洋文化中孕育的族語歌謠，傳承耆老自身的海洋經驗及族群

的海洋文化，將海洋文化精髓在傳統樂舞中展現；會中亦進

行海洋環境教育宣導，邀請島上生態保育專業人士宣導海洋

保育知識，提升居民的海洋知識與了解相關規範，喚起族人

及遊客對海洋生態保育的意識。 

八、計畫內容概述： 

（一） 海洋文化雅美(達悟)族語歌謠推廣：藉由耆老傳唱海

洋文化族語歌謠，傳承蘭嶼達悟族海洋文化，讓部落

族人在海洋文化滋養中體會海洋資源永續的重要性。 

（二） 海洋知識教育宣導：在先人累積與海洋共榮共存的生

活智慧中保護了這片海洋，近年在傳統文化的流失及

生態旅遊的壓力下，海洋環境成為現代文明及商業利

益的犧牲品，透過本臺精心製播的影片，並邀請島上

長期深耕於環境保育領域的族人，於會場中現身說法，

在同為吸收海洋文化養分的成長背景中，訴說著屬於

自己族群的議題，喚起族人的海洋文化記憶及遊客的

環保意識，永續經營這片美麗的海洋。 

（三） 海洋文化雅美(達悟)族語歌謠競賽： 

參賽者自選雅美(達悟)族語曲目參賽，每組報名者演

唱一首歌曲，演唱時間不限。 

評分方面，演唱內容、曲調與表達意境佔七成，為鼓



 

勵賽參族人穿著族服，傳統服裝佔三成分數。評審委

員邀請蘭嶼六個部落耆老或專精族語歌謠者擔任評審，

分別為野銀部落教會詩班曾喜悅師母、紅頭部落文史

工作者(曾任原民台族語新聞顧問)周朝結老師、椰油

部落族語教育推廣者蕭坤川耆老、朗島部落族語歌謠

權威謝加輝耆老、東清部落黃堅里耆老、漁人部落董

森永牧師等，在族語歌謠表達方面皆是地方首屈一指

之權威。 

為鼓勵族人及學生參與，除表現優異者獲頒得獎獎金，

未得名次者亦獲參賽獎勵金，使上台演唱者均屬表演

性質，同獲尊重。活動內容以競賽形式呈現，使演出

內容更具張力，增進可看度。透過活動前期的宣傳，

活絡島上說族語、唱歌謠的氛圍，並廣邀族人參與此

盛會，透過摸彩品的獎勵，提升參賽者與會的動機。

參賽者更是以歌會友，使族語歌謠有專屬的音樂展演

空間，藉著展演提升族語歌謠的層次，使與會的族人

更加看重自己的文化，並珍視族群的文化資產。 

 



 

 

貳、 重點工作項目 

一、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經費(元) 概述 

1.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52,000 

評審、主持人、耆老傳唱等出席

費，各式印刷品設計及影像記錄

等費用 

2.臨時人員酬金 68,300 
計畫助理、場佈及活動當日各組

工作人員費用 

3.一般事務費 764,800 

餐盒、便當、競賽獎金、場佈、

宣傳、各式印刷品印刷、海洋保

育影片製作等費用 

4.其他業務租金 60,000 
音響設備、投影設備、場地及桌

椅等租借費 

5.運費 10,000 活動物品自台灣至蘭嶼寄送費用 

6.物品費 145,155 摸彩品、宣導品、辦公庶務用品 

7.水電費 6,348 活動籌備及辦理期間水電費 

合計 1,306,630  

參、 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重要成果說明 

族語歌謠競賽今年在學校教師及機關團體的推動下，不僅鼓

勵所屬踴躍參賽，甚至老師帶著班級或團隊集體練唱，參加

《團體組》競賽；為鼓勵學生勇敢站上舞台，另將團體成員

分散，在個人賽的兒童組中同台競技。大家志在參加，只在

乎將最好的成果展現在舞台上，使活動現場更加熱絡，甚而

有學生在得獎後高興的表示:「我第一參加比賽就得了兩個

獎（兒童組及創作組）！」，能夠以獎項鼓勵到孩子，也激

勵了主辦方的心！島上的兩個長照據點—蘭恩及朗島的照服

員帶著長輩們在《團體組》吟唱歌謠，老人家拄著拐杖步履

蹣跚的步上舞台，以行動表達對活動的支持，獎項獎金都不

是他們看重的（雖然兩個團隊都得了獎），而是能透過歌謠



 

傳達對後輩的鼓勵，對上帝的感恩！新舊世代同台演出，文

化承傳，在這一刻有了最佳註解。而主辧方所能做的，就是

提供一個平台，讓豐沛的歌謠能量持續流動，讓文化的寶藏

持續閃亮，達悟的文化精神得以傳承。 

歌謠比賽辦理至今已邁入第25屆，松年組參賽的耆老一直是

本活動的堅實力量，每屆參賽人數也最穩定，足見本活動獲

得島上耆老的肯定。本台配合今年的主題—雅美(達悟)海洋

歌謠推廣，將松年組獨立出競賽組別，每位耆老吟唱以生命

譜寫的歌謠，其歌詞內涵、音韻、演唱技巧都是後輩學習的

對象，早已超越競賽層次，以傳承者姿態傳唱海洋文化族語

歌謠，傳承蘭嶼達悟族海洋文化。為獎勵傳承歌謠的耆老，

每位演唱者均獲頒本台精心準備的「傳承獎」，有獎金及獎

盃的鼓勵，今年共20位耆老參加松年組個人演出，是近年參

加人數最多的一次，盼能吸引島上耆老持續站上舞台，傳唱

海洋文化孕育的歌謠，達到活動傳承的主旨。 

傳統歌謠曲調固定，歌詞內容則隨歌者依演唱時機及目的即

興創作，用詞與日常語彙不同，多為隱喻性且具文學性，需

有深厚族語能力及文化底蘊方能勝任，也常使接受漢化教育

年輕族人為之卻步。為提升新生代族人吟唱族語歌謠的動

機，將歌謠跳脫傳統框架，不再限制固定曲調旋律中，可結

合現代音樂元素，以多元曲風賦與歌謠新生命，故本台自

109年起特別增設《創作組》，以鼓勵具創作能量年輕族人

以歌會友，創造音樂對話的空間。今年創作組邁入第三屆，

從109年的示範賽到110年報名人數掛零，再到今年有4組共

10人參賽，曲風及內容各具特色，從說唱樂到抒情樂，從對

親人的思念到災後重建信心的鼓勵，參賽者以族語透過音樂

訴說著自己的故事，也為大家帶來了族群融合的音樂饗宴。

於109年出版首張蘭嶼全族語創作專輯的謝永泉，也於創作

組中共襄盛舉，「我很喜歡在歌謠比賽的舞台發表我的作

品，可以鼓勵更多年輕人創作，我報名的目的是陪伴創作者

一起在這舞台表演。」謝永泉說，他更表示：「我的表演不

要分數」，其演出動機超越了競賽高度，活動的核心價值—

傳承，也在謝永泉的演出態度中彰顯出來。 

隨著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旅遊成了許多人生活的一部份，



 

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蘭嶼成了國人從事觀光休閒及海上活

動的熱門景點，在觀光產業興盛帶來島上經濟效益的同時，

也帶來了海洋環境的破壞。為了喚起族人、遊客的海洋保育

意識，本台特別製播『雅美(達悟)族的海洋智慧』影片，從

島上圍繞著海洋衍生的歲時祭儀，到美麗海底景物的呈現，

到海洋環境的污染，透過影片忠實的呈現海洋環境的保育已

是刻不容緩。活動另邀請島上環保團體「文人之島，環保之

道-台灣說蘭嶼環境教育協會」創辦人林正文先生，對在場

500多位的與會者進行環境教育宣導，現場還進行緊張刺激

的有獎徵答活動，增進族人的環境保育意識。 

林正文表示：蘭嶼人口約5千多人，而每年平均有12萬人次

的遊客。遊客帶來了觀光財，卻也製造、留下了每年約1200

多噸的垃圾。而在蘭嶼的垃圾，必需從蘭嶼運送到台東，再

由台東轉運到高雄處理。這些處理費用，高達台灣本島處理

的6倍之多。而大多是清運回台灣處理的運費問題，這些難

以清運處理的垃圾造成了蘭嶼的困境，我們害怕蘭嶼不再美

麗……目前台灣說蘭嶼環境教育協會的努力是：(1)在地扎

根：持續推廣環境教育透過校園講座、海廢創作、淨灘活動

等，讓孩童從小能對環境議題有所認識並起身行動。(2)擴

大影響力：減塑宣傳與舉辦音樂節/展覽，製作綠色登島地

圖，宣導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的理念，建立責任旅行意識。 

歌謠比賽舉辦至今邁入第25屆，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每年

吸引各年齡層的族人踴躍參與，為了照顧耆老的語言需要，

林正文以雙語進行解說，盼能引起族人共鳴，正視蘭嶼環境

保育的議題。 

在社群行銷部分，延續去年在蘭恩傳媒網臉書將賽事進行現

場直播，今年更以高規格畫質播送，從去年的三機擴增到四 

機拍攝，使畫面更加豐富有層次。直播同時也與觀眾在線上

即時互動，許多無法親臨現場的族人，於線上為比賽的親 

友加油打氣；甚至為了家計必需遠赴他鄉身為父母的族人，

透過網路直播見證孩子的優秀表現，而聊慰於心；更有網 

友對於網路直播的高畫質畫面給予肯定，表示:「這次攝影

很專業畫質很棒~ 讓人很回味，也讓每一個參賽者都成為 

了閃亮的大明星，感恩主辦單位的用心」。除了網路直播提



 

供現場即時態，更於午休時段播放「第四屆傳統歌 謠比

賽」影片，透過回顧影片將活動盛況前後呼應。賽後電台也

將賽事錄製影片進行網路製播，建立族語影音資料檔案，剪

輯精彩演唱片段於 Youtube 及 Facebook 播送，加強傳播

效益，以提升文化推廣的向度。 

二、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成果目標 

與效益 

指標 

(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

或新增) 

成果 

(值) 
說明 

可量化 

效益 

500 參與人次  500 人次 

參賽者132人次(較

去年79人次增加53

人次) 

100% 成長率(或滿意度)  100 ％  

不可量化效益 

1.傳承達悟(雅美)族海洋文化，使族人看重並珍視自己的原民文化，以 

原住民身份為榮。 

2.增進與會者海洋知識，強化族人及遊客的海洋保育意識，緩解海洋環 

境破壞，健全蘭嶼的海洋生態。 

肆、 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為提升得獎者尊榮感，除了豐富的獎金鼓勵，本屆特別將獎狀升

級為獎盃，然今年在東北季風及颱風共伴效應中，氣候特別不穩

定，連帶影響船班運輸，商家已於活動前一週將獎盃寄送至船公

司，仍是等到活動結束後方收到獎盃；為使頒獎時得獎者不致兩

手空空，臨時還得增加印製獎狀等行政作業，更加重工作人員的

負擔。 

由於先前得獎者均頒發獎狀，並無獎盃範本或固定商家可供參

考，主辦方得上網比較各商家獎盃款式及價格，待選定物廉價美

獎盃後，還得不斷與商家核對金箔排版內容及數量，以上流程均

花費不少時間處理，再加上氣候不穩定影響船運，即使商家已於

活動前一週將獎盃寄送至船公司，仍是無法如期到貨，得獎者無

法於頒獎典禮領到獎盃，仍是活動中的遺憾。在本屆聯繫商家過

程中，已挑選合宜的獎盃、金箔排版內容及數量，未來將持續與

此商家合作，延續今年訂購的獎盃款式及數量，可提高獎盃訂購



 

的效率及縮短行政作業時程，有效解決獎盃到位問題。 

伍、 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傳統歌謠在達悟(雅美)族海洋文化裡具非常重要內涵，傳統上，所

有的慶典祭儀，包括新屋落成典禮、新船下水典禮、飛魚招魚祭

及小米豐收祭等場合中都會出現歌謠；此外，歌謠也出現在族人

的日常生活中， 如迎賓、划船、求偶、說故事、出殯，甚至休閒

聊天也一定有歌謠的出現，所以歌謠在族人的生活與文化當中是

不可或缺的。透過歌謠，傳遞歷史記憶；透過歌謠，傳遞海洋文

化的智慧。 

族語歌謠比賽陪伴蘭嶼居民走過25個年頭，受到外力衝擊，達悟

族的傳統無可逆轉的流失，會講族語的孩子越來越少，但於此同

時，仍有不少族人努力守護文化，也努力將語言及歌謠傳承給孩

子。文化保存的動能在部落中運轉著，歌謠比賽在這當中提供了

一個平台，以活動形式凝聚族人，以比賽及獎勵的方式鼓勵族人

編唱歌謠，並在此難得的老中青聚集人潮中，進行海洋環境教育

宣導。 

今年在參賽人數增加及擴大活動辧理中，整場賽事較往年時間稍

長，有多位居民反應，對沒有參賽的觀眾及老人家而言，除中間

休息時間外，要在會場中坐上一整天易造成腰酸背痛。未來在活

動規劃上，將現場抽籤改為賽前抽籤，減少現場作業時間，提高

活動流程順暢度，也可避免時間過長造成觀眾身體的負擔。另鼓

勵耆老登台傳承海洋文化，強化活動主題性；在海洋環境教育宣

導中，持續今年的作法—有獎徵答，在獎品的獎勵中活絡現場氣

氛，也強化觀眾印象，提升族人對海洋生態保育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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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活動照片- 111.11.05 

 

請提供至少 4 張供本署宣傳運用，圖像需清晰，另電子圖檔需 2MB 以上， 

並以單獨電子檔方式提供。 

 

 
 

 

  

  

  

整體舞台設計 專業音控團隊 

專業直播團隊 蘭恩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致詞 

 



 

附件 1 活動照片- 111.11.05 

  

  

耆老盛裝出席吟唱海洋文化歌謠-1 

  

 

長照機構組隊參加團體組演出 蘭嶼國小組隊參加團體組演出 

『雅美(達悟)族的海洋智慧』影片播放 蘭嶼環保人士林正文先生進行海洋環境教育宣導 

 

耆老盛裝出席吟唱海洋文化歌謠-2 



 

附件 1 活動照片- 111.11.05 

  
  

團體組中常見的親子組合 

  

 

兒童組得獎者合影 頒發松年組傳承獎 

天候因素影響船運獎盃無法及時到位，會後另行頒發獎盃 
張貼於各機關單位明顯入口處的海報 

 

團體組中學生的精彩演出 



 

攝 影 著 作 授 權 使 用 書 

 

 
本財團法人蘭嶼廣播電台無償授權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得

以上映、播送、口述、傳輸、展示、散布、印刷等公開方式，重製

本台「雅美(達悟)海洋歌謠推廣」攝影著作16幅如附，並得為製作

相關宣傳品之使用。 

 

 

 

 

 

 

 

受委託(補助)單位：財團法人蘭嶼廣播電台（簽章） 
 

授 權 人：陳宇嘉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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