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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學生國內之國際議題體驗學習心得報告格式 

ㄧ、小組成果報告 

學 校 名 稱 台北藝術大學 

學生組別計畫名稱 聲景記憶—關於家鄉的自我認同 

國內體驗學習期間 7/15~9/6 體驗學習縣市 台東縣蘭嶼鄉、

雲林縣 

體驗單位屬性/名稱 

( 可 複 選 )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  □非營利組織

______________   

□政府機關(構)______________  *□其他___民宿/雲林

縣虎尾鎮____________ 

組內成員姓名/系級 姓名___王怡雯______  /系級________新媒三________ 

一、計畫內容(簡述參與計畫緣由、計畫重點及特色，至少 200 字) 

創作緣由： 

我創作的中心都是以認識自己為主，身為雲林人但我卻無法很有自信的說：

「對，我來自雲林！」反觀我爸媽、親戚或是生活周遭的人，很少有人是非常認

同雲林以及對於自己的職業（雲林是農業首都）感到驕傲的。因為在這個資本主

義之下，農民或是較為勞動階層的人會被劃分在階級的下端，也因此人的內心會

自然而然的產生出比較，認為自己就是比較下層的，因而產生出自卑、不認同的

情緒。可是做農真的是一件不值得驕傲的事情嗎？美國作家溫德爾．貝利曾

說：「飲食就是農業活動。」 只要我們人存在的一天，我們就必須要靠吃

來存活，所以農業是每個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知道農業是重要的，但也不

等同我們認同做農也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一件事。認同是自然而然的，是透由一天

一天日常的累積，去仔細觀察及了解自己的生活並從中找出屬於這裡的特質。特

質沒有好壞，也就沒有比較，我們是無從和其他行業拿來相提並論的。身為雲林

人的我，應該身體力行的主動觀察、紀錄家鄉的特質。 

 

計畫重點： 

由自己的家出發，由家鄉中細節的地景聲音紀錄下來並拍下圖片放置在自己設的

地圖網頁上。整理，並提供瀏覽。 

 

特色： 

由紀錄的地景聲音（耕種、孩童的嬉鬧、廟宇裡村民的談笑、晚餐時刻各地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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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賣力煮飯……的各種聲音）讓家鄉沒有距離的設限，清楚的利用每個人的想像

力刻劃出屬於自己對雲林或是對自己家鄉的樣子。（目前只記錄虎尾鎮，其他雲

林的鄉鎮還未探查，所以此計畫會持續更新，並不會因為計畫結束而結束） 

 

二、計畫日程紀要（體驗期間每日均應摘要列出，每日約 200 字） 

本計畫分為 1、2期計畫，劃分的原因為原定的第一期去蘭嶼計畫最後沒採用，

所以這裡只記錄第二期在雲林的聲音計畫。 

9/1 

採集照片和聲音：從早上 5點起床觀察農民早起耕作的各種流程，體驗身為農民

的一天。到家裡附近的廟宇、公共區域採集聲音。夜晚觀察村民的休閒活動和其

他生物的聲音。 

9/2 

採集照片和聲音：從早上 5點起床觀察農民早起耕作的各種流程，體驗身為農民

的一天。到家裡附近的廟宇、公共區域採集聲音。夜晚中元普渡活動。 

9/3 

採集照片和聲音：離開住宅區，到虎尾（市區）採集，去布袋戲館了解布袋戲，

到毛巾工廠採集聲音，虎尾圖書館、菜市場、運動場、建國眷村 

9/4 

採集照片和聲音：到各式虎尾有名的店家，紀錄攤販、糖廠、福民老街、持法媽

祖宮、合同廳舍、虎尾厝沙龍 

9/5 

把各地區的的聲音整理並混音，使其為一個作品 

 

 

三、組內成員分工（個人組免填） 

我是個人組喔 

 

四、計畫執行後檢討及反思 

    本次計畫以聲音為主，但這次採用的器材只是 iphone 的內建錄音，沒有專

業的配備來降低雜音為本次最為可惜的地方。若是有機會應該更認真的研究設備

讓作品呈現更流暢的效果。那計畫內容的部分我則認為自己應該更與居民互動，

而非閃得遠遠的像個怪人觀察。然後照片的部分我沒注意到自己一定要入鏡，所

以只有一張照片有我。最後架設網站的部分，發現架設網站需要付費才能公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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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讓其他人可以瀏覽，為一大失策，還在想替代方案。  

五、照片說明 (請每組提供 5至 10 張照片，每張圖說明文字以 50 字內、照片

須有小組成員並能顯現體驗學習活動、格式為 jpg 檔，每張至少

1MB。欄位請自行加列) 

圖片 
(說明文字) 請標註日期、地點、

體驗活動內容 

 

 

 

 

 

 

 

 

 

 

 

 

 

 

 

 

 

 

 

 

 

 

 

 

 

 

 

圖一：於 8/15 日在蘭嶼和民宿老

闆、闆娘以及其他小幫手離別時的

大合照 

 

 

 

 

 

 

 

 

 

 

 

 

圖二和圖三：於 8/12 日在蘭嶼的

小天亮民宿，老闆大兒子歸來時所

辦的活動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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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圖四：於 9/1 日在雲林縣虎尾鎮的

農田，巧遇農夫們在噴灑農藥 

 

 

 

 

圖五：於 9/3 日在虎尾科技大學的

運動場錄製周遭的環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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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於 9/2 日的雲林縣虎尾鎮三

合里拍下的農村景色，當時正在錄

製環境音 

 

 

 

 

 

 

圖七：於 9/2 日的雲林縣虎尾鎮河

邊的養雞場，當時正在錄製環境音 

 

 

 

 

 

 

 

圖八：於 9/4 日在虎尾的菜市場，

當時正在錄製環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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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於 9/2 日的夜晚中元普渡活

動現場，當時正在觀察以及錄製環

境音 

 

 

 

 

 

圖十：於 9/2 日的夜晚中元普渡活

動現場，幸運真的遇到布袋戲現

場，當時正在錄製環境音 

 

 

 

 

 

 

二、小組成員個人體驗心得 

學 校 名 稱 台北藝術大學 學生組別計

畫 名 稱 

聲景記憶—關於家

鄉的自我認同 

姓 名 王怡雯 系 級 新媒三 

國內體驗學習期間 7 / 1 5 ~ 9 / 6 體驗學習縣

市 

台東縣蘭嶼鄉、雲林

縣 

一、前言：參與本計畫前之自我期許 

已經好一陣子了，關於我的創作恐懼症。 

    在大學以前其實我是很喜歡創作的，但北藝大是條銀河，是由眾多星星組成

的。在上大學之前我以為我是特別閃耀的一顆星，進來後才發現我只不過是銀河

裡最平凡無奇的一顆。自我認同的議題也在這時顯現，對我不知道我該要以什麼

為創作，除了自己之外我沒有過多的關注。而這樣的議題早在小時候就以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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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現在我的生命中，從小我媽媽總是告訴我：「唉呦 ~你以後要好好讀書，將

來上台北，涼涼的在辦公室裡工作，就不用像你爸爸一樣日頭洽牙牙的蹲著在那 

邊做粗工。」類似的言語自小就不停的圍繞在我耳邊，所以我總是認為繁榮就是 

好，而對於雲林的純樸，我總是覺得理所當然。直到我上了大學。 

    踏進台北這個城市時，有多少數不盡的興奮。我甚至以為我將要變成一個截 

然不同的大人，好像這裡的空氣也更為高級了一樣。新鮮感沖昏頭，所有事物都

條件美化，在頭一個月我總是這樣的：快速、新奇、淺短、刺激、空虛，輪迴

上。起初新鮮感能夠支撐一切，寂寞累積，最終我也染上台北的孤獨，和思鄉病 

一起發作。我開始懷念起家鄉的一切，過往習以為常的，如今也變得如此珍貴。 

我期待在台北找到一個像家鄉的角落，縱使如此，我仍無法大聲自信的說出：是 

的，我是雲林人，我愛我的家鄉雲林。而在人才濟濟的台北裡，也沒辦法大聲說 

出：是的，我叫王怡雯，我愛我自己。甚至我自己是什麼樣子都不太清楚。 

    是阿，我是什麼樣子？來自傳統家庭的我，時常看見的是自己不夠好的那

面。那優點呢？我有優點嗎？想必是有的，只是我能將我身上的特質視為是優點

嗎？我能理直氣壯的說出：對，沒錯，擁有這些特質的我是足夠特別的。很可

惜，我總是被別人耀眼的光彩給刺痛了。有時會想我在哪裡？身處在哪個座標？

在哪個絕對方位裡？我不知道……。 

    我想抽離，拋下原本擁有的，歸零。想純粹的去感受人、人與我之間的關

係，感受當失去網路世界後人與人關係的真實，感受在大自然下人類的脆弱。認

真的去正視那些以前被我認為是不夠好的單純、純樸，也去接受自己就是這樣的

人。我就是生長在鄉下的鄉下孩子啊。我想改變，所以我想將這個過程好好整理

並記錄下來。 

二、參與本計畫之心得 

   踏上蘭嶼的那天是個艷陽天。望著絡繹不絕要上下船、拿物資、找小幫手的人

流，內心驚訝著這特別的景象，這是截然不同的文化。隨即民宿老闆馬上就連絡

我了，他用著濃烈的口音告訴我前進的方向，一句響亮的：「怡雯！」立刻吸引我

的目光，就這樣我們在茫茫人海裡我們找到了彼此。在回民宿的路上輝明哥沿路

親切的跟我介紹身旁的風景，馬路上不時還會有成群的羊經過，輝明哥笑說：「我

們蘭嶼沒有真正的紅綠燈，這些羊就是我們的紅綠燈。」為了一窺蘭嶼美麗的風

貌，我在車裡探頭探腦，內心塞滿著各式各樣的讚嘆及好奇，不敢相信自己真的

來到了這個神秘的島嶼。到民宿和其他兩位小幫手打過照面後，迫不及待地蹦蹦

跳跳走來蘭嶼最大的夜市—東清夜市。這距離我們民宿只不過 5 分鐘的路程，因

為旁邊開了間全島為二的 7-11，所以東清的夜晚總是非常翻騰。深入巷子，靜靜

的觀察著旁邊的店家和住宅。只要是店家，裡頭揮汗如雨的清一色都是年輕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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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本的飲料和滿滿的罐頭泡麵組織成這裡的雜貨店。攤販賣的大多都是從大島

運來的，外頭隨意晾著的魚乾更讓這個東清更寫實了些。很難相信這些達悟人要

有多寬大的心才能接受這麼大量的漢人進入自己的文化。 

    從前有聽說過蘭嶼人是非常排外的，所幸在我們民宿裡並沒有這樣的情況。

一早就被輝明哥熱情的：「早安~~睡得好嗎 吃早餐～坐一下喔」喚醒，吃飯時間

時「米斯卡（民宿老闆替我取的達悟名，意思為藝術家）~有沒有吃飽？」和不時

的：「米斯卡，好嗎？」充斥著，在生活上多數時候是被關心滿滿圍繞著。在日常

的飲食來源多數都是自家去栽種或是捕撈的，用一個詞來形容的話就是自給自足。

捕撈的地點大多為鄰近的海域，每戶人家都會被劃分屬於自己的一個領域，若是

要去別的領域抓魚的話可是要先問過主人的。另外這裡的速食不是麥當勞或是肯

德基，而是一罐又一罐的罐頭。若是想偷懶煮個快速的一餐的話 3顆蛋、一包麵、

一把蔬菜、一罐鯖魚罐頭丟下去，不到 20 分鐘的時間 6人份的一餐就完成了。因

為四周靠海的緣故，所以主餐多為海鮮為主，傳統主食為地瓜和芋頭（現多為進

口的稻米），大多數的青菜就是靠進口的了，偶而有些海菜和過貓可上桌，經典菜

色情人的眼淚就是海菜炒鹹蛋黃，簡簡單單的食材，不簡單的美味。是我在風味

餐裡吃到最喜歡的一道。 

    待在蘭嶼的日子，一復一日的就是整理房務。從早上六點半開始，打掃客廳、

擦餐桌、準備客人的早餐迎接了序幕。7點至 9點半則為客人的用餐時間，送餐、

洗盤子、廚房的清潔、晾被單也要在這時間裡完成。樓下整理得差不多後就要上

樓去整理房務了，吸地、拖地、倒垃圾、掃廁所這些都是基本盤，最困難的是塞

被單並將他整理的平平整整沒有一絲皺褶。樓上都結束後就要開始燙床包、枕頭、

被單，和折被單的標準一樣，不能有一絲燙痕否則就重新來過。通常弄完這些事

情時間已經到了下午四點了，之後的時間才是小幫手的彈性時間。這裡的娛樂都

是靠山和海組成的，由於網路訊號很差勁的緣故，所以只要颱風一來，就像是在

修行一樣，真的有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 

    我的計畫就是紀錄在蘭嶼每一天內心的轉折、狀態。重點是我與自己也與他

人之間的關係，是自我認同的議題。紀錄的每一天像是重複咀嚼自己看出去的每

一個視角，用時間、用思考將視角切割化，學習用不同角度去觀看。而我主要擺

放的重點是觀察自己的家鄉雲林與蘭嶼的不同。剛開始我是真的覺得很不同。雖

然說蘭嶼島內的就業率不高，年輕人口大部分外流，但不一樣的是達悟人始終都

有種使命感，認為自己還是要回鄉服務，這讓我反思雲林，同為鄉下我們對於自

己的故鄉是否有這樣強烈的認同感？拿個在蘭嶼發生的例子好了，有次民宿接了

一組客人，而那組客人因為我們民宿有提供唱歌的服務，所以滿心歡喜的買了很

多酒要來大唱特唱，但很不湊巧的是老闆的妹妹的老公的爸爸剛好過世，在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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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俗裡只要村莊裡有人過世，整個村莊（或是整個島）都會為此哀悼，身為親

戚的我們老闆就更無法避免了，所以老闆娘就告訴客人最近是無法提供唱歌的服

務了，殊不知這組客人的領隊態度強硬的用著毫無同理心的話語，激烈的和老闆

娘辯論著。老闆娘一直以來都是很好說話的個性，對於客人也就更有求必應，但

是在這場爭執中老闆娘卻沒有過往的那般好脾氣，態度堅定的堅持自己的立場。

老闆娘跟我說：「雖然我做的是服務業，但是在面對親戚的離別我們沒有辦法毫無

同理心的在家裡做著歡樂的事，我可以不賺這筆錢，也要去捍衛自己的文化。」

雖說不同文化間是不能同質比較的，我只反思我自己，在面對自己時我能這麼的

有勇氣與自信嗎？其實在研究蘭嶼文化時我曾看到了一本書叫—蘭嶼地景誌：人

在土地上與歷史互動的親密經驗。裡面講述著蘭嶼島上的山林、海洋、河流與草

原,因雅美族人的祖先在這裡建立了自然節奏相互融合的生活方式,在島上的每片

土地、每個礁岩、每塊海城都留下了族人生活的共同記憶,更形成了蘭嶼特有的生

態知識和文化地景,這些地景呈現了旅人豐厚的在地知識,也連結了島上六個部落

共有的集體記憶,緊緊維繫著族人對部落的認同。而近半個世紀,島內從傳統自給

自足、以物易物的生活型態,逐漸轉變成資本主義下的生產交易模式,因為要賺取

貨幣,年輕族人必須遠離自己的土地。生產型態的轉變加上外來文化的影響,過去

雅美族人與土地緊密連結的共同記憶日漸模糊,流傳在島嶼空間的在地知識將面

臨流失的危機。在當今少有完整紀錄蘭嶼傳統領城文化內涵的書籍下,為傳承雅美

族人的在地知識,進而導引年輕雅美族人認識自己部落的地景記憶。藉由部落地景

的正名和證釋,展現雅美族人豐厚的在地知識和島嶼主人的文化觀點。這本書最令

人感到驚訝的是連非常細節的一塊礁岩，雅美族人都將他好好的正名了。那珍重

自己文化的心就不言而喻了。這只是個開頭，真正打開我想為家鄉做點什麼的契

機是我閱讀了—回家：從部落觀點出發。 

 

     

三、建議 

我想或許有更彈性以及更在開放的方式去達到這個計畫想傳達的意義。 

四、展望 

我其實蠻驚訝自己對於家鄉有蠻強烈的責任感，雖然說我不能夠保證我畢業之後

一定會回家鄉服務，但我知道自己一定會不同的形式關注這裡並用自己的力量讓

大家更了解這裡。關於下個想做的事情我想跟食農教育、鑽石田和種電犧牲農業

有關，明確會如何做還不知道，但會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更直接的與觀眾接觸、

交流，讓自己的作品不再淪為藝術金字塔頂端的人才能碰觸到的作品。回答到最

後一題（本次體驗後是否激勵自己進行延伸行動）：有喔，我已經決定自己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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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想做的大方向和這個有關了，這些議題算是我人生裡新的目標，覺得是身為雲

林人必須要做的事情。 

 

備註：個人體驗心得依照組內人數每位學生各繳交 1 篇心得，撰寫學生參與本計

畫國內進行之國際議題體驗過程中富意義、教育性故事或心得感想，每篇

心得字數 1,500 個字以上(標楷體，內文 14 號字體，行高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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