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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台灣社會中，原住民族群長期以來一直面臨著來自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與刻

板印象。這些貶低和偏見的言論包括對原住民升學加分制度的不公平批評，對原住

民的種種刻板印象，例如「熟番」、「山地人」、以及對原住民喜好飲酒、嚼檳榔 

，以及膚色的指責。種族歧視不僅限於表面上的外貌和文化差異，它深植於個人的

種族、族裔、和血統刻板印象，甚至超越國界。 

  這些不公平和有偏見的言論不僅對原住民族群造成傷害，也對個體認同和自尊

心產生了負面影響。當我們不斷聽到這樣的言論時，不禁讓我們質疑，身為原住民

是不是錯？為什麼我們必須承受這樣的言論？為何台灣社會仍然容忍這種種族歧視

現象層出不窮，繼續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甚至在一些公眾場合，像是著名的金鐘獎頒獎典禮中，我們也能見到原住民被

貶低的例子。這些表面上的「玩笑」留言背後卻蘊含著對原住民的歧視和蔑視。為

什麼原住民總是會遭受到這樣的對待？ 

  而作為國中生，我們深知研究的範圍有限，因此我們將以自己家鄉的部落族人

為對象，進行相關調查和研究。台中一中園遊會的海報事件中出現的「烯環鈉」一

詞，再次提醒我們，種族歧視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在公共場合也能發現。我們希望

藉由這份小論文的研究，深入了解家鄉部落族人在現代社會中所經歷的微歧視現象 

，並將這些經驗紀錄下來。 

  在我們瞭解這個問題的同時，我們也想了解這些問題是否有被媒體報導後有所

改善？因此，我們決定展開這一則小論文的研究，希望能夠為揭示和解決台灣原住

民族群面臨的種族歧視問題貢獻一份力量。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馬遠部落原住民在現代社會中所經歷的微歧視現象 

，並將這些經驗紀錄下來。同時，我們也希望實現以下兩個具體目標： 

（一）瞭解刻板印象對馬遠部落布農族原住民的影響。 

（二）探討微歧視事件對原住民社群成員的影響以及其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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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流程圖 

 

圖一、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法：透過深入研究和分析現有文獻來探討微歧視和種族歧視對原

住民族群的影響。該方法包括廣泛的文獻搜索，包括學術期刊、書籍、報告和網

路資源，以收集關於微歧視現象、影響因素以及相關影響的信息。這些文獻的結

果將用於研究的理論框架建立和問卷設計，以更全面地了解原住民族群所面臨的

微歧視問題。这有助於指導後續研究方向和方法。 

（二）問卷調查法：研究者計劃進行問卷調查，以深入瞭解家鄉部落原住民在現

代社會中的微歧視經歷。問卷包括多個問題，探討他們的經歷、感受和反應，如

是否受過歧視、在何情境下等。調查方式包括網絡問卷、紙質問卷和可能的面談 

。最後，研究者將統計數據，提供微歧視現象的量化信息，以深入瞭解這一議題 

。 

  綜合使用文獻回顧法和問卷調查法，助於研究深入探討原住民族群所面臨的

微歧視問題，並提供實證數據和文獻依據，以支持研究的結論和建議。 

貳、正文 

一、微歧視的定義 

  「Microaggression」這個術語用於描述常見的言語、行為或環境輕視，無論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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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還是無意的，它傳達了對污名化或文化邊緣化群體的敵對、貶低或消極態度。

這個術語是由哈佛大學精神病學家切斯特·M·皮爾斯（ChesterM.Pierce）在 1970 年 

創造的，旨在描述他經常目睹非黑人美國人對非裔美國人實施的侮辱和解僱情況。 

  到了 21 世紀初，「Microaggression」這個術語的使用擴展到對社會邊緣群體的

隨意貶低，包括 LGBT 人群、貧困人口和殘疾人士。心理學家 DeraldWingSue 將其定

義為「由於某些人的群體身份而向他們發送誹謗性信息的簡短的日常交流」。發表

這樣的評論的人可能出於善意，並且未必意識到他們的話語可能對受影響者造成的

潛在影響。 

  當談到內隱的偏見體現於日常言行舉止中時，學者通常使用「Microaggression」

這個術語。值得留意的是，這個術語在中文中有多種翻譯選擇，包括「微歧視」、

「微侵略」、「微冒犯」、「微攻擊」等。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選擇採用「微歧視 

」一詞，經過仔細思考詞義後，我們認為它更準確地傳達了微歧視行為的核心概念 

。微歧視主要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短暫互動中，針對某些族群的特定特質或身份

而抱持偏見，可能表現為敵意、輕視、負面評價，甚至侮辱等各種情況（Sue,2010） 

。 

  CiwangTeyra（2019）指出，即使說者可能沒有惡意，甚至可能認為自己的言行

是出於善意，但如果這些言行讓他人感到不舒服，就構成了「微歧視

（Microaggression）」。長期經歷微歧視的個人，可能會對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例如導致憂鬱症、焦慮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問題。微歧視的概念，是想讓有善

意但還不理解原住民的群體知道，「雖然你不是惡意，但這樣的說法真實傷害到

我」。 

二、種族歧視的定義 

  在《人權字典》中提到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第 1 條的定義，種

族歧視指的是基於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等任何區別，不論其目的或效果

為何，都包括但不限於排斥、限制或給予優惠，其目的或效果是取消或損害人們在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等各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並妨礙其在平等

地位上的承認、享受或行使。 

  而在《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第 4 條則對一切主張特定種族、膚色、人

種具有優越性的宣傳和組織，以及試圖辯護或提倡任何形式的種族仇恨和歧視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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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譴責。這些公約條文旨在促進平等、尊重多元文化，並確保每個人都能在沒有種

族歧視的環境中享有其基本人權和自由。 

三、刻板印象的定義 

  刻板印象的主要特點是人們基於不足或不正確的資訊，對事物和人保持不變且

固執的看法，有時可能還會過度推斷和過度簡化，形成先入之見的評斷。這種現象

指的是對社會中某一特定群體的人，過度強烈地進行簡化、類比、或判斷，通常這

種類型的評價是基於社會或文化中的常見刻板觀念而不是個體的獨特特質。（李美

枝，1987，Basow,1992，劉秀娟、林明寬譯，1996）。 

四、花蓮縣萬榮鄉馬遠部落相關文獻 

  日據期間 1917 年丹大流域爆發所謂「丹大事件」後，日本政府為臺灣殖民地區

長治久安首擬「原住民移住十年計劃書」，1933 年末時即首度啟動集團移住政策，

遷往馬遠部落（鄭安睎，2000）。馬遠部落屬於布農族中的丹社群 Takivatan，部落

位置在於花蓮萬榮鄉行政區，北鄰光復、南鄰瑞穗，本鄉由北而南劃分六村，依序

為西林村、見晴村、萬榮村、明利村、馬遠村及紅葉村（江阿光，2019）。位於馬

遠村的馬遠部落「Bahuan 馬侯宛」分成三個社區，馬遠社區、大馬園社區、東光社

區，在以前其實是三個布農族的部落。目前在在馬遠村的戶籍人口是 1253 人，布農

族佔其中 11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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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花蓮縣萬榮鄉各村里現住原住民人口數 

五、原住民族面臨偏見和微歧視的挑戰相關文獻 

  長期以來，平地人對原住民的看法並不一致，族群之間的偏見時有涌現，這種

情況導致原住民經常感到在人際關係中面臨挑戰，並時常感受到他人的特殊目光。

這些初始印象和固有觀念對原住民仍然產生一定程度的族群偏見和歧視，可能影響

他們在教育、職業和生活等方面的機會，有時甚至阻礙了他們謀求升遷機會，或者

導致他們面臨低薪、過勞、不公平對待等問題。（莊昆祐，2003）。 

  媒體、電視節目或電影對原住民族所塑造的既定印象，以及這些印象如何對馬

遠部落原住民的生活產生微歧視的傷害。媒體所呈現的刻板形象常常讓原住民族成

為誤解和偏見的對象，同時也使一些主流社群認為，對原住民族的玩笑只是無傷大

雅的言詞。如果不能同步調整、翻轉原住民族在主流社會邊陲掙扎溺水的社會結構 

，那再多對個人的指責、對族群的汙名標籤，都無法改善高比例酒精依賴的問題

（Savungaz Valincinan，2020）。 

  每一種文化都富含深厚的底蘊，文化並非理所當然地存在，而是由先人們累積

的智慧，帶領這個民族決定下一步應該往哪裡走。我們學習建立民族自尊進而尊重

文化，不是模仿對方說話，在尾字加上「的啦」，便以為這就是文化（Muni Druluan  

，2019）。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不同族群之間擁有極為不同的生命經驗和歷史創傷，因

此，相同的詞語在說者和聽者之間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觀感。對於受到傷害的聽者

來說，這絕對不是單純的開玩笑。當我們面對陌生的原住民族文化和背景時，無需

過度揣測對方的文化，而是可以以禮貌的方式詢問，原住民族通常會樂意地介紹他

們的家鄉文化（教育部，2023）。 

六、研究結果 

（一）問卷調查結果與意義 

  此次研究採用 google 問卷，採樣數為 116 份，一邊走訪社區協助老人填寫

問卷，同時也多加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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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主題和背景資訊 

 
 

 

  這份問卷調查探討了馬遠部落布農

族原住民在現代社會中的微歧視經驗以

及相關的刻板印象。調查對象是回覆的

布農族人，共有 116 份有效回應，受訪

者的性別分佈相對均衡。年齡分佈涵蓋

了不同年齡段，以反映多代人的經驗。 

刻板印象和微歧視的普遍性 

 

 

  第一題的回答顯示，94.4%的布農族人表示曾經聽說或看到與原住民相關的刻

板印象，表明刻板印象在該族群中相當普遍。第二題進一步列舉了受訪者所遇到

的刻板印象，例如認為原住民都很愛喝酒或很會運動。這些結果顯示刻板印象在

社會中仍然存在並對原住民族群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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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歧視的存在和影響 

 
 

  根據第三題的回答，有 84.5%的受訪者表示曾在社會或個人生活中感受到與自

己身為原住民相關的微歧視。此外，第四題提供了微歧視事件發生的具體情況，

包括受到刻板印象的陳述、歧視性言語、嘲笑或侮辱等。這表明微歧視事件在受

訪者生命中廣泛存在。 

微歧視的時間分佈 

 

  第五題提供了微歧視事件發生的時

間分佈，較高的階段是在 15-18 歲，其

次是 12-15 歲和出社會後的時間。這有

助於理解微歧視事件在不同生命階段的

發生情況。 

影響和應對措施 

 

 

  第六題和第七題提供了關於微歧視事件對受訪者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響，以

及他們采取的支持和應對措施。多數受訪者表示微歧視事件對他們的生活和心理

健康產生了影響，並采取了各種支持和應對措施，如降低自尊心、情感上的困

擾、影響心理健康等。有 80.3%的人尋求支持或是採取行動。 

支持和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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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題提到了受訪者采取的支持或

應對措施，目前以與親友分享經驗最為

普遍，再者是參與原住民社群活動，第

三則是尋求心理健康支持。 

（二）刻板印象對原住民群體現實的影響 

  這項研究提供了深入洞察，顯示馬遠部落布農族原住民在現代社會中普遍受

到刻板印象的影響。根據受訪者的回答，絕大多數人表示曾聽說或看到與原住民

相關的刻板印象。這些刻板印象可能來自多個來源，包括社會、媒體和個人互動 

。儘管這些印象通常不是惡意的，但它們仍然對原住民社群造成了潛在的心理和

社會衝擊。這一發現強調了改變公眾對原住民族群的刻板印象的迫切性，這可以

通過教育、宣傳和文化理解的促進來實現。 

（三）微歧視對原住民群體心理健康的影響 

  這份研究也揭示了微歧視在馬遠部落布農族原住民社群中的存在。根據受訪

者的回答，許多人表示曾在社會或個人生活中感受到微歧視，這包括嘲笑、歧視

性言語、不公平待遇和受到刻板印象的陳述。這種微歧視對受訪者的心理健康產

生了負面影響，並可能對他們的社交關係產生不利影響。這一發現凸顯了對微歧

視問題的迫切關注，以及需要提供支持和資源來幫助受到微歧視影響的個人。 

（四）刻板印象和微歧視的多樣化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刻板印象和微歧視對馬遠部落布農族原住民的生活產生了多

樣化的影響。這些影響包括降低自尊心、情感上的困擾、心理健康問題、社交問

題以及對學業或工作的影響。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許多受訪者已開始采取積極

的支持和應對措施，包括尋求心理健康支持、與親友分享經驗、參與原住民社群

活動等。這些舉措強調了社會支持的重要性，以幫助個人應對微歧視並減輕其負

面影響。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資訊，有助於深入了解刻板印象和微歧

視對原住民社群的影響。這些發現不僅對於改善社會對待原住民的態度和行為有

啟發意義，還對於提供支持和教育資源，以幫助受到微歧視影響的個人有實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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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進一步的研究和倡導工作可以幫助促進更包容和平等的社會。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原住民面臨微歧視的感受和應對方法 

  當原住民面臨微歧視時，他們往往感到受傷和不自在。我們需要以同理心去

理解他們的感受，並陪伴他們討論應對歧視的方法，同時協助他們建立與原住民

學生社群的聯繫，以獲得同儕支持。然而，需要牢記每位學生在面對歧視時可能

並無足夠的能量作出回應。對於那些有足夠能量回應的同學，我們可以鼓勵他們

思考更深入，明白刻板印象或偏見言論通常源於對原住民族的不了解。 

  當面對這種情況時，原住民學生可以以較委婉的方式解釋微歧視的概念，告

訴對方，若是對原住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感到好奇，可以以更適當的方式提問 

。重要的是，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促進對話，增進社會的理解和尊重 

，進而減少微歧視現象的發生。 

（二）刻板印象對原住民族的影響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深入探討了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這些刻

板印象在馬遠部落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中投下了陰影。這些印象包括了「原住民都

很愛喝酒。」、「原住民都很愛喝酒。」、「原住民唱歌跳舞都很強。」、「你

好黑喔，你是原住民嗎？」、「你應該會講一些原住民的語言。」、「原住民有

補助又有加分。」、「原住民都住在山上。」、「原住民的孩子應該都懂得打

獵。」、「口語化的：的啦！」、「原住民應該都信仰傳統宗教。」。 

  這些刻板印象雖然可能源於善意的想法，但它們常常對原住民族造成了誤解

和偏見。我們必須認識到，原住民族不是一個單一、單一維度的實體，他們擁有

多樣的生活經驗和個人特質。這些刻板印象不僅對個體的自尊心和身份認同造成

負面影響，還影響了整個社會對待原住民的方式。因此，我們的研究旨在深入瞭

解這些微歧視現象如何影響馬遠部落原住民的生活，並提出改善和消除種族歧視

的方法和建議，以實現更公平和包容的社會。 

（三）超越刻板印象：尊重個體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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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原住民和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一樣，都是獨立的個體，擁有獨特的

生活經驗，因此具備多樣的個人特質。要真正友善且尊重地對待原住民族，我們

需要超越刻板印象，不隨意將「原住民應該是怎樣的」框架套用到他們身上（郭

柏均，2019）。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看到更多原住民展現出的無限可能性，這是

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啟示。 

（四）實現真正的正義：正視差異 

  唯有正視彼此的差異，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Young,1990/2017）。長期以來 

，原住民族群一直遭受著歧視和偏見，他們在政府政策和社會體制中處於較弱勢

和邊緣的地位。如果社會對差異漠視不顧，這將導致社會文化階層的再製，使主

流文化變得更強大，邊緣文化變得更脆弱，進一步加劇了原住民族群在台灣的困

境。然而，承認彼此的差異並不是要製造對立，而是要尊重各族群之間的文化多

樣性，接受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文化方式。這不再依賴於一視同仁的

平等觀念，而是要讓差異本身成為政治運動的一部分，而非不切實際的消除差異

的理想（董秀蘭，2009）。 

  因此，否認差異的真實存在，不僅會使非主流文化者一直處於弱勢邊緣，還

會加深 Young（1990/2017）提出的五大壓迫型貌：剝削、邊緣化、無力感、文化

帝國主義和暴力，進一步壓迫原住民族群的權益，摧毀了原住民族群豐富多彩的

文化內涵，使其珍貴的文化遭受威脅。 

二、研究建議 

（一）擴展不同原住民族群微歧視經驗 

  目前的研究僅針對馬遠部落的布農族人，所以範圍較小、數據也少，下次再

進行研究會再擴大研究範圍，包括不同原住民族群的微歧視經驗，這可以幫助我

們更全面地瞭解不同族群所面臨的挑戰和困境，並促進跨族群的對話和理解。同

時間也可以進行不同地區，可能存在不同的微歧視情境，研究不同地區的原住民

社群，以深入瞭解地理位置對微歧視的影響。 

（二）研究媒體對原住名刻板印象塑造 

  在實際發問卷和族人訪談時，族人們有表示和人很多都是在新聞、影片來認

識原住民，所以帶著刻板印象來和他們交友，但族人表示那並非是現實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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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次會更深入的進行媒體分析，瞭解媒體如何塑造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包括

電視、電影、廣告和新聞報導等不同媒體形式。並且在學校提倡媒體教育，幫助

公眾更好地理解媒體如何影響他們對原住民的看法，並提供工具和資源，以培養

媒體識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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