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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萱萱，父親是鄒族原住民、母親是閩南與客家混血，嚴格

說來應該是半個原住民的她，卻以做為一個百分之百的原住

民為榮。

鄒族原住民只有七千多人，其中純種沒有混血的鄒族原住民

更是少數，只有兩千人。七千人有多少？可能不及一所大學

的所有學生，卻是鄒族原住民的全部，在已經是弱勢的原住

民族群中，鄒族可以說是弱勢中的弱勢，「我們只會越來越

少，原住民不可能永遠待在山上，我們到了平地和其他族群

混血，社會卻沒有真正接納我們。」

 

圓滾滾的活寶圓滾滾的活寶—大圈大圈

綽號「大圈」的鄭萱萱，目前就讀淡江大學教育與科技學系三年級，有著原住民的深遂五官、討

喜的圓滾滾身材，「大圈」這個綽號可能就是由此而來，「不要看她這樣，其實她很靈活！」一

旁的友人驚恐地說「高中我和她測一百公尺，剛開始發現跟她一組還覺得『唉呀！至少有人陪我

跑最後』，沒想到老師一鳴槍，她簡直是『草上飛』，咻一下地就衝出去了！」或許每個認識鄭

萱萱的人都會同意：「認識鄭圈以後才徹底了解何謂『驚奇』，」鄭萱萱的好友徐詩喬說「她還

曾經為了免費進場參觀『信不信由你博物館』，在我面前輕而易舉的用舌頭舔鼻子（據說表演這

個動作就能免費參觀），進場前她還悻悻然地說：『啊這不是每個人都會嗎？』」

 

高中參加康輔社的鄭萱萱，可以說是朋友眼中的活寶，時常

可以在學校的表演舞台上看到她豐富的臉部表情、誇張的肢

體動作，圍繞在她身邊的則是不曾間斷的笑聲，在朋友眼中

她不但帶來歡笑，也是個時時照顧別人的「好男人」，喜歡

幫助別人、為朋友打理大大小小的雜務，有時她是個可以幫

你搬家的好工人、有時她又是個廚藝精湛的廚師。看似樂天

的她似乎沒有煩惱，「可能是我自己個性的關係，我很少察

覺別人對我有什麼偏見，哈哈哈…也可能是我太愛出風頭了吧

，總覺得世界繞著我轉。」雖然嘴上這樣說，談起她的「原

住民」身分，她的眼眶卻還是有些紅紅的。

 

原住民就該加分嗎？原住民就該加分嗎？

鄭萱萱高中學測的分數本來就不低，經過加分後總分更高，讓她上了新竹縣市的第一志願「新竹

女中」。談到加分，鄭萱萱好像早已有所準備似地侃侃而談，「上了竹女，大家就覺得我還不就

是靠加分而錄取的，很多上第二、第三志願的好朋友，會半開玩笑地說出傷人的話，當時我覺得

很難過。」原住民加分制度始終受到許多人質疑，為何大家坐在同一間教室上課學習、同樣住在

都市裡，大考來臨時原住民卻可以加分，鄭萱萱提到她有許多只有媽媽是原住民的朋友，等到要

考試時才去改媽媽的姓，為了加分換成原住民身分，或許因為這樣才讓人覺得她們是利用原住民

的身分作為換取分數的工具。 

 

她不認為加分制度是一種「安撫」原住民的手段，「對我們來說，這是一種補償。你把我們的爸

爸媽媽都逼去山上做工，自己在坐辦公室！」鄭萱萱的父親是營造工人、母親是家管兼職保母，

工人之於原住民好像是個理所當然的搭配，對原住民來說卻是被壓迫的最佳證據，他們被迫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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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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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鄭萱萱與爸爸、爺爺、奶奶的合

照，鄭萱萱常炫耀他爸爸很像影星

布魯斯威利。 照片提供／鄭萱萱

 

漢人不願意做的工作，卻還被社會、媒體貼上「好吃懶做」、「不務正業」的標籤，漢人帶來了

自己習慣的「考試制度」、「競爭心態」，原住民沒有選擇

權，只能照著漢人的「遊戲規則」生活，鄭萱萱說「原住民

的本性是樂於分享的，我們是希望大家一起好的族群，很少

去計較、競爭。」原住民的傳統也教導他們要以自己所擁有

的為樂、要懂得知足，而不是掠奪、爭取或為了自身利益壓

迫他人，「我們常常會想『有這個很好啊，就夠了』，這大

概也是為什麼媒體認為我們是懶散的一群。」

 

原住民兒童的處境原住民兒童的處境

鄭萱萱的母親在考取保母執照以後，無意中接觸到家扶中心

的孩子們，雖然補助費比起一般保母費低，她的母親還是決

定幫助這些被丟棄、受家暴的孩子，所以鄭萱萱的家中總有

一到兩個寄養孩童。她表示自己還在上國中時根本無法接受這些小孩，曾經為了寄養的事情和母

親起過很多爭執，當時她認為寄養的小孩很沒有家教，偷東西、說謊、打同學對他們來說是司空

見慣的事情。鄭萱萱想起曾有一對不到五歲的寄養兄弟，在大家面前模仿起拋棄他們的母親的私

生活，兩個還沒上小學的小男孩竟然就這樣脫了衣服抱在一起，哥哥還跟弟弟說：「你叫我哥哥

，我叫你妹妹」。

「當時我很傻眼，其實還有更誇張的行為。家裡帶這些孩子快十年了，前五年我根本無法用憐憫

的心看待他們，因為我無法接受為什麼會有這樣沒家教的小孩。」隨著自己上了高中、大學，經

過幾年的思考，鄭萱萱發現小孩其實也是受害者，他們從來也沒有一個像樣的家，怎麼會有家教

，她覺得自己當時氣的是那些不負責任的父母，為什麼可以將孩子就這樣丟了不管。鄭萱萱也很

沮喪地發現，曾在她家寄養的問題兒童中，絕大多數是原住民，她覺得原住民問題確實存在，但

是需要重新被教育的不是原住民，而是擁有偏見的漢人和媒體，真正出錯的不單單是原住民，應

該是整個社會。「小孩子就是一張白紙，社會給他什麼他就呈現什麼」，比起捐錢，真正伸出援

手去幫助他們才是最有效果的。

當她被問到希望原住民被怎樣看待才算最好？她很有自信地說：「我以身為原住民為榮！我不會

期望別人要怎麼看我們，重要的是自己怎麼努力，不要被刻板印象套住。」她很高興看到原住民

的很多才能像是歌唱、體能，這幾年慢慢被重視，她興奮地指著電視上12月7日晚間歌唱節目「

超級星光大道」上最小的參賽者說：「快點看！楊宇哲是我姪子喔！」

看著電視上唱著歌劇的九歲小男孩，或許就像鄭萱萱所說的一樣吧，不管是不是原住民，身為人

最重要的不就是做好自己，為自己的所有可能全力以赴？或許鄭萱萱沒說出口的期待應該是：每

個族群、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才能、特質，放下成見接納他們，你會發現差異中的共同點是一顆同

樣需要被尊重的心。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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