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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追新重於念舊當追新重於念舊

時代不停在改變，新事物的推陳出新總是伴隨著舊時代的沒落，每每談到傳統與現代在現今社會

中的存在關係，總是不免俗充滿著矛盾，以及不得不面對的取捨。我們似乎都知道傳統正在流失

中，並且在未來只會加遽這樣的走向，但我認為對於傳統文化而言，最大的危機其實不是我們的

無能為力、無可奈何，而是對於傳統消失的現況「無感」。

在日復一日規律的生活裡，的確很難特別感受到傳統與現代間的拉扯，應該說我們幾乎完全生活

在充斥著現代化事物的社會環境裡，而對於傳統消逝的任何體認或自覺，可說是微乎其微。每天

習以為常地接收大眾媒體所傳遞的主流文化，嘗試吸收種種流行文化的資訊，以便跟上社會變遷

的脈動，這似乎是現代人的固定生活模式。

尤其在這種快速多變的資訊爆炸時代裡，我們往往病態式地想接收最新、最快的消息，就如同不

斷刷新的社群網站動態，即時更新的新聞訊息。總是會有最新的、未知的資訊，等待我們查看，

事實上這早已構成一種無意識的反射行為，而仔細想想這樣的過程其實令人焦慮。於是在新的事

物變化過快以致難以全盤掌握的生活裡，誰會停下來看看那些舊的呢？說來諷刺，我們總是沉溺

於追求五分鐘、十分鐘的最新時效，而僅少把心思放在那些經由傳承延續而留存數十年、百年的

舊事物中。

傳統與現代之間總是充滿矛盾，在迅速求新的過程裡，

試著抓住舊有的事物。（圖片來源／nipic網）

逐漸殞落的傳統逐漸殞落的傳統

過去一年的假期裡，有機會能夠兩度走訪蘭嶼，在這過程當中帶給我不少衝擊。雖然蘭嶼是台灣

的一部分，但是畢竟小島上的社會風情與台灣島太不一樣了，讓我有機會能夠跳脫原本麻木的生

活環境，感受當地不一樣的社會氛圍。或許是因為蘭嶼特殊的地理環境位置，以至於相對台灣本

島，現代化的事物較晚觸及到蘭嶼島上；也或許是蘭嶼達悟族的民族性，使得傳統的文化、信仰

與價值，在現今蘭嶼人的生活中仍然清晰可見。於是在蘭嶼我強烈感受到傳統與現代間相互交織

而成的複雜與矛盾。

了解一個特定民族的文化背景是有趣的，尤其他們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時常與生活緊密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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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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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蘭嶼這個小而美的社會型態中，他們依循著傳統，彼此環環相扣一脈相傳至今。不論是無形

的傳統習俗、信仰、價值觀念，或是實體的建築、船隻、工藝技術，都讓我覺得小島上的傳統具

有獨特的代表性，是珍貴且不可取代的重要文化資產。

儘管如此，文明與充沛的外來物資最終還是透過各種傳遞管道，延伸到蘭嶼島上。於是現代化的

物質進入後，逐漸改變了蘭嶼人的生活方式，當然也使得所謂的「傳統」開始受到動搖。若要探

究背後複雜的結構因素，實在必須牽扯到很多面向，而我特別想傳達的是，在這樣社會變遷的脈

絡中，我看到的是蘭嶼年輕人面對傳統與現代交織的生活時，自我解析與自我定位下的矛盾情感

，他們一方面嚮往現代化的物質生活，卻又覺得傳統的根絕不能斷，於是開始不斷地拉扯、遊走

。

如何在現代化不斷入侵的情況下，延續珍貴的部落傳統文化特色，而自己又該在蘭嶼社會中扮演

什麼角色，是蘭嶼年輕人正面對的問題。那麼台灣年輕人呢？回程後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傳統

與現代的拉扯在單純封閉的部落民族中特別突顯，但這樣的衝擊並不僅限於蘭嶼社會，事實上台

灣各地的傳統技藝、音樂戲曲以及民俗文化，也都在面臨流失的危機，然而台灣年輕人有意識到

嗎？

當你置身這條時代長廊中，為得是觀光、娛樂、遊玩，

還是打從心裡向傳統文化跨出第一步？（圖片來源／傳統藝術中心官網）

尋找不存在的　根尋找不存在的　根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年輕人，從小就生長在現代化的都市中，對於某些充滿在地性的民俗文化，或

是鄉間同樂性質的街頭戲曲表演，可說完全沒有機會接觸。這些傳統的表演與文化，本來就不屬

於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難怪當中會產生嚴重的脫節。我們從小在西方流行文化的灌輸下長大

，喜歡聽歐美國家的搖滾流行音樂，嚮往學習來自西方的樂器，對外國歌手來台開唱瘋狂不已。

而對於台灣傳統音樂及戲曲不甚了解，甚至完全喪失興趣，好像那些關乎傳統的，總是被認為是

充滿台式土味的、與我不相干的次等文化。這是我必須深刻反思的部分，同時也必須說這是台灣

傳統藝術領域所面臨的難題。

年輕人與傳統文化間存在著鴻溝，這並非單純透過課本上的介紹，或是相關電影戲劇等中介得以

填補的，透過活動、表演藝術的推廣，能夠使傳統技藝文化能有更多「亮相」的機會，但是長久

以來的發展，使得它在強勢的主流文化中趨於邊緣化，成為小眾的、限於特定時空的，又或是曲

高和寡的象徵。畢竟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佔據的部分微乎其微，想要藉由各種形式喚起逐漸消逝

的傳統意識，實在非常不容易。

細數我在生活中得以接觸到的傳統技藝或音樂戲曲，簡直少之又少，除了偶爾在流行歌曲中聽到

的傳統戲曲元素，或是假期到觀光勝地傳統藝術中心，勉強感染一些傳統氛圍，事實上我對這些

傳統元素仍然缺乏強烈的主動性，更別提深入的了解了。這就是我認為當傳統面對現代化衝擊時

，最大的危機並不是難以避免的消逝，而是年輕人對於這種文化流失的過程，絲毫沒有任何感覺

。

我常在想這些珍貴的傳統民俗文化，如今似乎淪為一種符號性的象徵，我們僅僅知道它是代表台

灣的特色之一，卻對於整體的文化意涵一知半解。當我們承載大量西方流行資訊的同時，難道不

該停下來思考，究竟屬於這個小島的文化特色為何？蘭嶼孩子在時代的變動之下矛盾掙扎，但我

們卻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理所當然地看著傳統消失殆盡而無感。

很多人會說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同時，我們應該在傳統文化裡尋根，才能延續、傳承，甚至以另一

種形式再現文化，只是尋根的概念恐怕不是找回根本那樣簡單了，因為對於很多人而言，「根」

向來沒有存在過。先得認識才能接觸，接觸後才能深刻，深刻感受後才有資格談傳承與復興，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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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藉著音樂的力量，使
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並以尊
重的態度看待生命。

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斷層，絕對需要年輕人充分意識，並且投以關注。我們無法掌握在時代的變

動下，任何事物將會如何改變，但至少，給自己一個掙扎的機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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