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原教界2017年12月號78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有關
原住民族舊社、聚落、建築的學位論文，

共有70篇。以民族別為研究對象，探討最
多的是排灣族，共有16篇；第二多的則為雅美族（達
悟族）及整體原住民族，各有10篇；第三多為魯凱
族，計有9篇。有部分論文則是跨民族的研究，像是
「巴賽族、噶瑪蘭族」、「泰雅族、布農族」、「排

灣族、魯凱族」。

年代的分布

第一篇舊社、聚落、建築相關的論文始於1977
年，為政大邊政所楊仁煌碩論《變遷中的薄薄阿美族

社區》。4年後才有第二篇相關論文，為成大工程技
術所黃俊銘碩論《排灣族北部型住屋變遷之研究》。

1980年代有5篇論文產出，其中建築所就佔了4篇。往
後舊社、聚落、建築的論文逐漸增多，1990年代幾乎
每一兩年都有1篇相關畢業論文，共有18篇，其中建
築相關系所就佔了15篇。2000年之後舊社、聚落、建
築的論文持續成長，每年至少產出一篇論文，共有28
篇，其中只有1篇博論。到了2008年論文產出高達6篇
之多，是此議題產出最多論文的一年。2012年也達到
6篇，且往後每年皆有一篇畢業論文，但到了2016年
後就中斷了。

綜觀論文年代的分布，舊社、聚落、建築的相關

論文於1970末期發端，並於1980年代逐漸增加。1990
年到2000年大幅成長，儼然成為熱門的論文題目趨

勢，2010年代之後數量緩
緩下降但仍有一定數量持

續書寫此論文主題。

各院校各系所的研究

1977年至2017年以舊
社、聚落、建築為論文題

目，最多的系所為建築相

關研究所，如建築所、建

築與都市防災所、建築與

古蹟維護所、建築與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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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社、聚落、建築議題 民族別論文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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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社、聚落、建築

計畫學系等共有15系所，總共計有39篇；第二
多的產出系所則為民族學、人類學相關系所，

包含人類學所、民族所、考古人類所、社會人

類學所、邊政所等等，共計有5所，論文共計
有7篇；第三多的則為文化相關系所，包括公
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所、民俗藝術所、鄉

土文化所，以及台灣文化所，共有4篇論文；
第四多的則為設計相關系所，如室內設計所、

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及應用設計所，共有3篇
論文。另外，農業工程管理系所有3所，產出4
篇論文；地理相關系所則有2所，產出2篇論
文；區域發展所有1所，則有2篇論文。其他如
文化產業、土地、工程、水土、電子工程、人

類發展、成人與繼續教育及傳播的相關系所皆

為1所，且有1篇論文。綜觀撰寫舊社、聚落、
建築論文系所，以建築相關系所為大宗，論文

則佔整體數量的55.7%，次之為民族學、人類
學相關系所，佔整體論文10%；再次之為文化
相關系所，佔論文數量的5.7%。

指導教師分析

從此領域的指導老師來看，以東海景觀學

系關華山、逢甲建築系郭永傑指導最多篇論

文，各指導7篇論文，佔全部論文的33.4%。次

之為成大建築學系徐明福指導4篇論文，佔論
文總數9.5%。從上述資料顯示，舊社、聚落、
建築相關論文指導老師多為建築與景觀相關系

所的教授。

研究主題的分析

綜觀所有原住民族議題3,413篇的學位論
文，舊社、聚落、建築相關的論文卻僅有70
篇，佔全部論文的2.05%。整體來說，研究此
領域的論文十分匱乏。此議題的研究從1970年
代末萌芽，1990年到2000年間蓬勃發展，到
2010年代之後逐漸下緩，但有一定的論文數
量。論文主要為建築相關系所產出，但若有民

族學相關觀點，相信能補足更多文化層面探

討。此外，此領域的討論大多環繞在三個民

族，分別是排灣族、魯凱族、雅美族（達悟

族），主要原因為部落保存相對完整與有清楚

的範圍，成為此研究的趨勢。未被研究的其他

民族，成為研究的空白領域，有待開拓。綜觀

上述資料，舊社、聚落、建築的相關論文僅

2.05%，與保存有很大的關係。歷經風霜的建
築與聚落，難以修復到過去的完整的狀態，在

研究上十分有限，於是缺乏研究成果極為可

惜。因此期待舊社、聚落、建築尚未全部消失

之前，能多納入民族學與人類學的視野，讓其

學科發揮功效來幫助民族遺產的保存與充實此

議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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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克族，台北市人，1991年
生。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碩士班。為《奇異世界：賽德

克傳說d n d i l a n u t u x:  k a r i 
pnsltudan Sediq》繪本英語譯
者；另參與原住民族語初級教

材《生活會話篇》〈賽德克都

達語（上）、（中）、（下）〉繪圖。希望透過學習深

入探討原住民族議題，未來能為自身民族貢獻一份心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