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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主辦的第三回台日原住

民族研究論壇，在8月26∼27日

於政治大學展開。此次論壇以

1天半時間，進行了3場論文發

表與1場主題座談。

物質文化與社會

第一場「物質文化與社

會」，主持人為劉益昌，4位

發表人分別為野林厚志、陳

文玲、林麗英、吳昱瑩，討

論人是李子寧。此場發表內

容所探討的，除包括戰前戰

後原住民族家屋改善的比

較、為凝聚族人共同意識所

進行的小米復育計畫外，在

野林教授的研究中，更試圖

以原住民族社會中創作的工

藝品為例，探討物質文化在

不同民族之間的關連性。而

陳文玲教授從目前國內外有

關平埔文物收藏展示現況分

析中，則指出當物質文化成

為靜態展出的物品時，其使

用者、功能等既存於原有社

會的脈絡，都可能因片斷的

紀錄或記憶，造成在鑑別、

收藏價值的了解、解說上的

錯誤判斷。

歷史與文獻

第 二 場 「 歷 史 與 文

獻」，主持人笠原政治，3位

發表人有中村平、大浜郁

子、鍾興華。討論人為紙村

徹。本場發表內容主要以史

料或已出版的文學作品、學

術研究為文本，重新檢視歷

史事件、殖民概念的轉變與

家屋名制結構及命名法則。

在本場次，提問最為熱烈的

應屬大浜郁子從不同於官方

檔案的紀錄中，探討牡丹社

事件發生的其他可能性說

法，由於與會者不乏深入了

解相關事件的排灣族或研究

者，對於發表人的論述，更

是持不同立場，而進行一段

「口碑」與「文字」的交鋒

對談。

原住民政策與學術研究

第三場為主題座談「原

住民政策與學術研究」，此

場共邀請6個單位，分別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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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長、教育部國語會曹逢甫主

委、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蔡

中涵理事長、日本順益台灣

原住民研究會宮岡真央子准

教授、嘉義大學台灣原住民

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洪進

雄主任、台灣小林平埔原住

民族文化重建協會林清財教

授。引言人分別就其組織本

身的成立背景、編制情況、

推動事項、研究成果等做一

介紹。讓本次論壇不僅是學

術成果的發表，也對目前原

住民在族語教育、生活環境

上遇到的困境提供一了解的

機會與討論解決辦法的平

台。

變遷與適應

到了第二天的會議，僅有

1場論文發表，主題為「變遷

與適應」，由清水純擔任主持

人，發表人共4位，為伊藤順

子、王雅萍、官大偉、石丸雅

邦。討論人是林志興。本場發

表內容亦相當多元，其中兩篇

以泰雅族為中心，分析該族的

口承文化——朗唱，與Gaga的

空間性。另外，亦有王雅萍

教授透過對政大原住民學生

背景分析，試論他們受教育

經驗與學校可提供的就學適

應系統，對在場研究者試圖

了解原住民族未來菁英提供

一直接認識的途徑。

又，場內引起討論的還

有石丸博士後研究所發表的

琉球人理蕃警察職員，研究

中試圖釐清沖繩出身的警察

之內部差異。其後，對沖繩

與台灣關係有深入研究的黃

智慧教授，指出歷史材料使

用上不可不注意的年代與引

用問題，與會者分別以「島

外」、「島內」的不同研究

立場，交換意見。

族內族外觀點的對話平台

延續自2008年以來已連

續舉辦兩屆的台日原住民族

研究論壇，本次會議規模雖

較為精簡，仍不失其「為逐

步建立原住民族研究的對話

場域」的本意。會議期間，

「舊雨」未減，而來自國內

各大學的原住民族中心、民

族學人類學相關科系的學者

專家、以及本民族人士的

「新知」亦有增加。台日雙

方透過交流，對於原住民族

研究的發展，從採蜂到養蜂

的前景，族內族外觀點相互

對話，已儼然成形

論壇進行情況。 「變遷與適應」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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