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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

是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

辦，暨南國際大學人類所、歷史系協辦，會前

並舉辦為期2天的實地踏查活動，針對三義、東
勢、神岡、埔里、霧社等中部沿山地區，進行

多元族群與聚落的實地踏察，共有29位師生參
與。6月19-20日召開正式會議，包括2個專題演
講、6個場次，共有15篇論文。分別針對族群認
同、聚落發展與經濟活動、邊區秩序、信仰文

化等議題進行討論。

第二屆 
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

文‧圖︱鄭螢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沿山研究小組助理）

第二回沿山地区の集落と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に関する学術シンポジウム　
The 2rd Symposium on Communities and Ethnos by Mountains

中研院台史所謝國興所長主持開幕式，左為李廣健主任，右為潘英海主任。

族群關係與沿山聚落發展

第一天的專題演講由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劉益昌研究員，以「文字、口傳與地下資料」

為題，進行口傳、文獻、考古資料與族群關係

研究的演說。上午場次由台史所翁佳音副研究

員、政大民族所博士候選人簡史朗發表論文，

討論歷史文獻中的族群分布、漢番關係。下午

則由政大民族系副教授王雅萍、清大博士後研

究陳麗華發表論文，分別關注泰雅、賽夏，以

及福佬、潮州等族群的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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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場次由政大民族系博士鄭安睎、牛津

大學東方研究博士林欣宜、高雄師範大學台灣

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助理教授吳玲青、中

央大學歷史所李力庸教授，探討高山原住民聚

落研究方法論、竹塹沿山地區農墾經濟活動、

鳳山八社社課、戰後山地農業政策等攸關沿山

聚落發展與經濟活動的課題。

透過比較研究 表達學術關懷
第二天的專題演講，由社會學研究所柯志

明特聘研究員闡述清代番界政策下，國家權力

與屯番保留區的空間秩序問題。上午場次由本

院台史所曾文亮助研究員、廣東嘉應客家研究

院蕭文評研究員、本院台史所洪麗完副研究

員，分別討論日治時期蕃人（高砂族）土地所

有權、廣東大埔縣白堠村的族群變遷、清代濁

水溪中游撫番租、「防番信仰」和邊區秩序形

成的關係。該場次將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研

究經驗，如廣東沿山的研究個案，及清代、日

治時期沿山邊區的國家治理與社會秩序等納入

討論，反映主辦單位對不同政權性質統治下的

邊區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術關懷。

下午場次則由嘉義大學史地系陳美鈴教

授、暨大人類所梅慧玉助理教授、高苑科大通

識中心簡文敏副教授，就漢人的民間信仰、原

住民的信仰文化等議題，以嘉義山區地基主、

埔里廟壇普查、恆春半島八寶公主和解儀式、

噶瑪蘭新社部落社人疾病與身體歷史關係等為

個案進行報告。

異學科對話 更勝跨學科整合
最後一場「綜合座談」，由沿山研究召集

人洪麗完副研究員、廣東嘉應學院蕭文評研究

員、暨南國際大學人類所梅慧玉助理教授擔任

引言人。蕭氏表示兩岸的區域研究，無論在田

野文獻或跨學科比較方面，都有其相似性。基

於對區域研究長時間歷史變遷與族群互動的關

注，他認為兩岸學界的合作或區域比較的研究

將有其重要性及意義。

梅氏指出，無論從議程的安排、發表人的

學科背景，均展現出沿山研究強調跨學科合作

的企圖。但研究者仍較關心自身學科，而與會

學生缺乏參與討論的熱情，值得改善。洪氏回

應指「跨學科知識的運用，應來自於研究者本

身的需求。且研究者對於不同學科的訓練應採

取尊重的態度。」她並認為「研究者在採借異

學科知識開拓自己的視野之餘，應避免落入理

論的圈套。」

其次，洪氏也認為比較兩屆沿山學術會議

的延續與擴展，在研討議題上增加了經濟活

動、族群信仰，也開始重視不同地域間環境相

似或具相同歷史經驗的交流。這代表沿山研究

的內涵逐漸豐富，研究取向也趨於多元，將有

助於對台灣沿山邊區社會面貌的釐清。此外，

關於淺山、內山環境史、山海之間族群的互

動、貿易活動等議題，洪麗完認為仍有發展的

空間，也希望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

從沿山實地踏查至學術會議，顯示主辦單

位一方面期待研究者保持學科開放的態度，運

用田野與歷史文獻結合的研究方式，深化台灣

沿山邊區複雜的族群關係、社會經濟網絡與多

元文化的現象；另方面企圖比較研究各國不同

邊區，冀能對台灣沿山邊區歷史有整體性的認

識。最後，此次會議在中央研究院台史所謝國

興所長主持閉幕式，強調「不要希冀學科整合

的成功，而是要重視異學科之間的交流與對

話，並且要將歷史概念置入跨學科的脈絡

中」，圓滿落幕。

第二屆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發言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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