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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
台灣歷史博物館（以

下簡稱台史博）今年3
月21、22兩日於館內展示教育大
樓圓形劇場，舉辦「族群歷史、

文化與認同：台灣平埔原住民」

國際學術研討會。此一研討會乃

配合台史博於3月22日開幕的「看
見平埔：台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

化特展」而舉辦。此次研討會邀

集國際上從事平埔研究、南島原

住民研究的專家、學者計21位，
分成8個場次進行交流討論。會議
議題含括平埔原住民與國家之間

的關係、原住民的國際比較研

究、族群歷史的書寫、物質文化研究等主題，

另也特別觸及有關當代平埔原住民推動族群正

名與文化復振的歷程之討論。

平埔社會的轉變

第一場次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柯

志明特聘研究員、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主任

康培德教授以及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李瑞源博

士候選人發表論文。3篇論文皆觸及了國家及統

治者的管理作為，如何影響平埔社

會的轉變，同時也回到平埔社群的

內部，觀看面對國家的統治管理

時，原住民如何回應。

第二場次則開始針對台灣特定

地域的平埔社群變化，進行探討與

界定，發表人為崑山通識教育中心

陳秀卿副教授，及國立台灣歷史博

物館研究組石文誠助理研究員。兩

人各自針對台南及屏東沿山地區的

平埔社會做討論，皆觸及了當地平

埔原住民社群與鄰近村落，及與不

同族群間的互動關係。

擴展至海外的平埔研究視野

第三場次論文的主要焦點，在於日本對

平埔族群文物、標本的收藏及研究分析。發表

人為台東大學音樂學系林清財副教授、日本天

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學藝部海外民族室學藝

員吉田裕彥先生，以及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野林厚志教授。

第四場次的論文，將平埔研究的視野，從台

灣自身的研究場域，擴展至東南亞、大洋洲的原

族群歷史、文化與認同：台灣平埔原住民 
國際學術研討會

文．圖︱石文誠（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の歴史・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台湾平埔原住民」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thnic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 Taiwan’s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原教界50-print.indd   92 2013/12/11   下午10:36



93原教界2013年4月號50期

Aboriginal Education Conferences原教會議 原教会議
「族群歷史、文化與認同：台灣平埔原住民」國際學術研討會

北海道大學愛努．原住民研究中心於2012年12月9日進行冬季國際研討會「台湾原住民族政策の理念と現状」議程。
（圖片提供：北海道大學愛努．原住民研究中心）

住民研究視野。發表人為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

學學院亞洲研究助理教授雲昌耀、中央研究院亞

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梁志輝助研究員，以及樹谷

生活科學館典藏組陳玉苹組長。原住民自我與他

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原住民與國家、認同之間的

複雜糾葛，成為本場次討論的重要焦點。

開展平埔研究的可能性

第五場次發表人為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胡家

瑜副教授及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陳芷凡助理教

授。兩篇論文各自透過「文物」與「影像」的

解析，使得平埔的研究藉由不同媒介的觀照與

映現，開展出不同面向的可能性。

第六場次論文的研究焦點，回到現今平埔

研究的綜觀與若干課題的分析探究。發表人有

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溫振華教授，以及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翁佳音副研究員。兩篇論文

試圖在舊有的平埔歷史學研究議題上，提出新

的解釋面向與更進一步的探討。

從歷史追尋到現況發聲

第七場次與第八場次的論文，發表人身分

除為學院內學者外，亦包括致力於平埔社會運

動的發聲者，以其研究者與行動者的立場，討

論平埔文化復振及其歷史正義的問題。發表人

包括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的潘朝成（木枝‧籠

爻）講師、政治大學民族學系陳文玲助理教

授、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鄧相揚助理教

授、興國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謝國斌主任、

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段洪坤理事長、高苑

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簡文敏副教授等人。

從歷史事實的追尋與探究，文物的探查與

分析，至現今社會、族群境況的介入和發聲，

兩天的論文發表跨越了平埔從17世紀迄今的時間
向度，也從東南亞以及大洋洲的原住民研究視

角，擴展了平埔研究的空間經緯。此次會議的

發表論文，也深刻展現了平埔研究方法學的多

方嘗試與跨界，不同人文、社會學科的視野融

鑄，讓台灣的平埔研究，擁有更多闡述的角度

與多向開拓的觀點。

第七場次與第八場次的論文，發表人身分除為學院內學者外，

亦包括致力於平埔社會運動的發聲者，以其研究者與行動者的

立場，討論平埔文化復振及其歷史正義的問題。

「族群歷史、文化與認同：台灣平埔原住民」

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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