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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於2014年
10月12日在政治大學召開，「台

日論壇」為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每年度邀請

「日本台灣原住民研究會」研究群來台，針對近

年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現況，彼此切磋對話的學術

交流會議，迄今年已7度舉辦，為台日持續穩定的
交流平台。今年度論壇共安排1場次專題演講，3
場次論文發表，及1場次綜合座談，共有11篇論文
進行發表。

從原住民影像看日治時代如何進行民族形塑 
這本次論壇邀請美國賓州拉法葉學院Paul D. 

Barclay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The Birth of 
“Primitive Society”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Picture Postcards, Ethnogenesi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原始社會」生於複製技術時代：日本時代

的風景明信片、民族形塑與原住民族）。Paul D. 
Barclay教授透過日治時代的照片及明信片中的原
住民族影像，觀察探討日本殖民政府如何形塑

出原住民族的既有印象，樹立原住民族與平地

人的民族差異進而分治管理。與會的政大民族

學系陳文玲教授認為Paul D. Barclay教授用新視角

來解讀舊材料，延續致今的民族認定議題也能

從史料上看到軌跡，非常具有啟發性。

台灣原住民族的博士論文研究回顧與展望

第一場次，都留文科大學比較文化學科山

本芳美教授蒐集整理以台灣原住民族為研究主

題的日本博士論文目錄，針對研究者及研究主

題分類，並進行初步分析與概況介紹。台灣部

分，則是原住民族新科博士的成果展示，由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本年度5位原住民族博士，分別
為賽德克族的伊萬納威，以及排灣族的鍾興

華、尤天鳴、童信智、葉神保介紹論文內容。

政大民族學系張中復主任為本場次主持人，引

言中也提及由原住民族本身進行原住民族研究

者日益增加，新興博士輩出，對原住民族研究

寄予厚望。

台灣原住民族的物質文化與歷史文獻研究

第二場次，由國立靜岡大學森口恒一名譽

教授主持。立教大學亞洲地域研究所紙村徹特

任研究員承襲上屆台日論壇，持續研究牡丹社

事件後，日軍統治時期，1899年恆春城包圍事件
當時的社會狀況。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野林厚志

7th Taiwan-Japan Forum on Aboriginal Studies

文︱蔡佳凌（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助理）
本次論壇邀請美國賓州拉法葉學院Paul D. Barclay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圖片提供 劉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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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回的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都充實了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圖片提供 劉柏宏）

教授則從台灣原住民族今昔小米飲食文化進行

分析，他認為，料理是透過採食行動、選擇食

物種類、數量、時間及食用方式的文化行為，

從中可建立原住民料理的環境文化史。國立琉

球大學法文學部大浜郁子准教授因颱風滯留那

霸機場，發表改為宣讀論文，內容為藉由田代

安定在1880至1920年代，對沖繩與台灣兩地「舊
慣」調查相關資料，進行當時政策之比較研

究。歷史文獻與物質文化向來為日方研究強

項，在本場次一展研究實力。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最新動向與台日交流

今年台灣原住民族的大消息，莫過於拉阿

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正名成功，正式成為台

灣原住民族的第15、16族。兩族正名依據的學術
研究係由政大原民中心受原民會委託進行，本

場次由林修澈主任與政大民族系黃季平副教授

向日方學者介紹民族正名過程與學術研究成

果。中央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陳文德副研究員

與環球科技大學蔡中涵榮譽教授提問，若將時

間拉長，民族的分類意義是否存在。林修澈主

任直言，時間拉長，民族的本質當然會變，但

分類的分分合合因當時大環境而變，現在的民

族分類適合以民族誌的角度來思考，而非以民

族史做考量。

岩手縣立大學原英子准教授，則發表在311
地震後，由同年八八風災受災的小林村民組成

的大滿舞團，至日本地震受災地進行公演交流

的觀察記錄研究。本場次主持人台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林志興主任認為，雖然這是個災難故

事，但台日互相安慰、互相幫忙，是非常溫暖

的一個過程。 

台日相互交流學習 成果豐碩可期
與會者利用座談時間盡情提問，對話熱

烈。主持人蔡中涵教授對台日論壇邁入第七

年，有著「研究者的執著」、「教育理念的堅

持」兩點感觸，認為參與論壇的日本學者陸續

發表新書，讓台灣學者研究視野更寬廣，台日

學者的交流能互相激勵，更能充實台灣原住民

族研究。野林厚志教授也在閉幕致詞時表示，

在本次論壇感受到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多元

化，嘗試從不同的方向切入研究以及培養年輕

世代學者是日方的重要課題。台日雙方都期待

在下次論壇再展成果。

論壇結束後的晚宴特別準備了阿美族料理，色

香味十足。（圖片提供 劉柏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