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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中央研究

院台灣史研究所

「沿山研究」小組成立，每月

定期聚會（2007年8月至隔年7

月因召集人洪麗完出國而暫

停），目的是提供關心台灣沿

山研究議題的各學科一個經驗

交流的平台。

沿山研究的成果展現

2009年12月11-12日，中研

院台史所「沿山研究」首度正

式舉辦「沿山地區聚落與族

群」學術研討會（註1），可

謂近兩年來「沿山研究」成果

的展現。該會從聚落、地域

史、族群關係史的觀點，以平

埔族、高山族、漢人與日本人

為研討對象，深入探討台灣沿

山地方社會形塑的過程與風

貌；除整體理解過去以來原住

民族與外來移民的互動關係、

不同族群形成的聚落差異與特

色，亦考察不同性質的政權在

地方社會形成過程中之角色。

為期2天的研討會共180餘

人與會，匯集歷史學、地理

學、人類學、政治學、考古

學、語言學等不同人文學科領

域的專家學者，共同討論與交

流。首日上午由中研院台史所

助研究員陳姃媛、政大民族所

博士候選人楊慶平、鄭安睎及

國史館協修林正慧發表論文，

討論國家力量介入與沿山邊區

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的關係。

下午由高師大客家文化所副教

授兼所長林淑鈴、輔大歷史系

助理教授許毓良、高師大地理

系博士候選人黃瓊慧、台大歷

史所博士生陳志豪、台灣打里

摺文化協會鄧相揚發表論文，

探討各族群聚落的歷史發展、

社經風貌形塑過程，以及邊區

不同時期的新移民在高山與平

文︱楊朝傑（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生．「沿山研究」小組助理）

圖︱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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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mposium on Communities and Ethnos by Mountains

召集人洪麗完。許雪姬主持。 林修澈與談。



93原教界2010年02月號31期

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

原地區人群互動上扮演的角色

與中介功能。

次日上午討論族群關係，

由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考古

學中心執行長劉益昌、中研院

台史所副研究員翁佳音、助研

究員洪麗完、台大人類學系副

教授兼主任童元昭、嘉大史地

系助理教授林曜同發表論文，

分析漢人等外來新移民的移住

活動，對原住民族的衝擊與互

動關係。下午討論族群接觸與

認同變遷關係，由台師大政治

所陳延輝、高師大台文所副教

授兼所長劉正元，分別就平埔

族、客家人的認同議題進行報

告。

藉會議培養後學 

跨領域共同努力

最後一場則為綜合座談，

由「沿山研究」小組召集人洪

麗完、成員黃卓權（交大客家

文化學院駐校文史專家）、康

豹（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以

及劉益昌擔任引言人。有關

「沿山」的界定，洪氏表示：

「所謂『沿山地區』，籠統地

說指介於平原與高山不同生態

區間的地帶，不僅外來移民遷

入時間、型態不同，族群關係

複雜，且各地區的社會經濟型

態多樣，各具區域特色。」黃

氏長期從事桃竹苗山區的研

究，建議將「沿山」改為「內

山」；洪麗完則認為桃竹苗地

區確實以「內山」一詞指稱較

貼切，然無法涵蓋全台各地情

形。洪氏認為單憑其所接受的

歷史學訓練無法運作「沿山研

究」，「『沿山研究』的特色

之一，不僅結合多學科研究者

的交流，也有不少年輕人參

與，假以時日應能開花結果。

⋯⋯也就是說，沿山研究必須

結合各個領域的人一起努

力。」康豹回應道：「無論沿

山或台灣史研究均應注意跨

區、跨國的比較，才能避免被

邊緣化⋯⋯。」值得從事台灣

史研究者做為警惕。

劉益昌對本研究議題提出

的展望，則是對「沿山研究」

推展的一大鼓勵：「『沿山研

究』的學科整合有考古學、歷

史學、人類學、民族學、地理

學等學科，這是從1970年代張

光直院士主持濁大計畫以來少

見的整合研究；未來『沿山研

究』的努力，或許能重拾濁大

計畫學科合作的可能，而培養

後輩學者的用心，或許就是這

個會的重要意義。」

討論交流直至會議尾聲仍

意猶未盡，最後在主持人中研

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的結論中

圓滿落幕：「結合不同學門的

人一起來討論沿山共同的問

題，可以達到互補的效果，是

這個會最有意思的地方。」

註1：2007年7月25-26日舉辦了「2007

沿山地區研究群工作坊：族群關係史」。

會議進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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