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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閱讀本期《原教界》。本刊是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唯一雜誌，內容涵蓋原住民族

教育之最新情報、政策評論、校園報導、會議訊息、新書評介等，為原住民族教育工作

者及研究者提供新知識與新趨勢，已發行13年共85期，並已全文上網（查「政大‧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或「ALCD」）。

歡迎您上網提供對本刊的具體建議，以做為未來編輯參考。

手機掃描QR CODE    填寫「讀者回函」

2-4月会議リスト  List of Meetings Held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文︱編輯部2-4月會議列表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原住民族土地政策和環境規劃碩士專班籌備處
 原住民族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回顧及展望論壇
 2019年3月8日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大樓203教室
政大「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首屆招生之

際，與民族學系、地政學系共同舉辦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

與環境規劃回顧及展望論壇。有限的土地在不同時空、政

策的轉變之下，一直都是人們爭奪的資源。近年來，在政

府多次訂立原住民族土地的相關法條之下，土地從瓜分轉

為共享，透過政府與原住民族的討論，尋求一條能夠釐清

原住民族土地與傳統領域的道路。「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

碩士原住民專班」的成立，提供在這方面更專門的人才，

並透過論壇的舉辦，讓學者與族人能夠更貼近的溝通、討

論。三個系所共同舉辦的這場論壇共有四個場次，「土地

歷史與文化生態」、「傳統領域與轉型正義」、「自然資

源與治理制度」

以及「國土計畫

與當代發展」，

透過不同的主題

進行討論，讓土

地政策能夠在學

術與實務上更加

緊密的互動。

 政大民族學系、政大原資中心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的道路
 2019年3月8日 
 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270112視聽教室
日本學者、譯者在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的貢獻極大，其中

在這場講座邀請的主講者下村作次郎教授便是一個重要的

代表人物。透過講座，可以瞭解身為一個外國研究者，是

怎麼樣的契機讓下村作次郎教授開始從事台灣原住民文學

的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又有什麼樣的心路歷程以及成

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午餐時間】戰後「山地」的國家建構與國共競 
 爭─重論共黨「山地工作委員會」與原住民族 
 菁英關係的謎題（1945-1954）
 2019年3月13日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民族學研究所第三會議室
林傳凱研究員以博士論文的研究內容中，兩個「謎題」為

中心，探討在戰後原住民族菁英、國民政府以及共產黨三

者之間疑點重重的關係，透過戰後初期山地行政制度變遷

軌跡的考察，以及檔案、口述等資料，試圖重建台灣原住

民族爭鬥史上模糊不清的一段時期。

 台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院
 重建．泰雅爾人的小米傳統與規範
 2019年3月4日至15日
 台北醫學大學杏春樓一樓跨領域學院
小米是台灣原住民族的重要傳統作物之一，然因市場經濟

的影響，越來越多部落停止了小米的種植。小米除了是糧

食以外，不同族群對於小米的運用，以及蘊藏在背後的文

化意涵更是珍貴。透過小米種

植的恢復，也期待能夠找回文

化的多樣性。在這場展覽中主

要的展覽者為司馬庫斯、鎮西

堡與田埔，他們分享重新種植

小米的過程以及成果，透過影

片與文字來呈現相關的故事。

北醫的學務處、醫文所、通識

教育中心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

踐研究中心長期與這些部落合

作，透過學校的社會教學、社

團服務、健康照顧以及農產促銷等方式，讓小米有更加多

元的運用，也建立了學術與部落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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