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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於今年10月24日

辦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自2008年起年年舉辦，已邁入第13屆，今年因

武漢肺炎蔓延全球，導致許多國際會議都停

辦，政大在如此嚴峻的情勢下，為稟持台日論

壇的學術交流精神，故改為視訊直播，台灣方

特地於今年新開幕的政大達賢圖書館舉辦，日

本方因疫情無法聚集，與會學者改由在自家進

行直播發表。

論壇依主題分成兩個專題，為「我的布

農族語研究」及「從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特展

『原住民之寶』來思考」，並將近年台灣原

住民族研究的趨勢分為七個場次進行發表，

分別為「原住民族的可視化」、「平埔族歷

史」、「原住民族歷史」、「民族語言教

育」、「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太平洋

的視野」及「原住民族研究新趨向」，透過

各領域專家的對話，提供更多發展的方向。

開幕式透過視訊直播讓台日學者彼此打招

呼，並由日本方的野林厚志教授於大阪民族

學博物館揭開論壇的序幕。

專題報告：布農族語研究

首場專題演講由靜岡大學的名譽教授森口

恒一發表「我的布農族語研究」的調查成果，

森口研究台菲的南島語已久，特別是布農族的

語言與文化，講者認為研究目的是為之後的研

究留下紀錄，且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民族誌

還可以加強文法及語彙，最後用採錄來的布農

族歌曲做結尾，非常豐富感人。

原住民族的可視化 平埔族的歷史

第一場次「原住民族的可視化」，由獨

協大學國際教養學部的松岡格副教授採用線

上視訊及賽德克族伊萬‧納威考試委員於現

場進行發表，均為探討與持續觀察台灣原住

民被納入國家體制的途徑與用意，一為納入

統治，另一則提升為公職，極富對比性。今

年發表3篇平埔族論文，首先由中研院台史所

詹素娟研究員用地圖及圖片解釋清代前期馬

賽人村落關係的變遷，並從制度面淺談三貂

社如何發展自己歷史文化。暨南國際大學簡

史朗老師探討1895年新港社引日軍入苗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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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從總督府檔案來對比平

埔與閩粵不同之應對，從而理解新

港社選擇親日的立場；南天書局魏

德文先生彙整了Rover船難後續事件

發酵，及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與

原住民的交涉歷程及在進行多次踏

查後所繪製的台灣地圖，是台灣近

代史的關鍵人物。

歷史及語言教育

「原住民族歷史」場次的政大

民族學系傅琪貽教授分享多年研究

理蕃政策的心得及其結緣的過程，並提出原

住民史觀來為其平反，發現政策的制訂演變

竟與文化差異有關，並期許能建構理蕃之理

論。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鄧相揚理事長對霧

社事件鍥而不捨令人敬佩，其結合大量史料

及田野探勘揭開台灣原住民抗日史發生在

Butuc中最悲壯的一頁。

負責「民族語言教育」的講者分別從族

語老師的專職化、族語書寫及語言本體的規

劃三個面向來進行討論族語的教育問題。教

育部國教署原住民族教育科李俊葳專員講述

族語老師專職化政策的產生，呈現其不平等

待遇下的困境，並爬梳政策制訂過程的演變

與應對。服務於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閱讀及語

文教育科的蔡惠霞老師用已舉辦十年的族語

文學獎來探討族語書寫與活化，藉由記錄、

創作及傳遞以達族語之傳承與復振。任職於

國教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李台元老師

承續前面的主題來看國家語言整體的發展、

討論語言本體的規劃會牽涉到的文字化、標

準化及現代化問題，並針對現行國家語言的

現況進行說明與評論。

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

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黃季平主任、前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林志興副館長，於

本場次共同聚焦在建構系統來展示隱藏的文

化資產。黃主任目前承辦文資局輔導原住民

進行保存與維護無形文化資產，是為公部門

與原民文資的橋樑，在世代傳承的焦慮下，

更希望藉由該計畫得到族人的認同及共識來

延續其生命力。卑南族的林志興老師由自身

部落談起，將田野資料依使用時間、功能、

內容區分為不同類別以進行分析歸納，提出

解讀經語與古語的困難度會影響研究深度，

正好與前一場次的族語文字化相呼應，在文

化保存的路上，耆老凋零與語言傳承都是一

場與時間賽跑的苦戰。

太平洋的視野

本場次特邀政大郭明政校長主持，其關

注原住民議題並極力促成南島論壇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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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台日論壇與會人員紀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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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台灣向國際發展的可能性。林修澈名譽

教授等於替校長闡述其兩大講座的發展藍

田，政大的南島研究是以結合論壇和講座做

為突破並整合校內資源來回答該構想是否成

立，但如何將政大打造成國際南島研究中

心？表示以漢學為橫線擴展全球，而原住民

研究採縱線向南環繞，回答了政大位於交界

處之優勢。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延續南島議

題，分享與菲律賓的國際合作經驗，並介紹

海外科研中心的成立背景、研究成果及展

望，並期許在過程中能持續學習並建立更多

的跨國合作。

專題報告：民族學博物館特展

此次會議最有趣之處，是野林厚志老師

遠從日本國立大阪民族學博物館進行首次的

跨國視訊導覽，讓會場及觀賞直播的各位搶

先享受此視覺盛宴，在播放策展人信田

敏宏教授呼籲國際重視原住民權利的引

言下，由野林老師從館外的圖騰柱一路

用視訊前進至館內特展專區，豐富的展

品、用心的策展及風趣的講解驚艷全

場，彷彿身歷其境，更希望藉由「原住

民之寶」特展能讓大眾更理解原住民。

原住民族研究新趨向

最終場次是由四位日本學者輪番進

行發表，因防疫期間有3位學者選擇於遠端視

訊發表，福岡大學宮岡真央子教授因來台擔

任訪問學人，成為現場唯一的日本方代表，

其分享鳥居龍藏訪查台灣的筆記本與調查成

果，並提及該資料也上報至總督府。日本經

濟學部的清水純教授長期關注噶瑪蘭，透過

探討文獻及田野材料來重新比較及確認新社

命名的習慣。都留文科大學文學部山本芳美

教授以研究原住民族的刺青聞名，除了介紹

沖繩的刺紋展覽，更比較了沖繩及台灣原住

民的刺紋。岩手縣大盛岡短期大學部的原英

子教授，則從運動體育的角度看台灣原住民

與日本的歷史發展。

疫情的蔓延中斷了全球人們的聯繫，讓

人開始重新思考應對的方式，台日論壇靠著

科技得以藉視訊遠距連線不中斷，期待在疫

情過後，還有更多台日合作的機會。

台日雙方與會人員藉由視訊合影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