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原教界2011年8月號40期

Aboriginal  
Education Conferences原教會議

原 教 会 議

  

6-8月會議列表

6－8月会議リスト
List	of	Meetings	Hel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文‧圖︱編輯部

          6-8月會議列表

會議列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考古學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1年8月16-17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7樓704會議室

考古學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主辦。論

文發表人來自國外博物館界及各大學院校，包括加

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科

院研究員等，國內則有中央研究院各單位研究員、

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員、台灣大學教授等。會議共

有1場專題演講，其餘則有分別針對不同主題，共5

個場次的發表。主題有環繞考古學與永續發展之永

續農業、災害、氣候變遷、環境生態、史前考古、

數位化保存等，相當多元豐富。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011第七屆國際研討會——原住民教育健康與文化

 2011年8月20-24日

 慈濟大學

原住民教育、健康、文化（含傳統智慧與傳統醫

療）研討會已舉辦至第七屆，今年由台灣慈濟大學

舉辦，過去曾經在加拿大、澳洲、夏威夷等地舉

行。研討會期程主要為22-24日，而在研討會之前

亦搭配有前往花蓮光復馬太鞍部落之歡迎儀式與行

程，至光復進行生態文化導覽、參與豐年祭活動

等，並進行文化論壇、文化交流座談。

 

武井基晃（2011）。第二回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沖繩民俗研究，29，87-97。

2009年適逢馬淵東一冥誕100年，

仝年8月26-28日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舉辦以

「馬淵東一的學問與台

灣原住民族研究」為主題的

第二回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

壇。由於馬淵東一戰前長期在台灣

東部進行田調，並在台東縣池上鄉留有

衣冠塚，因此會議地點特別選在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本論壇向來是台灣與日本的原住民研究者交流與對話

的平台，但在此次會議更廣集與馬淵戰後研究有深厚關係

的沖繩學者，包括沖繩民俗學會會員的武井基晃、上江洲

均、稲福みき子、久部和良子、小禄裕子、稲村務等以及

宮古島市博物館館長下地和宏等共15位參與此次會議。馬

淵東一於戰後成為柳田國男民俗學研究所之沖繩研究成員

後，便與沖繩結下深厚的因緣。1960年起，便曾多次前往

沖繩進行調查，甚至在琉球大學擔任教職。有感於馬淵東

一在台灣、沖繩研究的重要性，武井助理教授於會後，詳

細地整理出此次會議內容，其刊載於2011年3月沖繩民俗

學會所發行的《沖繩民俗研究》第29號，篇幅長達11頁，

不僅記錄為期兩天的專題演講與研究發表，第三天為追憶

馬淵而赴池上掃墓

的參拜過程亦詳列

其中，在在突顯出

馬淵東一對台灣、

沖繩研究的影響

力，以及後輩對其

學問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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