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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認識原住民族的「歷

史」，可以從原住民族

的耆老口述及閱讀相關歷史

文獻著手，而能夠有效率地

閱讀與瞭解之，首在於掌握

原住民族的文獻。原民會委

託學者研究並出版之《山海

尋跡：台灣原住民族文獻選

介》（2015年），即是此類
最值得推薦的書。

選編與編纂原則

本書是基於以下目的而撰

寫：一、便利於原住民族相關

文獻課程的講授、閱讀、參考

使用；二、促進原住民族相關

文獻領域的學術研究；三、建

構原住民族文獻學知識體系；

四、加強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

文獻知識的瞭解。

在文獻資料的選編上，本

書關注過去原住民之歷史重心

在各地域空間的轉移，考量不

同時間階段文獻重心的差異，

且不再重複學界對文獻資料的

整理工程。較早期的文獻，兼

顧「熟番』與「生番」兩大群

體；日治以後，則概以「生

番」為主；戰後以降，則以官

定原住民族為主要撰述對象，

並以「當代人記當代事」的史

料優先性為主要選取範圍。後

人的回憶記錄、研究報告、學

術論著，則需具有不可取代性

的文獻內涵，始予列入。

山海尋跡：台灣原住民族文獻選介
山海尋跡：台湾原住民族文献の紹介
A Selection of Taiwanese Aboriginal Documents

文︱Haisul Palalavi 海樹兒‧犮剌拉菲（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山海尋跡：台灣原住民族文獻選介》由原民

會於2015年1月出版，主編為詹素娟、康培
德、李宜憲。

本書篇章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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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編纂的原則有三：

一、文獻選編的時序，不完全

以政權更迭劃分，而與主題領

域交錯處理。二、文獻選編的

對象，不以族群做為分類單

位，而優先考慮區域劃分，必

要時，再於各區選取具代表性

的民族文獻。三、文獻書目的

選取，以重要性、代表性為原

則，筆數視各領域的文獻數量

與性質決定，而非選編所有相

關之書目。

主題分類與篇章介紹

原住民族文獻在語言文字

上的使用，涵蓋西文、日文、

中文及原住民族語文。本書在

考慮文獻產生的時代背景、語

文特性、理解角度及相關歷史

後，以台灣歷史的時空發展為

主軸，歸納出最能突顯原住民

歷史的主題，包括：考古與原

住民、十七世紀早期歷史、清

代帝國治理、十九世紀西人來

台的旅行書寫、日治時期台灣

總督府的治理政策、日治時期

原住民族調查與產業開發、日

治時期原住民舊慣調查、民國

時期治理政策、日治到戰後的

人物傳記、都市原住民、原運

與原運刊物、族語文獻等。

依據上述主題撰寫之篇

章，分別羅列介紹如下表。

本書主編為中研院台灣史

研究所副研究員詹素娟、東華

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康培德

及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李宜憲，編撰者都是

該主題領域的學者專家，他們

的研究方法，都是先針對每一

主題的相關書目進行概述，再

選取該主題最重要的書目，做

進一步的解讀與分析。本書末

章，則依據前述之分類，列出

建議閱讀之文獻書目，意即在

瞭解原住民族的歷史及發展

上，這些都是「你非知道不可

的文獻」。由此一企圖心，概

可知道這本書的價值了。

山海尋跡：台灣原住民族文獻選介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康培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助理教授陳芷凡撰編〈初遇外力──早期歷史〉。

篇名 作者

〈埋藏在地下的文獻──考古發掘與歷史建構〉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籌備處助理研究員陳俊男

（撒奇萊雅族）

〈初遇外力──早期歷史〉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康培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助理教授陳芷凡

〈大清帝國的統轄與治理〉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李宜憲

〈十九世紀來台西方人的旅行書寫〉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芷凡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治理政策〉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李宜憲、政治大學台

灣史研究所博士生顧恒湛

〈日治時期原住民族調查與產業開發〉 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鄭安睎

〈日治時期原住民慣習文獻〉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林素珍

〈民國時期原住民族政策文獻〉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海樹兒‧犮剌拉菲（布農族）

〈日治到戰後的人物傳記〉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芷凡

〈都市原住民〉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楊士範

〈原運與原住民刊物〉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伊萬‧納威（賽德克族）

〈族語文獻〉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李台元

政大社會學系博士生楊士範撰編〈都市原住民〉，附表為1980年代台灣都市
原住民主要社區概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