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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蘇亞˙博伊哲努

由於長期受到殖民、分化與剝削，在新的環境之下，為了生存，原住民各族群逐漸形成「泛原住民族」的意識，但是
過去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受到以部落為基礎框架的的「原始自治體」所侷限，族群與族群之間，彼此並未有積極、密
切的互動，反而有更多地域爭奪與爭戰記憶，或者是受到統治者「以番制番」策略而有彼此相殘的經驗。

因此現在，我們即使自認都是「住在娜魯灣」，其實對於彼此間的深刻細膩的歷史文化、社會組織、傳統領域與各自
的意識是極為陌生的。所以「泛原住民族」意識的具體與深化是目前推動民族自治的重要行動之一。

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脈絡及集體意識的凝聚，是民族自治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軟體；具體的方式是藉由「傳統領域調查」
、「部落地圖繪製」、口述或口碑資料蒐集與部落祭祀儀式運作等過程中，讓原住民族各族群及部落在動員與學習中
，再度確認有形、無形的精神與物質資產，並釐清部落、族群的邊界。

儘管原住民族與漢族之間在實施民族自治過程必然會產生土地邊界的爭議，有待協商解決，但是，原住民族各部落、
族群間也存在如何劃定邊界的問題，由於主張或劃定的時間不一，其情況將極其複雜。

譬如近代其領域擴充最快速的布農族，其現在居地分布在南投、花蓮、台東、高雄縣等地，分別曾與泰雅族萬大群、
北鄒族、南鄒族、太魯閣族、卑南族、魯凱族等有過土地爭奪與戰役，其自治領域勢必要與各族群進行協商處理；由
南投向北移動的泰雅族也將遭遇類似的課題。

即使同一族群，各部落所認知的領域是否一致，也需要耆老的引導與確認，再經民族協議的過程才能妥善解決。

土地做為實施民族自治的空間，它不僅是自治區居民賴以獲取生活資源的漁區、獵區、採集區、耕植區而已，是安頓
精神與心靈需求的場域，更是先人曾經生息其間並誓死守護的神聖領域及遍佈歷史文化口碑、遺跡、遺址的知識書冊
。

光靠組織與預算並不能建立自主而基礎堅實的民族自治體系，必須由原有的部落、族群的歷史脈絡、社會組織、生產
模式、知識體系、故事歌唱、儀式運作、觀念價值等軟性的文化機體，連結到家屋、建築、公共設施、聚落、族群整
體、自治行政操作，乃而至承載所有的土地。

這也就是說：自治區將是充滿著族群歷史文化特色與獨特運轉型態的空間，而其文化屬性與運轉模式的建立，必然由
自治區的主人承擔責任。

舉例言，自治區內的學校機關應該以族語為第一語言或實施雙語（譬如仿加拿大公文書正反面分別是英文、法文）；
自治區設立民族學校，其課程除有適當比例的一般教育內涵，也要納入民族知識；自治組織除了依循民主政治原則，
也要適度尊重、遵循原有的慣習如排灣族的貴族制度等。

總之，民族自治要讓族群回歸原有的土地空間，掙脫長期以來被殖民的束縛，重新建立符合民族需求與條件的生活方
式與自我管理的制度，這是需要長期的嘗試與學習的過程。

（文化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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