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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萍

台日原住民研究的國際交流多年合作有成，第三屆台日原住民論壇在8月27日圓滿落幕。

大會召集人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林修澈主任，在開幕式中提到：「每年夏天台日原住民研究論壇有相互瞭解最新研
究成果的功能，同時從日本學者的論文呈現台灣學者平常沒有注意到的觀察面向，彼此切磋獲益良多。」

這次論壇歷時1天半，分別針對「物質文化與社會」、「歷史與文獻」、「原住民政策與民族研究」、「變遷與適應
」等4大議題，共計有4場次11篇論文發表和6個引言。

第一場次是由考古學家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研究員主持，劉教授常常推介台灣最新民族考古成果，吸引許多
學界後進投入做國際比較研究。

有關物質文化與社會的主題，首先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副教授野林厚志先生發表。他針對兩位排灣藝術創作
者，丁枝尾和陳利氏的個案仔細的研究。

擔任評論的國立台灣博物館李子寧組長，反思過往台灣的原住民物質文化研究，是不是過分追求「原真性」，反而忽
略了對原住民藝術現況變遷的注意與觀察。

政大民族學系助理教授陳文玲發表《平埔族文物收藏現況及諸問題的探討—以台灣公立機構為例》，報告目前國內外
有關平埔文物的蒐藏現況。引發「什麼是平埔族？」以及「什麼是平埔文物？」的熱烈討論，反應台灣社會的平埔熱
現象。

正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魯凱族林麗英，以《原住民族共同體的概念─東排灣族的小米復育案例》，討論「小米是有
文化意義的作物，以及小米造成社會關係的轉變」，引發會場關心加入ECFA之後對原住民小米產銷的影響。

正在日本京都攻讀建築古蹟博士學位的吳昱瑩，則發表《近代台灣原住民家屋改善─以阿美族為例》，會場阿美族星
歐拉姆牧師及蔡中涵教授發言，關切應用最新的田野材料來比對阿美族家屋的變遷。

第二場次是由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笠原政治先生主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文化園區管理局局長鍾興
華發表《排灣族ngatang nua umaq（家屋名制）的實踐－以北排灣地區為例》。

本場是由日本民族學研究界輩分較高的紙村徹教授評論與精彩提問，紙村教授專長是新幾內亞的南島民族研究，讓會
議的比較參考指標拉進南太平洋的視野。

會場中，排灣族耆老華阿財先生認為研究牡丹社事件起因，不應只看文獻，應多做口述田野，並尊重排灣族原住民在
地觀點的聲音。

第三場次的原住民政策與民族研究主題座談，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林江義先生主持，分別由教育部國語會
主任委員曹逢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的處長阿浪‧滿拉旺等報告各單位最新的政策與研究動向。

會議最後，是台日學者紛紛發言垂詢行政院原民會對原住民自治的推動方向與進度，進行熱烈討論。

（政大民族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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