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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

前言

　　作者序　　需要有多久的時間，才能對原住民族文化掌握充分的認識？需要有多麼接近，才能獲
得生命親切的熟稔？需要何種文類的深描，才能揭露文化動態的真相？需要何種型態的實踐，才能落
實基本的人文關懷？　　1978年盛夏，穿越中橫、首途花東，一路上與古老神秘的史前遺址、阿美族
豐年祭文化衝擊遭遇。人族的處境與多樣化的社會文化面貌，從此啟發我的知識與情感。三十二年轉
瞬，本書是對於前述探問的部分成果，源起是一個演講。　　1999年，我接受朱敬一院士的邀請，參
與國科會第一屆「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的課程。課程結束之後，共催生了27本改寫自演講內容的
專書。本書即脫胎自臺大出版的《臺灣原住民與人類學》。本書出版之後，全數進入各公私立學校、
圖書館的書庫，沒有再版的計畫。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有追求原住民文化知識的同好，垂詢何處可
購買。去年，遠足出版社呂學正執行長看過內容，覺得本書有獨特的文化關懷、也有應該和社會大眾
分享的知識基礎，建議重新編輯出版。　　十一年前一場與年輕朋友的對談，五年前講稿擴充成幾萬
字的文章付梓，如今又有一個新的面貌。期望延續時任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處處長陳東升教授當年全
力促成出版的目的：「對於高中生與一般大眾對人文與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提供良好的媒介，也對提
升臺灣社會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素養有些貢獻」。　　從純文字的書稿變形為圖文並茂，我要感謝林建
享、陳翼漢、洪昇平、林芳誠、溫欣琳、黃凱蘭、劉憶諄、撒古流．巴瓦瓦隆、遠足出版社，提供精
彩的圖像。此外，非常感謝遠足出版社呂學正執行長與同仁們的專業編輯。　　成書之後，很自然的
想索序於孫大川兄。雖然知道他在原民會的政務倥傯至極，但缺了他序言，不免像文化旅途少一盞明
燈。只好厚顏相邀，掄巨椽之筆點睛，實在銘感五內。　　最後但非最少的謝忱。內子莊世瑩，向來
參與我的創作，樂此不疲。本書因此有她不凡的識見與細膩的校正，免於讓我自曝其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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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過原住民的眼睛觀察　真正了解原住民的內心世界！
綜觀當代多民族的發展路徑，各族群的抗拒、威脅與社會轉型，當中牽涉了不同性質社會的、區域的
文化系統之定義與建構。
雖然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生態知識，可以被理解為社會發展的基礎，卻少有真正的認識各族群之文化建
構、自然性質的機會。
本書嘗試提供一個「原住民的」、「客觀的」角度，讓國人除了能夠在在特定時間點，以觀光旅遊的
心態，參與原住民族的部族活動之外，更能深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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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嵩山
台灣澎湖人。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博物館研究所所長、文化資源學院院長。曾任職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
學組、展示組。
已出版原住民社會文化研究專書包括：《當代台灣原住民的藝術》。《台灣原住民與人類學》。《阿
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阿里山鄒族的社會與宗教生活》。《過去就是現在：當代阿里山鄒族文
化形式的社會建構》。《聚落經濟、國家政策與歷史》。《鄒族》。《台灣原住民史：鄒族史篇》。
《物、社會生活、人：泰雅人的物質文化之研究》。《原住民的藝文資源：台中縣泰雅人的例子》。
《大洋洲的物件與文化》。《大洋洲的人、文化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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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族的文化旅程
第二章 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資產
第三章 自然環境的知識體系
第四章 多樣化的生產、交換與消費型態
第五章 建立領導與追隨的不同原則
第六章 儀式、信仰與社會
第七章 文化形式與族群藝術
第八章 再現多民族文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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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薦序：知識的霸權與反智─ ─王嵩山《台灣原住民：人族的文化旅程》序／孫大川（paelabang
danapan）　　（本文作者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　　最近這幾年有關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介
紹的書籍，較以往的確有明顯增多的趨勢；觸及的層面不但多元，參與寫作的人也不再限於學術界，
更多民間和原住民本身的作者著書立說，呈現活潑、多樣的面貌。不僅如此，大眾媒體、網路和娛樂
圈，迅速塞進大批訊息，從歌壇、影壇、文壇到舞台，原住民議題的內涵，早已跳離傳統人類學所能
掌握的範疇。愈來愈多的人不禁要追問：當代人類學對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到底還可以扮演什麼樣的
角色？　　多元表達所引爆的知識解放，當然有它不同層次的意義和影響，其挑戰的範圍也不單只是
一般所謂的學術霸權，它同時對我們習以為常的知識體系提出了具有拆解力的質問，涉及知識本體的
問題。或許受到當前族群政治氣氛的影響，學術界對原住民研究所面對的新形勢，或迴避、或虛與委
蛇、或完全撤守，始終還未正面交鋒，形塑一個具有創造力的對話環境。正因為這樣，資訊大量的湧
現、流通，固然為我們的原住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視野和主體性內涵，但它同時也讓我們對原住
民的認識陷入空前的戰國時代，並且逐漸有「反智」的傾向。愈來愈多的人因而也不禁要追問：到底
什麼才是趨近真實的訊息？我們要如何去捕捉原住民較清晰的面容？　　我認為王嵩山教授的這本新
著《台灣原住民——人族的文化旅程》，正是對上述兩種追問的具體回應。做為一個人類學家，王教
授不但長期參與鄒族的文化復振運動，且對博物館嚴密的知識分類與處理程序有著豐富的反省經驗；
這都促使他有能力實存性地認真面對原住民文化社會變遷的現實，同時又能從系統的角度有效處理知
識的整合問題。　　副標題為「人族的文化旅程」，突顯做為「人」而不是「番」的原住民，具有和
一般人一樣的能動性，可以對快速變遷的文明做出適當的回應。王教授敏銳地從文化資產、自然環境
、分配與交換系統、生產與消費型態、儀式信仰與新的政治組織原則、藝術形式的因襲與創造等知識
框架，以變遷適應為軸心，綜論原住民文化社會的各個方方面面，既照顧到原住民傳統知識的本質，
又能注意到其變動的現實；既尊重原住民主體性的訴求，又能維護學術追尋客觀普遍性知識的信仰。
　　王教授結語中提到：　　「台灣原住民的人類學研究指出，我們不但必須通過原住民知識本質的
深刻認知，更必須通過特殊的社會關係策略所主導的協商活動，藉以增進文化理解的深度與廣度，正
確的掌握原住民知識在維護台灣文化與生物多樣性的角色。」　　這便是造就王教授這本書不同於其
他概論性書籍的奧秘所在。我們或許不必全然接受他所有的論點和分析，但是他顯然在我與他者之間
、傳統與現代之間、學術與政治之間，為我們演示了「通」、「變」間一場成功的辯證性對話。接下
來的問題是：當前仍熱心於主體性論述的原住民知識精英，將如何避免淪入反智的深淵？應該是另一
個無法迴避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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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孫大川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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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對瞭解臺灣本土原住民文化有很大啓蒙作用。20110524-20110602借與義守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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