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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数民族》

前言

　　当我得知陈杰女士和我的诸多同仁打算编撰一套迄今为止祖国大陆内容最丰富、撰述最全面的有
关介绍台湾原住民历史文化的丛书，我不禁为他们的胆识勇气和决心所感动。关于介绍台湾原住民文
史知识的著述，大陆较少见，岛内有一些，但不够系统、全面，而且大多还是台湾殖民时期洋人的研
究成果。近些年来，岛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界因多年欠账如今拾遗补缺，但
恐怕也不能避免有为了今天的政治述求而做起历史的旧文章来。　　编撰台湾原住民文史知识丛书，
自然涉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这是社科研究中不太好把握的两个领域，也是多产“悬案”的所在
。比如，与我们人类祖先智商相当的尼安德特人为什么在2-3万年前突然灭绝了呢？他们能算人类吗？
再比如，创造了西夏灿烂文化的党项人亡国后悄然失踪，却留下一页“天书”叫人猜谜。在民族学、
人类学研究中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少，都说明这口“饭”不好吃。即便台湾原住民历史研究这件事没有
那么复杂，那至少资料采集有没有足够的来源，提出的观点能否得到史籍或考古的佐证，那些各具特
色的民俗文化和神祗信仰能否有合乎生存规律的合理解释等等，都是研究者、撰稿人必须面对和回答
的。　　我知道我的同仁们，一群对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太多研究，对台湾原住民历史没有多少接触
的“业余枪手”，立志要做这么一件难为之事，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事实上他们的创作“冲
动”来源于双重的思考：一是他们在与原住民同胞长期密切交往活动中自然产生的对原住民璀璨文化
的偏好与推崇，希望这朵中华民族的奇葩能够弘扬光大；二是希望向社会公众提供一部关于台湾原住
民的信史，正本清源、厘清史实，还历史本来面貌。为了达此目的，他们全力搜集相关资料，调阅相
关档案，参阅了大陆和台湾岛内几乎所有专家学者的著述，还多次与部落代表人士接触访谈，争取一
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按“总论”和“分论”的框架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并按族群分述，将台湾原住
民的起源与历史变迁，各族群社会制度、组织结构、生产活动、社会生活、语言、文化艺术、信仰祭
仪、风俗习惯、神话传说、重大事件等，作了详尽介绍。经过严谨的考据，辛勤的笔耕，以及台海出
版社编辑同志细致的斧正，一套洋洋洒洒100多万字、系统全面介绍台湾原住民文史知识的丛书终于面
世了。　　俗话说“有心插柳、无心栽花”，不管各路学人对台湾原住民历史研究抱着怎样的目的，
恐怕都无法回避关于台湾原住民究竟是什么人种、以及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而此书恰好用大量的资
料，包括地质学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考古研究和前人留下的大宗史籍，说明台湾的原住民属于南
亚蒙古族人种，都是古代大陆百越人、百人的后裔。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先后越洋渡海，几经迁徙来
到台湾，繁衍生息，成为今天的原住民族群。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原住民与大陆的许多少数民族
，如黎族、侗族、傣族、壮族、水族等，在称谓、服饰、习俗、图腾崇拜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或一
致。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同源”的观点决不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而是研究的结果，是我的同
仁们大量参阅了有关资料对原住民发生发展的历史作了全面严谨的考究后自然得出的结果。我想，浏
览此书的读者自然能够体会这个结论的“含金量”。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尽管著述
人等不是那些负有盛名的学者专家，而且成书时限也紧，难免有不少差错，同仁们实在是抱着职业的
良心和抛砖引玉的动机，斗胆出手，目的是为了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批评，希望各位能体谅著述者的良
苦用心。　　谢谢！　　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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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数民族》

内容概要

《台湾少数民族:邹》主要内容：台湾原住民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台湾社会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影响力
不容小觑。近年来，出于选举和政治上的各种考虑，台湾当局的原住民行政管理部门和立法部门对原
住民事务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用心和细心，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无论从“立法”、原乡土地流转的限
制、特殊预算的编列、各种保护区和文化园区的设立、都会区原住民就业的辅导、原乡基础设施的建
设、原住民特色文化的保护和重建等方面，都逐步取得一些看得见的进展。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
，问题太过严重，原住民人口基数太低，生存状态过于脆弱，目前这些常规的建设和保护措施有些杯
水车薪。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下的台湾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用于原住民事务的预算很难维系。如果
没有特殊的强力干预，也许再经过几十年两三代人，原住民特别是一些人口稀少的平地原住民的民族
特性，将可能只会存在于书本里和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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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梁国扬）跋（陈杰）第一章 起源和历史发展第一节 起源第二节 起源传说第三节 清前史第四节 清
时期的发展第五节 日本殖民当局对邹人的统治第六节 光复之后的发展第二章 政治社会结构第一节 社
会结构第二节 社会权力体系第三节 会所和祭粟仓第三章 生产方式及经济生活的变迁与发展第一节 传
统的生产方式第二节 清时期生产方式第三节 日本殖民时期对邹人经济生活的影响第四节 光复后经济
生活制度第五节 积极融入现代社会的经济第四章 出生、婚姻及死亡第一节 出生和成年第二节 婚姻制
度第三节 丧葬及其仪式第五章 宗教第一节 原始宗教信仰第二节 西洋宗教对邹人的影响第三节 凯旋祭
与小米祭第四节 巫术和占卜第五节 禁忌第六章 文化艺术第一节 语言第二节 歌舞与乐器第三节 衣饰第
四节 食谱第七章 神话故事第一节 关于起源的神话第二节 关于地名的神话第三节 关于祭典、禁忌、习
俗的神话第四节 关于食物来源的神话第五节 其他神话第八章 美丽神奇之旅第一节 美丽迷人的自然风
光第二节 文化风情之旅第三节 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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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数民族》

章节摘录

　　二、占卜　　过去邹人在从事比较危险的活动或者在重要的仪式之前，比如狩猎、出征、祭祀、
嫁娶之类，大都会进行占卜以预测吉凶。　　邹人的占卜有梦卜和鸟卜两类。　　邹人在出征、狩猎
、小米祭、建房以及得病的时候，都会进行梦卜，在入睡前，祈求神明保佑，赐于吉梦。在不同的活
动中，祈求的对象也有所不同。出征为天神，狩猎为猎神，小米祭为小米神，建房为家神，生病时则
祈求土地神。如果梦见朝阳、酒、美女、有客人来或猎得熊、鹿、山猪等则属于吉兆；如果梦见落日
、降雨、死亡、幽灵、芋头、红薯、死鱼、火、山崩、蛇等则属于凶兆。　　1．梦卜　　为了确保
原本已获得吉梦不会丢失，梦卜的人会在取得吉兆之后赶紧起身，吃一口饭以确保吉兆不会变化，同
时也表示梦卜到此结束，此后再梦见什么凶兆也没有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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