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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論文主要目的是從賽夏族 tanohila:氏族日阿拐派下與其他族群

（主要是客家人）接觸的過程中，探討原住民與漢人密切互動之後一般認同

情形或族群意識的特質；在雙重或多重文化的認同中，是否會對自己的文化

產生質疑？對自己的族群產生認同危機？是否全盤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否

定文化是否就會否定自己的族群認同、有意掩飾或放棄原有的族群認同？並

希望藉由本研究的討論，了解族群認同的心理歷程是否對文化的傳承有所影

響，進而幫助族人正向的認同態度與行為，建立我族的認同觀念，並延續傳

統文化。 

其中以非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瞭解社會文化對於認同的影響，包括

通婚、社會化歷程、母語能力以及祖靈祭與祭祖，在田野的訪談過程中發現

能影響認同變異的部分，但是在母語能力的強弱並不會改變對賽夏族的認

同。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仍有許多受訪者是很難釐清自己到底屬於那個族群，

也許在身份上不得不承認自己是賽夏族人，然而「血統」卻成為質疑自己認

同的主要因素，早期即離開部落，接觸異族、接受漢人的教育更加速自我與

社會認同的混淆。 

另外則以結構式五點量表，探討認同的心理歷程，發現認同不能單從其



中一個語言或非語言的行為，或是外顯行為來判定一個人的認同，個人的通

婚結果會造成心理歷程的變化，也就是說通不通婚，都不會改變 tanohila:氏

族人對賽夏族整體的認知，在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為上，卻呈現負面影響（t

值為負值），即與異族通婚的結果也造成個人在行為的準備狀態與表現於外的

行為改變。族群接觸的密切程度與族群認同的強度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對

在台灣原住民中佔有特殊地位的賽夏族來說，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族

群獨特性乃從與其他族群的連結形成的。 

相對於客家的弱勢，在本研究中找不到被「同化」的跡象，若強要說「同

化」，在這裡僅能從語言上得到充分證明，除此之外，在其他的面向，似乎也

沒有得到客家真傳，因此不能為「同化」提供更有力的佐證。另外族群認同

的心理歷程要遠比展現出的外顯行為對文化的傳承有更重要的影響，唯有內

心達到真正的認同，才能有效建立族人的認同觀念，並延續傳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