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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開宗明義質問人類學與民族誌的排灣族如何與現今的自我認同相連？今日

的排灣族「民族意識」很清晰的源頭不是出於主觀認同，而是出於外力強加。在

人類學出現之前，其實今日被指稱為排灣族的人群，根本沒有「民族」的想像共

同體存在。而是許多個以部落或部落同盟作為想像共同體的人群；這概念不同於

民族的定義，不該被外來知識當作「必要的客體」而粗暴分類。而「台灣原住民

族」分類之演變是基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需求，由早期台灣殖民地人民的「原

漢分類」輪廓，並以「高砂族」之改造為最終目的。列舉所引用的有關排灣族傳

統文化的特徵，也試著回到本論文的主題「民族傳統文化」的辯證假設。借用部

份人類學的知識文本，來開啟本論文場域中特定人群之民族邊緣、文化認同與社

會變遷的探討。 

 

第二章 

就本論文所限定的區域範圍提供背景論述，以利讀者作為認知與思考的必要

參考。包括一般性的地理與人文，以呈現其多重邊緣位置的特色。在被殖民統治

前，其神話傳說建構的「我群」與權力體系之介紹，表明其有完整的知識系統以

及對應的權力結構。而後敘及獅子鄉各村之行政沿革，新身份符號所使用的新概

念系統，本文是以「鄉」作為一個觀察單位，以「鄉民」的認同與「族藉」認同



再作另一層的觀察對比。 

 

第三章 

回顧歷史上發生在本區域的異文化接觸與外來統治。文化接觸在此分為兩個

層面，即輭性的自然互動狀態以及武力對抗時期。當傳統文化優勢不再，民族邊

緣的消長於是發生，民族認同的需要也進入當地人的心智中。而後更強烈的文化

衝擊，來自異族的政治改造；使得傳統文化的優勢不但不可能繼續存在，反而有

可能遭到根本的鏟除。 

 

第四章 

    權力、知識、信仰與理論的興替：簡而言之就是不同的知識邏輯在強烈的競

爭，建立自己的領域與穩固其優勢。而信仰、知識與權力是三位一體的，且三者

之間運用各種理論來加強與包裝。本章試從三個角度解析，第一是頭目家庭權力

勢微，並使得傳統的知識邏輯不再能執行應用程式之改寫。第二是國民教育取代

傳統，新舊知識與權力鬥爭下此消彼長。第三當外來統治勢力更易後，處於信仰

空窗期的人們受到新的、有組織的宗教團體所帶來的新文化刺激；祖靈信仰改宗

基督，又一次的知識邏輯重組，族群與認同邊緣的形成受到更深度的影響。最後

是與世界接軌後，多元文化思想論戰隨著台灣內部之民主化而成熟，傳統與新興

勢力兩邊同時得到大量的知識擙援，新一輪的權力攻守值得進一步觀察。 

 

第五章 

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實為一體之兩面，因為社會變遷的發生，迫使文化需要

有新的程式來執行新的工作。例如新的法律身份、歷史意識建構等，而身份與文

化認同的轉換又取決於外部社會的客觀條件。由傳統身份轉為現代身份，新的認

同產生了重疊與多元的情況。尤其是民生需求之取得方式，出現了斷裂式的轉

換。有關民族傳統文化風貌的變遷，藉由直接呈現獅子鄉現時的文化面貌，以對



比的方式顯示截然異於同樣擁有「族藉身份」的北排灣區域人群，希望能引發進

一步的思考。尤其出人意外，在最沒有「原味」的「原鄉」，竟舉辦國內規模空

前絕後的全國原住民族嘉年華「麻里巴狩獵祭」，無疑是一個值得觀察與探討的

重點。 

 

第六章 

    反思與回顧，希望能藉由思辯的方式進一步對本論文所建構的民族邊緣、文

化認同與身份認同間的互動關係與社會變遷作整體性再思考。由對「民族傳統文

化」的認同力度，去思考民族邊緣的移動。有關人類學與民族認同，是否該回到

「想像共同體」的論述脈絡中，重新檢視一個被人類學所建構的民族邊緣。而這

個民族的邊緣經過一個世紀的煅煉是否有了民族意識或文化內涵之「中央」與「邊

陲」的相對性出現。另外，「教育、教化與同化」過程中，從知識的生產與再生

產去觀察，進一步探討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間的互動關係。甚至應該思考所謂的

國民教育是為了建構「現代國家」認同或是「民族傳統文化」認同。本地區的另

一大特色是戰爭與文化重生，這項因素遠大於一般性的社會變遷，對於初民社會

人群與民族國家體制直接戰爭對抗時，所產生的傳統知識邏輯斷裂之可能性，以

及族群對歷史選擇性的遺忘，作反思探討並回顧學界漢化、土著化、在地化等論

述的實地驗證，並提出本論文所獲之研究心得「權力化」觀點，供思考目前台灣

「民族問題」與「認同問題」時另一新視野。 

 

結論 

作全篇寫作精神、信念、風格與意義的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