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論文的研究主體，為台東平原的阿美族，即馬蘭社阿美族。 
和以往的阿美族研究不同的是，本文的焦點，集中在歷史研究，尤其由政

治經濟學的取向，探討社會文化的貫時性變遷。由此，本文試圖從歷史進程，理

解馬蘭社阿美族特別的文化脈絡與社會型態。 
歷經各種不同的統治政權，本文歸納出馬蘭社阿美族特殊且一貫的重農傾

向，並與相鄰的「武族」卑南族有政治經濟的合作共生關係，而越接近當代，我

們會看到馬蘭社阿美族受到統治政權越廣泛深入的影響，無論在經濟處境、社會

結構、政治角色與文化表現上，都感受到越來越明顯的壓力。 
基於以上的概念，本文論述的取向，不僅是貫時性的，也是文化的比較研

究。在不同時期，找出政治環境引入的不同人群，以及經濟環境上的重要變遷，

以突顯台東平原，尤其是馬蘭社原住民的文化表現，尚武的卑南與重農的阿美兩

種文化傳統，進入當代國民國家的體制內，其社會文化，從諸多面向來看──包

括生產方式，社會地位，政治參予，經濟權利，與精神生活，都可以發現許多值

得探討其脈絡的特殊表現。 
本文第一章首先揭露，有足夠證據顯示，馬蘭社具備長久歷史。其次，本

文提出卑南族與阿美族在臺東平原的共生關係，這個歷史淵源，作為本文的重要

主軸，在接下來的篇章，會持續提示每個時期，兩族各自表現出不同的文化調適。

最後強調馬蘭社阿美族的文化特色，即在於特重農業生產的傳統。 
第二章討論日本統治初期，台東平原原住民，因其社會文化更適宜統治，

以致於很快就被統治者識別，採取與島內其他原住民不同的統治方式，從稅收、

產權與勞役等政策上，都可以發現較短的適應期與更早的公民化，然而也在生產

勞力上出現更深廣的剝削。由此接續第三章以糖業生產為中心的探討。 
第三章以日本推行糖業生產，導致台東平原民族關係的改變為探討主軸。

在生產勞力重整的過程中，特意引進定居人口（內地人與本島人），同時加重原

住民勞力負擔，抑制原住民地權，乃至經濟建設（卑南大圳）引起的農業環境改

變，凡此皆是台東平原原住民經濟生活轉變的重要關鍵。 
第四章由經濟轉向政治，分析日本帝國引進的公民政治，試圖在臺東平原

建立一個本島人支配內地人與原住民的階級結構，其中原住民在文化上與經濟上

最居劣勢，從而影響其政治生活，幾乎難以感受原住民精英的活力，自難期待從

政治參予上整體增進原住民的社會地位。 
第五章進入戰後，選擇了又一個興起二十年的農產經濟──罐頭鳳梨的生

產外銷。不僅要成為國家公民，國民黨政府更要求同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住

民勞力投入鳳梨工廠的同時，文化也面臨毀滅，年輕一代向都市移動，原有的農

耕傳統、家庭組織、宗教信仰都面臨嚴峻考驗。1970 年代鳳梨加工產業走向黃

昏的同時，馬蘭社阿美族文化似乎也走到一個臨界點。 
最後，作為民族史的政治經濟比較研究，本文強調，社會文化的完整運作，

才是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政治經濟的競逐，無論如何必須避免歷史文化上的短

視，甚至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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