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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1980、90 年代是台灣原住民族自覺的關鍵，亦是台灣「民族化」運動的開

端。長達 20 年的時間脈絡下，台灣原住民族知識份子藉著政策反思而批判時

政；控訴社會歧視而喚起民族運動；為維護山林生態而力抗強權；更為延續民

族文化而重現主體。如此的發展明顯呈現出「第四世界」原住民族的自覺意識。 

本論文試著透過「民族自覺」的代表性素材—「民族文學」，結合國家發展

政策演變與歷史演進之脈絡，以「國家政策—民族自覺—民族文學—民族運動」

多層關係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基本自覺模式、影響層面與自覺

「實踐」強度等，並試圖建構其理論，進而分析台灣原住民族與其他民族相異

同之處。 

本論文章節安排除緒論與結論以外，共分為五章。第一章著重於研究素材

之討論，定義與界定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特色與創作風格。第二章探討「民族

自覺」的背景因素，醞釀自覺之因，以及黨外運動所扮演的角色等。第三章分

別就時代下的文學特色，探討民族權益自覺萌芽的諸面向與其脈絡，並試圖理

出民族自覺的模式雛形。第四章著重探討民族文化、歷史、語言等權益還「原」

的現象，分析此時自覺意識所代表之時代意義。第五章則分別理出「族語書寫

文學」、女性覺醒意識以及重建部落等的主體復「原」意識，並針對此時自覺意

識之發展論述其意義與特殊性。 

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呈現出「社會反思」、「權

益抗爭」、「根基還『原』」與「主體再現」四項過程。其模式包括「受刺激」、「事

件反思」、「文字抒發」、「自覺實踐」與「自覺目的」此五項因素，彼此間不斷

進行循環的發展。此外，自覺的位置可發現由城市逐漸移往部落，自覺的意識

也由 1980 年代的個體（知識份子）自覺逐漸發展至 1990 年代以後的整體（原

住民族）覺醒。至於，民族自覺的關鍵則是分析出與國府政策、政府回應、文

學輿論、民族運動有關，其中國家政策扮演刺激民族自覺出現之主因，而民族

自覺則是化作帶動國家政策發展之源頭。本論文的主要研究貢獻在於為台灣原

住民族自覺建構理論化之論述，並初步理出民族自覺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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