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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獻會第 6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 

紀錄 

時  間：111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 

地  點：原住民族委員會 16 樓小型會議室 

主持人：                  召集人           紀錄：王佩卿科員 

出席與列席人員： 

    王雅萍委員、石忠山委員（視訊）、呂俊宏委員（請假）、林素珍

委員、林志興委員（視訊）、陳仁姮委員、張鴻銘委員、童春發委

員、詹素娟委員、蔡中涵委員、蔣斌委員、謝世忠委員、張慧雯

經理（本會原住民族文獻季刊廠商）、楊正斌處長、謝明倫科長、

劉晏蓉專案人員、都子寧專案人員 

壹、 主持人致詞(略) 

貳、 頒發委員聘書；推舉副召集人 

決定：由各委員同意推舉詹委員素娟擔任副召集人。 

參、 報告事項 

  案由一：「原住民族文獻會」沿革及成果，報請公鑒。 

  發言紀要： 

一、 林素珍委員： 

原住民族人物史具有典範的功能，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作紀錄。

如：音樂-陸森寶，體育-楊傳廣，社會運動-李來旺，或是從教

會、藝術，軍人等不同領域之人物，都可從歷史的角度來作紀

錄。 

二、 童春發委員： 

感謝所有過去的努力，從目前可見的成果較無文獻語料的呈現。

文獻語料的部分，過去的翻譯成果是按照過去的發音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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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還需要提供橋樑來正音，甚至部分需要做文化的詮釋。 

三、 詹素娟委員： 

呼應童委員意見，去年有一位前法國駐臺代表龐維德（Frédéric 

Laplanche）出版了法文史料的專書，在專書裡發現了賽夏族的

語料，這是很重要的。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業務單位針對原住民族語言語料文獻的部分進一 

步落實執行。 

三、 語言小組文獻報告正在準備出版的階段，初稿完成後 

請童春發委員惠予協助校稿。 

四、 再次提醒業務單位建置原住民族人物史；例如已逝世 

的前輩李來旺校長與楊傳廣耆老，還有目前仍活躍的

華加志前主委及蔡中涵委員等，均具有豐富的政治歷

練歷程及學術涵養。  

 

案由二：「原住民族史觀建構與推廣情形」案，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長程計畫為重要工作，期望 

透過史料文獻整理出各族群知識體系，未來仍請各委

員們提供協助與指教。 

三、 原住民族史觀的推廣，及多元史觀的互相尊重極為重 

要，請業務單位持續推動。 

肆、 討論事項 

案由：「原住民族文獻會」未來任務及執行方向，提請討論。 

發言紀要： 

一、 蔡中涵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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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所編譯及出版的成果，對原住民族社會、對研究者來

講皆為重要的文獻。前幾年主委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

族道歉的一段話給大家聽：「過去都是用漢族強勢的文字去

書寫，臺灣的歷史看不到原住民的史觀」，這十年來，所出

版的及所翻譯的，未來想做的工作，應由原住民族角度來

寫、來看，這才是原住民族史觀。 

二、 謝世忠委員： 

原住民族文獻季刊的定位。可以是古典的、新創的，這樣

可以比較完整紀錄原住民族文獻。 

三、 詹素娟委員： 

原住民族的口述歷史是可以有計畫的、有方向的進行。目

前世代快速在變化，歷經過高砂義勇隊、日治時代到很多

階段，尤其 1950 年代後，變化巨大且快速，很多部落族人

離開原鄉，或是生計型態已有很大改變。這些人到現代，

已經七、八十歲了，這世代的人，未必是大人物，但確實

是時代性的群體，可以以計畫性的訪問，作為珍貴的口述

歷史紀錄。 

四、 蔣斌委員： 

對原住民族社會產生重大改變的，第一個是國家，第二個

是基督教會（東南亞很重要的是清真寺的教會），第三個是

市場。市場可以從日治時代貿易所、交易站到現在的家樂

福，而吸收跨國市場的整個過程，除了國家的力量，再來

是教會，第三個是市場，未來可聚焦在原住民族重大改變

的歷史過程，可以做為我們思考的焦點，但也都還是外在

的觀點，很贊成用原住民族史觀的觀點來做，也很贊成用

重要的人物、耆老生命史的訪談做切入點。另一方面也要

考慮，原住民族有不同族群與不同亞族，必須謹慎設定田

調的方向，與歷史觀點建立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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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興委員： 

成立文獻會，最早是因為原住民族沒有文字，希望能從文

字當中去找到紀錄，去找到原住民族歷史的蹤跡，但我們

發現，越找越不是用原住民熟悉的文字去書寫，而是有大

量的日文紀錄及研究，我們可試著接觸荷蘭或印尼文字等

資料，，往這個方向去做努力，因為記錄臺灣的文字不會

只有日文與荷蘭文，德文也不少，因為臺灣有大量的資料

呈現以德文記載傳教士相關事蹟且包含錄音，聽說都有送

回梵蒂岡的博物館與文物館，是有史料可佐證的；而現代

原住民與古代原住民連結的工作，如何在聯繫，如何被運

用，如何建立原住民族史觀，這個皆可以再繼續努力。 

口述歷史的部分，昨天是八月二十三，八二三炮戰，原住

民士兵（包含家父、親人）就有參與八二三炮戰，但實際

上沒有人做過類似的歷史研究，原住民族族人有很深入的

參與，但實際上原住民族的角度是如何，目前無人著手。 

五、 石忠山委員： 

文獻會的任務，在於如何體系化原住民族文獻，如何去平

衡蒐集而來的原住民族文獻，需再找時間召開專家學者會

議，按照他們的判定，請他們去推薦不同文獻的優先順序。 

可由主管單位，或是文獻會內部，應有分年的計畫來充實

不同領域的知識及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構思維等。 

六、 王雅萍委員： 

公文書館的設立是很重要的工作，自我系統的歷史也要去

建構，公文書館工具很多，臺大圖書資料中心，東華大學

亦建構知識體系，系統與系統的連結，也是將來可以做的。

口述歷史真的很重要，消失速度比想像中還快，整體來講，

談原住民族史觀前，應該要先談原住民族的覺醒，權責分

工上，應該從原民會開始做歷史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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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張鴻銘委員： 

就行政機關立場，館內與文獻會、國史館，長期做專題與

部落史的研究，現在仍持續進行。期望未來持續共同合作，

例如資料庫研究系統的建立，以及日治時期當初的出版品

等，應有一個整體的紀錄。 

八、 陳仁姮委員： 

身為原住民後代，雖然對於原住民很多事務很陌生，將來

也會一起付出。文獻會著重於過去歷史文獻翻譯及整理資

料，但國外原住民族研究方向變化很大，可以參考及擴充

原住民族領域，讓原住民族主體觀點更具體。如從科學、

動畫、倫理道德等方式去表現，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包含物

理、化學、人倫等智慧，可以豐富及建構原住民族傳統智

慧。 

九、 林素珍委員： 

史觀的建構，應該要有系統性地收集各部會公文，亦是史

觀的建立，建議原民會定期發布新聞，將變成重要史觀建

立的資料，且海外有很多原住民族史料，可以獎勵海外留

學生，給予獎學金，方才所提人物史的部分，有很多人物

可以去作紀錄，因很多耆老也都凋零了。 

十、 童春發委員： 

文獻語料，口述歷史紀錄人物史，口述歷史涵蓋很廣泛，

就要看我們怎麼規劃，空間紀念也要以整體事件呈現。 

 

決議： 

一、 請業務單位針對委員建議進行盤點及請副召集人召集討

論後，將具體方案提請文獻會確認。 

二、 歷史事件影音的部分，原民會已委託原民臺製作大港口

事件、太魯閣事件及太豹社事件 3 支紀錄片，希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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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在紀錄片腳本審查階段，多給原民臺指教。 

三、 原住民族史觀之建構持續進行中，有關歷史通論初稿，

本案將據以舉辦歷史學術研討會，並於研討會後將成果

彙整編輯出版。 

四、 原住民族文獻推廣政策至關重要，請業務單位研擬短中

長程計畫，希望各委員在任期 2年內持續給予本會指教。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15 時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