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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93年起，本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辦理「臺灣原住民史專題計

畫」，就原住民族傳統祭典、部落遷移史、人口與家族史、宗教發展史、婦

女史等專題進行委託研究，期望在臺灣歷史的洪流中，留下原住民族歷史的原

貌。

　　《原住民女性的律法脈絡－三個高地族群的比較》一書，係以女性人類學

的角度探討，並以歷史誌及民族誌為出發點論述泰雅、布農、邵三族的律法演

進， 從本書可知，「女性觀點」事實上是經過長時間醞釀，以及諸多觀念、思

潮及事件等作用才逐漸具體成形，臺灣人類學在相關範疇之議題迄今仍是相當

有限，復加本書著重古今「律法學」與實質法律演進、轉化及併置情境下的景

況，將性別觀點置入法律人類學，可謂是一項大膽的突破與嘗試。

　　臺灣原住民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漢人國家管理，所衍生的律法文化勢必呈

現多元性，而布農及邵族係典型父系社會和父系居顯位之泰雅族，在女性與律

法文化逐漸被重視的今日，如何展現主體性或集合鞏固力量之潛力，著實值得

研究與探討。

　　原住民族歷史至今已透過各種方式及媒介加以呈現及保存，惟尚有許多面

向及內涵有待發掘及深究，本書透過女性觀點探討原住民族的律法脈絡即可謂

一範例，期待爾後有更多領域之專家學者加入研究原住民族歷史，共同建構出

具多元、宏觀及完整的臺灣原住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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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歷史書寫旨在公正客觀，必須充分運用史料，避免陷入以偏概全之困境；

然而長久以來，相關研究一向以男性史觀為主架構，對於半數人口之女性而

言，備受忽視；在有限的女性研究資料中，原住民婦女也難逃從屬地位的困

境，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的研究中，除部分母系社會族群探究女性議題外，一般

的民族誌材料多未交代其論述主體為何，而直接以男性代表該族。對於社會文

化的各自理解及其論述，聚焦女性一方，能讓我們較以往多開一扇窗來認識女

性觀點下的族群文化。

　　本館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執行之「臺灣原住民族史專題計畫」中

的「婦女研究」主題，即是希望突破原有研究之窠臼而擬定。本書主要針對臺

灣北、中、南三個高地族群的女性進行考察，分別是苗栗縣的泰雅族、高雄縣

的布農族、及南投日月潭一帶的邵族；以「律法脈絡」來發掘跨世代女性族人

在面對族內、外之文化變遷、政權交替下的生活實踐與詮釋，為一相當特殊而

難得的研究途徑。

　　社會控制觀念和實踐的昔與今，為認識原住民社會史的關鍵考察切入點之

一，因此，透過本書，讀者可由女性的生活經驗與文化實踐，看出傳統律法脈

絡中女性所面對的社會規範，以及族群文化的維繫中女性所站的位置及所扮演

的角色。由女性的角度出發，這本書不僅探討了族人在傳統習慣法主導下的社

會建置維繫模式，更描述了身為女性在面對國家壓力與文化變遷機制作用下，

她們所傳達的當代觀點。

　　本書研究團隊，除了資料蒐羅以外，更與在地族人合作，由族人擔任文化

轉譯工作，經過充分溝通討論後，進行分析論述，其實也是一種「在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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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 

省思下的考量；而內文中融入「當代觀點」可以使我們得知女性對自我族群、

部落、社群身處國族—國家（nation-state）架構下的困境或未來維繫策略。透過

對女性族人的生命史、生活經驗的理解，研究團隊理出了「對話」、「對辯」

與「對抗」之內、外的三對概念，提供我們多層次的理解。雖然三個高地族群

的社會文化不盡相同，但卻也有身為女性所面對的類似情境，點出思索現代女

性族群歷史時無法忽略的重要面向。

　　計畫主持人謝世忠教授數十年來浸淫人類學範疇研究，博觀約取，融貫中

西，近年帶著研究團隊提出不少研究成果，年輕的優秀新銳劉瑞超君是堅強班

底，已共同合作數項委託案之執行，成果斐然；本次加入新血楊鈴慧君，三人

以不同的角度論述歷史，透過婦女、人類學及法律人類學的研究嘗試，在臺灣

人類學乃至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中，實屬創見。本館一向抱持以不同的角度發掘

歷史、詮釋歷史，更鼓勵新一輩研究人才努力耕耘本土文化，本書之完成正是

此一願景的具體實現，值此付梓之際，特書數語，以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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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者一

　　完成大本書，費用兩年時光，但似不如作者完序來得艱難。寫序，必須抓

回記憶，翻閱總體資料，然後投入感情。以前撰書，一人成行，孤芳自娛。近

年轉而拉來博士班研究生，一起努力一本書，眾志成塔。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大

致是當前國內公務機構提供此一機會的佼冠者。換句話說，做為大學教授，在

爭取到館方研究計畫之後，即得以邀請博班學術才俊，共同研究事業，然後出

書，積累成就紀錄。本書就是此一背景的產物，作者三名，劉瑞超君、楊鈴慧

君，以及筆者。

　　我們三人自計畫書提出，經數次期中、期末、實質等審查名目，及至匯集

18萬字大任務，形影不離，真正名實相符之合作大業。筆者負責研究主題及其

衍生而成之書本名稱的擬定，外加章節安排，同時主筆導論兩小章，結論一小

章，再擴及前章後段「三對」論述，還有邵族的主體部分。至於第三章後之大

篇幅的泰雅與布農兩族內容，則分由瑞超和鈴慧擔綱。瑞超碩論題目關西馬武

督泰雅，熟悉該族情形，鈴慧曾廣閱布農文獻，執筆起來相當順手。中間原住

民大政治社會經濟背景該章三節，則委由瑞超連夜趕出。當然，我們不可能閉

門拼舟搭屋，三人之外，另有一批在地田野和法律事務助理，沒有他們，資料

無法收得，也就不會有進階分析的機會。

　　筆者的團隊陣容，不僅常續穩固，而且實力鑽晶。泰雅方面，有尤巴斯‧

瓦旦君的資深田野，加上李慧慧君的主動貢獻心情故事，生動深沉。布農方

面，陳慶化老師領軍，配以陳海雲君、陳孟寧君、史強勳君、以及阿度勒君的

努力，族人心聲，娓娓道來。邵族方面，袁百興君與毛喬慧君付出不少，迷妳

族群又添學術新意。法律專業方面，老朋友李韋誠君與黃昱中君，總是隨時待

�V



寫於馬來西亞聯邦馬來亞大學（Universiti 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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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提供分析。其他學棣如吳宜霖君、王鵬惠君、郭欣諭君、以及張嘉倩君等

年輕人，實質象徵協助亦多。大家齊心，搭以文獻館長以降各位同仁先進督促

鼓勵，遂成美好事業。

　　原住民婦女、女性、女人議題可謂重要，但，過去似乎少有社會科學，尤

其是人類學專論的投入。倒是近年族人女性文學作家抬頭多位，直接提醒包括

筆者在內之人類學社群成員，勿忘詮釋女方半邊天的文化前世與未來。我們不

僅注意陌生的女人領域，更大膽觸探律法範疇的婦女居處與女性敘事。於是，

本書有所開創。但，也由於前史單薄，以致對話不豐，再加上採宏觀理解策

略，多少會影響到民族誌的細緻與比較價值。不過，嘗試總得踏出，「女性人

類學」與「律法人類學」領域專家，請多來參閱指正。

　　為了凸顯父系原質濃厚之三族「婦女→女性→女人」的主位性演進路線，

及其面對當代另類法律父權之調應策略，我們特選接近臺灣紅的強烈女味色

彩封面封底，以示族人女性的變遷力道。此一佔有人口半數的族群特定類屬成

員，有「不滅傳統，自我同化」（婦女角色），有「集體躍出，涵化臺灣」

（女性意象），也有「個人超越，追隨普世」（女人獨立）。完整表達她們的

風華，實在太難。全書即使多字，各方敘述仍然不夠。目前的情況就是，我們

師徒三人先行「合擊」，大體泛說三個高地原住民女性，接下來，諸位讀者寫

手，不妨「分進」一下，微觀敘說一族一部落景況，以收對照之效。寫序難，

難在不知千字上下，告訴了妳（你）本書的什麼。所以，閱畢序，記得往下細

讀，還是有看頭幾分，讓人點頭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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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5
序於內湖環山小屋

序 作者二

　　文獻館的美惠小姐總是三不五時傳來「交作業了！」的溫柔叮嚀聲，使得

本研究計畫能如期推動，因為沒人敢怠慢。這本書能完成實來自於多位工作伙

伴的努力，透過她（他）們的轉譯，我們得以體會過去與現代女性族人在不同

世代與不同社會位置的生命經驗與自我定位，也聽見人與文化的對話。我們也

獲得許多朋友的熱情協助，尤其是在高雄Ismahasan家族陳慶化老師「指導」

之下，盡心盡力協助團隊工作的孟寧（Danivu Ismahasan）、提供後援的海雲

（Savi Ismahasan）兩位傑出女性，除了提供豐富的田野材料以外，也有山上

的紅肉李。日月潭的百興（Lhinawanna-quan）百忙之中走訪耆老，又冒著被老

闆開除的危險收留我們，使研究團隊有機會體驗因日月潭觀光而興起的星級大

飯店。mama Yupas身為耆老卻永遠不老，每每駕車遠從花蓮翻山降落苗栗。唯

有泰雅知識豐富如他，才能將純泰雅語脈絡中女性族人動人的生命紋理巧妙轉

譯。深受感動的同時，我們也經常收到苗栗山上寄下來的甜柿。

　　山區栽種的紅肉李、甜柿等各類農產品，是許多部落族人今日主要的經濟

作物，這是部落被納入國家及市場的不得不然，但總是拿來送人而非販售，是

否需要另一種文化視角才能理解這種經濟。今年夏天的八八風災，導致孕育原

住民族千百年山林智慧的許多原鄉部落變色。重建之路迢迢，儘管國家政策不

甚完備，但期盼社會多一點尊重與相互理解，而原住民族文化的強韌生命力與

傳統律法所具有的適時彈性，相信會帶領眾人智慧解決，文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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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者三

　　能共同參與本書之書寫，一方面感到相當榮幸，另一方面卻也惴惴不安，

深怕所學甚淺，無法達到本計畫原本構想之目的。布農族是筆者有生以來第一

個接觸的原住民部落，筆者大學時代加入台大山服團，其出隊地點即為布農部

落（臺東縣海端鄉），與部落友人共度的年輕時光，迄今仍令人回味無窮，難

以忘懷。有鑑於此特殊之情分，再加上身為女性，使筆者感到義不容辭，勉為

其力，持筆撰寫。

　　筆者同為女性，亦同時身為妻子與母親，在閱讀這麼多女性訪談時，時感

心有戚戚焉。對於女性在傳統與現在文化之間的徘徊，以及扮演媽媽與職場角

色所產生的掙扎與衝突，感觸很深。然而，布農女性多半還得承受城鄉差距、

以及非主體族群的邊緣位置的壓力，想到此，實對於她們的努力與貢獻，感到

敬佩不已。

　　布農文化向來以男性為中心，不管是研究文獻、神話傳說、故事歌謠、祭

典儀式等，焦點幾乎都集中在男性，女性在這些場合中，似乎都只淪為配角，

但從這些訪談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代布農女性的主體與獨立性。

　　此書能完成，特別要感謝孟寧（Danivu Ismahasan）的全力協助，要不是

她訪問了這麼多的女性族人，且詳細紀錄問答，我們無法如此貼近布農女性生

活。當然也要一併感謝孟寧全家，如陳慶化老師（Ngian Ismahasan）、師母、

以及海雲（Savi Ismahasan）等人的熱心幫忙與督促。此外，還得感謝Yupas‧

Watan對於本書的熱情，為了完成任務，mama Yupas總是不辭辛勞，深入大安溪

流域的各個部落，透過他的筆錄，泰雅女性耆老的生命史方能娓娓道來。邵族

則全賴百興的全力協助與投入，使我們得以感知邵族百年來的歷史變遷。筆者

誠心希望透過此書，與讀者攜手共同探究獨特的女性文化。

2009/11/9
於臺大人類學系洞洞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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