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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教育是培養一個人具備歷史意識的

重要憑藉，而歷史意識是人類詮釋

其外在世界變遷及自身變遷的心靈活動；藉由

這個心靈活動，人們瞭解自身特質以及自己於

外在世界變化中的位置及方向。而原住民族史

的論述，正是用來理解本族或他族在台灣歷史

中的處境（困境）與歷史文化的特點。在多年

教授原住民族史的過程中，深覺有幾個問題應

當加以改善，以下分述之。

欠缺原住民族觀點的歷史教育

台灣的歷史教育不缺原住民族史的論述，

但欠缺原住民族立場思維的歷史教育。台灣已

累積相當豐碩的原住民族史研究成果，但研究

成果並未轉為一般的歷史教育加以活用。目前

台灣的歷史教育以主流的漢人歷史發展為主

體，原住民族史雖也含納其間，但由於居於少

數，依舊處於順道一提、或於漢文化觀點下點

綴其間的情形。

受到學校歷史教育的影響，學子習慣從統

治者的角度看問題，很少思考歷史發展中原住

民族面臨的問題。例如「奇密社不服，殺總通

事以叛」、「吞霄社番為亂」、「五指山番時

出危害、叠戕墾戶」等事例，探究事件成因，

實為生存空間受到侵奪、稅賦或勞役過重所

致，更無法體會那可能是一場生存戰役，或進

期待深厚寬廣的原住民族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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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解族人跋山涉水遷移至後

山，是為本族尋求尊嚴生活的

最後選擇。這是以單一立場詮

釋歷史的問題，台灣族群眾多

且複雜，但歷史教育往往只從

一個角度觀看和詮釋。

冷漠看待原住民族史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的諸多

問題，為政者往往費盡心思訂

定各種政策或福利，試圖改善

原鄉貧困弱勢的情況；然而熟

悉原住民族史的人，就能理解

原住民族長期處於弱勢的現

象，與其歷史發展有密切關

係。原住民族社會因為經濟弱

勢，產生衛生、健康上的問

題，而其經濟弱勢卻源自於在

過去的歷史中失去土地和自主

權。每個問題皆環環相扣，細

究原住民族史，或許可以找到解決原住民族當

今社會、文化、經濟、衛生、健康等問題的根

源。

政府對原住民族史冷漠的態度，影響台灣

歷史教育，也反映在學校教育上。某次在上通

識課程時，提及原住民族的歷史和現況，一位

學生蠻不在乎地說：「老實說我根本不在乎原

住民發生什麼事。」未來國家的菁英如此，將

來又會如何管理台灣，可想而知。

缺少原住民族史總論的教科書

目前的原住民族史課程中，欠缺原住民族

史總論的教科書，此應為學生基本的學習工

具。然而，書寫原住民族史並統整為一本教科

書有其難度，即使已教授此課程多年，最多也

只是整理出厚厚的史料，以便在課堂上能讓學

生隨時參考再進行詮釋。其原因為每個族群涉

外的時間不同，並且有區域上

的時間差異。例如布農族要到

1941年，才全體接受日本殖民
統治；而有的族群自19世紀末
以來，便已被納入國家社會的

政經與文化脈絡、甚至世界體

系之中，部分原住民族則是到

日本時代以後。

雖然各族群歷史發展的情

形並不一致，但歷史進程卻是

一致的，例如喪失土地、自主

權、語言、文化、生活樣式等

過程。書寫一本具有原住民族

主體和觀點的教科書，有助於

理解原住民族在歷史發展中的

情感、思想及其處境，身為原

民會台灣原住民族史專書編纂

委員召集人，期待這本書能在

完善的架構下早日完成。

台灣歷史應與原住民族史緊密結合

原住民族史理應與台灣歷史發展論述相結

合，並可往前追溯到史前之金屬器時代，而更

早以前的南島語族，雖不能肯定與現存的原住

民族是否直接相關，但應將在台灣的南島語族

也列為主軸進行論述。台灣歷史的時間縱深將

更往前推展，甚至於在大航海時代，原住民族

早與世界貿易體系相連結，更與外來的社會文

化體系對話。台灣歷史無論在時間縱深或空間

的擴展都將因此更為開闊。

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教育尚在萌芽的階

段，多元文化概念的產生並不代表對原住民族

史就有更大的包容和關注，未來仍應朝著以開

放的胸襟進行互為主體的論述，建構深厚寬廣

的原住民族史，並以此培養其歷史意識，使學

子們能認識具有深度和文化內涵的台灣歷史。

期待深厚寬廣的原住民族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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