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編序

1986年,在寄寓於中研院史語所未拆舊樓的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

辦公室,首度看到清水純女士.
1 當時,她是來拜訪我的同事—正

在台南縣大內鄉頭社村調查西拉雅族祭儀的潘英海先生.由兩人的談

話,過去只有閱讀文獻經驗的我,聽說了清水純也在花蓮縣豐濱鄉新

社村從事田野調查,不禁內心暗忖:噶瑪蘭還有像西拉雅這麼明顯的

祭儀嗎?人類學家在那裡可以找到什麼呢?這個疑問,不久以後就在

清水純陸續發表的文章得到解答;祭祖儀式…治病儀式等來自田野的

第一手紀錄,說明噶瑪蘭人即使經過百年變遷,仍保有珍貴的傳統文

化.

1991 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進入宜蘭平原調查噶瑪蘭舊社.為

此,好友特地從日本帶回清水純以博士論文為主體出版的專書《クヴ

ァラン族:変わりゆく台湾平地の人々》供作參考,自此成為我認識

噶瑪蘭社會文化的主要依據.日後,當我追隨噶瑪蘭人的腳步,進出

於花東海岸的磯崎…新社…立德…大峰峰等村落時,終於得以將書中

描述的人情風土…儀式場景等與現地對照,而新社村的偕萬來先生更

不時提到清水純調查期間的一些往事.這時我才明白,清水純在

1980 年代中葉的調查,已為 1990 年代進入田野的後繼者建立了具有

原創性的系統知識;讀者無論是否同意她的論點,都需藉由該書體系

分明的民族誌資料,認識噶瑪蘭人的傳統社會文化.因此,有很長一

段時間,無論學科背景為何,只要是有意探索噶瑪蘭社會文化的研究

1 為行文順暢,以下到致謝詞前,省略敬稱.



xii╱噶瑪蘭族:變化中的一群人

者,必然需到清水純的書裡找根據;即使噶瑪蘭族如今的發展—經

復名運動而得到官方認定為台灣原住民族的一支,完全超出其當初的

預想,但此書的先行地位與重要性,仍無可替代.

本書出版迄今已屆二十年,期間除民族所委請余萬居先生譯出的

第一部第一章,及第三部五…六…七章外,清水純本人也曾多次以中

文發表或由專人譯介單篇論著.惟已譯為中文面世者多集中於儀禮部

分,該書第二部分的二…三…四章,及第三部分第八章…結論章等,

學界知悉者仍屬少數.而清水純對噶瑪蘭社會文化機制最核心的論述

—個人中心性,遂難以整體呈現.此在噶瑪蘭研究已累積一定成果

的今天,尤其在歷史圖像已逐漸拼貼成形的此刻,成為關鍵性的遺憾&

眾所周知,噶瑪蘭人原居於宜蘭平原,十九世紀中葉與漢人結伴

遷移至今花蓮縣新城鄉一帶建立村落群後,即以「加禮宛」作為自稱與

他稱,雄峙於太魯閣人與南勢阿美之間.加禮宛戰役（1878）後,族人

沿海岸線南下,點狀分布於花蓮縣豐濱鄉到臺東縣長濱鄉的濱海狹長

地帶;本書的調查地點—新社部落,當時已經成立.而經歷百年變

遷,相較於宜蘭原鄉族人語言文化甚至族群意識與認知上的消隱,花

蓮新城加禮宛人的語言文化,亦因遊走於阿美族與漢人之間而呈頹

勢,遠離都市塵囂的新社反而成為固守傳統文化的最後長城.因此,

噶瑪蘭人作為一支族群,因應不同的空間分布與歷史過程,遂呈現質

量不均等的社會文化狀態.而研究者針對不同地域的噶瑪蘭人,也發

展出不同的研究取向,並分別取得視角有差…性質相異的成果.

歷史文獻或調查檔案中有關噶瑪蘭人的資料,向來以村落名稱與

分布…家戶人數…祖先來源傳說…與漢人關係…移動時間與方向…地

權安排與變動等為主.利用這類資料,對應村社位置與考古遺址,再

綜合十七世紀文獻…傳說譜系暨語料等,即可追索噶瑪蘭人的時空變

動,並可得到一具有鳥瞰角度的總體像,特別是其與國家…外來勢力

遭逢的際遇.然而,類此的資料脈絡與研究發現,噶瑪蘭人係以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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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世人所認知,不僅難以「看進」村落的內在細節與特殊性,遑論個

別家戶…屋內的故事與人物.而其社會文化,除日治時代鳥居龍蔵…

速水家彦及戰後的阮昌銳等,曾在調查中初步觀察並略有提及外,其

通婚狀況…家的概念與家屋的關係,特別是治病…成巫…祭祖等儀式

的全貌與過程,僅為日常生活的操演,偶有幸運相遇的研究者得以窺

見一二,卻從未有文字性的訪問與建置紀錄.在缺乏日治時代的民族

誌基礎資料下,清水純藉由細膩的調查資料,將噶瑪蘭人歷經波折才

保存下來的社會文化狀貌,直接予以重建.

換言之,此一消融到似乎逸失的環節（missing link）,尤其是祭儀

部分,是自陳淑均《噶瑪蘭廳志》（1813）…姚瑩〈東槎紀略〉（1821）…E. 

C. Taintor（1875）…G. L. Mackay（1873–1900）…田代安定（1896）…伊

能嘉矩（1896）…鳥居龍藏（1897）…速水家彥（1931）…根岸勉治（1933）

到阮昌銳（1966…1969）以來的文獻傳統中,不曾記錄的文化行為.而

在清水純之後,陳志榮的宗教研究…明立國的祭儀歌舞研究…劉璧榛

的儀式及性別研究等,始得以可能;日後,甚至成為噶瑪蘭文化復振

過程中自我學習定位的憑藉.

亦即,清水純研究中的祭儀部分,因中研院民族所特藏室中譯資

料的存在,而為世人所知並延伸發展.但清水純在家庭…親屬等社會

關係上的發現,及綜合社會關係與宗教儀式兩種文化面向所探討的噶

瑪蘭人傳統價值觀,進而提出的統合性與個人中心性之共存…對立與

兩者在近代的消長,或視為漢化機制的討論等,則因中譯的遲出,未

能得到充分的檢視.

統合性指涉具有社會整合力或團結性的組織與行為,傳統的噶瑪

蘭社會係以年齡階級…頭目制展現相關的社會現象;個人中心性則除

了新社村民自稱的「個人主義」…以個人想法為優先,或對平等自由的

重視外,更與父母雙系的觀念構成一體兩面的關係.在清水純來看,

前者在近代大環境的社經變遷及國家對基層社會的介入下,已逐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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泯;後者卻無論社會如何變化,幾乎不曾受到任何外來因素的影響,

甚至結合共食觀念與行為,成為對抗變遷的機制.再者,清水純藉由

戶籍資料的統計…家戶個案的分析,認為異族通婚對血統的稀釋,是

導致噶瑪蘭朝族群消滅方向緩慢前進的因素;然而與此同時,噶瑪蘭

社會以個人中心性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卻能對異類存有廣泛包容性,

且在接受外來影響的同時,不會立即產生劇烈的變化.清水純以反覆

論證的方式,細膩呈現了此兩種價值觀在傳統與變遷之間的對立…共

存與拉扯,而此一討論則是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或噶瑪蘭研究者應有

所回應的課題.所以,本書全文中譯本的完成,將可預見其在相關領

域中產生的衝擊與影響.

致　謝

最後,回顧本書編譯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在出版前夕的此刻,我

要對促成本書的賢達,致上最真切的謝意.首先,當然是本書的作者

清水純教授,承其信任,委託我向民族所提出編譯計畫,使此一優秀

論著能在台灣出版全譯本,感到非常榮幸.不但如此,清水純教授更

跨海遠距協助,勉力看稿,使本書中譯的可能錯誤降到最低,更是不

勝感謝.而民族所願意接受編譯提案,黃樹民所長且親自來電告知計

畫已獲通過;民族所的全力支持,只能說銘感五內.本書前期譯者余

萬居先生,其手寫譯稿已對眾多研究者有所啟發與嘉惠;本書全文譯

者吳得智先生的忠實譯筆,則使本書在語言譯轉過程中得以維持高度

的信靠.而本書的進行,尤其是我個人因日常事務忙碌,造成譯稿審

閱…修改過程的漫長,完全仰賴民族所編輯室黃淑芬小姐的無限耐心

與包容,並在鉅細靡遺的編輯細節上付出極大心力,始能克竟全功,

圓滿達成.

另外,為使本書噶瑪蘭語的拼音表記方式易於掌握與理解,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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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純教授同意,已改換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頒布的拼音系統（詳

見本書〈序論〉）.此一變動,雖已在編輯過程中謹細核校,或仍難以

避免若干疏失,謹請讀者諒察.

  謹識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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