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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文化遺產與阿美族研究的發展和反思 

 


 

 

〔摘要〕 

 

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觀念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於 2003 年提出《護衛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以及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2005

年進行修法後，以「民俗及有關文物」以及「傳統藝術」兩大分類將無形文化遺產

概念列入法制化體系，並在 2016年再次修法後將「無形文化資產」列為正式法律用

語，特別是現行版本增設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強調「人物合一」的觀

念，將原住民族文化遺產視為以一整個文化體系的方式進行保存。 

 

但在看似健全的制度與登錄項目清單裡，是否僅注重行政層面的結果而忽略了

文化體系的實踐與再生產過程，我們又如何得以參照既有的文獻研究與理論，進一

步針對現行無形文化遺產提供嶄新的研究方法。對此，筆者檢視人類學理論與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觀點，歸納對於文化體系的觀察及民族誌書寫方法，

充實現階段無形文化遺產著重文化表現形式的研究方法，建立筆者在理論與方法的

基礎。本文接續檢視自 1950年代以來與阿美族相關的研究成果，發現多因研究旨趣

而聚焦在特定的文化表現形式，如：社會與親屬制度、儀式歌舞及其展演等偏向單

一論述，發現較少論及社群文化體系的運作機制、權力關係以及與不同群體相互競

合的過程。因此筆者透過對於都蘭阿美人在文化復振、傳統領域抗爭、年齡組織當

代公共事務運作機制等研究，使筆者建立使為社群內部為了因應外在社會而進行文

化再生產的過程的觀點。 

 

 

 

〔關鍵字〕UNESCO、文資法、阿美族、文化遺產、文化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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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to the Developments of Studies  

From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mis Cultures in Taiwan 

 

Lekal, F.C. LIN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UNESCO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in 

Taiwan which was amended in 2005, put the “folklore custom and related cultural artifacts” 

and “traditional arts”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took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 formal 

regulation in 2016. Especially the latter version emphasize “The unity of human and objects” 

in Taiwanese Indigenous cultural system to protect their cultures whether we ignore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s in these heritage lis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seeking to establish the further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y 

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 review the theories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UNESCO’s 

opinion to find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nhance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for core cultural systems and the ethnography. Also, I survey the studies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Amis Cultures from1950s to nowadays, found those were 

focused on the specific cultural forms, like: social and kin system, songs and dances of ritual 

ceremonies or performances. Although these studies present the researchers’ interests and can 

be the basis to further investigation, most of them are lacked the dynamic observation in the 

cultural system of practices, especially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side the social 

community’s struggle for the power is neglected when it engages the pressures of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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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ies. The researches of ‘Atolan Amis People are mentioned in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o 

emphasize the processes of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should be suggested as update and 

important views for fur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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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UNESCO 1972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ngible intangible

1982

UNESCO

2005 2016

2016 2022 2

5,917 247

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

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

 

 

UNESCO

1982 40

〔林會承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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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37 10

21 12

 

 

1 2022 5

8

Macacadaay

Makotaay ilisin

Fakong ilisin

Parayapay mifukayay mirakatay

pa'olic

 

                                                       
1 相關資訊請見國家文化資產網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boriginalSearch?limit=12&offset=0&query=%7B%22belongCity%2

2:null,%22subComputeTypeId%22:%5B%226%22%5D,%22classifyCode%22:%5B%225.1%22,%2

25.2%22,%227.1%22,%225.3%22,%224.2%22,%224.1%22%5D%7D&sort=registerDate&order=des

c （瀏覽日期：2022年5月20日）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boriginalSearch?limit=12&offset=0&query=%7B%22belongCity%22:null,%22subComputeTypeId%22:%5B%226%22%5D,%22classifyCode%22:%5B%225.1%22,%225.2%22,%227.1%22,%225.3%22,%224.2%22,%224.1%22%5D%7D&sort=registerDate&order=desc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boriginalSearch?limit=12&offset=0&query=%7B%22belongCity%22:null,%22subComputeTypeId%22:%5B%226%22%5D,%22classifyCode%22:%5B%225.1%22,%225.2%22,%227.1%22,%225.3%22,%224.2%22,%224.1%22%5D%7D&sort=registerDate&order=desc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boriginalSearch?limit=12&offset=0&query=%7B%22belongCity%22:null,%22subComputeTypeId%22:%5B%226%22%5D,%22classifyCode%22:%5B%225.1%22,%225.2%22,%227.1%22,%225.3%22,%224.2%22,%224.1%22%5D%7D&sort=registerDate&order=desc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boriginalSearch?limit=12&offset=0&query=%7B%22belongCity%22:null,%22subComputeTypeId%22:%5B%226%22%5D,%22classifyCode%22:%5B%225.1%22,%225.2%22,%227.1%22,%225.3%22,%224.2%22,%224.1%22%5D%7D&sort=registerDate&order=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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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n-physical object

cultural form

〔王嵩山、陳麗郁  2014：

29〕 intangible property, 

resource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一、文化遺產理論的啟發到無形文化遺產形成的根基 

 

 

 

UNESCO

〔黃貞燕 2013〕

2 Galla〔2008〕

voice literal

metaphorical First Nations First 

                                                       
2 《文化資產法》在 2016 年修正後，文化部於 2017 年公告〈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裡辦法〉，在

該草案於行政院公報第23卷第85期的22118頁提及：「由於原住民族社會文化對於人物關係 的

理解，強調「人物合一」，且重視身分與認同所凝聚而成的權利主 體與管理機制，尤其強調文

化脈絡的權利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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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First Inhabitants

Holistic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living heritage  

 

Galla

UNESCO Audrey 

Azoulay〔2018：V〕 UNESCO 2018

living heritage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不僅保護著他們的活態遺產，而且還會推

動以更可持續的方式共同生活在具有可恢復性和包容性的和平社會

中。換句話說，《公約》處於遺產和創造力的十字路口，必須在實現可

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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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itive art

representation

〔2014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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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透過原住民族的第一發言權（First Voice）探究文化遺產的內容，可以發現

「有形／無形」文化遺產相互關連並形成一個全貌的表徵體系。 

（資料來源：Galla〔2008: 16〕） 

 

 

 

Maurice 

Godelier 〔[200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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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aya

〔ibid：79、146〕

〔ibid：187-188〕  

 

UNESCO

〔2014b：5〕

3 

                                                       
3 《文資法》施行細則第6、第7與第12條則將「宗教」和「信仰」作為列舉的內容，但未涉及

與人類社會制度相關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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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Bourdieu〔1977a, 1977b, 1986, 1990, 1992, 1998;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Bourdieu Émile 

Durkheim Karl Marx Max Weber 4 

champ/field habitus

capital struggle

reproduction

〔林芳

誠 2020〕 Bourdieu  

                                                       
4 我們也可以在David Swartz在1997年出版的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一書中，發現啟發 Bourdieu 學術思路的不只是三位學術先驅，另外也包含與 Claude 

Lévi-Strauss、Michel Foucault等人的辯證。雖然Bourdieu試圖辯證與結合唯心／唯物、客觀／

主觀理論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理論架構，雖然他採用並改良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促使社會事

實（social facts）這個基礎成為隨時可依研究需求而延伸，且強調各場域不同群體脈絡的觀念下，

讓讀者不容易掌握所述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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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Bourdieu

practique

 

 

doxa

Bonnewitz 〔[2002]20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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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ed

〔Bourdieu 

1986: 242〕  

 

Bourdieu

 

 

de jeu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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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symbolic violence

antinomie de la legitimation

〔王嵩山 2018，蔡明志 2020，陳逸淳、黃敏原 2019〕

2019

5 

 

                                                       
5 行政院新聞稿：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01c35710-c06b-46ee-93eb-390f0746201a （擷取

時間2022年2月27日）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01c35710-c06b-46ee-93eb-390f07462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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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ity

〔2012〕

kuba

represent

mayasvi homeyaya

hybrid authenticity and new 

traditions

 

 

〔20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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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5-26〕

  

 

〔2015：165、198〕

21

explain

interpret

study of cultural forms  

 

〔ibid：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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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嵩山 2016：9〕

1  

 

〔表 1〕無形文化遺產研究的原則與面向 

民族誌書寫原則 作為觀察文化實踐的實證研究面向 

（一）不同的原住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形

式如何呈現？ 

（一）人與文化的起源（事物的創造）。 

（二）不同的原住民族認識論體系中「物的觀

點」為何？ 

（二）歷史與重大事件。 

（三）在外來新的政經形式與秩序介入後，當

代原住民族如何對其既有文化形式進行社會

建構。 

（三）祖靈（神性）。 

（四）時間與空間或／和歷史與文化的主動角

色與其動態關係，對於當代原住民族的文化形

式和社會分類的變遷與持續的現象，產生何種

實質的影響？ 

（四）系譜關係（通過血緣所創成的倫理）。 

（五）上述問題如何在既有的民族誌材料與現

地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以利於掌握被視

（五）空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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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整體」的複雜、多元「族群／文化／

社會」性質的理解。 

（資料來源：王嵩山〔2015：246，2016：9〕） 

 

〔2020〕 UNESCO

habitat

Galla

Bourdieu

heritagization

〔王嵩山 2016：9〕

 

二、從過去發現未來：阿美族的研究回顧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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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985〕 〔2002〕

2007 2020

 

 

6 1950

〔郭祐慈 2007：103〕

 

 

1950

1950-1970

〔1958〕 〔1963〕

〔1976〕 1980

1988 1989

〔黃貴潮、黃宣衛 1988a、1988b、1988c、1989a、1989b、1989c〕

1990 2000

                                                       
6 政治大學相關學報分別為：《邊政學報》、《民族社會學報》、《邊政研究所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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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德 1987、1990〕

〔明立國 1991、1997；傅

仰止 1993；張慧端 1995；康培德 1999a、1999b〕

〔李來旺 1994；黃貴潮 1998a、1998b、1998c〕

〔陳文德 2000〕 〔楊士範 2005、

2006、2008〕

〔巴奈‧母路 2002、2003、2008、2010；林素珍、

陳耀芳 2007、2009；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 2008；拉黑子‧達立夫 2006；以撒克‧阿

復 2008；藍姆路．卡造 2008、2009；郭祐慈 2007、2009〕  

 

2011

〔林芳誠 2012、2015、2018、2020；尤天鳴 2013、2014、以撒克．阿復 2013；蔡政良 

2010、2013、2015、2017、2020；劉璧榛 2014；羅素玫 2015、2018；葉淑綾 2014、2018；

呂憶君 2018〕 20 50-60

〔簡明

捷 2011、2012、2019、2020〕 〔2018〕

interculturality

1990

multiculturalism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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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ity

  

           

Geertz〔2000：75、83-85〕

alternative to us

alternative for us

encounter  

 

2000

timel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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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我們固然會去思考到底有哪些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存在，及這些分

類概念是否真的是各文化知識概念體系建構的基礎，以及其性質是否會

影響該文化成員認識世界的方向等問題。我們更希望能由此進一步去探

討與了解各民族文化的許多其他重要分類範疇與概念如何被建構。 

 

UNESCO

how why

〔1999、200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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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3-67〕

1950

1990

 

 

〔王嵩山

20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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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蘭阿美族研究的動能性與無形文化遺產的對話 

1960 1995

2000

 

 

 ‘atol

an

‘Atolan

Falangaw

7 

1937 〔都蘭部落 2021：3〕

20

11

                                                       
7 感謝Fotol Alang、Siki Topang兩位都蘭友人給予的意見（前者之母系家族即從恆春遷徙而至都

蘭，後者之父系家族則曾與卑南族南王部落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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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47〕1937 7,000

475,650 560 38,052 1919

8 

1990

 

 

 2022 1 49 2,328 

 1,212 52.06%  1,116  

47.93% 96

60% 70% 50 40

1960

1980

                                                       
8 詳見1919年（大正8年）12月16日《總督府府報》第67頁。資料擷取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資料庫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864863uM5szp8#HD0t（擷取日

期202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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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2000 2011 2009 2016

2019

9 

Suming 2013 2014 2016 2017 2019

kiloma’an 10 2015

mangayaw 11 

〔2000〕

2000

〔2000〕

〔2001〕

                                                       
9 行政院新聞稿：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01c35710-c06b-46ee-93eb-390f0746201a（瀏覽時

間2022年2月27日） 
10 “Kiloma’an”通常會約定成俗以「豐年祭」為稱呼。 
11 簡稱為「獵祭」或「狩獵祭」。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01c35710-c06b-46ee-93eb-390f07462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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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Pacifaran BOT

〔2010、2015〕

2005

kiloma’an mikesi’ Pacifarang

gap

processual inscriptive

 

 

〔2007〕

makapa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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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apahay a calay

〔2010〕

Play

 

 

〔2013〕

1990

kakita’an

2001 201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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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ultural forms  

 

〔2012、2017、2018、2020〕

agency of 

creativity communicate

2015 2020 mikomoday

mikulakul linay kutang

safegu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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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8〕

militepulay

蘭 女 了

女 年度 來

actor

agent

 

 

〔蔡

政良、羅素玫 2015、2019〕

joking relationship



無形文化遺產與阿美族研究的發展和反思 171 

 

 

結論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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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hy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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