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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論文		★ 戰後台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	★ 朴子-一個近海街市的歷史變遷
	★ 殖民主義與體育
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	★ 黨團、軍事與教育－一九五○年代學生軍訓進入校園之研究
	★ 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之研究(1904-1937年)	★ 台北市公共巴士之發展 (1912-1945年)
	★ 埔里酒香‧酒鄉埔里─埔里酒產業之發展(1917-2000)	★ 桃園閩客族群與地方政治關係的歷史探討
(1950-1996)
	★ 蘆洲：一個長期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	★ 台北咖啡館之研究---以文人活動為中心的探討(1949-1989)
	★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研究（1908-1935）	★ 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年)
	★ 日治時期臺灣治水事業之研究	★ 台灣黨外雜誌對黨外運動的作用（1979～1986）—以《八十年代》系列、《美麗島》、《蓬萊島》系列兩大路線為例
	★ 臺灣海關艦艇移撥海岸巡防署之研究	★ 日治時期臺灣「特別輸出入港」之研究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本文將以文本的綜合、歸納與比較來分析戰後平埔研究的發展與當代平埔族群文化復振運動的關係。其次，以噶瑪蘭族、巴宰族與西拉雅族三個相關研究成果最豐富的部族為例，來探討、比較其族群文化重建、自我意識凝聚的基礎、特質與過程。


平埔族群長期以來，在台灣漢人文化的衝擊之下，居於社會邊緣，其文化、人口迅速凋零，時至今日，隨原住民意識抬頭與本土運動潮流，平埔族群積極展開文化重建與自我意識凝聚，然而這些活動背後除了有學界的研究來協助重構其文化，再者還加上族人的集體記憶來強化該族之我群認同，進而爭取其權益。而在這一連串的活動過程中，各族群的文化發展取向以及其訴求重點並不盡相同，所呈現出來的發展特色亦不同，形成台灣社會平埔文化運動的多元面貌。


台灣平埔族群文化復振運動自八○年代以來，發展至今漸獲各方重視與奧援而陸續獲得初步成果；而其族群文化活動則仍在持續進行著。審視近年來平埔族群的文化復振過程，可以發現到族群意識的醒覺在本土文化潮流的帶動下，在台灣社會中迅速蔓延；文史工作者與學界的研究結合地方人士之「集體記憶」，成為族群文化重建、「還原」之基礎與推手。而各族群在歷史的變遷及其各異的族群際遇下，保留了不同的文化元素，是以在其文化重建過程中亦各自呈現出不同的文化特質，而在文化復振運動中以不同的文化型態、重建模式，尋求自我族群之定位以及傳統文化之延續。


透過這三個族群的分析，本文除探討其族群變遷、相關研究成果與其文化復振關係之外，並進一步檢視這些族群文化復振運動之特質及其成果之關聯性。因此在史料運用方面，包括相關文獻史料、戰後平埔研究各面向之研究成果外，並佐以相關的訪查資料與訪談紀錄。
	關鍵字(中)	
      	  ★ 平埔族
★ 復振運動
★ 族群文化	關鍵字(英)	
      	  ★ the Plains Aborigines
★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 ethn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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