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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斌雄，台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續篇)，南投縣 : 臺灣

省政府民政廳，1989 

4. Namoh Rata（吳明義），台灣原住民的祭儀文化，第三屆新台灣史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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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鈴木作太郎《臺灣の蕃族研究 》。臺北 : 南天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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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衛惠林〈台灣土著社會的部落組織與權威制度〉《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

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 

7. 藤崎済之助《臺灣の蕃族》，  臺北：南天書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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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慧蓉。臺灣土著的織繡。臺灣博物，2(2)，43-46。台北：臺灣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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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族政治與社會 

1. 淺井惠倫。紅頭嶼民族資料(一、二)。民族學，1(4)，P.56-63。1929 

2. 淺井惠倫。紅頭嶼民族資料(三)。民族學，2(1)，P.66-69。1930 

3. 淺井惠倫。バタンとヤミの比較、その土俗品についこ。南方土俗，

5(3/4)。1939 

4. 洪敏麟。光緒二十三年台東廳吏之蘭嶼探查史料。臺灣文獻，29(1)，

P.1-15。1978 

5. 鄭惠英、董瑪女、吳玲玲。野銀村工作房落成禮。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58，P.119-151。1986 

6. 皆川隆一。雅美族民族資料 1(手稿本)。1986 

(六) 民族狩獵/漁獵文化 

1. 奧田或、岡田謙、野村陽一郎。紅頭嶼ヤミ族の社會組織。社會經濟

史學，8(11)，P.1-36。1939 

2. 奧田或、岡田謙、野村陽一郎。紅頭嶼ヤミ族の勞動と漁撈。社會經

濟史學，9(2)，P.1-18。1939 

3. 瀨川孝吉。高砂族の生業。民族學研究，18(1/2)，P.29-66。1953 

4. Hsu, Ying-chou(徐瀛洲)。Yami Fishing Practices: Migratory Fish. 台北：南

天書局。1982 

5. 林琦譯。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台北：唐山出版社。2016(原著：鳥居

龍藏，1902 年出版) 

(七) 民族動物 



1. 江韶瑩。蘭嶼雅美族的原始藝術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

文。1974 

(八) 民族教育/山林海洋教育 

1. 鹿野忠雄。紅頭嶼ヤミ族と飛魚。太平洋圈民族と文化上卷，P.503-561。

1928 

2. 田中正明。紅頭嶼ヤミ族の林木利用に就こ。臺灣の山林，106，P.30-32。

1935 

3. 王鴻楷。蘭嶼地區自然及人文資源保育與開發研究。臺灣省政府民政

廳委託台大土木研究所研究計畫報告。1984 

4. 林綱偉。蘭嶼雅美族的環境適應與變遷。臺大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6 

(九) 民族遷移 

1. 陳其南。蘭嶼的地理環境和生態景觀。人文，2，P.2-12。1973 

(十) 生產工具 

1. 成田安輝。紅頭嶼土人現用物。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134)，P.330。

1897 

2. 鹿野忠雄。ヤミ族の船に就いこ。民族，3(5)，P.99-110。1928 

3. 陳奇祿、林漢民、任先民。蘭嶼雅美族人類學資料。臺大考古人類學

刊，4，P.16-24。1954 

4. 宋文薰。蘭嶼雅美族之製陶方法。臺大考古人類學刊，9/10，P.149-152。

1957 

5. 徐瀛洲。ヤミ族の刳底組合せ船について えとのす，14，5-10，P.27-33。

1980 

6. 鄭惠英。雅美大船。民俗曲藝，12，P.88-94。1981 

7. 劉斌雄。蘭嶼漁人社大船落成禮歌。中研院民族所集刊，54，P.147-196。

1982 

8. 徐韶韺。南海島嶼の土器製作。えとのす，20，P.49-55。1983 

9. 徐瀛洲。紅頭嶼ヤミ族の掘棒 えとのす，20，P.3-84。1983 

10. 鄭惠英。雅美大船文化。中研院民族所集刊，57。P.95-155。1984 

11. 鄭惠英。雅美大船落成禮。中研院民族所集刊，58，P.119-151。1985 

12. 皆川隆一。ミヴｧテイ－台灣、雅美族の彫刻船進水式。季刊民族學，

P.112-122。1986 

(十一) 交通與貿易 

1. 奧田或、岡田謙、野村陽一郎。紅頭嶼ヤミ族の財產制。社會經濟史

學，11(7)，P.57-72。1941 

2. 陳玉美。從兩件器物到兩個問題：田野拾零。田野考古，1(2)，P.81-89。

台北。1990 

(十二) 其他 



1. 高麗雲。恆春縣志中有關紅頭嶼的記載。臺灣風物，3(3)，P.5-6。1953 

2. 高麗雲。古漢籍中有關紅頭嶼的記載。臺灣風土，3(4)，P.5-6。1953 

3. 高麗雲。古圖中有關紅頭嶼的記載。臺灣風土，3(5/6)，P.8-10。1953 

4. 外山卬三郎。ヤミ族の原始藝術。造型美術協會出版。1979 

5. 徐瀛洲。國分直一、徐瀛洲氏報告について えとのす，14，P.34-35。

1980 

6. 徐瀛洲。シｪｧラ－論文にっぃて えとのす，20，P.40-48。1983 

7. 石鐵臣。Yami 族的土偶。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騰(2)。臺灣風土，19。

1984 

8. 陳玉美。文化接觸與物質文化的變遷：以蘭嶼雅美族為例。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2)，P.415-444。1996 

 

三、 排灣族 

(一) 土地使用與制度 

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

第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原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

灣舊慣調查會)，2004 

(二) 民族/俗植物 

1. 山田金治。パィワン族の咀嚼用植物及び染齒植物。台灣博物學會會

報，11(56)，P.173-176。1921 

2. 楊炯錫、潘世珍。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排灣族野生植物詞彙與用途之

調查研究。台東：台東師院。1996 

3. 鄭漢文、王相華、鄭惠芬、賴紅炎(。排灣族民族植物。台北：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2005 

 

(三)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査報告書 5 卷之 4，1921 

2. 佐山融吉，蕃族調査報告書：排灣族、獅設族，1921  

3. 金子總平，高砂族的熊祭，民族學研究 8-1，1942 

4. 古野清人，高山族的祭典生活 1945 

5. 何廷瑞，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之文身與獵頭，考古人類學刋 6，1955 

6. 陳國鈞，臺東金山鄉的排灣族，大陸雜誌 13（9），1956 

7. 許君玫，臺灣先住民之農耕儀禮，臺灣銀行季刋 10，1958 

8. 杜而未，排灣族的歲時祭儀考古，人類學刊 11，1958 

9. 石磊，筏灣村排灣族的豐收祭，民族所集刊 21，1966  

10. 龍寶麒，臺東縣達仁鄕排灣族的宗教信仰，臺灣文獻 19（4），1968 



11. 石磊，筏灣村排灣族的農業經營，民族所集刊 31，1971  

12. 衛惠林，臺灣省通志卷八，1972  

13. 古野淸人，PAIWAN 族的農耕祭儀，高砂族的祭典生活，1972 

14. 杜而未，排灣族的收穫祭，考古人類學刊 35/36，1974 

15. 宮本延人，臺灣排灣族的五年祭，臺灣人文（1），1977   

16. 劉其偉，排灣族五年祭，藝術家 59，1980 

17. 高業榮，排灣族的五年祭，山地文化 5，1985 

18. 林天生，排灣族的小米祭，山地文化 6，1986 

1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五次民俗座談會紀錄（排灣族婚喪習俗），臺灣文

獻 37，1986 

20. 賴朝財，排灣族平和村原始豐年祭福音化之可行性，1987 

21. 蔣斌，排灣族五年祭 leve levegan 意義的初步分析，1988 許功明，排

灣族古樓村的祭儀與文化，1998 

22. 譚昌國，排灣族，三民書局。2007 

 

(四) 民族服飾 

1. 蘇月霞。臺灣高山族的服裝：以泰雅族和排灣族為中心。臺南家專學

報，7，P.59-82。1986 

2. 巫習民。博物館展示中的文化詮釋：以排灣族群的織品服飾為例。輔

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五) 民族狩獵/漁獵文化 

1. 全皓翔。臺灣原住民族狩獵權之研究：布農族、排灣族個案探討。花

蓮：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六) 生產工具 

1. 陳奇祿。台灣排灣群諸族木彫標本圖錄。台大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二種。

1961 

(七) 其他 

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

第三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原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

灣舊慣調查會)，2004 

 

四、 鄒族 

(一) 民族/俗植物 

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鄒族的植物利用與文化。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995 

2. 嚴新富(2001)。阿里山鄉誌－植物誌。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P.73-116。

2001 



3. 浦忠勇。命名、利用與分類：阿里山鄒族植物初探。論文發表於第九

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10 月 25 日-26 日)。國立嘉義大學。2013 

4. 浦忠勇。鄒族植物知識典範及其變遷。論文發表於台灣原住民族文化、

藝術與傳播理論暨實務研討會(12 月 20 日)。2013。 

(二)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岡田信興，阿里山調査書，臺灣慣習記事 5，1905 

2. 伊能嘉矩，臺灣曹族所舉行祭祖儀式之一斑，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25，

1910 

3. 佐山融吉，蕃族調査報告書：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1915 

4. 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査報告書四，1918 

5. 金子總平，高砂族的熊祭，民族學研究 8-1，1942 

6. 馬淵東一，高砂族之有關於粟的農耕儀禮，馬淵東一著作集 3，1947 

7. 馬淵東一，阿里山 TSUOU 族的道路祭，馬淵東一著作集 3，1953 

8. 增田福太郎，未開化民族的家族關係，1958 

9. 杜而未，臺灣鄒族的最大祭典，恆毅 9（8），1960 

10. 胡耐安、劉義棠，阿里山區曹族概述，政大學報 6，1962 

11. 陳耀祖，阿里山曹族之年祭，邊政創刊號，1962 

12. 林衡立，卡那布之歲時祭儀，臺北文獻 3，1963 

13. 劉斌雄，沙阿魯阿族的社會組織，民族所集刋 28，1969 

14. 杜而未，MAHSI，THE WAR RITUAL OF THE TSOU，考古人類學刋 31，1970 

15. 古野清人，高山族農耕祭典的各種面貌，高山族的祭典生活，1972 

16. 黑澤隆朝，高砂族的音樂，1973 

17. 奚松，達邦的豐年祭，漢聲 6，1979 

18. 邱淑華，瑪雅斯利：曹族的年祭，戶外 63，1981 

19. 蔡榮欽，達邦戰祭記實，山水，1981 

20. 明立國，珍視少數者的文化：麥亞士比之歌，時報雜誌，1985 

21. 王嵩山，社會結構與文化保存：一個高山族聚落的例子，民俗曲藝 34，

1985 

22. 高英輝，臺灣曹族山胞特富野社豐年祭，1985 

23. 吳玲玲，鄒族豐年祭，山地文化，1986 

24. 周文豪。阿里山鄒族鳥占的民族動物學探討。台灣博物館民族誌論壇

社通訊，(14)，P.13-20。1988 

25. 王煒昶。阿里山鄒族的小米收穫祭。文建會文化視窗，(3)，P.46-50。

1998 

26. 王嵩山，鄒族，三民書局。2004 

27. 江俊亮。嘉義鄒族生命豆祭傳統婚禮。中央社之友月刊，19。2005 

28.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永續敬天敬祖的情懷－阿里山鄒族的瑪雅

士比祭儀。新活水雙月刊，(11)，P.20-25。2007 



(三) 民族政治與社會 

1. 王嵩山。阿里山鄒族會所初探。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46)，

P.101-118。1989 

2. 汪明輝 〈hupa：阿里山鄒族傳統的領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裡研

究報告》18：P.1-52，1991 

 

(四) 民族狩獵/漁獵文化 

1. 楊亞傑。北鄒族狩獵文化與現況。環球技術學院環境資源管理所碩士

論文。雲林縣：環球技術學院。2008 

(五) 民族教育/山林海洋教育 

1. 依憂樹﹒傅伊哲努(浦忠明)。台灣鄒族生活智慧。台北：台原出版社。

1993 

(六) 民族飲食 

1. 黃韶顏。阿里山特富野鄒族原住民飲食生活與營養之研究。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01 

(七) 其他 

1. 董同龢《鄒語研究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3 

2. 汪明輝〈台灣原住民地名的意義——以鄒族 Tfuya 與 Tapangu 兩社為例

之探討〉《第三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79-298，

台北：台灣師大人文中心，1997 

3. 湯淺浩史。瀨川孝吉 台灣原住民族影像誌－鄒族篇。台北：南天書局。

2000 

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1)。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

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01 

5. 王嵩山、汪明輝、浦忠成《台灣原住民史鄒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

獻委員會，2001 

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鄒族(阿里山

蕃、四社蕃、簡仔霧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15 

 

(八) 神話傳說 

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1993 

2. 浦忠成《庫巴之火：台灣鄒族部落神話研究》，台中：晨星，1996 

(九) 族源傳說 

1. 不舞﹒阿古亞那文。黃金神花的子民：鄒族源起神話傳說。台北：藝

術家出版社。2009 

 



(十) 其他 

1. 汪明輝〈國家與原住民族關係發展史——以鄒族為例〉，「國家與原住

民族新夥伴關係」研討會論文，2000 

2. 汪明輝〈鄒族 GIS 與史地教育中心設置芻議：原住民族知識與教育的

解殖與建構策略工作坊〉，第九屆台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5 

 

 

五、 阿美族 

(一) 民族/俗植物 

1. 黃啓瑞、董景生。邦查米阿勞－東台灣阿美民族植物。台北：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9 

(二)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陳幸均等。花蓮縣豐濱鄉原住民族部落祭典文化誌。花蓮：花蓮縣豐

濱鄉公所。2014 

2. 謝世忠，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 : 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

儀參與及文化認同，2007 

3. 黃宣衛，阿美族，三民書局。2008 

4. 林桂枝，阿美族 sikawasay(祭師)的 milasung(窺探祭)儀式展演，2008 

(三) 民族飲食 

1. 黃貴潮。阿美族飲食之美。：東管處。1998 

(四) 生產工具 

1. 李亦園。馬太鞍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專刊之二，。

1962 

2. 許功明、黃貴潮。阿美族的物質文化：變遷與持續之研究。：行政院

原住民委員會。1998 

(五) 其他 

1. 許木柱。文化與精神健康：泰雅與阿美兩族的心理文化分析。台北：

山地衛生研討會。1990 

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00 

3.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阿美族／卑

南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07 

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阿美族奇密

社、太巴塱社、馬太鞍社、海岸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

2009 

5. 陳幸均等。花蓮縣豐濱鄉原住民族部落文化誌。花蓮：花蓮縣豐濱鄉

公所。2014 



 

六、 泰雅族 

(一) 民族/俗植物 

1. 董景生、王光玉、林麗君。綠色葛蕾扇－南澳泰雅的民俗植物。台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5 

(二)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李亦園(。祖靈的庇蔭：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

所集刊，14。1962 

2. 折井博子。泰雅族噶噶之研究。臺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3. 林為道，泰雅族北勢群的農事祭儀 = Gaga na pinmahan Atayl aring 

Liubg-Penox，2002 

4. 王梅霞，泰雅族，三民書局。2006 

(三) 民族服飾 

1. 何廷瑞。標本圖說：本系所藏泰雅族獵頭衣飾標本。考古人類學刊，2，

P.22-29。台北：台大考古人類學系。1953 

2. 張光直。本系所藏臺灣泰雅族貝珠標本。考古人類學刊，2，P.29-34。

1957 

3. 石磊。泰雅族南澳群的紡織工業。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7，

P.95-122。台北：中研院民族所刊。1962 

4. 蘇月霞。臺灣高山族的服裝：以泰雅族和排灣族為中心。臺南家專學

報，7，P.59-82。1986 

5. 邱馨慧。泰雅族南澳群的長袖短上衣。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通訊，

13，2-2。台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1996 

6. 蔣文鵑(悠藍．多又)。男用短上衣 ratang。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通訊，

36(3)。台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1996 

7. 蔣文鵑(悠藍．多又)。女子新娘禮服。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通訊，39(3)。

台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1997 

8. 蔣文鵑(悠藍．多又)。貝珠衣。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通訊，40(3)。台

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1997 

9. 黃亞莉。泰雅族傳統織物研究。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9 

(四) 民族政治與社會 

1. 余光弘。環山泰雅人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調適。國立臺灣大學考

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 

2.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慈濟醫學曁人文社會學院。1998 

3. 馬騰嶽。泰雅族文面圖譜。台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1998 



4. 吳秋慧。從社會文化脈絡來談泰雅族之物。原住民的工藝世界研討會。

1999 

5. 根誌優《台灣原住民歷史變遷——泰雅族》2006 

(五) 民族教育/山林海洋教育 

1. 官大偉。泰雅族河川知識與農業知識的建構：一個民族科學的觀點。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3(4)，P.111-133。2013 

(六) 民族遷移 

1.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集刊，44，P.61-206。1977 

2. 廖守臣《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移與拓展》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觀光宣導科。1984 

 

(七) 交通與貿易 

1. 張光直。臺灣土著貝珠文化叢及其起源與傳播。中國民族學報，2，

P.53-127。1958 

2. 陳茂泰。泰雅族經濟變遷與調適的研究：平靜與望洋的日子。臺大考

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3. 陳茂泰。從旱田到果園：道澤與母卡界農業經濟變遷的調適。中研院

民族所集刊，36，P.11-33。1975 

4. 余光弘。梨山泰雅族人的經濟危機。中國論壇，7(4)，P.13-15。1978 

5. 高俊雄。泰雅手工編織商品化之探討：以臺中縣和平鄉為例。原住民

觀光與休閒研討會，P.185-192。1998 

(八) 其他 

1. 阮昌銳。南澳泰雅族的農業。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7，

P.123-196。1964 

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1996 

3.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七冊泰雅族後篇。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10 

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泰雅族前篇。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12) 

七、 太魯閣族 

(一)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曹秋琴。Gaga：太魯閣人的祭祀芬時與親屬關係。東華大學族群關係

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二) 民族服飾 

1. 張國賓。從紡織與獵首探討太魯閣人的兩性意像與性別邏輯。國立清



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三) 其他 

1. 莊春榮。臺灣太魯閣族的樂器。臺灣風物，43(1)，P.169-190。1993 

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四冊賽德克族與

太魯閣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11 

 

八、 賽德克族 

(一) 民族教育/山林海洋教育 

1. 洪敏麟。賽德克人傳統的山坡火田經營。臺灣文獻，24(1)，P.1-31。1973 

(二) 民族遷移 

1.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集刊，44，P.61-206。1977 

(三) 其他 

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四冊賽德克族與

太魯閣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11 

九、 撒奇萊雅族 

(一) 民族政治與社會 

1. 陳俊男。撒奇萊雅族的社會文化與民族認同。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

族學系博士論文。2010 

2. 楊仁煌。撒奇萊雅民族無形文化建構之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4(3)，P.97-143。2010 

 

 

 

 

 

十、 噶瑪蘭族 

(一) 民族服飾 

1. 張振岳。噶瑪蘭人的手工織布法。台灣風物，47(4)，P.113-130。1997 

(二)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張振岳，噶瑪蘭族的特殊祭儀與生活，1998 

 

十一、 賽夏族 

(一)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趙福民《賽夏族十年大祭：民國 75 年矮靈祭，南北兩祭團採訪錄》1987 

2. 鄭依憶《儀式、社會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兩個研究》，允晨叢刊，

2004 

3. 簡鴻模《矮靈、龍神與基督: 賽夏族當代宗教研究》，南投：國史館台

灣文獻館，2007 

4. 謝世忠，台灣賽夏族歌詞祭儀資料 : paSta'ay kaatol(巴斯達隘祭歌)2004 

5. 趙山河，賽夏族歲時祭儀教材，2013 

6. 胡家瑜，賽夏族，三民書局。2015 

(二) 神話傳說 

1. 金榮華《臺灣賽夏族民間故事》臺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4 

 

(三) 其他 

1. 胡家瑜。傳統物質生活基礎。賽夏文化彙編，張致遠文化工作室編著，

P.37-83。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7 

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1998 

3. 胡家瑜、林欣怡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台

大文史學報》2003 

4. 賴盈秀《誰是賽夏族？》，台北：向日葵文化，2004 

5. 賴盈秀《賽夏族》，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4 

6. 林修澈《賽夏學概論——論文選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 

 

十二、 邵族 

(一)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洪國勝，邵族傳統祭儀及其歌謠，2001 

(二) 交通與貿易 

1. 李亦園。邵族的經濟生活。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P.51-98。台北：南

天書局。1996 

 

(三) 民族政治與社會 

1. 陳奇祿。日月潭的邵族社會。臺灣土著文化研究，P.227-289。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1992 

 



(四) 其他 

1. 簡史朗。逐鹿水沙連：南投縣邵族口傳文學集。南投：南投縣政府文

化局。2015 

 

 

 

 

 

 

十三、 卑南族 

(一) 民族/俗植物 

1. 李麗雲、林佳靜、陳文德、鄭漢文。卑南族的家與植物、人文篇。台

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9 

2. 張季珍、劉炯錫。初鹿(Mulivelivek)部落民族植物之研究。原住民自然

人文期刊，2，P.69-120。2010 

(二) 民族宗教(祭儀/信仰) 

1. 曾建次，卑南族卡地布部落文史. 歲時祭儀篇 =. Vate za katratripulr l 

pinuyumayan ; palisiyan za 'amiyan，2005 

2. 陳文德，卑南族，三民書局。2010 

3. 巴代，吟唱.祭儀 : 當代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祭儀歌謠，2011 

(三) 其他 

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阿美族／卑

南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院。2007 

十四、 魯凱族 

(一) 民族/俗植物 

1. 林得次、劉炯錫。達魯馬克的植物文化。台東：台東縣永續發展學會。

1998 

(二) 民族狩獵/漁獵文化 

1. 戴永禔。魯凱族的漁撈文化。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整，15，P.105-169。

2000 

(三) 神話傳說 

 

1. 金榮華《台灣高屏地區魯凱族民間故事》。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