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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机构。
从学科的设置和专业方向来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
、经济学、宗教学、文献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影视人类学、民俗学、古文字学等，还包括
蒙古学、藏学、突厥学等专门的学科。
这些学科和专业方向的多样化构成了研究所的多学科、综合性特点，而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
社会民族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着重于对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含义的民族共同体（people、ethnos
、nationality、nation、ethnicgroup）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显示了研究所诸多学科的共同指向。
研究所以民族学和人类学冠名的目的是为多学科建构一个共同的学术平台，在研究对象统一性的基础
上实现多学科的互补与整合，在多学科的视野中建立综合性研究优势，增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
科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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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历史上，台湾原住民先后被称为“夷”、“番”、“高山族”、“山胞”、“原住民”，具体包括
泰雅、赛夏、布农等11个已获认定的少数民族。
据2004年统计台湾地区共有原住民44万多人。
该书对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有关当局历来对原住民的政策，分阶段、分专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
自己独特的见解。
对读者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历史、了解台湾原住民很有帮助，是一本研究台湾问题不可多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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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1949年以前的台湾“原住民"研究概述　　台湾古称夷洲、流求，汉文史料中关于台湾的记
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孙吴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
早在三国时代，中原王朝就与台湾发生了往来：据正史记载，孙权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　“遣魏
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还” 。
此后，隋朝的将军朱宽和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受命先后“自义安浮海之击流求国。
⋯⋯虏其男女数千人” 。
到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建起房屋200间，派水军长期驻守。
到元朝初年，来自福建泉州等地的百姓开始在澎湖定居，“工商兴贩，以广其利”；至元二十八年
（1291年）和大德元年（1297年），元朝两次宣抚流求，并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立澎湖巡检
司兼管流求事务。
明朝洪武年间福建设立承宣布政司，由其下辖的泉州府晋江县负责台湾和澎湖事务；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荷兰两次侵占澎湖，天启三年（1623年）侵略台湾安平并占领台南大部地区。
也正是从这时起，“台湾”一词始见诸正史典籍。
根据笔者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和《二十五史》电子版的检索，发现历代正史典籍中共有3758处出
现“台湾”二字，其中最早的记载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三》卷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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