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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什麼 ?
1. 涵義—人類過去活動留下的紀錄，
              包括文字、遺物、遺跡，
              是全體人類共同擁有的記憶 

2. 功能— (1) 可認知過去事實，
                    並連結現在與過去
               (2) 可了解自己國家和民族歷史，
                    藉此「鑑往知來」
               (3) 培養觀察、分析和判斷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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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層次

第
一
層
次

歷史 

事實

史實 ( 事件 ) 知識的認定

( 真實性的問題 )

確實存在或發生過的

基本事實或事件 

第
二
層
次

歷史 

解釋

對第一層次的理解或解釋：

是指史學家就歷史事實，

加以說明或解釋其意義所在
，

或分析因果關係及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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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不同，最大的差別在於歷史事實
是呈現客觀的事實本身；而歷史解釋則是史學家對史
實的詮釋。就歐洲歷史上的科學革命而言，下列哪一
項敘述屬於歷史解釋？ (91 基測一 )

( Ａ ) 牛頓提出三大運動定律　　　　　

( Ｂ ) 政府成立科學研究機構

( Ｃ ) 溫度計、顯微鏡等新工具問世　　

( Ｄ ) 這個時期被稱為「天才的世紀」

歷史事實歷史事實

歷史事實歷史事實

歷史事實歷史事實

歷史解釋歷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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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練習

(1) 鄭經時期興建孔廟

(2) 鄭氏政權為漢人在台灣的

    文教事業發展奠下基礎歷史解釋歷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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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時代史前時代 歷史時代歷史時代

沒有文字紀錄沒有文字紀錄 有文字紀錄

使使

用用

工工

具具

舊舊

石石

器器

時時

代代

新新

石石

器器

時時

代代

金金

屬屬

器器

時時

代代

上上
古古

史史

中中

古古

史史

近近

代代

史史

現現

代代

史史

1717 世紀台灣開世紀台灣開

始有文字始有文字
(1)(1) 漢人移民漢人移民
(2)(2) 新港文字新港文字

打製打製

石器石器
磨製磨製

石器石器

金金

屬屬

器器

新石器革命—新石器革命—

進入產食時代人類開始有閒暇進入產食時代人類開始有閒暇
從事文化創造從事文化創造

新石器革命三大特色—新石器革命三大特色—
農業、陶器農業、陶器、磨製石器、磨製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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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現代現代現代

舊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

留有舊石器時代人

類遺物、遺跡的地

層 

1

留有新石器時代人

類遺物、遺跡的地

層 

2

現代人生活的地

方

3

地層成層累積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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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時代人類生活演進想像圖

舊石器時代
( 距今 50000 年～ 7000
年前 )

新石器時代
( 距今 70007000 年～ 2000 年前 )

金屬器時代
( 距今 2000 年～ 400 年前 )

11
22

33

打製石器打製石器

用火用火

煉鐵煉鐵

農業農業

陶器陶器

磨製石器磨製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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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歷史的分期

1. 史前時代（距今五萬年）

(1) 舊石器晚期：

    台東長濱文化

(2) 新石器時代：

    大坌坑文化、圓山文化、卑南文化

 (3) 金屬器時代：

    十三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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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競爭時期（ 16 、 17 世紀）—
利用海洋特性發展貿易，
是台灣歷史文化最大的特徵
(1)14 世紀後半葉，
    台灣沿海、澎湖，漸成漢人、日本人
     從事國際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的據點
(2)17 世紀初葉台灣成為
     漢人、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
     等之間的競爭地
3. 鄭氏治台時期（ 1662~1683 ）
(A)1662 鄭成功率軍驅逐荷蘭人
(B) 台灣首度出現漢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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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領時代（ 1683~1895 ）
   前期（ 1683~1858 ）
   (A)1683 施琅攻台，鄭克塽降清，
        康熙 23 年設台灣府，隸屬福建省
   (B)消極治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
變」

   
  後期 (1858~1895)
   (A) 英法聯軍後開港通商
   (B) 積極治台—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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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殖民統治（ 1895~1945 ）
   1894清朝因朝鮮問題
   與日本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
  
   1895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日本投降，歸還台灣予中華民國政府

6.戰後台灣（ 1945~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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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石器時代（約五萬年前 ~ 五千年
前） 

* 代表文化 –
【  長濱  】﹙台東﹚
  1. 目前所知台灣
     最早的史前文化
  2. 屬於舊石器晚期 

* 經濟（生產方式） --
  採集、狩獵和漁撈  台東長濱八仙洞遺址

file:///home/mcse/projects/Rails/podcast3/trunk/public/assets/presentations/62/original/D:%5C97%E7%BF%B0%E7%89%88%E5%8F%B0%E7%81%A3%E5%8F%B2%E6%8A%95%E5%BD%B1%E7%89%87%5C%E5%85%AC%E8%A6%96~%E6%89%93%E6%8B%BC%E5%8F%B0%E7%81%A3%E6%AD%B7%E5%8F%B2%5C%E5%B3%B6%E5%B6%BC%E9%BB%8E%E6%98%8E1.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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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石器時代（約五萬年前 ~ 五千年
前） 

* 社會、文化和技藝  –
  1. 熟食：已知用火  
  2.【  敲打  】石器
  3. 骨角器

* 特色  -- 舊石器時代
             台灣與大陸連接，
             與華南文化有關  可以縫製衣物的骨可以縫製衣物的骨

針針

http://www.ksps.kh.edu.tw/6_onlinelrn/62_green/history/images/%E5%8D%97%E5%B3%B6%E6%99%82%E6%9C%9F%E8%88%87%E7%8C%9B%E7%91%AA%E8%B1%A1_p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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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甲

乙乙

丙丙
丁丁

戊戊

長
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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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約 7000 年前 ~2000 年
前） 

* 代表文化 –

1.【  大坌坑  】 ( 台北 )  粗繩紋陶

2.【  圓山  】 ( 台北 ) 貝塚

3.【  卑南  】 ( 台東 ) 

      (1) 玉器、石板棺

      (2) 目前台灣發現最大的史前部落  

我是？我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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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約 7000 年前 ~2000 年
前） 

* 經濟（生產方式） --

早期：以游牧為主，有農耕（根莖作
物）

晚期：定居、農耕（稻米）

收割穀物
游耕游耕

file:///home/mcse/projects/Rails/podcast3/trunk/public/assets/presentations/62/original/D:%5C97%E7%BF%B0%E7%89%88%E5%8F%B0%E7%81%A3%E5%8F%B2%E6%8A%95%E5%BD%B1%E7%89%87%5C%E5%85%AC%E8%A6%96~%E6%89%93%E6%8B%BC%E5%8F%B0%E7%81%A3%E6%AD%B7%E5%8F%B2%5C%E5%B3%B6%E5%B6%BC%E9%BB%8E%E6%98%8E2.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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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和技藝  –
  1. 農業出現    
  2.燒製【  陶器  】
  3.【  磨 】製石器 
  4. 圓山文化時期已知飼養家畜     
  5. 有宗教信仰          
  6. 有審美觀念  
* 特色  -- 和中國東南及東南亞有關 

  陶
器

  陶 紡 輪
人形陶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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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坌坑文化時期人類製作陶器想像圖與出土的陶片

1 2 3

4 5 6

繩紋陶

粗繩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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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文化時期人類生活環境示意圖

貝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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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文化村落想像圖
都蘭山

玉器 石板棺 石板棺「「 AdulanAdulan」」 ~~
意指「很多石頭堆的地方」 意指「很多石頭堆的地方」 

file:///home/mcse/projects/Rails/podcast3/trunk/public/assets/presentations/62/original/D:%5C97%E7%BF%B0%E7%89%88%E5%8F%B0%E7%81%A3%E5%8F%B2%E6%8A%95%E5%BD%B1%E7%89%87%5C%E5%85%AC%E8%A6%96~%E6%89%93%E6%8B%BC%E5%8F%B0%E7%81%A3%E6%AD%B7%E5%8F%B2%5C%E5%B3%B6%E5%B6%BC%E9%BB%8E%E6%98%8E2.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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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甲

乙乙

丙丙
丁丁

戊戊

長
濱

卑南

大坌坑

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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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文化村落想像圖

干欄式建築
煉鐵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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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器時代（約 2000 年前 ~400 年
前） 

* 代表文化 –

【  十三行  】 ( 台北 )

  (1) 台灣唯一

       會煉【  鐵  】的文化

  (2)【  干欄  】式建築

  
煉鐵爐煉鐵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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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器時代（約 2000 年前 ~400 年
前） 

* 代表文化 –

【  十三行  】 ( 台北 )

 (3) 可能是

    【  凱達格蘭  】族 的祖先

      ( 原住民的祖型文化 ) 十三行人十三行人

側身屈肢葬側身屈肢葬

紋身紋身

幾何印紋陶幾何印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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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器時代（約 2000 年前 ~400 年前）
* 經濟（生產方式） --
  有些還以狩獵為主，
  但大多數著過稻米穀物為主、
  根莖作物為輔的農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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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器時代（約 2000 年前 ~400 年前）
*社會、文化和技藝  –
  1.陶器硬度更高，樣式和色彩也更多
  2 .埋葬方式多樣
  3. 玻璃、瑪瑙、
  青銅與中國銅錢
  等外來器物，
    說明與大陸貿易頻繁  
* 特色  –
  和中國東南沿海
  或東南亞的金屬器文化
  有互動關係 瑪瑙珠瑪瑙珠

飾飾

唐宋銅
錢

珠璃手環 青銅刀
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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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甲

乙乙

丙丙
丁丁

戊戊

長
濱

卑南

大坌坑

圓山

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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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前文化分布
圖

甲甲

乙乙

丙丙
丁丁

戊戊

十三行文
化

長濱文化

大坌坑文化
圓山文化

卑南文化

來個來個

答案答案

唄！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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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族群與社會
一、南島語族
1. 分布範圍
   (1) 分布在太平洋與印度洋海面的島嶼民族
   (2) 臺灣是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北端

2. 與臺灣原住民的關係
    (1)臺灣原住民的祖先
         屬於南島語族
    (2)臺灣原住民的語言
         是南島語族的一支
    (3) 從數千年前開始移居臺灣

http://www.ksps.kh.edu.tw/6_onlinelrn/62_green/history/images/%E6%8E%A1%E6%AA%B3%E6%A6%94_p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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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語族分布圖
南島語族分布範圍廣，臺灣是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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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面的賽夏頭
目 原住民出草

(獵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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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名稱的演變
1.清領時期
   (1)依據：繳稅、服勞役、薙髮等
   (2)區分：「熟番」和「生番」

2.日治時期：區分為平埔族和高砂族 (高山
族 )

3. 中華民國時期 ( 民國八十年代以前 )
   將高山族區分為平地山胞和山地山胞

4. 中華民國時期 ( 民國八十年代以後 )
   不再區分平埔族和高山族，
   而通稱為「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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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埔族
1. 分布：台灣西部及東部的平原、丘陵

2. 族群：噶瑪蘭族—宜蘭、花蓮一帶
               凱達格蘭族—台北
              西拉雅族—台南

3. 漢化程度：
很深，現在已不容易和漢人區分開來，
但台灣各地仍存有許多與平埔族有關的舊地
名，
是平埔族曾經經營這塊土地最好的例子
(如：雞籠、艋舺、牛罵頭、打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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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埔族

※ 社會組織

1 、母系社會，行贅婚制

2 、子女與財產繼承權歸女方所有

3 、部落的政治運作由男子負責，

      老年級的男子

      才能參與部落的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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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山族

1 、分布：台灣山區、東部、蘭嶼

2 、族群：賽夏族、泰雅族、布農族、鄒族、

      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阿美族、達悟族

※ 邵族—分布在南投日月潭附近

※ 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花蓮  

※ 賽德克族—南投、花蓮

3 、漢化程度：

      較淺，目前仍保留不少原有文化和族群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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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
屬屬
制制
度度

母母系系
社會社會

行招贅婚，行招贅婚，
由女子繼承家業由女子繼承家業

阿美阿美族族

卑南卑南族族

父父系系
社會社會

行嫁娶婚，行嫁娶婚，
由由男子男子繼承家業繼承家業

賽夏賽夏族族

布農布農族族

社社
會會
組組

織織

貴貴族族
社會社會

農地、獵場和漁區屬於貴族農地、獵場和漁區屬於貴族
所有所有
平民必須向貴族服勞役及繳平民必須向貴族服勞役及繳
租稅租稅

魯凱魯凱族族

排灣排灣 族族

漁團漁團

組織組織
成員有造船、修船、漁獵成員有造船、修船、漁獵

和平分漁獲的權利和平分漁獲的權利
達悟達悟族族

有些族群有有些族群有長老會議長老會議，，以處理族中的重要事務以處理族中的重要事務

如阿美族如阿美族 、賽夏、賽夏族族

Vts_23_1.vob

file:///home/mcse/projects/Rails/podcast3/trunk/public/assets/presentations/62/original/D:%5C99%E5%8D%97%E4%B8%80%E4%B8%83%E4%B8%8A%E5%8B%95%E7%95%AB%5CVIDEO_TS%5CVTS_26_1.V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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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

鄒

魯凱

排灣

布農

卑南

阿美

達悟

泰雅
邵

凱達格蘭
噶瑪蘭

西拉雅
撒奇萊雅

太魯閣
賽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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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鹿

樁米

乘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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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墾示意圖

焚
林

播
種

休
耕

長
滿
林
木



第一章  史前台灣與原住民文化

5 、經濟活動：

(1)經濟生活—採集、狩獵、農耕

(2) 農耕方式和平埔族相同，

     以燒墾為主，種植小米、旱稻

(3)維生方式因分布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

     平原地區雖有狩獵、漁撈，

     仍以小米、旱稻的種植為主 (阿美族、卑南
族 ) ；

     住在山區的泰雅、布農族除農耕之外，

     更重視狩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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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住民的宗教

* 特色：精靈崇拜
   
   (1)尤其崇拜祖靈
   (2) 認為善靈會保佑子孫，惡靈會帶來災厄
   (3)無論善靈或惡靈，子孫都必須勤於祭祀
   (4)如西拉雅族崇拜祖靈的場所稱為「公
廨」，
        該族的「祀壺信仰」就是將有清水的
壺罐
        置於公廨裡，象徵祖靈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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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拉
雅
拜
壺
信
仰

走鏢

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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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歲時祭儀和生命禮儀，

 也是原住民生活中重要部份  

1. 生命禮俗

(1)泰雅族的「紋面」

(2)卑南族的「猴祭」

(3)布農族的「打耳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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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面的泰雅族婦女

泰雅族有臉部刺青的習俗，代表成年
，也是族群的標記。對女子而言，

 還有貞潔與織藝精巧的意義。

泰雅族是臺
灣原住民中
最擅長織布

的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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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
 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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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勇士布農族勇士

打耳祭 八部合音

file:///home/mcse/projects/Rails/podcast3/trunk/public/assets/presentations/62/original/D:%5C99%E5%8D%97%E4%B8%80%E4%B8%83%E4%B8%8A%E5%8B%95%E7%95%AB%5CVIDEO_TS%5CVTS_02_1.VOB


第一章  史前台灣與原住民文化

* 原住民的歲時祭儀—
 透過祭典活動，感謝神靈，祈求豐收      

(1)阿美族的「豐年祭」

(2)賽夏族的「矮靈祭」

(3)達悟族的「飛魚祭」

         



第一章  史前台灣與原住民文化阿美族
豐年祭

file:///home/mcse/projects/Rails/podcast3/trunk/public/assets/presentations/62/original/D:%5C99%E5%8D%97%E4%B8%80%E4%B8%83%E4%B8%8A%E5%8B%95%E7%95%AB%5CVIDEO_TS%5CVTS_22_1.V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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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黑人 Aidac

招魂旗、臀鈴

『 』賽夏族 矮靈祭 每年農曆 10月 15 ， 日前後 由苗栗縣南庄 的

「 」 ，南賽夏 開始 為期三天

file:///home/mcse/projects/Rails/podcast3/trunk/public/assets/presentations/62/original/D:%5C99%E5%8D%97%E4%B8%80%E4%B8%83%E4%B8%8A%E5%8B%95%E7%95%AB%5CVIDEO_TS%5CVTS_03_1.V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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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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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埔族與高山族的共同點

1 、均屬南島語系

2 、沒有一套有系統的文字，沒有國家組
織

3 、兩千年以前以進入金屬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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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大
耳
人

排灣族
 五年祭，刺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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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鞦韆

http://benztony.pixnet.net/album/photo/1126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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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戰祭
在樹枝懸掛
生肉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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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播種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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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力激盪【猜猜我是哪一族】

        下圖中的三個人是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根
據他們的對話，猜猜他們是哪一族？

               
族

塔巴塔布：距離我第一次成
年禮已經八年了，這是我的
第二次成年禮，這次要舉行
大規模的團體狩獵，聽爺爺
說以前我們的「猴祭」都是
用真正的猴子，不過現在都
改用草猴了。

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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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力激盪【猜猜我是哪一族】        

               
族

吉娃斯：我們族裡的成年禮是
「紋面」，紋面除了代表成年
之外，還有族群標記、女子貞
潔，以及織藝精巧之意，可說
是意義重大呢！泰雅

卡吉士：我還沒成年，不過，
我每年暑假都和媽媽參加族裡
的豐年祭，一起感謝神靈、慶
祝豐收。我們還和許多族人一
同唱歌、跳舞，大家都很高興
哩！

               
族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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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人有紋面的傳統
   請問泰雅族分布
   於圖中的哪一區？
以射耳祭聞名的布農族
    分布於圖中的哪一
區？
屬於貴族社會的排灣族
    分布於圖中的哪一
區﹖
辛區有矮靈祭傳統，
  請問他們的族名為何
？

賽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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