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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陳 有 貝∗  趙 綺 芳∗∗ 

 琉球與台灣不僅有類似的島嶼環境，而且地理位置鄰近，然而兩地的史前文化卻大異其趣。在過去，這種現象或因研究者的興趣偏向與考古資料不足而被忽略，但兩地歷經數十年來之考古工作後，目前已有較充分的證據證實其間的差異，並推翻過去對兩地史前交流的假設。所以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應是如何對這種特殊現象予以解釋。 在〈琉球列島與台灣史前關係的再研究〉一文中認為，造成史前琉球忽略南方，而與其北方之來往關係乃來自史前琉球人的地理觀，這種現象可以從生業型態、環境資源、貿易與流行等面向分別認識。現代考古研究常以較容易觀測與處理的客觀考古資料為據，而該文則強調應重視史前即存在的族群主觀意識之作用。〈琉球先島群島下田原期與台灣東海岸花蓮溪口新石器時代遺址之文化內涵探討〉一文則是在器物比較研究之外，重視文化發展的環境背景，並以技術選擇觀點再度審視台灣與琉球的史前文化關係，希望藉由新概念的引入，重新思考兩地文化關係的本質。兩篇文章皆為對同一議題尋求可能的解釋，期望可對台灣與琉球的對外關係研究注入新看法。 從現生文化的角度而言，琉球群島與台灣實體距離很近，然而以琉球人為主體的民族誌書寫在台灣卻出現得很晚且零星，其原因或許和這個區域位於東亞文化圈的邊緣、以及長期夾處於鄰近大國之政治競逐有關。以琉球群島居民為對象的沖繩民族誌是一個複數書寫的領域：複數的名稱—包括琉球到沖繩的他稱、以及南北各異的自稱（沖繩本島島民自稱 uchinaanchu；南方的八重山群島則與其不同）；複數的語言—由古至今分別以中、日文書寫的文獻乃至於互相對立的政治立場與觀點；以及，可想而知，複數的認同。 本專刊中雖僅涵括兩篇民族誌研究文章，但卻可明顯看出琉球／沖繩民族誌的界域。〈儀式、展演與文化：以琉球群島八重山竹富島種取祭為例的研究〉一文以琉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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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南方八重山地區代表的傳統祭儀與藝能為中心，描繪了傳統的琉球島村落高度整合性的社會，以及其繼承過去獨立政體琉球王國的文化內涵，並發展出一個獨特的離島文化面向；〈所謂和平：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的再思考〉一文則以被迫承擔二次世界大戰遺緒之基地問題的沖繩本島為研究中心，企圖凸顯島民進入縣政時代之後，在區域與國族政治、歷史記憶與詮釋諸多因素影響下的衝突聲音與作為。兩篇文章一南一北、涵蓋從傳統王朝到現代國族的文化變貌和議題廣幅，呈現在台灣讀者眼前的，是真實的複數島嶼群像。 在四篇廣義人類學的集體著述之外，本專號亦涵括了政治學者的專文〈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初探〉，以沖繩學之父伊波普猷的政治思想為軸線，從人類學者較少關注的名人政治思想出發，議論沖繩在併入日本國家之後面對的政治變革，從範疇到實踐。吳文的推論，一方面或可觀照謝文中所探討的當代沖繩島民的政治抗爭背後的思維脈絡與衝突之深層因素，另一方面其所引述伊波氏沈重的嘆息，也多少呼應了目前沖繩持續面對被軍事殖民之嚴峻情勢、與沖繩人微小但不間歇的抗爭。台灣身為沖繩最近的近鄰，學者所生產的他者書寫，除了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反照之外，在文化的意義上，串聯跨越國界的島嶼共同體，則或許是書寫的另外一種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