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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學理論與方法』 

 

《本考試共有 180 分鐘（9:00—12:00），試題一共有 5題，每題 20 分。答案紙

有 5張，請務必將所選題抄在單獨答案紙上。交卷時，請將試題一起交回。》 

 

1. 考古學為一研究過去人類社會的文化、行為的學科，試論其學科知識建立的

基礎和方法為何？並其與文化人類學的關係為何？ 

 

2. 「發掘」是考古學工作中最重要及最富有學門特色的技術方法，但卻不能說

是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為什麼？請詳加說明與討論。 

 

3. 在 1980 年代，人類學理論由一向對體系、結構與常模的側重，轉而注意到

個人與行動在理解人類行為上的重要性。出現了 Sherry  Ortner （1984）所

稱的 practice 理論取向。請討論此一理論取向的基本觀念、主要研究議題、

影響與缺失。 

 

4. D. Bell 在 1976 年即聲稱後工業化社會是一個資訊社會。如同農業革命與工

業革命一樣，資訊革命可視為另一個人類文明發展的分水嶺。請討論資訊社

會對人類學研究的理論及方法上都帶來的什麼影響？ 

 

5. ｀Society＇的觀念向來是人類學研究的核心概念之一，不過晚近有人類學者

提出以｀Sociality＇來取代｀Society＇的看法。試說明這兩個概念的意涵，互

相爭議點所在，以及對人類學研究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