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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數民族誌 
（Ethnography of Minority Peoples in China） 

 

2005 年 9 月 22 日至 2006 年元月 10 日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 

 

課號（Series）：105 33300 

 

學分（Credit）：3 

 

授課教師 （Instructor）：謝世忠教授兼主任 

（Professor Shih-chung Tristan Hsieh (Aathidt)）,  

           Ph.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1989） 

           電話：02-3366-4746（研究室） 

                            02-3366-4732（主任辦公室） 

傳真及留言：02-8369-2262 

           E-mail：tristan@ntu.edu.tw 

 

教師研究室（Office）：人類學系館 305（研究室） 

                                 

上課時間（Class time）：每週四下午 3:30 至 6:20 

 

上課地點（Classroom）：人 206 

 

選課對象（Students）：人類學系學士班同學五選一課程，其它選修同學請先徵詢 

教師意見。 

 

課後會談時間（Office hour）：週二下午 3：00 至 5：00，或事先預約。 

 

課程目的（Purpose）：本課程將專論中國地區非漢族的文化，及其與漢族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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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的關係、歷史建構、和族群認同等議題，期盼同學能

在資料研讀、課堂討論、及撰寫報告過程中，培養出分析

「少數民族」議題的能力。 

 

教材（Texts）：除第二週閱讀文獻由學校印成講義，以及第十一週謝世忠著《傣

泐：西雙版納的族群現象》一書請自行到書店購買或至圖書館借閱

之外，其餘均請至佳真專業影印公司購買(台北市新生南路 3段 54-8

號，02-23636011)。 

 

課程要求（Requirements）：1.小型社會科學標準格式（格式另訂之）研究報告兩

篇，字數約 3,500 字。教師將於 10 月 27 日（第六

週）和 12 月 15 日（第十三週）各發題意二至十題，

請擇一擬題（目）撰寫。報告可用手寫或打字，中

英文均可，並請於 11 月 21 日（週一）和元月 9 日

（週一）下午 6:00 之前，交至教師研究室。逾期

30 分鐘內扣原得分 10 分，超過半小時以上者扣 40

分。 

                2.全班分成十個群組，每一群組必須負責提問及答問

各一次。提問的該組應事先準備好與該週主題相關

的三個問題，並在課堂上印發給教師和同學。上課

時，提答問同學分坐教師兩側。 

 

評分方式（Grading）：1.提答問          30 ％ 

                    2.上課參與        10 ％ 

                  3.Paper # 1          30 ％ 

                  4.Paper # 2          30 ％ 

 

                                      100 ％                  

其它注意事項（Other rules）： 

1.未按規定請假而曠課者，依學校規定處理。 

              2.購買教材在經濟上有困難者，請直接與教師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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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2005 年 9 月 22 日  課程介紹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第二週 9 月 29 日  「中國少數民族」作為一個人類學研究範疇 

                 （ Minority Peoples in China as a field of 

Anthropological study） 

 

        謝世忠 

            2004[2002]  〈「國族—國家」、共同體、及其解構—評泰國與中國

少數族群的人類學研究〉，在《國族論述—中國與北東南亞

的場域》，謝世忠著，頁 3-36，台北：台灣大學。 

 

        Keyes, Charles F. 

            2002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Peoples of Asia’—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ailand, 

China, and Vietn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4): 

1163-1203. 

 

第三週 10 月 6 日   

 

教師應邀至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參加「全球化下的東亞：衝突與調和」

國際會議，不上課 

 

(Professor Hsieh goes to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to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in Globalization: Conflict and Compromises”, no 

class) 

 

 

第四週 10 月 13 日  芮氏非漢族研究模型 

（Ruey’s model on non-Han ethnography） 

        

芮逸夫  

           1977 〈中國民族構成的初步研究〉，在《社會學論集》，中華學術院

編，頁 482-506。台北：華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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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世忠 

           1990 〈芮氏民族史的性質及其方法理論建構法則：兼論中國地區族

群的歷史過程研究〉，在《人類學研究：慶祝芮逸夫教授九

秩華誕論文集》，謝世忠與孫寶鋼編，頁 373-431。台北：南

天。 

           1997 〈類含與全述/典型與異型：芮氏中國民族誌的半世紀〉，在《人

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徐正光與黃應貴主編，

頁 319-355。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第五週 10 月 20 日  社會主義中國民族學的建置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hinese Ethnography） 

        

王建民、張海洋、胡鴻保 

           1998《中國民族學史》（下卷）(1950-1997)，頁 106-129，154-265，

401-482，昆明：雲南教育。 

 

第六週 10 月 27 日  羌族民族誌 （Ethnography of the Qiang ） 

        

王明珂  

           1994 〈什麼是民族：以羌族為例探討一個民族誌與民族史研究 

                 上的關鍵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5(4)：989-1027。 

           1997 〈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在《從周邊看漢人社會 

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黃應貴與葉春榮主編， 

頁 129-16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8 〈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4)：841-885。 

 

 

第七週 11 月 3 日  彝族民族誌之一 （Ethnography of the Yi ：I） 

 

斯蒂文˙郝瑞 (Steven Harrell)著，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 

           2000  《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 

究》(頁 1-149)。南寧：廣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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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11 月 10 日  彝族民族誌之二 （Ethnography of the Yi ：Ⅱ） 

 

斯蒂文˙郝瑞 (Steven Harrell)著，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 

           2000  《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 

究》(頁 150-303)。南寧：廣西人民。 

 

第九週 11 月 17 日  傣族民族誌之一 （Ethnography of the Dai：Ⅰ） 

 

        Yos, Santasombat 

           2001  Lak Chang: a Reconstruction of Tai Identity in Daikong. 

(pp:1-83), Canberra, Australia: Pandanus Books. 

 

第十週 11 月 24 日  傣族民族誌之二 （Ethnography of the Dai：Ⅱ） 

 

        Yos, Santasombat 

2001 Lak Chang: a Reconstruction of Tai Identity in Daikong. (pp： 

84-166), Canberra, Australia: Pandanus Books. 

 

 

第十一週 12 月 1 日  傣族民族誌之三 （Ethnography of the Dai：Ⅲ） 

 

         謝世忠 

             1993 《傣泐：西雙版納的族群現象》。台北：自立。 

 

         ※※※  本次上課觀賞一部了不起的影片 

 

 

第十二週 12 月 8 日   

 

教師至澳大利亞墨爾本參加「組織、社區、與國族的多樣性」 

學術研討會，不上課 

( Professor Hsieh goes to Melbourne to attend the Symposium on  

Diversity in Organization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no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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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12 月 15 日  苗族民族誌 （Ethnography of the Miao） 

 

          Diamond, Norma 

1988  “The Miao and Poison: Interactions o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In Ethnology 27(1)：1-25. 

 

          Cheung, Siu-woo （張兆和） 

              1996  “Repres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G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Gyizhou”,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240-273.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第十四週 12 月 22 日  伊斯蘭人民的人類學議題  

（On Islamic Peoples） 

 

       謝世忠 

           1992 〈根本賦與認同與族群政治：中國「漢語穆斯林」的例子〉，

在《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陳捷先主編，頁

199-220，台北：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Gladney, Dru C. 

           1998 “Clashed Civilization？：Muslim and Chinese Identities in the 

PRC”, In Making Majorities：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Dru C. Gladney ed., pp：106-131,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ng, Keng-fong 

           1996 “ Being Hui, Huan-nang, and Utsat Simultaneously ：

Contextualizing History and Identities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Hainan Muslims” ,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Melissa J. Brown ed., pp：

183-20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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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12 月 29 日  蒙古地域景況  

（On local phenomena of Inner Mongolia） 

 

Khan, Almaz 

           1995 “Chingges Khan：From Imperial Ancestor to Ethnic Her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even 

Harrell ed., pp：248-277，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Who are the Mongols？ State, 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PRC”,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 183-20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第十六週  2006 年元月 5 日  西藏建構與“人權” 

（Constructing Tibet & “human right”） 

 

        謝世忠  

            2001 《論述、版本、與語文展演—當代“西藏議題”的意識型態

文化交鋒過程》，台北：蒙藏委員會 

 

        Yan Hao 

            2000  “Tibetan Population in China: Myths and Facts Re-examined”, 

Asian Ethnicity 1(1):1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