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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類學史專題討論 

(Seminar o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in Taiwan) 

                                                  

2006 年 2 月 21 日 

   至 2006 年 6 月 13 日 

 

 

 

課號(Series)：125M2650 

 

授課教師(Instructor)： 謝世忠教授兼主任(Professor & Chair , Ph.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1989) 

      (公)  (02)3366-4746（研究室）  (02)3366-4732（主任室） 

Fax & message：(02)8369-2262 

E-mail：tristan@ntu.edu.tw 

         

教師研究室(Office)：人類系館 305 室 

系主任辦公室(Chair)：人類學系館 103 室 

上課時間(Time)：每週二上午 9:10 至 12:20 

上課教室(Classroom)：人類系館 206 室 

選課學生：碩、博士班研究生 

學分(Credits)：3 

課後會談時間(Office hour)：每週四下午 2:00-5:00，或另行預約。           

 

課程目的(Purpose)：本課將密集研讀以台灣田野考察為基礎，繼而提出對台灣社 

                  會文化詮釋的人類學專著，期盼透過對這些學者及其著作的 

了解，同學們能建立起自己對台灣人類學過去、現在，及未 

來.發展的一些看法。 

 

課程要求(Requirements)：1.從 3 月 14 日起，每週由一至二位同學負責報告該週 

所討論的學者及其著作。報告時應努力整合所有閱讀

的資料，避免一篇一篇流水式的照唸。 

  2.未輪到報告的同學，必須就該週教材提出兩個問題，   

    寫下並印給教師和同學，再由報告的同學負責回答，  

進而帶領討論。 

  3.教師將於 4 月 18 日(第九週)發小型研究報告題意(二 

    至十題)給同學，請擇一定題撰寫約 4,000 至 5,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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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並於 5 月 8 日(週一)下午六點前交至教師研究 

室。 

  4.教師將於 5 月 30 日(第十五週)發期終報告題意給同 

   學，請選題撰寫一約 4,000 至 5,000 字報告，並於 6 

   月 19 日(週一)下午六點前交齊。 

 

評分方法(Grading)：1.口頭報告         15% 

                  2.兩個問題         15% 

                  3.加入討論         10% 

                  4.期中報告         30% 

                  5.期終報告         30% 

                                   100% 

幾點規定：1.報告遲交 30 分鐘以內扣原得分 10 分，超過 30 分鐘以上扣 30 分。 

          2.請勿習慣性遲到、早退、缺課或上課聊天。 

    3.上課請關手機。 

          4.旁聽同學請先向教師登記，並務必每次都來上課。 

 

** 本課第三週講義由教師印製提供，所有規定閱讀專書均可在南天、聯經、唐 

山或誠品等書店買得到，另外，期刊及散篇文章將放至人類學系圖書室教 

授指定參考書櫃中，請同學前往借閱。 

   

 

第一週  2006 年 2 月 21 日(二) 

 課程介紹（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第二週  2 月 28 日   

  國訂假日 (Legal holiday) 

第三週  3 月 7 日     

  日本學者留下的基礎 (Contributions of Japanese Scholars)

 丘延亮 

1997 <日本殖民地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讀前再評價>，《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28:145-174。 

劉斌雄 

1975 <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40: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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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慧 

1999  <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 

的形成與糾葛>，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

徐正光，黃應貴編，頁 143-195，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 

陳奇祿 

1992[1974]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與台灣土著研究>，在《台 

            灣土著文化研究》，陳奇祿著，頁 473-489，台北：聯經。 

第四週  3 月 14 日   

        

中文人類學：三強出發 (Chinese Anthropology starts)  

《考古人類學刊》創刊號 

《中國民族學報》創刊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創刊號 

第五週  3 月 21 日   

本土引領人物之一：陳奇祿教授 

      （Local Leading scholar Ⅰ：Professor Chi-Lu Chen） 

         陳奇祿 

    1992  《台灣土著文化研究》(共 16 篇文章)，台北：聯經。 

第六週  3 月 28 日   

本土引領人物之二：李亦園教授 

（Local Leading scholar Ⅱ：Professor Yih-yuan Li ） 

李亦園 

  1984[1982] 《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文化》(頁 77 至 460，共 11 篇文章)

台北：聯經。 

第七週  4 月 4 日   

溫書日，不上課（Spring break） 

第八週  4 月 11 日   

史丹福學派的宗教研究之一 

(Religious study of the Sanford School Ⅰ) 

        Harrell, Stevan C. 

        1986  “Men, Women and Ghosts in Taiwanese Folk Religion.”, In Gender 

And Religion: On the Complexity of Symbols, Caroline Walker 

Bynum et al ed., pp:97-116. Boston. 

Wolf, Arthur P. 

  1974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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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rthur P. Wolf ed., pp:131-18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Margery 

  1992  “The Woman Who Did’nt Become a Shaman.” In A Thrice 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Margery Wolf, pp: 93-116.   

第九週  4 月 18 日   

史丹福學派的宗教研究之二 

(Religious study of the Sanford School  Ⅱ) 

        Ahern, Emily Martin 

1981 “The Thai Ti Kong Festival”,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Emily Martin & Hill Gates eds.,  

pp:397-42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utton, Danald S. 

1990  “Ritual Drama and Moral Order: Interpreting the Gods’ 

Festival Troupes of Southern Taiwan”,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49(3):535-554.          

        Weller, Robert P. 

1994 “Capitalism Community, and the Rise of Amoral Cults in 

Taiwan”, In Asia Vision of .Authority: Religion and the 

Modern Stat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harles F Keyes, 

Laurel Kendall, and Helen Hardacre eds., pp:141-16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第十週  4 月 25 日   

後史丹福學派的本土社會人類學之一  

(Native social anthropology after the Stanford SchoolⅠ) 

         陳其南 

  1991  《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 

        陳奕麟 

 1995 <由「土著觀點」探討漢人親屬關係和組織>，《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1：1-18。 

第十一週  5 月 2 日 

       後史丹福學派的本土社會人類學之二  

       (Native social anthropology after the Stanford School Ⅱ)          

 張珣 

           2003  《媽祖：台灣媽祖信仰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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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容 

           1993  《台灣人的社會與信仰》，台北：南天。 

第十二週  5 月 9 日   

建構新原住民微觀民族誌之一 

(Construction neo-micro ethnograph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Ⅰ) 

黃應貴 

1992   《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第十三週  5 月 16 日   

建構新原住民微觀民族誌之二 

(Construction neo-micro ethnograph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Ⅱ)          

黃宣衛 

             2005 《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阿美族研究論文集》，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第十四週  5 月 23 日            

         另類原住民人類學之一：族群意識、觀光與文學 

   (Alternative indigenous anthropologyⅠ: ethnicity, tourism 

& literature ) 

謝世忠 

1987 《認同的污名》，台北：自立晚報。 

1994 《「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台北：自 

立晚報。 

2004 <《山海文化》雜誌創立與原住民文學的建構 >在《台灣新文

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聯合報副刊編，頁 175-212，台南：

國家台灣文學館。 

第十五週  5 月 30 日   

         另類原住民人類學之二：文化展演 

   (Alternative indigenous anthropologyⅡ: Cultural 

performance ) 

胡台麗 

2003 《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台北：聯經。 

第十六週  6 月 6 日 

另類原住民人類學之三：博物館 

   (Alternative indigenous anthropologyⅢ:Museum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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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嵩山 

2003 《差異、多樣性與博物館》，台北：稻鄉。 

許功明 

2004 《原住民藝術與博物館展示》，台北：南天。 

第十七週  6 月 13 日 

台灣人類學評論 

    (Critic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in Taiwan) 

張珣 

  1996   <光復後台灣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之回顧>，《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1：163-215。 

黃應貴 

1999  <戰後台灣人類學對於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在 

     《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徐正光、黃應貴編， 

      頁 59-90，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 

 1999  <平埔族的人類學研究>，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 

      展望篇》，徐正光、黃應貴編，頁 91-141，台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謝世忠 

2004[2000]  <人類學應是什麼？當代台灣人類學的學院自評與民間    

           反人類學論述>，在《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台灣原                

           住民論集》，謝世忠著，頁 299-318，台北：台灣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