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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課將以各文化區代表性的小說為對象，來探討各文化區的社會文化特色。

就目的而言，正如世界民族誌一樣，藉由各文化區代表性小說所構成的世界文學

之閱讀與討論，期望能培養上課同學的世界觀，以面對並因應全球化時代的新需

求。但不同於世界民族誌，文學創作相對於民族誌研究，受到外在政經環境直接

的限制較少，故而有更多想像空間，文學作品所呈現的文化獨特性與精緻性，更

因其不受人類學民族誌理論與知識的限制而更易凸顯。甚至文學因已能超越世界

主流文學理論及主流語言文字的限制，而更能創造出新的文類，以便有效再現當

地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文學也關心所有人類的共同問題及普遍人性，更容易

突破文化藩籬的障礙，使特殊地方文化與人類整體文化發展趨勢得以結合。就此

而言，在人類學民族誌中常遭遇的全人類與地方文化間的矛盾與衝突，在文學世

界中反而輕易地被超越。事實上，小說家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的新問題或新發展趨

勢，往往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而走在時代的前端。這使他們不僅能夠反映社會現實，

更能積極地尋求問題的可能解答、乃至於建構未來的理想國。這些能力與視野，

往往有助於培養同學面對不可知未來的潛能。故這門課並不是從純文學的立場來

看小說，而是從社會科學，特別是人類學的立場來看小說。 

    為了讓同學能夠盡可能自己去讀小說本身，所選小說以有中譯本為主。然而，

在人類學民族誌知識累積方面占據重要位置的大洋洲南島民族及北美印第安人

的代表性小說，均因無中譯本而被迫放棄。另一方面，即使同一個文化區的代表

性小說也往往不只一本，最後的書單是取決於老師主觀的選擇，這自然與老師的

喜好與關懷有關。此外，有些地區刻意安排兩本分別來自殖民母國及被殖民國的

作家(如非洲及印度)，以便讓我們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有何不同的觀點。 

    本門課第一周以老師講述為主，而自第二周開始，由同學分成幾組輪流報告

該周的讀本(打「*」者)。每次報告不得超過一個半小時，另有半個小時的討論，

第三個小時則由老師作綜合講述。最後一周除了輪值小組必須準備外，其他所有

上課同學都必須自行選擇一本自認可代表台灣文學的小說來參與討論。這門課沒

有期中及期末考，但每個同學學期結束後必須繳交一本小說的讀書報告，而選擇

的小說必須有別於上課書單，且屬於台灣及中國以外的世界文化區。學期報告佔

學期總成績 60%，上課表現成績則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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