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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起碩士班入學考試參考書目 
 

 

科目一：史前考古學 

 

編號 書目 

1 

Feder, Kenneth 

 2004  The Pass in Perspective: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Prehist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2 
Sharer, Robert J. & Wendy Ashmore 

 2003  Archaeology: Discovering Our Past, New York: McGraw Hill.  

3 
張光直  

  1988 《考古學專題六講》台北：稻鄉出版社。 

4 
張光直  

 1995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台北：聯經 

5 
Hodder, Ian: 

2004 Reading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Jurmain, Robert, Lynn Kilgore, Wenda Trevathan and Russell L. Ciochon 

2008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anthropology. Belmont: Thomson Wadsworth. 

7 

Renfrew, Colin and Paul Bahn 5
th

 

2008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Sixth Edition), Thames & 

Hudson 

8 
Thomas, David Hurst (Third edition) 

1998 Archaeology.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Florida 

9 

李光周 

1996 考古學對其研究對象之解釋 收錄於李光周著、尹建中編墾丁史前住民與

文化,p1-16 

10 

李光周 

1996 對於台灣考古研究的若干認識”，收錄於李光周著、尹建中編墾丁史前住

民與文化,p31-44 

11 

倫弗魯(Colin Renfrew)著，張明玲譯 

2010 《史前：文明記憶拼圖》，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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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社會/文化人類學 

 
編號 書目 

1 
Anderson, B.原著，吳叡人譯 

 1991[1983]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 時報出版。 

2 

Clifford, J. and G. E. Marcus  

1986  Writing culture :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 a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advanced semin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Dumont, Louis 原著，王志明譯 

1992 《階序人：卡斯特體系及其衍生現象》，台北：遠流。 

4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5 

Keesing, Roger  

  1994  Theories of Culture Revisited. in 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Robert 

Borofsky ed. Pp:310-312. New York, NY: McCraw-Hill. 

6 

Keesing, Roger  

  1998〔1976〕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7 
Kottak, C. P. 

2009  《文化人類學》，臺北市, 巨流總代理. 

8 
Kuper. Adam 

  1981 《英國社會人類學:從馬凌斯基到今天》，（賈士蘅譯，1988），台北:聯經。 

9 
Leach, Edmund 原著，張恭啟、黃道琳譯 

2003 《上緬甸諸政治體制：克欽社會結構之研究》，台北：唐山。 

10 
Leach, Edmund 原著，黃道琳譯 

1994(1976) 《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台北：桂冠。 

11 
Malinowski, Bronislaw 原著，于嘉雲譯 

1991 《南海舡人》，台北：遠流。 

12 
Mauss, Marcel 原著，汪珍宜、何翠萍合譯 

1989(1984) 《禮物》，台北：遠流。 

13 

Mintz, S. W.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4 

Ortner, Sherry 

  1980(199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in Nicholas B.Dirks, Geoff 

Eley & Sherry B. Ortner eds. Culture, Power & 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p. 372-411.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 

R. Jon McGee and Richard L. Warms 

2004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Boston: McGraw-Hill, 

2nd. 

 



 3 

 

16 

Sahlins, Marshall  

1999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Culture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5, No. 3 (Sep., 1999), pp. 399-421 

17 
Turner, V. W.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 Co. 

18 

Wolf, E. R.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f, E. R 原著 ; 賈士蘅譯 

  2003 《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台北市 : 麥田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 

19 
黃應貴 

  2002 《人類學的評論》，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黃應貴 

  2008 《返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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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三：台灣人類學（含考古學）研究 

 

台灣民族誌部分 

編

號 

書目 

1 

Feuchtwang, Stephan 

  1974 “Domestic and Communal Worship in Taiwan”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 Arthur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5-130. 

2 

Freedman, M.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3 

Sangren, P. S.  

  2000  “History and the Rhetoric of Legitimacy: The Mazu Cult of Taiwan” in Chinese 

sociologics :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alienation in social 

reproduction. London, Athlone, pp.45-68. 

4 

Weller, R. P.  

  1994  “Part III, Taiwanese Ghosts” in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London, Macmillan, pp.113-186. 

5 

Wolf, Arthur  

  1974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 

Arthur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31 

6 
李亦園  

1984〔1982〕 《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文化》台北：聯經 

7 
張珣 

2003 《文化媽祖：台灣馬祖信仰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8 
陳奇祿  

  1992 《台灣土著文化研究》台北：聯經 

9 
陳其南  

  1991 《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 

10 
黃應貴 編  

  1986 《台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 

11 
黃應貴 編  

  1993 《人觀、意義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12 
黃應貴  

 2002 《人類學的評論》。台北：允晨 

13 
黃應貴  

  2006 《人類學的視野》。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14 
謝世忠  

  1987 《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 

15 
謝世忠  

2004 《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台灣原住民論集》台北：台灣大學 

16 
王嵩山 

2004 《鄒族》，台北：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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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余光弘 

2004 《雅美族》，台北：三民書局 

18 
王梅霞 

2006 《泰雅族》，台北：三民書局 

19 
黃應貴 

2006 《布農族》，台北：三民書局 

20 
譚昌國 

2007 《排灣族》，台北：三民書局 

21 
黃宣衛 

  2008 《阿美族》，台北：三民書局 

22 
陳文德 

2010 《卑南族》，台北：三民書局 

23 

胡家瑜  

  2009   〈食物符碼與儀式行動─從賽夏社會關係的建構到時間連結的體〉。《民俗曲藝》

166：61-96。 

24 

顏學誠 

  2008  〈專家、物性、身體感：茶葉比賽中的社會秩序〉《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

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405-430頁。 

25 

羅素玫 

  2010        〈文化認同、生態衝突與族群關係：由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傳統領域論述談起〉，

《考古人類學刊》 72：1-33。 

 

台灣考古學部分 

本考試範圍為 

1. 台灣史前文化史內容，包含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 

2. 台灣與週邊區域的史前關係，包含北側的琉球、西側的東亞大陸、南

側的東南亞島嶼、東側的太平洋島嶼 

3. 台灣考古學史 

4. 台灣的考古文化資產保存 

參考書目請參閱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田野考古等各種刊物內的相關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