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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人類學刊》新版出刊導言 
 

謝 世 忠*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知識的建構展現，傳統上多依專書、專書論文或期刊文章，來予

以確認。因此，若無此等特定學科文字的常續出版，學科基本上已是名存實亡。按理，

學科係單純人類專業求知的範疇，然而，實際操作上，往往必須有外在首肯，方可達到

知識發表傳遞的目的。「外在首肯」的關鍵要素，就是出版機制。出版機構的存在，是

為學科生存的充分條件，但唯有出版者點頭首肯，滿足了必要條件，學術的發現與發明，

才得以成功現身。出版可能涉及營業考量，因此，無人可保證研究成果是否得以問世。

不過，所幸純義務性或非營利性的出版管道，並不在少，據此，學術也終能健康長壽。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4 年來一直扮演協助人類學相關學術論著，在該園地發

表的角色。今天，臺灣人類學得以健康長壽，《學刊》甚有功苦雙勞。 

《考古人類學刊》是華文世界（按，九成以上為華文文章，間有收錄英、日、德、

法文文獻）歷史最悠久的人類學專業刊物。欲知臺灣人類學史，必讀《學刊》，想瞭解

臺灣原住民體質、語言、社會文化乃至博物館的學術建構背景，亦應閱覽是刊。另外，

考古學者曾長期集中於此檢論創見，所以，《學刊》堪稱史前史知識寶庫。 

不過，即使如此，《考古人類學刊》畢竟不是國內的唯一。其它甚具水準的期刊，

在過去數十年間，紛紛發行，嶄露頭角。《學刊》面臨競爭，其間故事頗類各刊在人類

學有限人口學術社群中，搶取優質文章般。一方得到，他方注定落寞，只能苦等下篇。

當前所有稍具水平刊物的編輯者，似均有類此煩惱。稿源不足，審查又需嚴格，再加上

編委和相關機構同仁，盡量避開投登自家期刊，凡此種種，凸顯了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最

難解的臺灣人類學困境。 

《考古人類學刊》發行至第 66 期（2006 年 12 月出刊）後，決定自第 67 期起，不

再掛上「國立臺灣大學」檯頭，英文名稱亦從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改為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超越了過去臺大人類學系具機關報的味

道，《學刊》改組編委會，由人類學系系務會議票選出 6 位編委，其中 4 位校外（包括

國外），2 位系內，系主任則為當然主編。此外，另設諮詢委員會，亦由系務會議選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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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外（包括國外）資深學者擔任委員。首次諮詢會議已於 2006 年 11 月召開。編委會

議開會次數不定，平時 e-mail 聯繫頗為頻繁。 

《考古人類學刊》肩負傳統，歡迎競爭，亦願配合時代變革。此一超過半個世紀的

學術灌溉區，外型上或有點龍鐘皺紋，但其心自忖年輕，務要不斷提醒海內外學者學子

看得到該刊。當然，欲獲取人家注目，就必須端得出上乘文章。我們會繼續努力，推薦

上榜，篇篇佳作。 

舊版封面封底全綠，新版綠底配上白色寬面線條。第 67 期起，讀者必能見著「新

味」，也聞嗅得到部分傳承「舊香」。《學刊》處於各刊缺斷稿糧危機時刻，但始終堅持

力保人類學刊長壽的使命，出版再出版，好文章大家爭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