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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考古學導論 

 

陳伯楨 

pochan@ntu.edu.tw 

臺灣大學水源校區行政大樓人 311 室 

(O)33664743/(M)0939513716 

Office Hour:週三 10-12，或預約 

 

課程介紹： 

北美洲的考古學界中對於歷史考古學的定義，通常限定在地理大發現以後歐

洲人種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史。這種方向的研究，固然有其值得批評的問題存在，

但回顧臺灣的歷史發展，某種程度上也是歷經十七世紀以後荷蘭、西班牙、日本

及中國等勢力的外來殖民。在這樣的理解下，臺灣與美洲、非洲及東南亞地區在

歷史進程上又有許多共通性，因而在此一時期考古學的研究上便有值得參考借鏡

的地方。過去臺灣考古學在處理歷史時期時候的理論及方法主要是延用於史前考

古學，但這樣的處理方式往往忽略歴史材料的處理及與其他學科對話的空間。事

實上，臺灣歷史時期的考古，不管在田野技術(尤其是層位及定年)、理論及方法

論都應與史前考古學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本課程為一學期三學分的課程，除了對大學部學生引介北美洲的歷史考古學

思想、理論及方法外，也著重於臺灣材料的介紹，特別是臺灣特有的碑刻、口傳

歷史、文獻記載、地圖及影像等記錄，以期啟發學生對於臺灣歷史時期考古學的

興趣。 

 

課程要求： 

本課程以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為主要授課對象，修習本課的同學必須確實

閱讀每週指定書目，並參與課堂討論。課堂討論方式包括自由提問、分組討論、

辯論及抽問等方式，因此同學務必在課前將指定書目讀完。 

 

有任何問題，可 e-mail 至 pochan@ntu.edu.tw (請勿寄至 ptt 信箱或

facebook)。 

 

繳交作業及詢問問題時，請於標題及文內附上”真實姓名”，否則一律不予接

受或回覆。 

 

請假請於該週第一小時前以 e-mail、簡訊、電話等方式請假，未請假且無特

殊理由點名未到者以曠課論，一學期內累積三次曠課，依校規以不及格論。 

mailto:pocha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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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作業一份 15% 

課堂表現 30% 

研究計劃(約 2-3 頁，需附初步參考及閱讀資料) 10% 

期末口頭報告(每人約 15 分鐘) 10% 

期末書面報告(約 15-20 頁) 35% 

 

第一週 (9/12) 中秋節(放假) 

 

第二週 (9/19) 課程介紹/What i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rser, Charles E., Jr. 

2004 What i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pp.1-27 / A brief history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pp.28-55. 

臧振華 

1986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Taiwan,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4):601-615. 

1990 〈什麼是歷史考古學〉，《人類與文化》，26:48-50. 

劉益昌 

2003 〈臺灣歷史考古概論〉，《熱蘭遮城考古試掘計畫通訊月刊》1:12-20。 

 

 

第三週 (9/26) Historical cultures, societies and historical sites/Time and Space 

Orser, Charles E., Jr. 

2004 Historical culture, society, and historical sites, pp.56-88 / Time and space, 

pp.117-148. 

Lucas, Gavin 

2006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tim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Dan Hicks and Mary C. Beaudry, pp.34-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 

1993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67(3):763-820. 

邱敏勇、高有德 

1996 〈東埔清營試掘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7(4):877-910. 

 

第四週 (10/3) Portable artifacts and documents (交作業 1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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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ser, Charles E., Jr. 

2004 Historical artifacts, pp.89-116. 

王儷螢 

2011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裝飾品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

士論文。 

劉益昌 

2005 〈從玉器到玻璃、瑪瑙：臺灣史前裝飾器物的變遷〉，《臺灣地區外來物

質：珠子與玻璃環玦形器研討會論文集》，頁 211-226。臺北：中央研究

院。 

鄭玠甫 

2007 《淇武蘭遺址與舍內遺址出土玻璃珠的相關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人類

學系碩士論文。 

 

第五週 (10/10) 國慶日(放假) 

 

 

第六週 (10/17) Gravestones, buildings and landscape  

Orser, Charles E., Jr. 

2004 Pre-excavation fieldwork: Documents, interviews, buildings, pp.171-190. /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Field and laboratory, pp.191-216. 

李毓中、季鐵生 

2006 〈西班牙殖民時期北臺灣人文景觀的模擬建構〉，《帝國相接之界 – 西

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呂理政主編，頁 159-177，國立

臺灣正史博物館/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李匡悌 

2004 《靈魂與歷史的脈動 – 論國立清華大學仙宮校區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重

要文物》，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蔡佩穎 

2007 《空間分析與房舍結構 -- 以屏東縣牡丹鄉排灣族 Saqacengalj 舊社遺

址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杜美慧 

2006 《遺址形成過程之探究:以排灣族舊社Saqacengalj遺址為例》，國立臺

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劉俊昱 

2011 《臺北機器局遺址出土磚材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宋昱潔 

2008 《龍門舊社遺址出土鐵渣與製鐵遺留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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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10/24) Maps, photos, ethnography and oral history (交作業 1 分析) 

李德河 

2008 〈透地雷達與古繪圖在熱蘭遮城遺跡定位之應用研究〉，《建築考古的

方法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IV-5~IV~20，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北 

翁佳音 

2006 〈從舊地名與古地圖看臺灣近代初期史〉，《臺灣史十一講》，國立歷史

博物館編，頁 68-85。 

陳伯楨 

2009 〈臺灣民族考古學的回顧〉，《邊疆民族考古與民族考古學集刊》，

1:231-244. 

劉榮樺 

2005 《家屋與概念隱喻 -- 以屏東縣牡丹鄉高士聚落的物質文化變遷為例

的社群邊界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第八週 (10/31)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identity (I): Ethnicity 

Orser, Charles E., Jr. 

2004 The archaeology of groups, pp.239-263. 

詹素娟 

2006 〈地域與社群：大臺北地區原住民族的多群性〉，《歷史‧文化與族群 – 

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葉春榮編，頁 363-392，臺北：順益臺

灣原住民博物館。 

顏廷伃 

2011 《考古學文化變遷與人群辨識的研究 – 二千年以來臺南地區考古學文

化變遷研究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 

閻玲達 

2006 《臺灣中部鐵器時代粒線體 DNA 研究 – 以番仔園、鹿寮、惠來遺址為

例》，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九週 (11/7)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identity (II): Gender 

Voss, Barbara L. 

2006 Engendered archaeology: Men, Women, and other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Martin Hall and Stephen W. Silliman, pp.107-127,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Blussé, Leonard 

2006 The eclipse of the Inibs: The Dutch protestant mission in 17th Century 

Taiwan and its persecution of native priestesses, 《歷史‧文化與族群 – 臺

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葉春榮編，頁 71-88，臺北：順益臺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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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博物館。 

Everts, Natalie 

2006 Indigenous concepts of marriage in 17th Century Sincan (Hsin-kang): 

Impressions gathered from the letter of the Dutch ministers Geogius 

Candidius and Robertus Junius, 《歷史‧文化與族群 – 臺灣原住民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葉春榮編，頁 89-104，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第十週 (11/4)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identity (III): Class (交期末研究計劃) 

Silliman, Stephen W. 

2006 Struggling with labor, working with identitie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Martin Hall and Stephen W. Silliman, pp.147-166,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Wurst, LouAnn 

2006 A class all its own: Explorations of class formation and conflict, Historic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Martin Hall and Stephen W. Silliman, pp.190-206,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第十一週 (11/28)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colonization 

Funari, Pedro Paulo A. 

2006 Conquistadors, plantations, and Quilombo: Latin America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context, Historic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Martin Hall and 

Stephen W. Silliman, pp.209-229,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Lawrence, Susan and Nick Shepherd 

2006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colonial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Dan Hicks and Mary C. Beaudry, pp.69-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陳伯楨 

2010 〈世界體系理論觀點下的巴楚關係〉，《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輯)》，四川大

學博物館、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頁 41-68，北

京：科學出版社。 

康培德 

2006 〈殖民主義、文化接觸與權力展示：荷蘭東印度公司 1640 年代花蓮地

區探金活動〉，《歷史‧文化與族群 – 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葉春榮編，頁 89-104，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第十二週 (11/21) Cultural contact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rser, Charles E., Jr. 

2004 Global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6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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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foot, Kent G. 

1998 Cultural contact studies: Re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historic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60(2):199-217. 

王淑津、劉益昌 

2007 〈十七世紀前後臺灣煙草、煙斗與玻璃珠的輸入網路 -- 一個新的交換

階段〉，《美術史研究集刊》，22:51-90. 

陳宗仁 

2005 〈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 – 兼論槍枝的傳入、流動與使用〉，《臺

大歷史學報》，36:53-106。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史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k)著、黃中憲 譯 

2007 〈III. 致癮性食品的經濟文化〉、〈IV. 世界貿易裡的商品〉，《貿易打造的

世界 – 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 1400 年到現在》，頁 119-219，臺

北：如果。 

白尚德(Chantal Zheng)著、鄭順德(Shun de Zheng)譯 

1999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 

謝艾倫 

2009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外來陶瓷器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碩士論文。 

張光仁 

2004 〈初論島嶼東南亞東部島群原史時代的貿易與社會經濟變遷：三個個案

的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3:1-26.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 黃中憲 譯 

2009 《維梅爾的帽子 – 從一幅畫看 17 世紀全球貿易》，臺北：遠流出版社。 

 

第十三週 (12/5) Consumption/Foodways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The past in the 

present 

趙金勇、鍾亦興 

n.d. 〈臺灣日治時期陶瓷消費行為初探-以花崗山與大龍峒遺址的近現代考

古遺留為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待刊稿。 

陳玉箴 

2008 〈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

《臺灣史研究》，15(3):139-186。 

McGuire, Randall 

2006 Marxism and capitalism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Dan Hicks and Mary C. 

Beaudry, pp.123-14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ser, Charles E., Jr. 

2004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culture resource management, pp.285-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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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 in the present, pp.300-318. 

 

第十四週 (12/12) 口頭報告 

 

第十五週 (12/19) 口頭報告 

 

第十六週 (12/26) 口頭報告 

 

第十七週 (1/2) 口頭報告 

 

第十八週 (1/9) 校訂期末考(寒假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