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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學理論與方法』 

 

《本考試共有 180 分鐘（9:00—12:00），試題一共有 5題，每題 20 分。答案

紙有 5張，請務必將所選題抄在單獨答案紙上。交卷時，請將試題一起交回。》 

 

1. 「年代」是考古學研究中；最重要與最棘手的問題：請舉例說明、討論考

古年代學上時間的概念（如歷史與史前史的劃分等），記年方法，以及區

域史前文化史年代建構的方法與意義。 

 

2. 從台灣考古學發展史與資料特性論台灣考古學未來應有的發展方向。 

 

3. 試論 Saussurean 結構語言學中 langue（language system），parole（speech），

signifier，signified，synchrony，arbitrariness 等概念。並討論其與人類學文

化概念的關連。 

 

4. 請說明實證論（empiricism）和主智論（intellectualism），對於分析人類社

會生活中器物、技術、意象和文化概念的互動有何主要差異？並請說明人

類學對於文化體系中物質現象與抽象觀念之間關係的討論，有何發展和變

化？ 

 

5. 近年生產過程的全球分工，與全球金融市場的形成等力量，加快了人口、

物質與觀念流動的速度，也擴大了流動的規模。在這種趨勢下，人與空間

的關係，以及社群的形成都發生了變化。在人口四處遷徏的同時，運輸、

通訊，尤其是媒體提供了種種聯結人群的形式。請討論人類學中，面對這

樣的生活經驗，在文化概念、社群界定，與研究方法上的檢討與立足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