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暫定版，開學會提供最後確定版。 

1 

2019年秋 

臺灣社會與文化專題 

Special Topics o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of Taiwan 

授課教師：李威宜（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授課對象：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上課時間：週六 13:00~16:00 

上課地點：人文社會學院 C304教室 

Office Hour : 週三 9 : 00-12 : 00（請事先預約） 

教師研究室：人文社會學院 C612室 電話分機：03-5715131-34528 

電子郵件：wilee@mx.nthu.edu.tw 

助教：林晴晴 (人類所碩四生) seawa0@gmail.com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的必選課程，目標有二：

（一）如何認識臺灣社會與文化的發展過程與脈絡。（二）訓練學生以人類學的方

法，提出問題、觀察現象、分析解釋等研究能力。學習重點並不特別強調歷史事

實與社會事實的細節內容的介紹，而是針對所選取的每個「研究主題/個案」的作

者之研究位置、探討主題、問題構成、研究方法與取向進行解析。因此，這是一

門「臺灣研究方法論」的基礎課程。 

 選課生須預覽每週的指定讀物，輪流負責口頭報告（約 10 分鐘，不能超過

15分鐘），並準備 2-4頁摘要給上課老師及同學。然後由授課教師講解與帶

領討論。學理課的整體表現，包括上課參與提問與討論，佔總成績 40 % 

 演講聽講心得 (2,000字，10%) 

 期中報告：請選取一位人類學者，解析其研究位置、探討主題、問題構

成、研究方法、研究材料、分析策略、論點內容 (3,000~4000字，20 %)。 

 期末考：針對人類學研究方法進行筆試 (佔 10 %)。 

 期末報告：請挑選一項研究主題，書寫文獻回顧與觀點評述 (3,000~4000

字，20 %)。 



暫定版，開學會提供最後確定版。 

2 

課程大綱 

第1週 9.14 中秋節連假 

第2週 9/21課程介紹：人類學的臺灣研究，意味什麼？ 

第3週 9.28教師節放假 

第一單元、 臺灣社會文化的歷史條件 

第4週 、10.5納入帝國治理：從地理想像到社會控制 

鄧津華 

2018台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 1683-1895。臺北：台大。【閱
讀：(1)第一章、海外孤島入版圖。頁 43-71。(2)第六章、繪圖蠻夷：種
族差異的視覺再現。頁 175-200。】 

柯志明  

2001族群政治，刊於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35-61。臺
北：中研院社會學所。 

周婉窈 

2002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
科書的分析，刊於海行兮的年代，頁 215-294。臺北：允晨。 

第5週 、10.12 國慶日彈性補假 

【在家閱讀】 

周婉窈 

2014少年台灣史。臺北：玉山。【閱讀：第三篇~第五篇。】 



暫定版，開學會提供最後確定版。 

3 

第6週 、10.19觀看台灣：幾種現代性的視角 

呂紹理 

2005觀看文化的興起與浸透，刊於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
表述，頁 293-390。台北：麥田。 

陳傳興 

2009 臺灣熱，刊於銀鹽熱，頁 8-43。臺北：行人出版社。 

李威宜 

2005 去殖民與冷戰初期臺灣博物館建制的國族想像(1945-1971)，刊於博物

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王嵩山編，頁 367-390。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陳傳興 

2009 見證與檔案：試論美麗島事件之影像紀錄，刊於銀鹽熱，頁 88-123。臺

北：行人出版社。 

第7週 、10.26工作坊 

第二單元、 人類學的臺灣研究回顧 

第8週 、11.2南島語族研究 

胡家瑜 

1999 伊能嘉矩的臺灣原住民研究與物質文化收藏，刊於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
品研究，胡家瑜、崔伊蘭主編，頁 37-7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 

陳淑倬 

2014百年體質人類學與台灣社會的交會。刊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
人類學回顧與前瞻，林淑蓉、陳中民、陳瑪玲主編。頁 91-125。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黃應貴 

1999 戰後臺灣人類學對於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刊於人類學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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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徐正光、黃應貴編，頁 59-90。臺北：中央
研究院民族所。 

陳其南 

2014 台灣「南島問題」的探索：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一些問題，刊於重讀臺
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林淑蓉、陳中民、陳瑪玲主

編。頁 133-215。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第9週 、11.9漢人研究與當代研究 

黃應貴 
1983光復後臺灣地區人類學研究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5: 

105-146。 

張 珣 

2014 重讀臺灣漢人宗教研究：從「國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刊於重讀臺灣人

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林淑蓉、陳中民、陳瑪玲主編。

頁 291-34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黃應貴 

1997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

所。〔閱讀：頁 5-33。〕 

王宏仁、郭佩宜 

2009 流轉跨界：跨國的臺灣、臺灣的跨國，頁 1-32。臺北：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第10週 、11.16主題演講：台灣歷史學者的經驗分享 

第三單元、 當代社會研究專題 

第11週 、11.23生態與環境 

李丁讚、林文源 

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臺灣環境權感受的歷史形成 1970-86，臺灣社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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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季刊 38：133-206。 

官大偉、林益仁 

2008什麼傳統？誰的領域？：從泰雅族馬里光流域傳統領域調查經驗談空間知

識的轉譯，考古人類學刊 69:109-141。 

蔣斌 

2010 災難、文化與「主體性」：莫拉克風災後的省思。思想 14:19-32 

台邦.撒沙勒 

2012災難、遷村與社會脆弱性：古茶波安的例子，臺灣人類學刊 10（1）: 51-92. 

第12週 、11.30經濟、產業與勞動 

王梅霞 
2014從 waya看資本主義的轉化過程︰一個賽德克部落的經濟變遷。考古人類

學刊 80︰53-102 

胡台麗 
    1986 臺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特質及其經濟文化基礎，刊於臺灣社會與文化

變遷。頁 209-23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李威宜 

2016 織襪人的地方。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
像。黃應貴主編。群學。頁 231-279。 

林文玲 
2012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勞動之間，臺灣

社會研究季刊 86：51-98。 

第13週 、12.7宗教與地方 

呂玫鍰 

2008 社群建構與浮動的邊界：以白沙屯媽祖進香為例，臺灣人類學刊 6 (1)：

31-76。 

林秀幸  
2012縫隙中的抉擇：地方與國家交鋒下的建構。台灣社會學刊 49：63-107。 

林瑋嬪  
2015都市神壇與乩童靈力：桃園八德的例子，刊於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

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黃應貴主編，頁 187-233。台北：
群學。 

王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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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從治病儀式看泰雅族與太魯閣族的情緒展演。刊於 台灣原住民巫師與
儀式展演論文集，胡台麗、劉璧榛主編，頁 383-429。臺北：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第14週 、12.14空間與社區 

林開世 
2007風水作為一種空間的實踐：一個人類學的反思，台灣人類學刊 5(2): 

63-122。 
許瀞文 

2013計畫與變化：新堀江的三個故事。刊於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
術，侯志仁編。新北市：左岸文化 

容邵武 
2013 文化親密性與社區營造：在地公共性的民族誌研究，台灣社會學刊 

53:55-102。 

莊雅仲 

2011永康街社區運動：媽媽民主、性別與地方照顧，刊於社會運動的年代──
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何明修、林秀幸主編，台北：群學。 

第15週 、12.21文化展演與流行文化 

胡台麗 

2003 文化真實與展演：賽夏、排灣經驗，刊於文化展演與臺灣原住民，頁

423-458。臺北：聯經。 

林文玲 

2003 臺灣原住民影片：轉化中的文化刻寫技術，考古人類學刊 61 :145-176。 

呂心純 

2011 音樂作為一種離散社會空間：臺灣中和地區緬甸華僑的音景與族裔空間

建構，民俗曲藝 171: 11-64。 

司黛蕊 

2018 霹靂布袋戲的魅力在哪裡？「流行文化」的意義。刊於人類學家的我們、

你們和他們，余舜德、張珣、劉斐玟主編，頁 279-304。臺北：中研院民

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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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週 、12.28演講：台灣人類學者的經驗分享 

【參考讀物】 

胡台麗 

2003，文化展演與臺灣原住民。臺北：聯經。 

第17週 、1.4期末考：人類學研究方法 

林開世 
2016〈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 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考古人

類學刊，第 84期，頁 77-110。 

Geertz, Clifford  

1973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1-29.【可參考中譯本：1999文化的解釋】 

Emerson, Robert M., R.I. Fretz & L. L.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Read: C4 Writing Up Fieldnotes. C6 Processing Fieldnotes. C7 Writing an 

Ethnography.) 【可參考中譯本： 2012，如何做田野筆記。上海：上海

譯文。】 

趙恩潔、蔡晏霖 

2019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新北：左岸。 

余舜德、張珣、劉斐玟主編， 

2018人類學家的我們、你們和他們，頁 279-304。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郭佩宜、王宏仁主編 

2006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巨流。 

第18週 、選舉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