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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GPTS511200  台灣社會與文化專題 
Special Topics o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of Taiwan 

  授課教師：呂玫鍰 （人類所副教授） 
  課程時間: 週六下午 13:20--16:20                                     上課地點:人社院 C304 教室 
  E-mail: mhlu@mx.nthu.edu.tw                                                                                    Tel: 03-5742833/清大分機 42833 
  Office Hours: 週六下午 16:30—17:30                               教師研究室: 人社院 C621 室 
 
 
一、課程概述 

本課程是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專班的必選課程。目標設定為：（一）關懷

與理解臺灣社會與文化的歷史脈絡與當代變遷現象；（二）學習與應用人類學研究的基本

概念、理論與研究方法；（三）啟發研究臺灣社會文化現象的興趣，並構思未來的研究方

向與議題。 

課程設計以人類學的觀點出發，探討臺灣社會從戰後至今在各項主題上的持續與變遷。

除了研讀過去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探究當今臺灣社會文化的變遷現象。臺灣歷經政經變遷、

全球化與人群文化等的跨界流轉，許多過去認為的「傳統」已逐漸轉變，呈現當代多元的

揉雜現象。課程選擇的主題，著眼於人類學學科的訓練與觀點，以及當今社會的重要議題，

期望藉由人類學所詮釋的文化現象來理解台灣社會文化的持續與變遷，並思考人類學的學

科特色如何探討新的現象，又如何提供我們對自己社會文化的深度理解。 
 
二、課程要求與評量方式 

        課程以討論及講授方式進行。上課先由同學導讀報告，之後由教師帶領討論。課程無

期中考、期末考，但選課生需做如下的幾項報告： 
1. 事先閱讀課堂必讀文本（打*），並輪流做文本導讀報告（每人 10-15 分鐘）。導

讀人需提供一至兩頁（1000-2000 字）的導讀報告，請週五晚上 12 點前上傳至課

程的 elearn數位平台。導讀人需對文本內容做簡短的摘要（請以自己的話摘要重點

即可），並找出文本的研究問題、主要的論點說法、使用的概念理論或方法，重

要貢獻、研究侷限、以及個人對文本的評論意見或提出問題。這部分佔總成績的

30%。 
2. 請依 16 週課程時間順序，分別在三階段內各選擇一個課程的主題，撰寫評論報告

共三篇，每篇 2000-3000字。請針對當週主題的文本及影片所呈現的問題，援引相

關文本、影片、或你對生活世界的現象觀察，做問題討論或論點評論。第一階段

評論報告最後繳交時間為第 6 週，第二階段繳交時間為第 11 週，第三階段繳交時

間為第 15 週。遲交需有特殊理由，否則遲交一週扣十分，以示公平。這部分佔總

成績的 30%。 
3. 請在七週之前選擇一個與台灣社會文化相關的主題（可與課程主題相同或另尋主

題），撰寫 8000 字以上的期末報告一篇。請儘早準備期末報告的方向與題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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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請與教師約談，最遲在第七週課堂繳交期末報告大綱一頁。期末報告需有題

目、研究緣起動機、研究問題或問題意識、相關文獻回顧、經驗世界的觀察或引

述他人作品、田野資料分析或文獻分析、與結論。這個報告可以結合個人的研究

興趣、小型研究或觀察、文獻分析、甚至討論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期末報告初

稿（發表版）將在第十六週舉行「台灣社會與文化專題工作坊」上發表，最後的

期末報告（完整版）請於 2024/01/06 上傳課程數位平台繳交。除非特殊理由，不

接受遲交。這部分佔總成績的 40%。 
4. 報告嚴禁抄襲，一旦涉及摽竊，一律以零分計算 

 
三、課程進度與必讀文本(打＊) Course Schedule and Required Readings 

week 1    9/16/2023    課程介紹與影片 

課程說明、課程大綱介紹、成績考核說明、報告編組、課程安排、發表會、工作坊、論文

研究與書寫、專業期刊與學會 
蔡石山（黃中憲譯） 

2011   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 (Maritime Taiwan: Histor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2009)。台北：聯經。 
# 影片：黑潮三部曲，2003。臺北市: 公共電視。 
 
Week 2    9/23   台灣研究的人類學視野（補班日，改為 19:00—22:00 線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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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人類學與台灣社會。刊於《人類學的評論》。黃應貴，頁 75-130。臺北：允晨。 
    2014   新自由主義浪潮下臺灣的困境。全球客家研究 3:230-244。 

*2021   民族誌、理論與時代性：四十年來台灣人類學的發展。刊於《深耕茁壯：臺灣漢 
 學四十回顧與展望》，耿立群主編。頁 659-710。台北：漢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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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立及其轉型。收於陳其南，家族與社會：台灣與中國社會 
 研究的基礎理念。第二章，頁 57-96。臺北：聯經。 

 
Week 3    9/30   族群與文化 (中秋節連假，改 9/29 週五 9:00—12:00 線上上課) 

林開世 

*2014   對臺灣人類學界族群建構研究的檢討: 一個建構論的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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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251。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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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宣衛、蘇羿如 
    2008 文化建構視角下的 Sakizaya 正名運動。考古人類學刊 68:79-108。 
黃應貴 

*1997   導論：從週邊看漢人社會與文化。刊於《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 
 生紀念論文集》，黃應貴、葉春榮編。頁 5-33。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2018   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下的族群性。收於《族群、國家 

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黃應貴主編。導論，頁 1-
58。台北：群學。 

葉春榮 
1997   葫蘆福佬裔漢人的祀壺信仰。收於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 

               紀念文集。黃應貴、葉春榮主編，頁 91-128。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影片：石頭夢 (參考：胡台麗 1990 芋仔與蕃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9:107-131)。 
   

Week 4 10/7   親屬與繼嗣 (國慶日連假，改為當天上午 9:00—12:00 線上上課) 

*陳祥水 
    1973   公媽牌的祭祀－－承繼財富與祖先地位的確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集刊 36： 
 141-161。 
*陳其南 
    1990 房與傳統中國家族制度：兼論西方人類學的中國家族研究。刊於家族與社會。陳 
 其南著，頁 129-213。臺北：聯經。 
*林瑋嬪 

    2000 漢人親屬概念重探：以一個臺灣西南農村為例。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90:1-38 
陳奕麟 
    1996 由土著觀點探討漢人親屬關係和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1: 1-18。 
Pasternak, Burton (黃宣衛主編，多人翻譯） 

1973   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台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出版。2021） 

 

Week 5   10/14    宗族與社會 

*李亦園  

    1985   中國家族與其儀式：若干觀念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59:47-61。 

*莊英章 

    2004    移墾社會的宗族發展與特色。闢草萊為樂土：新竹林姓宗族的拓墾與發展。  收於 

 《田野與書齋之間》，莊英章著。頁 24-73。台北：允晨文化。 

*姜貞吟 

     2021  結構之外的重返與創生。繼承代表與橋接認同。刊於《女歸成神：性別與宗族/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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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之間的多重交織》。第四、第五章。頁 157-234。台北：遠流。 

陳奕麟  

    1984   重新思考 Lineage Theory 與中國社會。漢學研究,2(2):403-446。 

余光弘 

    1986   沒有祖產就沒有祖宗牌位：E. Ahern 溪南資料的再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 62:115-177。 
Freedman, Maurice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Pp.1-8,114-125.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有中譯本） 
Faure, David（有中譯本） 

2007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 影片：生於斯．祭於斯：湖口宗族紀事 
 

Week 6   10/21    婚姻與家庭   （演講邀請）*****繳交第一篇評論報告 

講者：莊英章教授 

講題：從一則貞節牌坊記事與祖產繼承官司談傳統漢人社會的家族與婚姻文化 

  * 你不知道的童養媳婚姻故事。解開台灣歷史上的人口迷團。研之有物（中研院）。網頁 

   1994 《家族與婚姻：台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 

*Cohen, Myron  

    2016/1976  漢人家庭組織綜觀。孔邁隆美濃與客家研究論集（上）：家的合與分:臺灣的 
 漢人家庭制度。第三章。台北：巨流。(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田晶瑩、王宏仁 

    2006   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臺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臺灣東南亞學刊 

 3 (1) : 3-36。 

林文玲 

    2014   跨性別者的成家之道。收於《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黃應貴主編， 

 第四章，頁 169-204。台北:群學。 

阮昌銳 

1972   台灣的冥婚與過房之原始意義及其社會功能。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33:  
 15-38。 

林和君 

    2020   臺灣近當代冥婚及其人鬼關係探論。師大學報 65(1): 51 -72 
胡台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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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台灣農村婚姻的變貌：兼談社會文化現象的瞭解與解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集刊 50:67-89。 

Chuang, Ying-chang and Arthur P. Wolf 

    1995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3): 781-795. 

黃應貴 
2014   導論。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黃應貴主編，頁 1-32。台北:群學。 

# 影片：  2016 年孔邁隆教授再訪美濃；紮根在台灣的南洋姐妹; 失婚記；蜻蜓 
 
Week 7 10/28 關係、情感與孝道   *****繳交期末報告大綱  
*李玉珍 

2002   母女情結：台灣女性出家與繼承家庭角色的兩難。收入《情感、情緒與文化：台 

 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主編，頁 363-404。南港：中

 研院民族所。 

林瑋嬪 
2014 比兄弟姊妹咯卡親：移民、都市神壇與新類型的家。收於 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 
 何去何從？黃應貴主編，頁 205-248。台北:群學。 

*鄭瑋寧 
2014   情感、存有與寓居於「家」：當代魯凱人的家之樣態。收於 21 世紀的家：臺灣的 

 家何去何從？黃應貴主編，頁 399-477。台北:群學。 

*王增勇 

2014 福利造家？國家對家庭照顧實踐的規訓。收於黃應貴主編，21 世紀的家：臺灣的 

 家何去何從？頁 33-66。台北：群學出版。 
Whyte, Martin King  
    2004   Filial Obligation in Chinese Families: Paradoxes of Modernization. In Filial Piety.  
 Charlotte Ikels ed.,  p. 106-1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夏林清等 

2020   家是個張力場：歷史視野下的家庭關係轉化。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 

# 影片：我的拼湊家庭; 飲食男女；喜宴; 日常對話 
 
Week 8 11/4 性別與父權結構      

*Lee, Anru (李安如) 
2004   Between Filial Daughter and Loyal Sister. In In the Name of Harmony and Prosperity:  

 Labor and Gender Politics in Taiwan’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ru Lee, pp.111-130.  
 (王美玲的故事：台灣小型製造業家庭中兩性關係的政治經濟學。性別平等教育季 
 刊 22: 30-50) 
*Sangren, P.Steven （丁仁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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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父系模式慾望生產裡的父與子: 對於封神演義哪吒故事所進行的基礎性分析。收入 
 《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第八章， 
 頁 325- 37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出版(Chinese Sociologics: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Alienation in Social Reproducti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顧玉玲 

    2020   神鬼殊途：「東澳石牌公」與「旗津淑女墓」的性別分析。女學學誌：婦女與性. 

 別研究 47:1-39。 

Wolf, Margaret 

1972    Uterine Family and the Women’s Community. In Margaret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pp. 32-4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ates, Hill 

1987 Chinese Working-Class Lives: Getting by in Taiwan. Cornell: Cornell Univ. Press. 

姜貞吟 

    2019  必須賢淑：五種父權家庭拒斥的女性。收於《這是愛女也是厭女》，王曉丹主編， 

 頁 73-96。台北：大家出版/遠足文化。 

＃＃ 影片：Dancing for the dead: funeral strippers in Taiwan (2011)；女工菜籽命 
 
Week 9 11/11    經濟發展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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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海源、章英華主編，頁 209-23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78    消逝中的農業社區：一個市郊社區的農工業發展與類型劃分。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46:790-111。 
*謝國雄 
    2003   倩、事頭與做：茶鄉的工資經驗。《茶鄉社會誌》，頁 49-97。中研院社會所。 
*吳宗昇 
    2017  惡債：卡債、債務人與社會傷害。收於《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 
 黃應貴、鄭瑋寧主編。頁 117-183。台北：群學。 
黃應貴 
    2006 農村社會的崩解：當代臺灣農村新發展的啟示。收於《人類學的視野》。黃應貴 
 著，頁 175-191。台北：群學。 

陳祥水 
1996 屏南村的經濟活動。清華學 26(2):221-257。  

Gallin, Bernard and Rita Gallin 
 1982 Socioeconomic Life in Rural Taiwan: Twenty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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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 China 8(2): 205-246. 
Gallin, Bernard (蘇兆堂譯) 

1966 Hsin Hsing, Ta iwan: A Chinese Village in Chan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小龍村：蛻變中的台灣農村。台北：聯經書局）。 
＃影片：穿過婆家村：鄉土變遷影像詩（1997 參考胡台麗  伸入鄉村的手：鄉村工業化巡 
 禮。收入胡台麗著，媳婦入門。） 
 
Week 10  11/18    台研教學生論文發表會 
(參考: 經濟與文化) 
黃應貴、鄭瑋寧 
    2017   導論：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收於《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 

  序的浮現》。黃應貴、鄭瑋寧主編。頁 1-74。台北：群學。 
謝國雄 
    1990   黑手變頭家：臺灣製造業中的流動階級。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2):11-54。 

  1992   隱形工廠：臺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3:137-160。 
1993 事頭、頭家與立業基之活化：台灣小型製造業單位創立及存活過程之研究。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 15：93-129。 
  2013   倩、包與命:大熔爐中的商品拜物教。收於《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 
 轉》。謝國雄著。頁 183-276。台北：群學。 

 
Week 11  11/25     身體、醫療與文化     *****繳交第二篇評論報告  
林淑蓉 

   *2013  身體、自我與失序的詮釋：精神疾病與文化療癒的會遇。收入余安邦主編《身體、 
   主體性與文化療癒：跨域的搓揉與交纏》，頁 1-45。台北：中研院。 

    2008   身體、意象與變異的自我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體經驗。台灣人類學刊 6 (2) : 3- 
 46． 
張    珣 
    1983   台灣漢人的醫療體系與醫療行為: 一個台灣北部農村的醫療人類學的研究。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6:29-58 
    1993   台灣漢人收驚儀式與魂魄觀。收入黃應貴編《人觀、意義與社會》，頁 207-232。 
 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2009   改框或改信？民俗宗教醫療的療效機制。台灣宗教研究 8(2):1-25。   
  *2011   日常生活中「虛」的身體經驗。考古人類學刊 74:11-52。 

 
Week 12  12/2 地方派系與政治    
王銘銘 

1997 民間權威生活史與群體動力。王銘銘與王斯福合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 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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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頁 258-332。北京：中國法政大學。 
*陳祥水  
    1999   屏南村的政治活動—一個南台灣農村的個案研究。漢學研究 17(1): 127-155。 
*陳舜玲 
    2019   網路與國家監控：資訊服務中介者的角色、功能與作為。收於黃應貴、林開世主 
 編，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台北：群學。 
*丁仁傑 
   2020    村際脈絡中的權力場域與象徵資本：台南西港保安村的頭人領導型態變遷。收入 

民眾宗教中的權威鑲嵌：場域變遷下的象徵資本與靈性資本。丁仁傑著，第三章，

頁 157-232。台北：聯經。 
Gallin, Bernard and Rita Gallin 

1999 Lineages,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a Rural Taiwanese Village. 人類學在台 
 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pp.363-386。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楊弘任 
    2014   黑珍珠之鄉的地方派系。刊於《社區如何動起來》，楊弘任，頁 189-244。 
林開世 
    2019   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對當前幾種理論取向的評估。收於黃應貴、林開世主編，政 
 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台北：群學。 
黃應貴     

2019   新自由主義國家下的政治、權力與新知識的浮現。收於黃應貴、林開世主編，政 
 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台北：群學。 

 
Week 13 12/9 民間宗教、文化治理、與國家 

Watson, James L. (潘自蓮譯) 

*1985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Empress of Heaven (Tianhou)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avid Johnson, et al.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神明標準化: 華南沿海地區天后之提倡 

 960-1960。思與言 26(4): 369-397） 
*齊偉先 
   2022   儀式、香火與廟宇：現代治理情境中的傳統民間信仰。收入齊偉先主編《入世、 
 修持與跨界：當代台灣宗教社會學解讀》，頁 129-157。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呂欣怡 
    2021  工業隙縫裡的盆栽景觀:人與樹在失調環境中的符應與共生。考古人類學刊 95:1-   
               44。 
張    珣 

    2015   媽祖造像、挪用現象與「標準化」問題討論。考古人類學刊 82: 5-26。 
2014   重讀臺灣漢人宗教研究：從「國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的角度。收於林淑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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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民、陳瑪玲合編，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瞻。頁 291- 
 340。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 
Wolf, Arthur P 

1974 God, Ghost,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rthur P. Wolf  
 ed., Pp. 131-182.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神、鬼、祖先。  張珣譯，

 思與言 35(3)：233-291。   
Sangren, P. Steven  

1987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Week 14 12/16 媒介、氛圍、與走動 
*林瑋嬪 

    2022   氛圍道教：轉型中的台灣當代安龍送虎儀式。收於林瑋嬪、黃克先主編，氛圍的 

 感染：感官經驗與宗教的邊界。頁 107-148。台北：群學。 

齊偉先 

2018  台灣民間宗教儀式實踐中的品味動員：陣頭、品味社群與宗教治理。人文及社會 

 科學集刊 30(1): 119-161 。 

  *2018   漢人民間宗教與新媒體：以臉書為媒介的宗教建構。收入林瑋嬪編《媒介宗教： 

 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頁 227-266。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林益仁 

    2021    我在泰雅生態農耕敘事中的走動：對 Tim Ingold 的呼應。台灣人類學刊 19(2): 9- 

 56。 

呂玫鍰 

2015   當代媽祖信仰的個人化與宗教性：以白沙屯為例。收於黃應貴主編，日常生活中 

 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頁 79-148。台北：群學。 

Lin, Wei-Ping （林瑋嬪） 

2015    Materializing Magic Power: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Villages and C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靈力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台北：台 
 大出版中心。2020） 
    2021    Island Fantasia: Imagining Subjects on the Military Frontlin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ek 15   12/23  產業、文化資產、與地方   *****繳交第三篇評論報告 
*呂欣怡 
    2014 地方文化的再創造：從社區總體經營到社區文化產業。收於重讀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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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90。  
   新竹：清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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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德 
    2014  文化產業與部落發展：以卑南族普悠瑪（南王）與卡地布（知本）為例。考古人 
 類學刊 80: 103-140 
*陳怡君 
    2017    儀式遺產、社會想像與地方認同：以屏東萬金聖誕季為例。考古人類學刊 87:1-36。 
呂玫鍰 

2016 想像、體驗、與儀式再結構中的地方社會。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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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德編，頁 177-233。台北：群學 

李威宜 
2016   織襪人的地方。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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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德主編，頁 235-285。台北：群學。 
 
Week 16 12/30    台灣社會與文化工作坊：期末報告發表會 
個人期末報告發表，評論、建議、與討論 

*****繳交期限： 2024 /01 /06     5 :00 p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