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文學院人類學系新開課程大綱
課  程  資  訊

課程名稱
中文：台灣民俗文化

英文：Taiwanese Folklore and Culture Studies

開課系所 人類學系

授課教師 葉春榮

授課對象
■數字頭(學士班)

□M 字頭(碩、博士班)

□U 字頭(學士班高年級及碩士班)

□D 字頭(博士班)

課號 Anth 4013 課程識別碼 105 42020

班次 無 必/選修 選

學分 3 全/半年 半

修課人數上限 40

授課方式 ■中文授課  □中文授課，英文教科書  □英文授課，英文教科書

核心能力

(可複選)

數字頭及

U 字頭課

程必填

□  A.人類學基礎知識（基本概念）

■  B.邏輯思考能力

■  C.獨立思考及批判的能力

□  D.解決問題的能力

■  E.生活中實踐人類學知識的能力

■  F.中文溝通能力（書寫/口語）

■  G.中級以上英語閱讀能力

□  H.多元文化的視野

U 字頭及

M 字頭課

程必填

□  A.進階專業知識

□  B.掌握議題及綜合分析之能力

□  C.獨立研究與撰寫論文之能力

□  D.中等程度的英/外語表達或溝通能力（書寫/口語）

□  E.從事人類學相關實務工作的能力

M 字頭及

D 字頭課

程必填

□  A.具備獨立創新研究之能力

□  B.對特定領域的全盤理解能力

□  C.與學術界溝通的能力（中，英/外語之書寫/口語能力）

課程分類

數字頭及

U 字頭課

程必填

□  A.核心課程

■  B.文化人類學

□  C.考古學

□  D.台灣研究

□  E.東亞、東南亞及大洋洲區域研究

□  F.物質文化與文化資產研究

U 字頭及

M 字頭課

程必填

□  A.核心課程

□  B.文化人類學

□  C.考古學

□  D.台灣研究

□  E.東亞、東南亞及大洋洲區域研究

□  F.物質文化與文化資產研究

□  G.方法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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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字頭及

D 字頭課

程必填

□  A.核心課程

□  B.文化人類學

□  C.考古學

□  D.台灣研究

□  E.東亞、東南亞及大洋洲區域研究

□  F.物質文化與文化資產研究

□  G.方法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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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大  綱

課程概述 本課程討論臺灣民俗與文化，並牽涉到部分數術，尤其是風水研究。

臺灣民俗文化的內容包含甚廣，本課程抽取其中較為重要的主題來

討論，包括歲時節令、生命禮俗、寺廟鬼神、風水等等。

本課程上課方式包括兩部分，一部份由本人介紹各主題的基本概念

與實際的發展狀況(譬如風水的基本概念與操作)，另一部份研讀國內外

學者在這領域的研究著作。此處主要列出英文部分，中文讀物將在上課前

補充增加。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使學生瞭解臺灣民俗文化，並使學生掌握國內外學者(尤其是

西方人類學家)的臺灣研究。

課程要求 本課程以口頭講述與讀物討論並重，因此特別要求上課之參與討論。

參考書目＆

指定閱讀

(列於底下「課程進度」欄)

評量方式

（請註明各項

評分比例）

口頭報告 20％

上課參與討論 20％

期中報告 30％

期末報告 30％

課程進度＆

週次（18週）

單元主題

第一週：概論

第二週：基本概念：五行/八卦/干支

Smith, Richard J.

1991 Orthodox Cosmology in the Qing. In Fortune-tellers and 

Philosophy. Pp. 49-9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黃一農

2002 嫁娶宜忌：選擇術中的「亥不行嫁」與「陰陽不將」考辨。刊

於法制與禮俗，劉增貴編，頁 285-308。台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第三週：基本概念：黃曆與通書

黃一農

1996 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漢學研究 14(2)：159-

186。

第四週：歲時節令：新年前後

Feuchtwang, Stephan

2001 The Annual Apocalypse. In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Pp. 27-

62. London: RoutledgeCur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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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歲時節令：中元普度(1)

Pang, Duane

1977 The P’u-Tu Ritual. In Buddhist and Taoist Studies I. Pp. 95-

122.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第六週：歲時節令：中元普度(2)

Weller, Robert

1987 Specialist Ghosts. In Unities and Divers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 Pp. 90-124. London: Macmillan.

第七週：家的空間結構

Wang, Sung-hsing 

1974 Taiwa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rthur P. Wolf, ed. Pp. 183-19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八週：生命禮俗：喪俗(1)

Watson, James L.

1988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 Elementary Forms, 

Ritual Sequence, and the Primacy of Performance. In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James L. Watso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p. 3-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九週：生命禮俗：喪俗(2)

黃文博

1992 迎歸極樂國：牽亡歌陣的法事小戲。刊於臺灣冥婚傳奇，

頁 65-102。臺北：台原。

第十週：祖先祭祀

Freedman, Maurice

1967 Ancestor Worship: Two Facets of the Chinese Case. In Social 

Organization: Essays Presented to Raymond Firth. Pp. 85-103. 

Chicago: Aldine.

Ahern, Emily

1973 Worshiping the Dead. In The Cult of the Dead in a Chinese 

Village. Pp. 149-16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一週：生命禮俗：冥婚

Jordan, David

1972 The Family Ghosts. In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F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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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of a Taiwanese Village. Pp. 138-17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十二週：鬼魂觀念：嬰靈

Moskowitz, Marc L.

2001 The Haunting Fetus: Abortion, Sexuality, and the Spirit World 

in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第十三週：寺廟與鬼神

林瑋嬪

2003 臺灣漢人的神像：談神如何具像。臺灣人類學刊 1(2): 117-

150。

第十四週：儀式執行者：道士、法師、乩童、尪姨

Schipper, Kristofer

1993 The Masters of the Gods. In Taoist Body. Pp. 44-7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十五週：牽亡與觀落陰

Ahern, Emily

1973 The Underworld. In The Cult of the Dead in a Chinese Village. 

Pp. 220-24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nett, W. Laurence

2004 Dealing with the Dead: Rituals of Trance,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a Taiwan Temple. Ph.D. dissertation. Dept. 

of Anthrop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葉春榮

2009 觀落陰與牽亡魂。發表於「台灣漢人民間宗教研究：理論與

方法」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2009

年 11月 27日。

第十六週：數術：風水(1)

Freedman, Maurice

1966 Geomancy and Ancestor Worship. I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Pp. 118-154.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9 Geomanc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8-70: 5-15.

Feuchtwang, Stephan

2002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Geomancy. Bangkok, 

Thailand: White Lotu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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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風水(2)

Bruun, Ole

2003 Fengshui in China. Copenhagen, Denmark: NIAS Press.

Baker, Hugh

1965 Burial, Geomancy and Ancestor Worship. In Aspec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Marjorie Topley, ed.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第十八週：風水(3)

渡邊欣雄

1999 東方社會之風水思想。臺北：地景企業。

2000 風水：氣的景觀地理學。臺北：地景企業。

漢寶德

2006 風水與環境。臺北：小異出版。

＊以上課程大綱僅供參考，實際授課內容將視正式上課情形調整。上課第一週將

發完整課程大綱，請修課同學務必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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