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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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史前考古學

英文：Ryukyu Archaeology

開課系所 人類學系

授課教師 陳有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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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1 課程識別碼 125 Ｕ 2750

班次 ��無 必/選修 選

學分 2 全/半年 半

修課人數上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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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理上而言，台灣和琉球列島相當接近，其間不但有利於航行的海

流，且遠在更新世時代曾有數次陸橋相連，這些自然環境的背景使得研

究者們相信兩地的史前人類應有頻繁的往來與接觸。不過另方面，根據目

前的考古證據，兩地在陶器、石器與貝器方面都是異多於同，其原因為

何？頗值得探究

然而因為琉球列島的考古研究向來屬日本考古學之範疇，無論在學術研

究上或語言上，本國學生皆較難以深入。基於以上目的，故開設本課程。

本課程將以中文授課，使用中、日文參考講義，上課主題為講解並討論琉

球考古學史、琉球史前史，以及其與台灣、東亞史前史的關係。

課程目標 1. 認識地理上琉球與台灣之關係。

2. 認識琉球的史前時代。

3. 認識琉球的早期歷史背景。

4. 探討台灣與琉球之考古關係(包含史前史、研究法、問題點)。

5. 東亞史前社會概述。

課程要求 1. 要求遵守上課規範，不無故缺席。

2. 參考資料多為日文，學生須具備日文最基本能力(50音)。

3. 課後須蒐集相關資料，於課堂中簡報。

4. 按學校日程規定，於期中考與期末考期間，繳交報告。

參考書目＆

指定閱讀

小田靜夫

    2000黑潮圈の考古學 第一書房 東京。

大濱永亙

    1999八重山の考古學 先島文化研究所 石垣市。

木下尚子

    1996 南島貝文化の研究—貝道の考古學 法政大學出版會 東京。

阿利直治

    1987八重山諸島の考古學研究史 八重山文化論叢 347-366頁 喜舍場永

珣生誕百年紀念事業期成會 石垣市。

高宮廣衛

    1988八重山地方の先史文化台灣と沖繩の先史遺跡文化 353-358頁 

第一書房 東京。

    1994 沖繩の先史遺跡の文化 第一書房 東京。

    1996 琉球王國以前の沖繩 琉球王國の時代 3-46頁 沖繩國際大學公開講

座委員會 那霸。

國分直一

    1972 南島先史時代の研究 慶友社 東京。

    2011日本民俗文化誌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台北。

嵩元政秀．安里嗣淳

    1993日本の古代遺跡—沖繩 保育社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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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請註明各項

評分比例）

上課參與 30%

期中報告 30%

期末報告 40%

課程進度＆

週次（18週）

1. 課程介紹

2. 琉球的環境與歷史概觀

3. 琉球的考古學史

4. 琉球與台灣考古史的比較討論。

5. 琉球的舊石器－人骨的發現

6. 琉球的舊石器－器物的研究
7. 琉球與台灣的舊石器時代關係討論

8. 琉球的新石器前期

9. 琉球的新石器後期

10.琉球與台灣的新石器關係討論

11. 新石器研究案例－貝器

12. 新石器研究案例－與日本本土的關係

13. 琉球與台灣的器物關係討論

14. 琉球的城時代

15. 琉球城時代的意義討論

16. 先島地區的考古研究

17. 先島地區的史前文化

18.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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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