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類學與民俗學課程大綱（碩博士班）

林美容

課程目標：

    本課程想要和選課研究生一起探討人類學知識和民俗學知識的本質及其異同。

人類學總是站在高位看待民俗學，這卻未必是每個國家學術傳統的本然。有些國

家將民俗學定位為本國文化的研究，而將人類學定位為國外異文化的研究，台

灣適合這樣的學術定位嗎？本課程將強調人類學與民俗學的諸多重合、共構與互

補之處。

    本課程旨在培養人類學研究生對民俗學的基本概念與方法，以及對臺灣民俗

的認識，並激勵比較民俗學的思考角度，與帶動對當代民俗的重視。

課程設計：

    三學分的課程，每週三節課，原則上一節講課，由授課者講授，一節報告，

由選課學生報告閱讀資料，一節討論；選課者除了一次閱讀報告之外，還要做

一次研究報告。計分方式，研究報告佔 50%，閱讀報告佔 20%，平時討論佔 30%

    選修本課程者需修過文化人類學課程，本課程著重學生之研究興趣的啟發與

實作，與授課者之研究經驗的分享，

課程進度與講課內容：

第一週：通論：人類學與民俗學的關係

第二週：相似的概念：民俗與文化，生活面貌，集體大眾

第三週：相似的研究方法：比較方法、田野調查

第四週：分殊之發展：資料與理論的比重，己文化與異文化之別

第五週：習俗之於人類學與民俗學：儀式研究與禮俗研究

第六週：地方知識與地方傳統

第七週：歷史之於人類學與民俗學

第八週：當代之於人類學與民俗學

第九週：（期中考週）

第十週：口說傳統與民間文書

第十一週：民俗分類

第十二週：民俗理念價值與心態的理解

第十三週：端午習俗及其民俗書寫

第十四週：台灣的水邊行事與習俗

第十五週：台灣民俗的創造者：一代武師羅乾章

第十六週：台灣民俗的紀錄者：日治時期殖民官佐倉孫三

第十七週：台灣民俗的研究者：劉枝萬先生的民俗學 



第十八週：（期末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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