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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談時間：請約定

II. 課程目的

  隨著台灣政治生態的的變遷，以及全球化與網路資訊時代的到來，使得保

障人權之聲高入雲霄，加上人類學理論的歷經後現代主義和解構思潮的洗禮，

因此，台灣原住民的地位和認同越來越為人所留意與研究，本課程將從理論和

實際兩方面，探討台灣原住民的認同與變遷。本課程有幾個主題：

1. 理論與比較資料

2. 檢討日治時期以來學者將「族群分類」這種國家力量與學者建構的分類視為

文化與人群分類的研究取向。

3. 原住民社會、文化與變遷的情形

III. 課程進度                                  

第 1 週 2/24 課程介紹

第 2 週.3/3 殖民主義與原住民分類

    陳偉智 1998 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台灣原住民研究的展

開(1895-1900)。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一章前言、第五章知識與權力、第六章結論

 

第 3 週 3/10 田野工作與知識建構

   Marcus, George E. 1998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In Marcus, George E.,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p. 79-10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亦見於 1995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95-117.

第 4 週.3/17 泰雅族的合與分

     馬騰嶽 2003 分裂的民族與破碎的臉「泰雅族」民族認同的建構與分裂 。國立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Wang, Mei-hsia 2008 The Reinvention of Ethnicity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tayal and the Turuk in Taiw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68:1-44.

第 5 週 3/24 書寫與權力

譚昌國 2003 歷史書寫、主體性與權力：對「排灣人寫排灣族歷史」的觀察與

反思。台大文史哲學報 59: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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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週 3/31 歷史與記憶

楊淑媛 2003 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台大文史哲學報 59:31-63。

第 7 週 4/7 族群與認同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In F.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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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 Fredrik 2000 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 In Anthony P. Cohen, ed., 

Signifying Identities: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Pp.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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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瑜、林欣宜 2003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台大文史哲

學報 59:177-214。

第 9 週 4/21  撒奇萊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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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南來說」？「北來說」？---關於撒奇萊雅源流的一些文獻考察。台灣文獻

59(3)199-220。

2009 對於族群 DNA 研究的一些看法---以撒奇萊雅為例，徐秀菊、黃熾霖編，第

二屆花蓮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8，花蓮市：花蓮縣文化局。

黃宣衛、蘇羿如

2008 文化建構視腳下的 Sakizaya 正名運動。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68:80-

108。

第 10 週 4/28卡那卡那富族與沙阿魯阿族

林曜同

2005 建構與分類：「南鄒族」Kanakanavu 的族屬論述。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

刊 64:97-140。

2009 試論鄒族民族會議與想像共同體。李明仁主編，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頁 99-128，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2010 會所與認同之再建構：楠梓仙溪 (Namasia)上游兩原住族群之比較研究

(1915-2006)。嘉義研究 1:103-151。

2010 貝神祭樂舞復振與族群認同再現：以桃源鄉 Hla’alua 為中心 (1993-2003)。

文史台灣學報 2:103-143。

第 11 週 5/5 認同是甚麼？

     Hall, Stuart 1996 Introduction:Who Needs ‘Identity’? In 1996 Hall, Stuart & Paul 

Du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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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請同學按族或地區、村落來討論（或探討相關的人類學理論）

第 12 週 5/12 同學擇族或地區作報告

第 13 週 5/19 同學擇族或地區作報告

第 14 週 5/26 同學擇族或地區作報告

第 15 週 6/2 同學擇族或地區作報告

第 16 週 6/9 同學擇族或地區作報告（或探討相關的人類學理論）

第 17 週.6/16結論與討論

. 

 IV.課程要求：

1. 以討論和演講方式進行。修課同學要求閱讀指定文獻，並以之為課堂討論的  

依據。

2. 課上的口頭報告，須於前一週以電子郵件或紙本發給大家。

2.每周上課時繳交讀書報告 （以三頁以內之篇幅，請用電腦打字，以新細明體，

   12級字，單行間距撰寫），簡述閱讀重點，加以評論；並提出至少兩個問題。

對同學課上的報告，也要同樣寫讀書報告。

3. 準時出席上課，請假請於課前向老師請假。曠課三次者，以不及格論。

4. 期末需繳交期末研究報告一份，即在課上曾做過報告的研究。字數以一萬字為

上限（請用電腦打字，以新細明體，12級字，單行間距撰寫）。

5. 本課請同學遵守論文寫作倫理，嚴禁抄襲與剽竊，一旦發現，學期成績以零

分計。

6. 期末報告繳交截止日期為 6月 16 日，最後一次上課前。無論如何，都不可延

期。

  V. 學期成績計算

1. 上課情形 (出席、問題討論)      15%

2. 每週讀書報告                   35%

3. 期末研究報告                   50%

  a. 自台灣原住民選擇一族、一地區或一村落作報告；如對理論特別有興趣，也

可在教授同意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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