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結案報告 

 

 

 
計畫召集人：謝世忠教授  

共同召集人：陳瑪玲教授  

工作小組：林文玲教授、林徐達教授、邱韻芳副教授、

郭佩宜副研究員、邱斯嘉副研究員 

計畫團隊：劉瑞超博士候選人、楊曉珞博士班研究生、

陳軍鈞同學 

執行期間：104 年 12 月 1 日至 105 年 6 月 30 日  

計畫編號：MOST 104-2420-H-002-016-MY3-PH10415 

執行單位：國立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 



	

 「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結案報告 

目    錄  

 

一、前言………………………………………………………………1 

二、問卷設計與發放…………………………………………………2 

三、考古學問卷分析…………………………………………………3 

四、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問卷分析…………………………6 

五、考古學國際期刊與會議論文的分析…………………………...13 

六、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國內外重要期刊分析…………24 

七、進階討論………………………………….…………..…………42 

八、結語與建議……………………………………………..………54 

附錄：「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規劃

案」學者專家問卷…………………………………….……..…55



1	

一、前言  
本計畫自 2015 年 12 月開始執行，2016 年 6 月 30 日完成。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

係以社會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二分支為主，體質人類學居次，再次為語言人類學。為求

樽節時間，本計畫即以前二主要分支領域為對象，社會文化人類學則加上族群研究範圍，

分別由召集人謝世忠教授與共同召集人陳瑪玲教授負責，助理方面劉瑞超和楊曉珞協助

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部分，陳軍鈞則參與考古學事務。一般行政和對外窗口請楊

曉珞處理。 

 

計畫團隊於 12 月 8 日(二)16:00-17:00 召開第一次會議，商定工作分配以及其他諸

如問卷和工作小組聘任等事宜。工作小組成員除了召集人和共同召集人之外，另邀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郭佩宜副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邱斯嘉副研究員、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林文玲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族群與文化學系林徐達教授、以及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東南亞學系邱韻芳副教授等，一共 7 位。十年前國科會所進行之人類學門熱門前

瞻議題調查計畫工作小組成員計 5 位，4 位服務中研院，1 位任職國立清華大學。本次

計畫顧及區域代表性，因此，人數與機構更為多元。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於 2016 年元

月 8 日(五)15:30-18:30 順利召開，成員們均具高度共識。計畫執行經將近半年之後，復

於 6 月 13 日(一)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綜合檢視計畫團隊的執行情形，並提出修補

或加強特定範疇的建議。計畫團隊即充分納入各項意見，繼續未竟作業，直至 6 月 30

日完成。 

    

本計畫內容包括問卷調查國內人類學與族群研究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學者專家之

界定係以博士班研究生以上為基底。另外，考古學和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分別選

定數份國內外專業期刊，進行各期出版論文的主題分析。其中考古學次領域另參考近日

舉行之國際會議的研討課題，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部分一方面因期刊份量與應整

理分析的內容較繁複，必須花費較多時間，另方面最具代表性之學術專業會議，亦多由

期刊機構主辦(例如，美國人類學會主辦人類學年會)，因此，為避免重複，就不特別收

集會議資訊。凡此，計畫團隊係盡全力於極短工作時程內，設法掌握人類學與族群研究

相關領域近 10 年間的發展景況。 

 

本計畫最後結案報告書係考古學和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分別撰寫，各自寫作

重點或有些許差異，惟為尊重次學門的特殊性與學術展現風格，就不特別統一格式。不

過，計畫主持人仍全文勘校多次，盡量拉近文字使用以及語氣表達方式，以使本報告書

能夠一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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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設計與發放  

 
相關領域學者問卷經由計畫團隊初擬，復經工作小組修改認可(問卷內容請參見附

錄)。本問卷的設計，相較於前次國科會熱門前瞻計畫，更強調對國際學界情況的認識

與意見，冀望藉此能在前瞻的規劃上，多與國際發展取向接軌。另外，我們發信填寫的

機構包括大學、研究機構、博物館以及設於公私立機關的研究單位。這其中有現職的研

究人員，也有不久的未來極有可能加入研究行列之刻正攻讀高級學位學子。 

 

本次問卷發送對象以相關機構博士後研究和大學系所博士班學生(未來具申請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潛力者)以及相當於大學講師以上資格之專職教學研究者(目前具申請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資格者)為準，一共寄出 254 份邀請，回收 69 份，回收率 27.2%，其

中考古與體質 19 份，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 50 份，回收情形似不盡理想。不過，

教師與學生答卷者，相互比率適中，大致應可呈現出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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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學問卷分析  

 
回收的問卷屬考古學領域學者者有19份，其中男性9位(47.4%)、女性10位(52.6%)；

職位上以助理教授(助研究員)為多，計 7 位(36.8%)，其次為副教授與博士生各為 4 位

(21.1%)；年齡上 41-50 歲最多，共 9 位(47.4%)。 

 

表 1.填問卷者的性別、職位、與年齡等資訊 

職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博士生 

人數 3 4 7 1 4 

百分比 15.8% 21.1% 36.8% 5.1% 21.1% 

年齡 31-40 41-50 51-60 60-  

人數 6 9 3 1  

百分比 31.6% 47.4% 15.8% 5.2%  

 

各項問題回答之分析： 
  第 1 題：填答者特定專業或研究範疇  
      均為考古學專業工作者，惟更細節部分則未能提供充分資訊，從略。 
 
第 2 題：未來短、中程研究方向與新關注議題  

回應者關注的議題多元分歧，被提及之次數如下(數字代表次數)： 

4：舊社考古學(如原住民族起源、發展史、原住民與史前文化關系等) 

3：地景、器物與工藝 

2：聚落與空間，海峽兩岸人群的遷移、互動，社會結構、組織與族群認同發展、 

DNA 與人群親緣關係 

1：宗教儀式、舊石器人群遷動、水下考古、史前貿易與社會網絡、地理資訊與

科技、攝食體系、農業發展、公眾考古學、南島語族起源 

 

第 3 題：臺灣考古學界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與評論  

各項認知相對集中。 

6：南島語族的起源、遷移與擴散 

4：舊社考古與原住民源流、臺灣歷史考古學研究、臺灣與周遭地區人群的互動

與貿易 

2：水下考古、公眾考古學與文化資產、器物與工藝、科技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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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間分析、生態環境、DNA 與人群親緣關係 

 

第 4 題：國際考古學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  

學者的回應多聚焦在古南島語族的源流與遷移議題上： 

11：古南島語族的源流與遷移 

5：東南沿海區域人群互動、貿易、海洋史 

3：舊石器與新石器文化的轉遞、舊社與原住民考古學 

2：古 DNA 與人群親緣關係 

1：人群生態適應、水下考古學、稻米的起源、歷史考古學等議題 

 

第 5 題：臺灣考古學最迫切需要研究的議題  

各項回應相當多元。 

8：文化資產與公眾考古學 

5：臺灣史前文化史、南島語族起源、擴散與臺灣原住民源流、原住民與舊社考

古學 

2：舊石器人群的動向、社會面向議題與社會考古學、地景考古學、生態與永續、  

水下考古學、社群的形成、分裂與互動關係與交易、歷史考古 

1：民族考古學、電子運用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土壤學、器物分析、知識形成

與反省等 

 

第 6 題：國際學者對臺灣區域的考古學課題較感興趣者  

較多提及臺灣週遭與鄰近地區範圍的考古學發展。主要包括：人類的起源與

擴散、史前人群遷徙與擴散、農業起源與發展、複雜社會起源發展與崩解、技術

發展(2)、演化考古學(3)、科技考古學(3)、地景考古學(2)、古南島語族起源與擴

散(3)、人與環境的關係(2)、舊石器至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轉遞、稻米起源、公眾

考古與文化資產(6)、考古學與觀光、社群網絡、GIS 與空間分析、電子考古學、

殖民考古學等。 

 

      第 7 題：跨學科的哪些課題應列入發展項目？  

對此之回應更加分歧多樣。關於研究領域者有：GIS 與空間分析(6)、動物考

古學(4)、地質考古學(3)、體質（生物）人類學(2)、植物考古學(2)、歷史考古學

(2)、材料科學、民族考古學、地理學、舊社考古學、水下考古學、產業考古學、

網路資訊與考古學、古物修復與考古學等。關及研究議題者有：工藝技術與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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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3)、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2)、考古田野方法、同位素分析取徑處理的古攝

食性、社會結構、人群遷徙等、建築、人類社會崩解與永續、古 DNA 分析與古

代人群遷徙、全球化與文化多元性、考古學與遺產觀光、生態變遷與多樣化、臺

灣南島社會的樣貌、生態知識、生物與文化交互關係、史前南島語族遷徙。 

 

      第 8 題：目前國內哪些研究課題應常續維持它們的熱門狀態？  

對此之回應，仍以臺灣史前文化史(4)、古南島語族遷徙與擴散(3)、人群互

動與貿易網(3)、舊石器人群的動向、水下考古(2)為主，但新近議題如公眾考古

與文資保存(4)、舊社考古學(3)、歷史考古學(2)、跨領域或科技考古(2)等亦頗受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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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問卷分析  
 
回收問卷 50 份 

教師或研究人員 35 份 

博士生 15 份 

 

第 1 題：填答者特定專業或研究範疇  

★人類學分科： 

7 次—觀光人類學、宗教人類學 

4 次—醫療人類學、環境人類學、教育/學習人類學 

3 次—法律人類學 

3 次—發展人類學、應用人類學、生態人類學、歷史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身體/感官人

類學、政治人類學、災難人類學 

1 次—農業人類學、詮釋人類學、公共人類學、飲食人類學、視覺人類學、文化人類學、

都市人類學 

 

★各項專題：  

10 次—族群關係 

7 次—博物館 

3 次—性別、文化與儀式展演、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政策/文化政治、組織與權力 

2 次—殖民/後殖民、民族誌影片、物質文化、移民 

1 次—媒體、數位典藏、田野方法、新農運動、人觀、陌生人、臺灣民族史、民族學與

民族誌、舊社、族群藝術、節慶、第四世界、高齡化/老人、青少年、家屋、行動、

區域歷史、移民、社會變遷、社會運動社區營造、人類學理論與書寫、全球化、

文化批判、語言政策 

 

★區域與群體 

10 次—臺灣原住民 

3 次—客家 

2 次—印尼、大陸東南亞、日本、沖繩 

1 次—臺灣、北方民族、蘭嶼、阿美族、東亞跨域、中緬邊境、中國西南民族、東南亞

華人、東南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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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團隊說明：填卷者以觀光、宗教、醫療、環境、教育等專長領域者居多，研究

專題涉及族群與博物館者為最，其次是性別、文化與儀式展演、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政

策/文化政治、以及組織與權力等。探討區域或群體對象以臺灣原住民居冠，客家和東南

亞居次。簡言之，以族群概念研究臺灣原住民，應是當前最為熱門的學術課題。 

 

第 2 題：未來短、中程研究方向與新關注議題  

▓  短程部分 

★原住民相關(土地財產與資源、永續觀光、部落發展、地方社群組織、產業文化與文

化展演、教育、博物館、藝術、自治、語言復振、原住民一般、阿美族漁獵、蘭嶼與

巴丹、蘭嶼傳統歌謠)計 15 項次 

★族群相關(族群政策、民族教育、全球化與族群、族群一般、族群互動、族群關係、

印尼華人族群性)計 8 項次 

★區域相關(濁大區域與工農關係、跨境研究、區域一般、東南亞華人、日本研究、沖

繩研究、北海道愛努民族誌)計 9 項次 

★物質文化(物的歸還與收藏、文創商品、農村物質與非物質交換、博物館與文化治理)

計 4 項次 

★環境資源與能源(綠色能源、都市環境運動、有機農業、新農運動)計 5 項次 

★宗教與社會(兩岸四地宗教變遷、民間信仰與民主化、靈恩基督教)計 3 項次 

★歷史研究(歷史人類學、歷史記憶)計 2 項次 

★教育研究(非正式學習、樂齡學習)計 2 項次 

★身體研究(身體與感官、身體感知與同理心)計 2 項次 

★醫療研究(臨床醫療人類學、傳統醫療與當代文化)計 2 項次 

★文化政策與文化政治、法律、客家形成、藝術人類學、災難、微型經濟、國家與公民、

公共人類學、歷史人類學、空間人類學、無形文化遺產、流行文化、行動人類學、藏

人親屬、社會想像等各 1 項次 

 

▓  中程部分 

★原住民相關(原住民與其他地區觀光比較、小米與其他作物、原住民教育、原住民經

濟發展、原住民語言文化復振、原住民藝術物質文化、阿美族海洋知識、原住民財產

與社會發展、比較南島)計 9 項次 

★跨域比較(兩岸三地博物館比較、泰國與東南亞文化、四川藏人與其他地區比較、東

亞跨區域研究、閩南三角區域、臺灣與印尼新農運動、東亞華人跨國經濟)計 7 項次 

★區域民族誌(寮國人世界觀、香港研究、印尼華人)計 3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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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類學(官僚體系、都市政治生態學、區域經濟政治)計 3 項次 

★社會理論(地方民間社會理論、工作與勞動、個體與社會)計 3 項次 

★全球化(移民與全球化、全球化與集體衝突、全球化與地方化)計 3 項次 

★資源研究(慣行農業與第二次綠色革命、能源與文化)計 2 項次 

★宗教(靈恩派基督教與社會實踐、物質性與宗教)計 2 項次 

★族群相關(認同與不平等、災難社工與族群人類學)計 2 項次 

★文化創意產業計 2 項次 

★公共人類學、文化網絡、感官與文化、博物館與去殖民、行動參與、漢人傳統醫療的

當代實踐、視覺人類學、人與非人關係、災害研究等各 1 項次 

 

▓  新關注的議題 

★原住民財產體系、人類學知識解決產官民問題、區域與新興土地交易、族群社會運動、

災害與資源、農業與經濟人類學、研究倫理、在地老化、偏鄉教育、博物館與文創產

業等計 10 項 

 

計畫團隊說明：在短程研究課題方面，原住民各類議題和族群研究佔有大宗，其次

才是區域、物質文化、資源與能源的主題。中程規劃方面，仍是以原住民題目為最，臺

灣與東亞和東南亞周邊關係比較排於後，政治社會理論，以及全球化和區域民族誌也有

部分填寫。至於新關注議題則較多重視生活困境之現代性分析的方向。 

 

第 3 題：臺灣人類學界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與評論  

★族群相關—11 次 

★南島與原住民相關—10 次 

★公共人類學、新自由主義、博物館、文化創意產業等四類—各有 5 次 

★宗教、移民、全球化與地方化等二類—各有 4 次 

★觀光、災難、生態環境、離散等四類—各有 3 次 

★中國、應用人類學、飲食、醫療等四類—各有 2 次 

★媒體、影像、倫理、感官與身體、文化展演、性別、邊界、次文化、民族學、傳統的 

發明、都市、經濟、臺灣文化發展等十二類—各 1 次 

 

▓  各項評論： 

1. 爭取媒體曝光，反智 

2. 缺乏長期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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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缺乏在地社群心智分析 

4. 應協助政府政策 

5. 不夠深刻 

6. 可更多樣化(2 次) 

7. 應重視解決原住民生存問題 

8. 除非師承同門，否則難有對話 

9. 語言人類學未見發展 

10. 缺乏理論框架 

11. 焦點過度集中 

12. 忽略歷史背景 

13. 缺乏政經理論深度(2 次) 

14. 要與世界原住民對話 

15. 要理論建構，而非只有資料 

16. 應要了解東南亞新住民 

17. 應強化應用 

18. 研究議題太侷限 

19. 資深者研究議題太過傳統，與社會脫節 

 

計畫團隊說明：族群與南島原住民被認為是臺灣人類學者最感興趣的研究對象，公

共人類學、新自由主義、博物館、文化創意產業等居次，宗教、全球化與地方化、觀光、

災難、生態環境、移民與離散等再次。而不夠深刻、過於侷限、缺乏世界性對話、田野

不足、以及應用性尚待開發等則是最受批評之處。 

 

第 4 題：國際人類學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  

★生態(環境、氣候) —10 次 

★文化資產/遺產、本體論—7 次 

★移民/難民、都市、宗教—各有 5 次 

★全球化與地方化—4 次 

★語言人類學/少數民族語言、觀光、自然界與人類、網路數位、新自由主義/新經濟樣

貌—各有 3 次 

★災難、醫療、公共人類學、 科技、媒體、文化批判、文化創造、地方與少數民族文

化危機—各 2 次 

★官僚系統、資本主義、古典理論今用、感官、記憶、原住民在地知識、農業、行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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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學、飲食、服飾、建築、族群、物質文化、中國、人類未來、國家與文化、方

法論、工業、現代性、南島語族、暴力、公民權、恐怖主義、親屬、政治、日常生活、

人權、倫理道德、法律、氣候變遷、社會變革—各 1 次 

 

計畫團隊說明：受訪學者認為環境生態與氣候議題是當前國際學界最為關切的問題。

文化資產/遺產、移民/難民、都市、宗教等是另外幾個重點。全球化與地方化、本體論、

語言人類學/少數民族語言、觀光、自然界與人類、網路數位、新自由主義/新經濟樣貌

等，也有一定重要性。 

 

第 5 題：臺灣人類學最迫切需要研究的議題  

★原住民(社會變遷/藝文/土地/資源/教育/資產/南島語族) —有 16 次 

★族群/國族—7 次 

★國家治理與公民/文化、移民—5 次 

★臺灣(與世界/當代/現代性)、經濟—4 次 

★全球化—3 次 

★少數民族、環境/生態、都市、流行文化、東南亞、性別、網路/數位、博物館、災難、

觀光、宗教(伊斯蘭/基督教) —2 次 

★認知、應用、社區營造、非營利組織、傳播、高齡化、偏鄉教育、創新、兩岸、政治、

語言、藝術、身體、長期照護、中國、西伯利亞、印度、發展、全球社會運動、教育、

臺灣人類學史非洲—各 1 次 

 

計畫團隊說明：原住民和族群相關議題，仍是多數受訪者認為應該積極研究的對象。

另外，政治經濟以及移民和本土課題等，也很重要。 

 

第 6 題：國際學者對臺灣區域的人類學課題較感興趣者  

★南島/原住民—28 次 

★臺灣宗教/民間信仰—15 次 

★族群/國族認同—8 次 

★政治民主化、臺灣與中國對話、對臺灣沒興趣—4 次 

★環境/生態—2 次 

★東亞政治經濟、外勞、社區營造、博物館、文創、儀式展演、民間社會、流行文化、

跨國婚姻、知識的實踐、公民運動、災難、移民、漢人、臺灣的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各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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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團隊說明：受訪者幾乎一致認為國際人類學對原住民和臺灣民間信仰或宗教較

感興趣，另外，族群與國族課題也是重點。有幾位填答者表示國際學界對臺灣興趣不大，

計畫團隊以為此一消極性的認知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 7 題：跨學科的哪些課題應列入發展項目？  

★原住民傳統知識與人類學或自然科學對話/原住民與公共人類學/ 

★本土性與全球性—8 次 

★環境永續與環保(包括氣候變遷)—7 次 

★歷史人類學(歷史與文化/藝術) —5 次 

★災難、博物館—4 次 

★語言與文化/少數民族語言、移民、美學與藝術、醫療照護—各有 3 次 

★生態與人文資訊、文創、行動與實踐、亞洲跨境/邊境、後殖民、資本/科技與食安、

網絡世代、社會與地方經濟、都市—各 2 次 

★國家與公民、民族誌影片、個體與社會、設計人類學與人類學教育、地方社會、國際

關係、社會工作、宗教、應用人類學、法律、全球化身體感官經驗、第四世界、觀光、

文明接觸、大數據、精神醫學、多媒體—各有 1 次 

 

計畫團隊說明：原住民、全球化與在地化、環境永續、歷史議題、災難等被認為具

較高重要性，另外，博物館、醫療、語言等也受到一定的重視。 

 

第 8 題：目前國內哪些研究課題應常續維持它們的熱門狀態？  

★南島/原住民—17 次 

★族群—13 次 

★宗教/漢人宗教—5 次 

★地方治理與社會運動、博物館—4 次 

★人類學基本分支/基礎文化人類學、消費與商品化、全球化、移民、公共人類學—各有

3 次 

★文化資產、國家與跨國、政經與農業/經濟人類學、災難、文創與文化產業、數位設計、

語言、觀光—各有 2 次 

★都市、高齡化、親屬、偏鄉教育、中國、環境、醫療、漢人、中國少數民族、多媒體、

後殖民、視覺人類學、歷史人類學、資本主義與情感政治、科普翻譯、文化政治、傳

統的發明、應用人類學、動漫人類學、環境、文化的定義—各有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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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團隊說明：南島/原住民與族群最受到重視，宗教/漢人宗教以及地方治理與社

會運動居次，博物館、人類學基本分支/基礎文化人類學、消費與商品化、全球化、移民、

及公共人類學又次。 

 

計畫團隊綜合意見：  

1. 問卷的回答資料顯示，無論哪個提問，原住民的議題都是最為顯著。換句話說，國

內人類學者所認知之最熱門的研究領域就是臺灣原住民。當然，原住民範疇內的子

題多重，細究觀之，可以發現更多新嘗試的題目，但是，田野場域仍在本土，所延

續承繼的學術傳統，可能即是過去近百年累積之原住民相關素材。部分學者提及南

島比較，但，多數未能較清晰說明如何比較以及與誰比較，因此，比較南島，也就

是國際南島研究所指範圍，仍稍嫌籠統。 

2. 族群是另一較被多人提及之研究領域。但，它到底與那些族群相關，是原住民還是

其他，多半答題者沒有細說。換句話說，較多數的答卷者，僅是泛泛感知族群的重

要性或熱門程度，但，具體的範圍卻仍待釐清。 

3. 漢人宗教是上世紀國際人類學與本土學者合作研究的典範領域，今日仍有不少人記

憶猶新，甚至認定國際學者仍持續關注本課題。在問卷填答上，它的顯著性可說與

族群並列。 

4. 東南亞的學術場地多次被提及，顯然，若有跨出本土者，首選之地即是臺灣的鄰國

地區。然而，大陸東南亞與島嶼東南亞文化歷史有很大差距，後者與南島密切相關，

前者則幾無關聯。從比較南島的角度出發，勢必眼光朝向島嶼東南亞。這或許可以

被鼓勵，但，從問卷資料所見，迄今之扎實研究規劃似乎仍然有限。 

5. 理論旨趣方面，當前的關懷，多傾向與現代性息息相關之人類生活和生態環境困境

的範疇。另外，近年的災難問題以及勞工、移民、新自由主義、都市發展、公共性、

治理性、應用人類學、全球化、博物館、網路數位等，也有不少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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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古學國際期刊與會議論文的分析  
 

本計畫選取國際考古學界所認知的重要期刊 American Antiquity、Cambridge Journal 

of Archaeology 與 Oceania 等三種，作為美洲、歐洲、太平洋與東南亞等地區的學術出版

分析對象。另外，最大的國際考古學學會年會、也是含有最多參與會員的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以及最多元參與的 World Archaeology Congress 等

二會議，其所安排的討論主題，亦為分析對象。分析的項目與面向，包括所涉及的地區、

主題、使用的資料、研究取徑框架或方法論等。三份期刊選取自 2006 至 2015 計 10 年

間出版的研究論文，二會議則擇取最晚近召開之二次會議所規劃的場次主題內容。  

 

(一)期刊論文  

A. American Antiquity(AA)： 

American Antiquity 係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SAA，美洲考古學學會)出版

的期刊，是國際學界認知的首要考古學期刊，刊載具前瞻性、新開發、以及具顯著重要

位置之考古學研究成果論文。American Antiquity 自 1935 年 1 月創刊自今已有 81 年，每 

年出刊四期，從未間斷。過去 10 年計出版論文 339 篇。茲將此批文章之研究議題整理

如後。 

 

1.人與環境互動關係的議題。此類最多，計有 87 篇。作者們多討論人群社會與文化，為

因應環境資源或氣候環境，所衍伸而出的發展方向或變遷過程，其中又可分為： 

a.生業、適應策略、經濟組織、結構等：60 

b.政治、社會關系結構、交易網絡：9 

c.研究方法論、分析技術：7 

d.技術體系：5 

e.食物生產：5 

f.性別：1 

2.社會過程－57 篇 

a.複雜化：16 

b.儀式、社會記憶：12 

c.社會網絡：9 

d.地景與空間：5 

e.社會組織、結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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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認同與社群邊界：4 

g.人觀：3 

h.衝突、戰爭：2 

i.學習：1 

3.地景、空間－32 篇 

a.空間結構形式、土地運用：15 

b.空間：9 

c.分析方法：7 

d.社會記憶：1 

4.工藝生產－26 篇 

a.風格、技術行為：18 

b.生產結構：5 

c.原料擷取策略：2 

d.交易網絡：1 

5.年代學、文化史－24 篇 

a. 人群遷移、初次佔居：17 

b.分析方法：15 

c.年代：8 

d.居住長度：1 

6.器物、物質文化－23 篇 

a.意義：7 

b.功能：5 

c.物質性 ：5 

e.研究、分析方法：5 

f.族群性 ：1 

7.殖民—16 篇 

a.社會記憶、認同、抗拒、地方化：9 

b.文化變遷：3 

c.研究理論、方法：2 

d.地景：2 

8.公眾、社區考古學－12 篇 

a.公眾考古學：6 

b.原住民考古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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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研究理論、方法：1 

9.考古學—12 篇 

a.分析方法、推理、抽樣：7 

b.遺址形成過程：5 

10.性別—9 篇 

a.考古學知識生產：4 

b.經濟結構、勞力分工：3 

c.性別概念、認同：2 

11.理念體系、認知結構、宇宙觀－9 篇 

a.地景：5 

b.岩雕藝術：1 

c.研究理論：1 

d.死亡：1 

e.儀式：1 

12.文化過程—9 篇 

a.古攝食體系：5 

b.文化轉遞：2 

c.物質文化的變異：1 

d.研究理論：1 

13.人口－8 篇 

a.人口變動：6 

b.人口大小：1 

14.社群認同、社群邊界－7 篇 

a.擇食方式：5 

b,物質性：2 

15.考古學－4 篇 

田野方法：4 

16.（岩雕）藝術－3 篇 

a.角色、功能：2 

b.意義：1 

17.生物遺傳－1 篇 

 

B.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CAJ)： 



16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是英國劍橋大學 McDonald Institute 考古學研究最

重要的刊物，以推動考古學理論的發展運用為旨趣。該刊 1991 年創刊，ㄧ年四期，至

今已發行 25 年。過去 10 年刊出文章 231 篇，就這些文章之主題進行分類，結果如下。 

 

1.理念體系、認知結構、宇宙觀、象徵－87 篇 

a.地景、空間：14 

b.身體、個體次級動力作用：13 

c.物質：13 

d.技術：11 

e.宗教、儀式：10 

f.時間：9 

g.動物與動物動力作用：9 

h.岩雕藝術：3 

i.分類：3 

j.社區：2 

2.社會過程－56 篇 

a.人觀、 成人階段：14 

b.認同與社會邊界：8+6 

c.複雜化：9 

d.儀式、社會記憶：8 

e.教授與學習：3 

f.衝突、戰爭：3 

g.社會網絡：3 

h.社會組織、結構：2 

3.文化過程－31 篇 

a.技術與創新改革：9 

b.現代化：6 

c.影像視覺：5 

d.文化轉遞與變異：5 

e.文字系統：2 

f.文化記憶：2 

g.器物遺棄：1 

h.接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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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景、空間－18 篇 

a.社會組織結構：11 

b.儀式：3 

c.土地運用：2 

d.研究理論：1 

e.社群網路：1 

5.物質文化器物－16 篇 

a.物質性：7 

b.意義：5 

c.原料：2 

d.製作技術：2 

6.岩雕藝術－11 篇 

a.意義：8 

b.風格：2 

c.性別：1 

7.人與環境互動關係面向－4 篇 

a.生業、適應策略、經濟組織、結構等：2 

c.傳統資源知識：1 

e.食物生產：1 

8.考古學－3 篇 

a.知識生產：2 

b.技術：1 

9.認同－2 篇 

a.性別：1 

b.殖民者與被殖民者：1 

10.文化資產－2 篇 

a.保存：1 

b.公共：1 

11.年代學文化史－1 篇 

年代：1 

 

C. Archaeology in Oceania(AO)： 

 Archaeology in Oceania 原由 University of Sydney 出版，後改由 Wiley-Blackwell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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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太平洋與東南亞地區重要的考古學學術期刊，同時列入於 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Scopus,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以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等。一年出刊三期，過去 10 年計出刊 145 篇文章，就其主題分類如下。 

 

1.人與環境互動關係面向－56 篇 

a.生業、適應策略、經濟組織、結構等：34 

b.移動：8 

c.土地利用：6 

d.技術體系：3 

e.食物生產：2 

f.衝突、戰爭：2 

g.政治、社會關系結構、交易網絡：1 

2.年代學、文化史－23 篇 

a.移入、佔居：11 

b.技術發展：8 

c.年代：4 

3.社會過程－22 篇 

a.社會網絡：14 

b.組織、結構：3 

c.複雜化：3 

d.社群邊界：1 

e.都市化：1 

4.物質文化、器物－12 篇 

a.生產制度：5 

b.功能：3 

c.意義：2 

d.物質性：2 

e.技術：1 

5.地景考古學、空間分析－9 篇 

a.社會結構：4 

b.儀式：3 

c.分析方法：2 

6.理念、認知體系、宇宙觀、象徵－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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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儀式：3 

b.接觸：1 

c.象徵：1 

7.岩雕藝術－5 篇 

a.生產消費：1 

b.意義：3 

c.風格：1 

8.文化過程－4 篇 

a.技術變遷：3 

b.古攝食體系 1 

9.殖民－2 篇 

a.促動原因：1 

b.認同：1 

10.性別－2 篇 

a.經濟結構、勞力分工：1 

b.研究方法：1 

11.公共考古學、文化資產－2 篇 

a.文化資產：1 

b.保存技術：1 

12.人口－1 篇 

a.分析方法：1 

13.考古學－1 篇 

理論：1 

14,古生物－1 篇 

人群親緣：1 

 

(二)會議論文  

A.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是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SAA）每年舉辦一次的學術研討會。SAA 於 1934 年成立，至今有會員 7000

多人，成員包括學者、學生、業餘考古學家、以及政府等機構與團體，是全球最大與最

著名的考古學組織，其宗旨為推動考古學研究、詮釋與維護考古文化資產、執行考古學

公眾教育工作、檢視與協調政府相關政策事務、出版學術期刊、提供會員資訊交流與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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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平台、以及充分流通事業與工作機會。該學會每年輪流在美洲各城市舉辦年會，每次

均有 3000 多人參與、發表論文近 3000 篇。例如 2008 年，大會舉行 3 天半，超過 3000

人參加，包括工作坊、一般討論會、小型論壇、海報展示場次等，共有 321 場次，發表

2883 篇文章。以下以 2014 與 2015 年會所發表之場次主題內容為分析對象，計收羅 312

主題。 

 

1.考古學－81 篇 

a.理論與技術：26 

b.動物考古學：13 

c.考古學家：12 

d.電腦與數位考古學：11 

e.區域考古學的發展：10 

f.歷史考古學：3 

g.民族考古學：3 

h.地質考古學：3 

2.公共考古學、文化資產－46 篇 

a.考古學知識生產與展示問題：21 

b.社區考古學：11 

c.契約考古學：8 

d.文化資產與觀光：6 

3.社會過程－38 篇 

a.社會網絡：13 

b.社會組織、結構、社區：10 

c.複雜化：10 

d.認同社群邊界：5 

4.地景與空間－32 篇 

a.社會組織結構：10 

b.文化地景：7 

c.儀式：6 

d.象徵：6 

e.分析方法：3 

5.物質文化與器物－31 篇 

a.技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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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生產組織制度：9 

c.風格：3 

d.功能：2 

e.認同：2 

f.物質性：1 

g.分析方法：1 

h.交易網絡：1 

6.年代學與文化史－24 篇 

7.人與環境互動關係面向－16 篇 

a.生業、適應策略、經濟組織、結構等：8 

b.食物生產：5 

c.政治、社會關系結構、交易網絡：1 

d.技術體系：1 

e.土地利用：1 

8.文化過程－15 篇 

a.文化轉遞與變遷：4 

b.人群遷徙與佔居：4 

c.日常生活實踐：3 

d.文化認同：3 

e.性別：1 

9.理念、認知體系、宇宙觀、象徵－12 篇 

a.儀式、宗教、墓葬：10 

b.認知：1 

c.時間：1 

10.殖民－9 篇 

a.殖民化：6 

b.衝突、戰爭：2 

c.理論：1 

11.岩雕藝術－7 篇 

a.意義：5 

b.分析方法：1 

c.地景：1 

12.攝食體系－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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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1 

 

B. World Archaeology Congress 

World Archaeology Congress（WAC）成立於 1986 年，主要在推動考古學的發展，

每四年舉辦一次大會，用以促進考古學術研究成果的交流、協助弱勢族群、推動國家與

原住民社區的考古學專業和公眾教育、以及提升考古遺址的保護與維護工作。最近二次

2012 與 2008 年會議共有 143 場次，其主題分類如下 

 

1.公共考古學、文化資產－59 篇 

a.考古學知識的生產與展示問題：23 

b.文化資產：16 

c.社區考古學：10 

d.原住民考古學：6 

e.考古學倫理：3 

f.搶救考古：1 

2.考古學－23 篇 

a.理論與方法：10 

b.組織：4 

c.區域發展：4 

d.數化考古學：3 

e.水下考古學：1 

f.地質考古學：1 

3.人與環境互動關係面向－18 篇 

a.生業、適應策略、經濟組織、結構等：11 

b.食物生產：4 

c.水利系統：2 

d.政治、社會關系結構、交易網絡：1 

4.社會過程－11 篇 

a.認同社群邊界：4 

b.社會網絡：3 

c.社會組織、結構：1 

d.衝突戰爭：1 

e.社會記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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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性別：1 

5.物質文化、器物－10 篇 

a.藝術、象徵：5 

b.技術：4 

c.物質性：1 

6.文化過程－9 篇 

a.古攝食體系：5 

b.文化轉遞與變遷：2 

c.區域文化史：1 

d.人群遷徙：1 

7.地景、空間－4 篇 

a.聚落系統：1 

b.地景：1 

c.全球化：1 

d.分析理論：1 

8.理念體系、宇宙觀－3 篇 

9.殖民－3 篇 

殖民或地方化：3 

10.古生物－3 篇 

a.分析技術：2 

b.人類人科起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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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國內外重要期刊分析  

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6-2015 各期研究論文整理  

本計畫針對選定之期刊，經由題目、關鍵字、以及摘要的閱讀，整理出三大區塊文

章重點：概念區塊、地區區塊、以及群體區塊。確定了區塊之後，再找出各個區塊內之

要項，並登錄其出現頻率。以下即為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該刊之綜合整理資料。 

 

▓ 概念/concept(範疇/aspect、理論/theory、次領域/sub-field)區塊 

★religion(宗教)/witchcraft(巫術)14 次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 9 次 

★ritual (儀式) 、on history of anthropology/anthropologist(與學史或人類學者角色相關)、

gender(性別)等各 7 次 

★on methodology(與方法相關) 6 次 

★migration(遷徙)、globalization(全球化)、applied anthropology(應用人類學) 等各 5 次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義)、violence(暴力)、modernity(現代性)、identity(認同)、

各 4 次 

★indigeneity( 原住民性 ) 、 refugee ( 難民 ) 、 kinship( 親屬 ) 、 ethnicity( 族群性 ) 、

governmentality(治理性)、memory(記憶)、food(食物)、materiality(物質性)、fertility(繁

殖力)、environmentality(環境性)、emotion(情緒)、materiality(物質性)與 material 

culture(物質文化)、citizenship(公民)、politics(政治)/political ecology(政治生態)/political 

culture(政治文化)等各 3 次 

★landscape(地景)、human right(人權)、personhood(人觀)、military(軍事)、borders(邊界)、

nationalism(國族主義)、language(語言)、resistence(抵抗)、festivals(節慶)、tourism(觀

光)、Islam(伊斯蘭)、justice transition(轉型正義)、散遠(diaspora) 、multi-vocality(多聲

性) wars(戰爭)等各 2 次。 

★其他主題 : maritime(海事 )、ethnogenesis(族源建構 )、education(教育 )、changing 

climate(氣候變遷 )、 subjectivities(主體性 )、 fraternity(兄弟會 )、 finance(財務 )、

performativity(表演性)、occeanization(海洋化)、age(年歲)、state(邦國)、animality(動

物性)、colonialism(殖民主義)、poverty(貧窮)、mode of production(生產模式)、母職

(motherhood)、power(權力 )、music(音樂 )、navigational knowledge(航海知識 )、

creativity(創造性)、caste(種性)、early marriage(早婚)、plantation(莊園)、AIDS(愛滋)、

lingua franca(混合通用語)、behavioral ecology(行為生態學)、subjectivity(主觀性)、

aesthetics(美學)、infidelity(不忠)、consumerism(消費主義)、 military imperialism(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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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ecosystem(生態體系)、reproductive rights(繁育權利)、infant mortality(夭折

率)、development(發展)、sexual division of labor(性別勞力分工)、terrorism(恐怖主義)、

pity(憐憫)、national park(國家公園)、intertextuality(互文性)、ethnotheologies(民族神學)、

heritage(遺產)、lost language(失落的語言)、naming(命名)、childbearing model(育兒模

式)、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國際社區)、commodity fetish(拜物)、money(貨幣)、

workplace(工作場所)、crime(犯罪)、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indigenous ecologic 

knowledge(原住民生態知識)、appropriation(挪用)、branding(名牌宣示)、art(藝術)、

multinationalism(多元國族主義)、marginality(邊陲性)、social relations(社會關係)、

ecodevelopment(生態發展)、self-determination(自決)、transnationalism(跨國主義)、

revitalization(復振)、altruism(利他主義)、labor(勞力)、cultural politics(文化政治)、

racialization(種族化)、child trafficking(販童)、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agriculture(農

業)、natural resources(自然資源)、law(律法)、leisure(休閒)等各至少出現過 1 次。 

 

▓ 地區(region/area/state/continent)區塊 

★North America(北美洲)19 次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Asia(亞洲)各 17 次 

★USA(美國) 15 次 

★Africa(非洲) 14 次 

★the Pacific(太平洋地區) 10 次 

★Mid-east(中東) 9 次 

★Europe(歐洲) 8 次 

★Israel(以色列) 7 次 

★Vietnam(越南) 6 次 

★Brazil(巴西)、Indonesia(印尼)各 5 次 

★Australia(澳大利亞)、Canada(加拿大) 4 次 

★Solomon Islands(所羅門群島)、Papua New Guinea(巴布亞新幾內亞)、Italy(義大利)各 3

次 

★至少 1 或 2 次之地區: Madagascar(馬達加斯加)、China(中國)、Colorado Delta(科羅拉

多三角洲)、aboriginal coastal Arctic(原住民分布之極地海岸)、Paraguay(巴拉圭)、

Ethiopia(伊索比亞)、India(印度)、Bolivia(玻利維亞)、Morocco(摩洛哥)、Lithuania(拉

脫維亞)、Appalachia(阿帕拉基)、Arizona(亞利桑納)、Palestine(巴勒斯坦)、Peru(祕魯)、

Turkey(土耳其)、Gaza(迦薩)、Salvador(薩爾瓦多)、Florida(佛羅里達)、Mozambique(莫

三鼻克)、Virginia(維琴尼亞)、Torres Strait (托洛斯海峽)、Costa Rica(哥斯大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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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俄羅斯)、Sierra Leone(獅子山)、Haiti(海地)、Syria(敘利亞)、Bosnia(波西尼亞)、

Yosemite(優勝美地)、Serbia(塞爾維亞)、Sargasso Sea(馬尾藻海)、South Sudan(南蘇丹)、

Myanmar(緬甸)、Bolivia(玻利維亞)、Argentina(阿根廷)、South Dakota(南達科塔)、

Alaska(阿拉斯加)、Central Asia(中亞)、Andes(安地斯山)、Marshall Islands(馬紹爾群

島)、Toronto(多倫多)、Melanesia(美拉尼西亞)、S.W.China(西南中國)、Nepal(尼泊爾)、

India(印度)、Ecuador(厄瓜多爾)、Spain(西班亞)、Mexico(墨西哥)。 

 

▓ 群體(ethnic group/social group/geographic people/local group/particular organization 

/professional group)區塊 

★matrilineal Mosuo(母系的摩些人)、Tamils(塔米爾人)、Native Amazonian(本土亞馬遜

人)、Caribbean(加勒比海人)、Native American(本土美洲人)、NGO(非政府組織)、

Maya(馬雅人)、Native Alaska(本土阿拉斯加人)、indigenous people in North India(北印

度原住民)、indigenous(Aboriginal)Australians(澳洲原住民)、Malay Muslim(馬來穆斯

林)、Thai Buddhist(泰國佛教徒)、indigenous language community(原住民語言社區)、

new immigrant youth(新移民的年輕成員)、Mexican new immigrants(墨西哥裔新移民)、

indigenous people(原住民)、US working class(美國勞工階級)、ethnolinguistic group(民

族語言群體)、Jews(猶太人)、World Bank(世界銀行)、permanent vegetative state(植物

人 )、Cherokee(卻洛奇族 )、Zuni(祖尼族 )、Hopi(荷比族 )、 foragers(採食者 )、

horticulturalists(園藝作物生產者)、native South Americans(本土南美洲人)、Northwest 

coast Native Americans(本土西北海岸美洲人)、Torres Strait Islanders(托洛斯海峽島民)、

Caribbean communities(加勒比社區 )、nomadic pastoralist(游牧生產者 )、Syria’s 

Palestinian(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Guhu-Samane, Papua New Guinea(巴布亞新幾內亞

古呼薩漫人)、First Nation(第一國族)、Bosnian refugee(波西尼亞難民)、South Asian 

diaspora(南亞遠散者)、Dinka Agaar of South Sudan(南蘇丹的丁卡阿嘎人) 

 

計畫團隊綜合意見：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係最具學術地位的人類學綜合性期刊，北美洲的人類學四

大分科文章都有收列，其中社會文化人類學論文約占七成以上。本計畫團隊以為，檢視

過去 10 年的所有刊登文章，大致應可理出國際熱門或正被較多學者探究討論之課題範

圍。 

 

在概念理論或範疇次分科方面，各類 religion(宗教) /witchcraft(巫術)或 ritual(儀式)

問題、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關及 history of anthropology(學史)的特定發展階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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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 anthropologist(人類學者)的角色扮演 、以及 gender(性別) 等似乎最受青睞。

此外，新時代面臨挑戰，與 methodology(方法論) 有關之題目，也收入不少。而當前最

具臨場現代性的人類行為，就屬 migration(遷徙)和 globalization(全球化)之適應，許多研

究者投入分析。Applied anthropology(應用人類學)也順勢越受重視。 

 

另外，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義) 、violence(暴力)、modernity(現代性)、

identity(認同)，以及 indigeneity(原住民性) 、refugee (難民) 、kinship(親屬)、ethnicity(族

群性)、governmentality(治理性)、memory(記憶)、food(食物)、 materiality(物質性)、

fertility(繁殖力) 、environmentality (環境性)、 emotion(情緒)、materiality(物質性)與

material culture(物質文化 ) citizenship(公民 )、politics(政治 )/political ecology(政治生

態)/political culture(政治文化)等議題亦是熱度甚高，陸續有學人加入寫作。其他形式上

似乎僅一、二次之課題，事實上也都是引人高度注目的現代性相關人類生活或活動景象。

換句話說，AA 是一世界性學術期刊，論述者無不自當前的最關鍵議題入手，領域多樣，

論述牽涉甚廣。如何精緻理解現代人類世界，AA 所提供之熱門議題資訊，當可給予高

度參考價值。 

 

在地區(region/area/state/continent)區塊方面，North America(北美洲)19 次，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Asia(亞洲)各 17 次，Africa(非洲) 14 次，the Pacific(太平洋地區) 10

次，Mid-east(中東) 9 次，Europe(歐洲) 8 次。顯然世界各大洲均有論文，但，南北美洲

合起來 33 次，高過半數，是為最大宗。其中 USA(美國)就有 15 次，位居單一國家被研

究對象之冠。其他 Israel(以色列) 7 次、Vietnam(越南) 6 次、Brazil(巴西)、Indonesia(印

尼)各 5 次、以及 Australia(澳大利亞)和 Canada(加拿大)各有 4 次，也是較受關切的幾個

國家。同樣地，AA 的民族誌一定是廣被全球，縱使有些僅是一、二篇文章提及，但，

他們的後續啟發性仍高，總會有新進研究者跟隨田野步伐。 

 

    在被研究的群體方面，以各地區之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或本土居民(native)最為

多數，其次就是移民，或者與其相關的 NGO 和開發機構。顯見人類學傳統關心弱勢或

邊陲人群的學術慣習仍在。在可見的未來，此一研究重點應會繼續維繫，畢竟當前大多

的學理概念均與原住民族之背景民族誌資料息息相關。 

 

B. Ethnicities 2006-2015 各期研究論文整理  

本計畫針對選定之期刊，經由題目、關鍵字、以及摘要的閱讀，整理出三大區塊文

章重點：概念區塊、地區區塊、以及群體區塊。確定了區塊之後，再找出各個區塊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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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項，並登錄其出現頻率。以下即為 Ethnicities 該刊之綜合整理資料。本刊的處理方式

為先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再用底線凸顯出現頻率較高者。 

 

▓ 概念/concept(範疇/aspect、理論/theory、領域/sub-field)區塊(出現超過 10 次以上者，

以底線標示) 

Assimilation(同化)8 次 

Bilingualism(雙語主義)1 次 

Britishness(大不列顛人屬性)1 次 

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civility(公民性)6 次 

Class(階級)/social class(社會階級)7 次 

Colonialism( 殖 民 主 義 )/coloniality( 殖 民 性 )/post-colonialism( 後 殖 民 主 義 )/internal 

colonialism(內部殖民主義)7 次 

Commodification(商品化)2 次 

Communalism(鄉社主義)1 次 

Consumerism(消費主義)1 次 

Cosmopolitanism(世界主義)/universalism(四海一家主義)6 次 

Cultural boundaries(文化界域)1 次 

Cultural capital(文化資本)1 次 

Cultural diversity(文化多樣性)1 次 

Cultural evolution(文化內捲)1 次 

Cultural Homogenization(文化同質性化)2 次 

Cultural identity(文化認同)1 次 

Cultural imperialism(文化帝國主義)1 次 

Cultural industry(文化產業)1 次 

Cultural politics(文化政治)1 次 

Cultural relativism(文化相對論)1 次 

Cultural strangeness(文化生疏)1 次 

Culturalization(文化特定化)1 次 

Deterritorialization(去地域化)1 次 

Devolution(退化)1 次 

Diaspora(散遠)8 次 

Englishness(英格蘭人屬性)2 次 

Essentialism(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反本質論)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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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ized nation-states( 族裔化的國族國家 )/nation-statism( 國族 - 國家主義 )/Ethnic 

boundaries( 族 群 界 域 )/ethnicity( 族 群 性 )/identity formation( 認 同 形 成 )/ethnic 

mobilization(族群升動 )/ethnic enclaves(族裔圍區 )/ethnic label(族群標籤 )/ethnic 

majority( 多 數 族 群 )/ethnic relations( 族 群 關 係 )/panethnicity( 泛 族 群 性 )/ethnic 

sentiments(族群情感)/ethnic diversity(族群多樣性)/ethnic competition(族群競爭)/ethnic 

state(族裔型國家)/ethnic business(族群事業)/ethnic authenticity(族群真實性)/ethnic 

lens(族群之眼)/ethnic revival(族群復興)/new ethnicity(新族群)性)61 次 

Ethnocentrism(我族中心主義)2 次 

Europeanization(歐洲化)/Europeanism(歐洲主義)3 次 

Exoticism(異國情調論)1 次 

Femininity(女人屬性)/feminism(女性主義)4 次 

Flexible citizenship(彈性公民)1 次 

Fundamentalism(基本教義主義)2 次 

Gender(性別)17 次 

Gentrification(仕紳化)1 次 

Globalization(全球化)9 次 

Human right(人權)1 次 

Identity politics(認同政治)2 次 

Imperialism(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新帝國主義)3 次 

Indigeneity(原住民屬性)1 次 

Indigenous epistemology(原住民族認識論)1 次 

Integration(整合)1 次 

Intersectionality(相對交錯性)5 次 

Islam(伊斯蘭)/Islamphobia(恐懼伊斯蘭症候群)/anti-Muslim(反穆斯林)19 次 

Kinship(親屬)1 次 

Language rights(語言權利)/linguistic diversity(語言多樣性)2 次 

Legal capital(律法資本)1 次 

Localism(在地主義)1 次 

Marginalization(邊陲化)2 次 

Material culture(物質文化)1 次 

Migration(遷徙)/immigration(遷入)/transnational migration(跨國遷徙)55 次 

Minority nations(少數國族)1 次 

Misrecognition(錯誤辨識)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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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義)52 次 

Multiple discrimination(多重歧視)1 次 

Mythscape(神話國度)1 次 

National discourses(國族論述)1 次 

National Ethos(國族精神)1 次 

National identity(國族認同)/national diversity(國族多樣性)21 次 

National minority(國家少數族群)1 次 

Nationalism(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文化國族主義)21 次 

Naturalization(教化)2 次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5 次 

Othering(異狀化)2 次 

Phenotype identification(表型識別)1 次 

Pluralism(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文化多元主義)/plural society(多元相斥社會)3 次 

Political-cultural change theory(政治文化變遷理論)1 次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再現的政治)1 次 

Postcolonial(後殖民)1 次 

Power(權力)/power relation(權力關係)3 次 

Prejudice(成見)1 次 

Race relations(種族關係 )/antiracism(反種族關係 ) /biological racism(生物性種族主

義 )/racial identity( 種族認同 )/racialization( 種族化 )/racial socialization( 種族社會

化)/racelessness(無種族存在)/racial hierarchy(種族位階)45 次 

Refugee(難民)1 次 

Regional identities(地區認同)/regionalism(地區主義)2 次 

Religiosity/religious accommodation(宗教和諧)/religious diversity(宗教多樣性)19 次 

Rurality(鄉村屬性)1 次 

Secularism(世俗主義)10 次 

Segregation(隔離)1 次 

Self-determination(自決)2 次 

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5 次 

Social exclusion(社會排拒)1 次 

Social imaginaries(社會想像)1 次 

Social network(社會網絡)1 次 

Social solidarity(社會穩固)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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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 of culture(文化社會學)1 次 

Sociology of cultural production(文化產業社會學)1 次 

Stigmatisation(汙名化)2 次 

Sub-state nations(國家內部的國族)1 次 

Terrorism(恐怖主義)4 次 

Tourism(觀光)1 次 

Transnationalism(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跨國社會運動)13 次 

Victimization(犧牲化)1 次 

Violence(暴力)3 次 

Whiteness(白種人屬性)/white privilege(白人優越)/white ethnicity(白人意識)21 次 

Xenophobia(恐懼外人症候群)1 次 

 

▓ 地區(region/area/state/continent)區塊(出現超過 5 次以上者，以底線標示) 

Adelaide(阿德雷德)1 次 

Africa(非洲)2 次 

Australia(澳大利亞)12 次 

Austria(奧地利)2 次 

Bangladesh(孟加拉)1 次 

Barcelona(巴塞隆納)1 次 

Belgium(比利時)6 次 

Bosnia-Herzegovina(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1 次 

Birmingham(伯明翰)2 次 

Brazil(巴西)1 次 

Britain(大不列顛)15 次 

Bulgaria(保加利亞)1 次 

Burundi(浦隆地)1 次 

Canada(加拿大)5 次  

China(中國)1 次 

Copenhagen(哥本哈根)2 次 

Croatia(克羅埃西亞)1 次 

Darfur(達佛)1 次 

Denmark(丹麥)8 次 

England(英格蘭)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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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onia(愛沙尼亞)1 次 

European Union(歐洲聯盟)/Europe(歐洲)19 次 

Fiji(斐濟)1 次 

Finland(芬蘭)2 次 

France(法國)5 次 

Gaza(迦薩)1 次 

Germany(德國)10 次 

Greece(希臘)3 次 

Iceland(冰島)1 次 

Iowa(愛荷華)1 次 

India(印度)2 次 

Ireland(愛爾蘭)4 次 

Israel(以色列)2 次 

Italy(義大利)3 次 

Japan(日本)2 次 

Kazan(喀山)1 次 

Kenya(肯亞)1 次  

Korea(韓國)1 次 

Latvia(拉脫維亞)1 次 

Lithuania(立陶宛)1 次 

London(倫敦)4 次 

Los Angeles(洛杉磯)2 次 

Malaysia(馬來西亞)4 次 

Malta(馬爾他)1 次 

Mecca(麥加)1 次 

Mexico(墨西哥)3 次 

Milan(米蘭)1 次 

Modernity(現代性)2 次 

Netherlands(荷蘭)5 次 

New York(紐約)1 次 

New Zealand(紐西蘭)2 次 

North Africa(北非)1 次 

Northern Ireland(北愛爾蘭)1 次 



33	

Norway(挪威)3 次 

Oman(奧曼)1 次 

Oslo(奧斯陸)1 次 

Philippines(菲律賓)1 次 

Poland(波蘭)1 次 

Russia(俄羅斯)1 次 

Rwanda(盧安達)2 次 

San Francisco(舊金山)1 次 

Scotland(蘇格蘭)2 次 

Singapore(新加坡)1 次 

Slovania(斯洛維尼亞)2 次 

South Africa(南非)2 次 

South Asia(南亞)1 次 

Spain(西班牙)2 次 

Stockholm(斯德哥爾摩)1 次 

Sudan(蘇丹)1 次 

Sweden(瑞典)3 次 

Turkey(土耳其)4 次 

United Kingdom(聯合王國)8 次 

United States(美國)9 次 

United Arab Emirates(阿拉伯聯合大公國)1 次 

Wales(威爾斯)4 次 

 

▓ 群體(ethnic group/social group/geographic people/local group/particular organization 

/professional group)區塊(出現超過 4 次以上者，以底線標示) 

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國人)5 次 

African immigrants(非洲裔移民)2 次 

Asian Americans(亞裔美國人) 2 次 

Arabs(阿拉伯人)2 次 

Basque(巴斯克人)1 次 

Bengladeshis(孟加拉人)/ Bengladesh migrants(孟加拉裔移民)3 次 

Black immigrants(黑人移民)/Black(黑人)/ Black British(黑人英國人)4 次 

British Chinese(英國境內華人)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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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no(墨西哥裔人) /Mexicans(墨西哥人)/Mexican American(墨西哥裔美國人)7 次 

Chinese(中國人/華人)3 次 

Danish(丹麥人)1 次 

Dutch(荷蘭人)1 次 

English(英格蘭人)3 次 

European(歐洲人)1 次 

Greek(希臘人)1 次 

Hungarian(匈牙利人)1 次 

Hutu(胡圖族)1 次 

Indigenous Australians(澳洲原住民)2 次 

Indigenous peoples(原住民族)2 次 

Irish(愛爾蘭人)3 次 

Israeli(以色列人)1 次 

Jews(猶太人)2 次 

Kurds(庫德族)1 次 

Ladino(拉丁諾人)13 次 

Laotians(寮國人)1 次 

Latin Americans(拉丁美洲人)3 次 

Lebanese-Canadians(黎巴嫩裔加拿大人) 

Maori(毛利人)1 次 

Moro(摩洛人)1 次 

Moroccan(摩洛哥人)2 次 

Muslim(穆斯林)29 次 

Nigerian-Americans(奈及利亞裔美國人)1 次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北非移民)1 次 

Pakistani(巴基斯坦人)2 次 

Palestinian(巴勒斯坦人)1 次 

Polish(波蘭人)1 次 

Portuguese immigrants(葡萄牙移民)1 次 

Romanians(羅馬尼亞人)2 次 

Roma(羅姆人)/Gypsy(吉普賽人)9 次 

Russian immigrants(俄羅斯移民)1 次 

Salvadorans(薩爾瓦多人)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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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hs(錫克教徒) 1 次 

Somalis(索馬利亞人)2 次 

Swedish(瑞典人)1 次 

Tamils(塔米爾人)1 次 

Tatar(塔塔爾人)1 次 

Turkish(土耳其人)4 次 

Tutsi(圖西族)1 次 

Ukrainians(烏克蘭人) 

Vietnamese(越南人)2 次 

 

計畫團隊綜合意見: 

Ethnicities 是目前國際學界探討族群課題最為重要的期刊，每年出版四期，數量驚

人，表示各方學者對此的高度興趣。其中與刊物名稱最為相關的如下課題 ethnicized 

nation-states(族裔化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ism(國族-國家主義)/Ethnic boundaries(族群界

域)/ethnicity(族群性)/identity formation(認同形成)/ethnic mobilization(族群升動)/ethnic 

enclaves(族裔圍區)/ethnic label(族群標籤)/ethnic majority(多數族群)/ethnic relations(族群

關係 )/panethnicity(泛族群性 )/ethnic sentiments(族群情感 )/ethnic diversity(族群多樣

性 )/ethnic competition(族群競爭 )/ethnic state(族裔型國家 )/ethnic business(族群事

業)/ethnic authenticity(族群真實性)/ethnic lens(族群之眼)/ethnic revival(族群復興)/new 

ethnicity(新族群性)等，出現有 61 次之多，遠遠超過其他議題。 

 

另外，關於種族研究的成果亦多。主要出現有 race relations(種族關係)/antiracism(反

種族關係) /biological racism(生物性種族主義)/racial identity(種族認同)/racialization(種族

化)/racial socialization(種族社會化)/racelessness(無種族存在)/racial hierarchy(種族位階)

等等，達 45 次之譜。足見該刊作者們對 ethnicity 和 race 同等並重。一樣也很重要的議

題還有出現 55 次的 migration(遷徙)/immigration(遷入)/transnational migration(跨國遷徙)

等，以及出現 52 次的 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義)。National identity(國族認同)/national 

diversity(國族多樣性)、Nationalism(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文化國族主義) 、以及

Whiteness(白種人屬性)/white privilege(白人優越)/white ethnicity(白人意識)各有 21 次，

Islam( 伊 斯 蘭 )/Islamphobia( 恐 懼 伊 斯 蘭 症 候 群 )/anti-Muslim( 反 穆 斯 林 ) 和

Religiosity/religious accommodation(宗教和諧)/religious diversity(宗教多樣性)各有19次，

也不容小覷。而 Transnationalism(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跨國社會運動)

有 13 次，稍居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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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區方面，Australia(澳大利亞)、Britain(大不列顛)、Denmark(丹麥)、England(英

格蘭)、European Union(歐洲聯盟)/Europe(歐洲)、Germany(德國)、United Kingdom(聯合

王國)、United States(美國)等，都出現 8 次以上，尤其廣泛英國就有 32 次之多，佔了一

大半，若加上大英國協成員，則幾乎全刊焦點都在此。 

 

在指涉特定群體方面，Muslim(穆斯林)29 次最多，Ladino(拉丁諾人)13 次居次，其

他 Black immigrants(黑人移民)/Black(黑人)/ Black British(黑人英國人)、Chicano(墨西哥

裔人) /Mexicans(墨西哥人)/Mexican American(墨西哥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非裔

美國人)、Roma(羅姆人)/Gypsy(吉普賽人)等也有一定數量，顯見同為重要議題。 

 

C.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2006-2015 各期研究論文整理  

   本計畫針對選定之期刊，經由題目、關鍵字、以及摘要的閱讀，整理出三大區塊文

章重點：概念區塊、地區區塊、以及群體區塊。確定了區塊之後，再找出各個區塊內之

要項，並登錄其出現頻率。以下即為 Sojourn 該刊之綜合整理資料。 

 

▓ 概念/concept(範疇/aspect、理論/theory、次領域/sub-field)區塊 

★Ethnicity(ethnic isolation/ethnicization/ethnic marginalization)(族群性)10 次 

★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遺產)、regionalism/village formation/symbolic community/ritual 

community/subcultural boundary/localized conflicts(在地/地方主題)等各 7 次 

★Migration(遷徙)、Religion(social Christianity/Buddhist authenticity/local saint)(宗教)、

state/national integration(邦國)等各 5 次 

★Cultural fossilization/cultural consumption/inculturation/cultural capital(文化理論)4 次 

★Gender(兩性)、nationalism(國族主義)、empowerment(賦權)、memory/remembrance(記

憶)、human/land right(權力)、traditional knowledge/swidden cultivation/inventing tradition、

tourism(觀光)、Diaspora and nostalgia(散遠與念鄉)等各 3 次 

★Civility/civic spaces(公民性)、urban landscape/rural development(城鄉)、globalization(全

球化)、social and spatial network/people struggling network(網絡分析)等各 2 次 

★Museum(博物館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 )、polarized colonial 

society(殖民)、human resources(人類資 tfood-buying habits(購食慣習)、silk textiltes(絲

藝工業)、peace building(和平志業)、transnational/translocal/transcultural(跨域)等至少

出現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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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region/area/state/continent)區塊 

★Thailand(泰國)15 次 

★Indonesia(印尼)12 次 

★Malaysia(馬來西亞)7 次 

★Vietnam(越南)6 次 

★Singapore(新加坡)5 次 

★Southeast Asia(東南亞)4 次 

★Laos(寮國)、Burma/Myanmar 等各 3 次 

★Bangkok(曼谷)、Yongon(仰光)等各 2 次 

★China(中國)、Hanoi(河內)、Ho Chi Minh City(胡志明市)、Timor(帝文)、Sri Lanka(斯

里蘭卡)、Bali(巴里)、Sumatra(蘇門答臘)、East Java(東爪哇)、West Kalimantan(西加

里曼丹)、Phuket(普吉島)、Thai-Burmese Border(泰緬邊界)、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state(後殖民發展中國家)等至少各出現過 1 次 

 

▓ 群體(ethnic group/social group/geographic people/local group/particular organization 

/professional group)區塊 

★Shan(撣族)、Cham(占人)、Mon-Khmer(孟-高棉)、Thai(泰)、Japanese(日本人)、Ethnic 

Chinese(華族)、Chinese-Muslim(華裔穆斯林)、印度教信仰巴里島人(Hindu-Balinese)、

Minangkabau(蘇門答臘原住民族)、Dara’ang(高棉語系徳昂人)、Orang Asli(馬來西亞原

住民族)、Mien(瑤族)、Overseas Chinese(海外華人)、American Anthropologists(美國人

類學者)、Indigenous Peoples(原住民族)等均至少 1 次被特別討論 

 

計畫團隊綜合意見：  

Sojourn 是一著名的東南亞區域研究期刊，其中約有半數以上是人類學相關論文。

初步統計可以發現泰國、印尼、以及馬來西亞是研究的大宗區域，這與學術史發展有密

切關係。換句話說，歐美學界過去接近一個世紀的人類學和考古學考察重點原本就在該

等三國，因此，延續發展當可理解。在主題方面，ethnicity 廣受青睞，其餘文化遺產、

遷徙、文化理論、觀光、宗教、兩性、在地化與國家等等，亦有不少學者投入心力。宗

教涉及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基督宗教，因此，若拆開來看，特定宗教只有零散篇數，

因此，不能算是熱門。倒是廣泛的社會性分析議題，比較受到重視。 

 

D.《臺灣人類學刊》2011-2015 各期研究論文整理  

本計畫針對選定之期刊，經由題目、關鍵字、以及摘要的閱讀，整理出三大區塊文



38	

章重點：概念區塊、地區區塊、以及群體區塊。確定了區塊之後，再找出各個區塊內之

要項，並登錄期出現頻率。以下即為《臺灣人類學刊》之綜合整理資料。 

 

▓ 概念/concept(範疇/aspect、理論/theory、次領域/sub-field)區塊 

★文化理論(文化身分、文化政治、文化建構、文化結構、文化變遷)、儀式展演/祭儀、

身體與情緒、方法論(歷史民族誌、民族誌表述、生命敘說、深描、轉譯)各 5 次 

★治理、次分科(視覺、詮釋、應用、精神分析)、宗教(民間信仰、基督教、、南傳佛教、

靈恩運動)、物質相關(物質文化、文化遺產、禮物經濟、工匠技藝)各 4 次 

★全球化、地方性/地方知識、女性各 3 次 

★國家/國族、日常生活、有機農業、家屋、親屬、人觀、發展、災難、觀光、環境、現

代性、對立與反抗、歷史(記憶、傳統再造)各 2 次 

★法律、階序關係、跨混性至少出現過 1 次 

 

▓ 地區(region/area/state/continent)區塊 

★臺灣 13 次 

★中國 8 次 

★滇西南、湘西、金門、彰化、高雄、臺南西港、南非等至少各出現 1 次 

 

▓ 群體(ethnic group/social group/geographic people/local group/particular organization)區塊 

★原住民 8 次 

★貴州侗人、苗人、藏族各 2 次 

★排灣、泰雅、太魯閣、布農、阿美、魯凱、雅美、佤族、花傈僳、嘉戎藏族、雲南藏

族、載瓦人、愛努等至少各 1 次 

 

計畫團隊綜合意見：  

《臺灣人類學刊》近 5 年所刊載之 37 篇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論文，在區域或群體

方面，即以臺灣和中國場域為大宗。這無疑是臺灣人類學社群的區域研究傳統，縱使有

不少探討全球化或跨界議題者，亦多以臺灣為觀察分析的地點。探討文化各項抽象範疇

以及論及身體或方法論反思者，佔了文章最多數，另外，各類宗教和物質文化議題，還

有與治理概念相關者，也頗受青睞。足見臺灣學者雖不善於開發本土以外之地理範圍的

研究題目，對於理論的興趣似乎頗高。至於研究的群體方面，臺灣原住民和中國少數民

族是為二大對象，此一景況應該也可視作在地學人傳統研究慣習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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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考古人類學刊》2011-2015 各期研究論文整理  

本計畫針對選定之期刊，經由題目、關鍵字、以及摘要的閱讀，整理出三大區塊文

章重點：概念區塊、地區區塊、以及群體區塊。確定了區塊之後，再找出各個區塊內之

要項，並登錄期出現頻率。以下即為《考古人類學刊》之綜合整理資料。 

 

▓ 概念/concept(範疇/aspect、理論/theory、次領域/sub-field)區塊 

★宗教(民間信仰、經驗、跨國、轉宗、基督教、天主教) 9 次 

★身體(感)、祭儀/展演/慶典等各 6 次 

★社會運動、性別等各 4 次 

★日常生活、人觀、族群性、情緒/感官等各 3 次 

★物質文化、(多元)現代性等各 2 次 

★觀光、殖民、地方形成、女性化、社會演化、原住民土地權、鄉民經濟、資本主義、

文化產業、文化再現、社會網絡、地景、新自由主義、社會戲劇、異質同生等至少各

出現過 1 次 

 

▓ 地區(region/area/state/continent)區塊 

★臺灣 6 次 

★中國、香港各 4 次 

★雲南、沖繩各 2 次 

★寮國、黔東南、上海、廈門、竹富島、新竹等各 1 次 

 

▓ 群體(ethnic group/social group/geographic people/local group/particular organization)區塊 

★原住民 7 次 

★漢人 2 次 

★魯凱族 2 次 

★藏族、苗族、普米族、Hmong、阿美、噶瑪蘭、賽德克、卑南族、平埔族等各 1 次 

 

計畫團隊綜合意見：  

在研究論題方面，宗教和祭儀展演，以及身體感等之課題，在近 5 年內頗受歡迎，

另外，各類社會運動以及日常生活、人觀、族群性、情緒/感官等也是熱門。其他各單項

題目雖不若前幾項多見，但，議題廣泛，且多與現代性相關，仍可看出當下研究者們的

關注方向。地區範圍以臺灣和廣泛中國為多，間有東北亞與東南亞文章。群體方面則原

住民最大宗，漢人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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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民俗曲藝》2011-2016 各期研究論文整理  

本計畫針對選定之期刊，經由題目、關鍵字、以及摘要的閱讀，整理出三大區塊文

章重點：概念區塊、地區區塊、以及群體區塊。確定了區塊之後，再找出各個區塊內之

要項，並登錄期出現頻率。以下即為《民俗曲藝》之綜合整理資料。 

 

▓ 概念/concept(範疇/aspect、理論/theory、次領域/sub-field)區塊 

★宗教/巫術/民間信仰/儀式專家 25 次 

★文化資產/遺產 8 次 

★集體記憶 6 次 

★性別/兩性/女性 5 次 

★文化認同、社會/文化展演、民間文學/俗文學、觀光等各 3 次 

★族群性、空間地景、日常生活、地域/社群關係等各 2 次 

★現代性、物質性、美感知覺、人觀、文化產業、國家教化、政治神話、疾病文化等至

少出現過 1 次 

 

▓ 地區(region/area/state/continent)區塊 

★臺灣(桃園、淡水、花蓮、金門、艋舺龍山寺、苗栗、埔里[3 次]、安平、蘭嶼、雲嘉

南、臺東馬蘭、南投、以及 6 次全島)計 20 次  

★中國(甘肅、雲南[2 次:西雙版納、大理]、湖南[4 次:湘西、黔東南 2 次、藍山縣]、廣

西[2 次]、貴州[2 次]、楚雄、徽州、以及全國 2 次)計 15 次 

★日本、馬來西亞各 2 次 

★緬甸 1 次 

 

▓ 群體(ethnic group/social group/geographic people/local group/particular organization)區塊 

★苗族 5 次 

★壯族、瑤人、阿美族各 2 次 

★客家、傣族、彝族、侗族、魯凱族、愛努族、平埔、達悟、排灣、賽德克、海外華人、

緬甸華僑、漢人、法輪功等至少出現過 1 次 

 

計畫團隊綜合意見：  

《民俗曲藝》是人類學界公認的綜合類一級期刊，從其刊名顧名思義可知民俗宗教

儀式藝術等等領域應是大宗。經由研究團隊整理所選出之與人類學相關的論文，宗教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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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文化資產佔最多數。其餘記憶、認同、兩性等也有較多人關注。地區方面臺灣和中

國分屬二大範疇，前者原住民與漢人地方各半，後者則多係少數民族。東南亞有幾文，

惟作者就固定一份名單。臺灣原住民和中國少數民族共有超過10個族群被專門討論到，

顯見這些群體有一定的學術熱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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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進階討論  

(一)考古學部分  

三份期刊與二個會議等五個來源的研究主題資料整理結果可見表 2。「社會過程」在

五處來源中都進入了前端排序。「地景與空間」與「物質文化、器物」在其中四個進入

了前五名。另外，「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則有三個進入前五名。各個期刊與會議性質有

所差異，其間關注的主題有所不同當可理解，但高比例相同的排序涵蓋率，應可視為其

被關注的高度性。因此，或許可加以推論，在過去十年考古學研究發展中，具「全球性」

或「世界性」高度熱門的主題有「社會過程」、「地景與空間」與「物質文化、器物」等，

其中又以「社會過程」最為顯著。而「社會過程」中又以社會網絡、社會組織與結構、

社群認同與邊界、社會複雜化、儀式與社會記憶、人觀與成人階段等研究議題為重點。

「地景與空間」係以空間結構與土地運用、社會組織結構、空間性、儀式、文化地景等

研究面向為主。「物質文化、器物」著重在生產制度與組織、功能、意義、技術、物質

性等議題的討論。「人與環境互動關係」則偏重適應策略與生業活動、社會關系與結構、

人群的移動與移動性、食物生產等面向的研究分析。 

 

相較於上述國際性的發展，臺灣學者在問卷中所提出的國內熱門研究議題則是南島

語族的起源、遷移與擴散(6)、舊社考古學與原住民源流(4)、臺灣歷史考古學研究(4)、

臺灣與周遭地區人群的互動與貿易(4)、水下考古(2)、公眾考古學與文化資產(2)、器物

與工藝(2)、科技考古學(2)，以及空間分析、生態環境、DNA 與人群親緣關係等。急迫

需發展的研究議題有：文化資產與公眾考古學(8)、臺灣史前文化史(5)、南島語族起源(5)、

擴散與臺灣原住民源流(5)、原住民與舊社考古學(5)、舊石器人群的動向(2)、社會面向

議題與社會考古學(2)、地景考古學(2)、生態與永續(2)、水下考古學(2)、社群的形成、

分裂與互動關係與交易(2)、歷史考古學(2)，以及民族考古學、電子運用考古學、植物

考古學、土壤學、器物分析、知識形成與反省等。應當持續維持熱門發展的議題以臺灣

史前文化史(4)、古南島語族遷徙與擴散(3)、人群互動與貿易網(3)、舊石器人群的動向、

水下考古(2)為主，而新近議題如公眾考古與文資保存(4)、舊社考古學(3)、歷史考古學

(2)、跨領域或科技考古(2)等也頗受關注。部分臺灣熱門研究議題如區域性交易(社會網

絡)，可與上述分析結果呈現的「世界性」發展相呼應，而最熱門的南島語族相關議題，

在 AA 與 AO 都有相當數量的文章，美洲最早人群的遷入與早期太平洋人群進駐某些島

嶼的討論，即是一例。 

 

我們另分析了國內人類學門最主要的二份期刊《考古人類學刊》與《臺灣人類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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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出版的 15 篇考古學相關文章。其間所處理的議題有空間分析 3(社會結構 2、地

景與集域分析)、器物與物質文化 2、族群的體質特性 2、物質文化與人群的互動 2、資

料庫與紋飾分析、人群互動與貿易、消費模式與社群組成、成分分析技術等。這些似乎

與上述由問卷所得之臺灣最熱門或迫切須發展的研究議題結果不盡相同，而與個別學者

可能會出現的新發展議題較為相近，這或許意謂著個人開展新議題的規劃，已有了良好

的起步。 

 

 American Antiquity 曾於 2014 年刊登一篇一群歐美考古學家為考古學將來走向把脈

的文章。現在謹以該文所提出之具挑戰性的研究議題為參考框架，來與上述 520 篇文章

分析結果進行比對，期望能獲得些許啟發。 

 

 這批美國考古學家思考未來 25 年或更長遠之際，對考古學具劃時代的挑戰性研究

議題。他們於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在網上發出問卷，蒐集歐美各地學者的意見，

總共回收了 181 份回覆，其中 44%未切題，而確實針對問題回覆者，則被分為二類，一

屬研究議題，另一屬方法論與方法面向的問題，另有較零星者則屬考古學實踐與更多公

眾教育需求的範疇。全數 181 個回覆中，177(79%)來自美國，其次是歐洲(12%)，而 45%

來自學術單位，32%來自諮詢機構，14%來自政府相關單位。長者回覆較年輕人為多(66% 

vs 32%)，學生最少；男性則佔 62%。 

 

 學者們於同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舉行了工作坊，進一步就問卷所得作討論。首

先，請參與者各自提出所謂劃時代具挑戰議題的標準與原則，再彙整成檢視的標準。幾

項重要原則為:須與當代社會相關、應具全球性的重要性、有足夠資料可加以處理解決、

以及過去因缺少資料或證據而無法處理者須能引入跨領域合作。隨後，各自依據此些標

準提出劃時代之重要議題，並由大家討論篩選而成。 

 

這些議題圍繞在文化的動態過程關注上，可再細分為五類： 

1. Emergence, Communities, and Complexity (突現、社群、複雜社會) 

1-1.領導者、社會不平權、及市場經濟的出現與維持運作。領導者維持其地位並 

使社會轉換(包括一般社會及其領導者的社會，政治特質的產生與管理)的策 

略 

1-2.不同規模之人群社區的轉換、出現，及其規範成員的行動 

1-3.小社群為何與如何在空間和人口上發展、轉變成大規模社群以及複雜的政治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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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系統性地研究史前與歷史時期城市地景，當可對社會與人口發展過程之影響、 

以及形塑都市化的理解帶來新洞見。 

1-5.內部的分裂性衝突或外部的戰爭，在文化複雜化演變過程中所扮演角色 

2. Resilience, Persistence, and collapse (恢復、持續、崩潰) 

2-1.社會的差異如何被持續 

2-2.釐清社會與環境的變異和複雜性，在社會復元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不同 

規模社會產生的差異衝擊程度 

2-3.社會的崩解是否有一跨文化的規則？是否可加以預測 

2-4.理念體系如何形塑經濟、政治、與儀式體系 

3. Movement, Mobility, and Migration (移動、流動、遷移) 

3-1.哪一類發展過程會引起並造成人類的全球性擴散 

3-2.探究環境、人口變動、聚落結構、以及人群遷動間的關係 

3-3.人類如何能居於特異的環境，文化與生物性的適應又如何演成為有效的結果 

3-4.人群為何發生遷移，為何在一些情境下遷移的人群足以維繫其認同，而在其 

他情境下則會接受新意 

4. Cognition, Behavior, and Identity.(認知、行為、認同) 

4-1.現代人的行為是在何種生物、社會文化與環境的互動作用下產生 

4-2.人群的認同如何形成，其過程中所產生的長遠與大規模影響為何 

4-3.地景與經驗場域的空間和物質形貌及其重塑過程如何影響社會發展 

5.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人類與環境互動) 

5-1.人類活動如何形塑地球的生物與物質體系？人類又是在何時成為這些體系的 

主宰者 

5-2.哪些因素造成史前與歷史時期人口的增長或限制 

5-3.哪些因素造成史前與歷史時期健康維生與生活福祉的發展 

5-4.為何狩獵採集者會開始進行植物與動物的管理，在何一情境下，此種管理引 

來了動植物的畜養 

5-5.農業經濟為何產生、擴散、與強化，而生產能量、人口與創新間的關係又是 

什麼 

5-6.人類如何回應突發的環境變動 
5-7.人類如何認知與反應短期和長期的氣候環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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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期刊二會議場次主題分析結果(進入前五個排序) 
期刊與

會議 
AA CAJ AO SAA WAC 

排序 主題 次主題 主題 次主題 主題 次主題 主題 次主題 主題 次主題 

1 人與環境互

動關係 
1.生業、適應

策略 

2.社會關系結

構 

理念體

系、認知結

構 

1地景、空間 

2.物質 

人與環境

互動關係 
1.生業、適應

策略 

2.移動與移

動性 

考古學 1.理論與技術 

2.動物考古學 

公共考古

學、文化

資產 

1.考古學知識

的生產與展示

問題 

2.文化資產 

2 社會過程 1複雜化 

2.儀式、社會

記憶 

社會過程 1.人觀、成人

階段 

2.認同與社

會邊界 

年代學、文

化史 
1.移入、佔居 

2.技術發展 

公共考古

學、文化資

產 

1.考古學知識

生產與展示問

題 

2.社區考古學 

考古學 1.理論與方法 

2.組織 

3 地景、空間 1.空間結構、

土地運用 

2.空間性 

文化過程 1.技術與創

新改革 

2.現代化 

社會過程 1.社會網絡 

2.組織、結構 

社會過程 1.社會網絡 

2.組織、結構 

人與環境

互動關係 
1.生業、適應

策略 

2.食物生產 

4 工藝生產 1風格、技術

行為 

2. 生產結構 

地景、空間 1.社會組織

結構 

2.儀式 

物質文

化、器物 
1.生產制度 

2.功能 

地景與空 1.社會組織結

構 

2.文化地景 

社會過程 1.認同社群邊

界 

2.社會網絡 

5 年代學、文

化史 
1.人群遷移、

初次佔居 

2.分析方法 

物質文化

器物 
1.物質性 

2.意義 

地景、空間 1.社會結構 

2.儀式 

物質文化

與器物 
1.技術 

2.生產組織制

度 

物質文

化、器物 
1.意義、藝術 

2.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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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前述資訊，考量到臺灣考古學的區域性特質，同時未來仍須尋求與國際

發展接軌、對話，持續熱門的議題，仍可以眾望所盼的南島語族起源擴散相關議

題，以及舊石器時期人群的活動與轉遞入新石器文化發展為重。但此一區域性的

議題要能與其他地區有所對話或提出貢獻，卻須在分析的取徑面向上，提升至跨

越區域的層次。本計畫團隊建議在人與環境互動關係，以及物質文化與器物相關

次主題上，尋求落實並突破於文化史面向的研究發展。新熱門議題為「社會過程」

與「地景與空間」。在「社會過程」面向上，臺灣考古學除少數零星報告外，尚

未有系統的研究，更難見到顯著成果。臺灣史前文化面貌一直無法在此有所進展，

反觀「世界性」的研究發展卻多以此為主，也早已累積了一定的成果。在未來具

挑戰性的研究議題中，尤應系統地納入相關研究知識。臺灣須以此為推動的熱門

議題，其中的社會組織、結構與社會網絡等次議題尤其重要。如此，臺灣史前文

化學術研究才能全面深化，與國際也能接軌對話。至於「地景與空間」方面，由

於空間屬性既具實質物質基礎也有抽象文化內涵，本身可為研究議題，也能成為

物質、社會與認知理念面向研究的路徑，其多元豐富特性可帶來更多啟發。十年

前的熱門前瞻計畫提出之前瞻性研究議題包含有聚落考古學，然檢視十年來臺灣

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卻未見有相關領域的具體發展，著實可惜。因此之故，未來

不只應當繼續推動聚落考古，且更須拓展至「地景與空間」的層次，讓涵蓋面能

更廣與深，並視為不只是熱門議題，更是一前瞻性的發展方向。 

 

(二)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部分  

國內學者專家填卷者以觀光、宗教、醫療、環境、教育等專長領域者居多，

研究專題涉及族群與博物館者為最，其次是性別、文化與儀式展演、文化創意產

業、文化政策/文化政治、以及組織與權力等。另外，探討區域或群體對象以臺

灣原住民居冠，客家和東南亞居次。簡言之，以族群概念研究臺灣原住民，應是

當前最為熱門的學術課題。學者們所表達的短程研究課題方面，原住民各類議題

和族群研究佔有大宗，其次才是區域、物質文化、資源與能源的主題。多數的中

程規劃方面，仍以原住民題目為最，臺灣與東亞和東南亞關係之比較排於後，政

治社會理論，以及全球化和區域民族誌也有部分填寫。至於新關注議題則較多重

視生活困境之現代性分析的方向。 

 

族群與南島原住民被認為是臺灣人類學者最感興趣的研究對象，公共人類學、

新自由主義、博物館、文化創意產業等居次，宗教、全球化與地方化、觀光、災

難、生態環境、移民與離散等再次。而不夠深刻、過於侷限、缺乏世界性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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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不足、以及應用性尚待開發等則是最受批評之處。受訪學者認為環境生態與

氣候議題是當前國際學界最為關切的問題。文化資產/遺產、移民/難民、都市、

宗教等是另外幾個重點。全球化與地方化、本體論、語言人類學/少數民族語言、

觀光、自然界與人類、網路數位、新自由主義/新經濟樣貌等，也有一定重要性。 

 

原住民和族群相關議題，仍是多數受訪者認為應該積極研究的對象。另外，

政治經濟以及移民和本土課題等，應也很重要。學者們幾乎一致認為國際人類學

對原住民和臺灣民間信仰或宗教較感興趣，還有，族群與國族課題也是重點。不

過，有幾位填答者表示國際學界對臺灣興趣不大，此一消極認知現象值得進一步

推敲。 

 

原住民、全球化與在地化、環境永續、歷史議題、災難等被認為具較高重要

性，另外，博物館、醫療、語言等也受到一定的重視。簡言之，南島/原住民與

族群明顯最受到重視，宗教/漢人宗教以及地方治理與社會運動居次，博物館、

人類學基本分支/基礎文化人類學、消費與商品化、全球化、移民、及公共人類

學又次。 

 

問卷的回答資料顯示，無論哪個提問，原住民的議題都是最為顯著。換句話

說，國內人類學者所認知之最熱門的研究領域就是臺灣原住民。當然，原住民範

疇內的子題多重，細究觀之，可以發現更多新嘗試的題目，但是，田野場域仍在

本土，所延續承繼的學術傳統，可能即是過去近百年累積之原住民相關素材。部

分學者提及南島比較，但，多數未能較清晰說明如何比較以及與誰比較，因此，

比較南島，也就是國際南島研究所指範圍，仍稍嫌籠統。 

 

族群是另一較被多人提及之研究領域。但，它到底與那些族群相關，是原住

民還是其他，多半答題者沒有細說。換句話說，較多數的答卷者，僅是泛泛感知

族群的重要性或熱門程度，但，具體的範圍卻仍待釐清。漢人宗教是上世紀國際

人類學與本土學者合作研究的典範領域，今日仍有不少人記憶猶新，甚至認定國

際學者仍持續關注本課題。在問卷填答上，它的顯著性可說與族群並列。 

 

東南亞的學術場地多次被提及，顯然，若有跨出本土者，首選之地即是臺灣

的鄰國地區。然而，大陸東南亞與島嶼東南亞文化歷史有很大差距，後者與南島

密切相關，前者則幾無關聯。從比較南島的角度出發，勢必眼光朝向島嶼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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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可以被鼓勵，但，自問卷資料所見，迄今之扎實研究規劃似乎仍然有限。

理論旨趣方面，當前的關懷，多傾向與現代性息息相關之人類生活和生態環境困

境的範疇。另外，近年的災難問題以及勞工、移民、新自由主義、都市發展、公

共性、治理性、應用人類學、全球化、博物館、網路數位等，也有不少人提及。 

 

在所收集分析的國內外期刊方面，American Anthropologist 係最具學術地位

的人類學綜合性期刊，北美洲的人類學四大分科文章都有收列，其中社會文化人

類學論文約占七成以上。本計畫檢視過去 10 年的所有刊登文章，大致即可理出

國際熱門或正被較多學者探究討論之課題範圍。 

 

在概念理論或範疇次分科方面，各類 religion(宗教) /witchcraft(巫術)或

ritual(儀式)問題、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關及 history of anthropology(學史)

的特定發展階段與作為一名 anthropologist(人類學者 )的角色扮演  、以及

gender(性別)等似乎最受青睞。此外，新時代面臨挑戰，與 methodology(方法論)

有關之題目，也收入不少。而當前最為臨場的人類行為就屬 migration(遷徙)和

globalization(全球化)之適應，許多研究者投入分析。Applied anthropology(應用人

類學)也順勢越受重視。 

 

另外，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義)、violence(暴力)、modernity(現代性)、

identity(認同)，以及 indigeneity(原住民性)、refugee (難民)、kinship(親屬)、

ethnicity(族群性 )、governmentality(治理性 )、memory(記憶 )、 food(食物 )、 

materiality(物質性)、fertility(繁殖力)、environmentality (環境性)、emotion(情緒)、

materiality(物質性)與 material culture(物質文化)citizenship(公民)、politics(政

治)/political ecology(政治生態)/political culture(政治文化)等議題亦是熱度甚高，

陸續有學人加入寫作。其他形式上似乎僅一、二次出現之課題，事實上也都是引

人高度注目的現代性相關人類景象。換句話說，AA 是一世界性學術期刊，論述

者無不自當前的最關鍵議題入手，領域多樣，論述牽涉甚廣。如何精緻理解現代

人類世界，AA 所提供之熱門議題資訊，當可給予高度參考價值。 

 

在地區(region/area/state/continent)區塊方面，North America(北美洲)19 次，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Asia(亞洲)各 17 次，Africa(非洲)14 次，太平洋地區(the 

Pacific)10 次，Mid-east(中東)9 次，Europe(歐洲)8 次。顯然世界各大洲均有論文，

但，南北美洲合起來 33 次，高過半數，是為最大宗。其中 USA(美國)就有 1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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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單一國家被研究對象之冠。其他 Israel(以色列)7 次、Vietnam(越南)6 次、

Brazil(巴西)、Indonesia(印尼)各 5 次、以及 Australia(澳大利亞)和 Canada(加拿大)

各有 4 次，也是較受關切的幾個國家。同樣地，AA 的民族誌一定是廣被全球，

縱使有些僅是一、二篇文章提及，但，他們的後續啟發性仍高，總會有新進研究

者跟隨田野步伐。 

 

在被研究的群體方面，以各地區之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或本土居民

(native)最為多數，其次就是移民，或者與其相關的 NGO 和開發機構。顯見人類

學傳統關心弱勢或邊陲人群的學術慣習仍在。在可見的未來，此一研究重點應會

繼續維繫，畢竟當前大多的學理概念均與原住民族之背景民族誌資料息息相關。 

 

Ethnicities 是目前國際學界探討族群課題最為重要的期刊之一，每年出版四

期，數量驚人，表示各方學者對此的高度興趣。其中與刊物名稱最為相關的如下

課題 ethnicized nation-states(族裔化的國族國家 )/nation-statism(國族國家主

義 )/ethnic boundaries(族群界域 )/ethnicity(族群性 )/identity formation(認同形

成)/ethnic mobilization(族群升動)/ethnic enclaves(族裔圍區)/ethnic label(族群標

籤 )/ethnic majority(多數族群 )/ethnic relations(族群關係 )/panethnicity(泛族群

性)/ethnic sentiments(族群情感)/ethnic diversity(族群多樣性)/ethnic competition(族

群競爭)/ethnic state(族裔型國家)/ethnic business(族群事業)/ethnic authenticity(族

群真實性)/ethnic lens(族群之眼)/ethnic revival(族群復興)/new ethnicity(新族群性)

等，出現有 61 次之多，遠遠超過其他議題。 

 

另外，關於種族研究的成果亦多。主要出現有 race relations(種族關

係)/antiracism(反種族關係)/biological racism(生物性種族主義)/racial identity(種族

認同)/racialization(種族化)/racial socialization(種族社會化)/racelessness(無種族存

在)/racial hierarchy(種族位階)等等，達 45 次之譜。足見該刊作者們對 ethnicity

和 race 同等並重。一樣也很重要的議題還有出現 55 次的 migration(遷

徙)/immigration(遷入)/transnational migration(跨國遷徙)等，以及出現 52 次的

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義)。National identity(國族認同)/national diversity(國

族多樣性)、nationalism(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文化國族主義)、以及

Whiteness(白種人屬性)/white privilege(白人優越)/white ethnicity(白人意識)各有

21 次， Islam(伊斯蘭 )/Islamphobia(恐懼伊斯蘭症候群 )/anti-Muslim(反穆斯

林)/religiosity(宗教性)/religious accommodation(宗教和諧)/religious diversity(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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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各有 19 次，也不容小覷。而 Transnationalism(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跨國社會運動)有 13 次，稍居次位。 

 

在地區方面，Australia(澳大利亞)、Britain(大不列顛)、Denmark(丹麥)、

England(英格蘭)、European Union(歐洲聯盟)/Europe(歐洲)、Germany(德國)、

United Kingdom(聯合王國)、United States(美國)等，都出現 8 次以上，尤其廣泛

英國就有 32 次之多，佔了一大半，若加上大英國協成員，則幾乎全刊焦點都在

此。 

 

在指涉特定群體方面，Muslim(穆斯林)29 次最多，Ladino(拉丁諾人)13 次居

次，其他 Black immigrants(黑人移民)/Black(黑人)/ Black British(黑人英國人)、

Chicano(墨西哥裔人)/Mexicans(墨西哥人)/Mexican American(墨西哥裔美國人)、

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國人)、Roma(羅姆人)/Gypsy(吉普賽人)等也有一定數量，

顯見同為重要議題。 

 

Sojourn 是一著名的東南亞區域研究期刊，其中約有半數以上是人類學相關

論文。初步統計可以發現泰國、印尼、以及馬來西亞是研究的大宗區域，這與學

術史發展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歐美學界過去接近一個世紀的人類學和考古學

考察重點原本就在該等三國，因此，延續發展當可理解。在主題方面，ethnicity

廣受青睞，其餘文化遺產、遷徙、文化理論、觀光、宗教、兩性、在地化與國家

等等，亦有不少學者投入心力。宗教涉及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基督宗教，因此，

若拆開來看，特定宗教只有零散篇數，因此，不能算是熱門。倒是廣泛的社會性

分析議題，比較受到重視。 

 

本計畫社會人類學與族群研究部分之國際期刊以人類學最具代表性者

(American Anthropologist)、族群研究最具權威者(Ethnicities)、以及東南亞區域研

究最優者(Sojourn)等三類為分析對象，國內刊物則以人類學專業之二份優良刊物

(《臺灣人類學刊》與《考古人類學刊》)，以及一份評價最高之綜合類期刊(《民

俗曲藝》)為代表。《臺灣人類學刊》近 5 年所刊載之 37 篇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

論文，在區域或群體方面，即以臺灣和中國場域為大宗。這無疑是臺灣人類學社

群的區域研究傳統，縱使有不少探討全球化或跨界議題者，亦多以臺灣為觀察分

析的地點。探討文化各項抽象範疇以及論及身體或方法論反思者，佔了文章最多

數，另外，各類宗教和物質文化議題，還有與治理概念相關者，也頗受青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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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臺灣學者雖不善於開發本土以外之地理範圍的研究題目，對於理論的興趣似乎

頗高。至於研究的群體方面，臺灣原住民和中國少數民族是為二大對象，此一景

況應該也可視作在地學人傳統研究慣習的延續。 

 

《考古人類學刊》在研究論題方面，宗教和祭儀展演，以及身體感等之課題，

在近 5 年內頗受歡迎，另外，各類社會運動以及日常生活、人觀、族群性、情緒

/感官等也是熱門。其他各單項題目雖不若前幾項多見，但，議題廣泛，且多與

現代性相關，仍可看出當下研究者們的關注方向。地區範圍以臺灣和廣泛中國為

多，間有東北亞與東南亞文章。群體方面則原住民最大宗，漢人居次。《民俗曲

藝》是人類學界公認的綜合類一級期刊，從其刊名顧名思義可知民俗宗教儀式藝

術等等領域應是大宗。經由研究團隊整理所選出之與人類學相關的論文，宗教儀

式與文化資產佔最多數。其餘記憶、認同、兩性等也有較多人關注。地區方面臺

灣和中國分屬二大範疇，前者原住民與漢人地方各半，後者則多係少數民族。東

南亞有幾文，惟相關作者就固定一份有限名單。臺灣原住民和中國少數民族共有

超過 10 個族群被專門討論到，顯見這些群體有一定的學術熱門性。 

 

基本上，臺灣學者對新研究取向的興趣與掌握能力都相當充分，最新與關鍵

的國際研究課題，亦即觸及現代性和全球化與跨界議題的種種研究，在臺灣並不

缺乏。多數學者將之引進國內，在臺灣進行理論和概念運用的實驗。因此，以中

文寫作出版的人類學新關切取向，尚稱豐富，可為華人世界典範。 

 

不過，傳統或稱保守之作風仍然可見。換句話說，國際文獻閱讀之後的實踐

場域多在於原住民範疇和民間宗教領域，而該等二研究對象正是超過半世紀以來

本土學者所建置而成的臺灣人類學「傳統」。堅持傳統或是美事，但，尋求新的

研究對象一途，卻少有人嘗試。例如，東南亞外配和勞工在臺灣的人類學研究相

較於其他社會科學專業，實在少之又少，更遑論動身離開島嶼前往人類學所期待

之異文化地點學術冒險了。 

 

代表族群研究成果的 Ethnicities 和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一樣，都是世界

級的期刊，其涉足之研究地區雖然以歐美為主，亦即探討非西方族群團體遷移進

入西方的過程及其衍伸出來的後果，但，全球各地的情況，該刊都很關心。而專

研區域研究的 Sojourn，其宗旨標榜東南亞，實際上的操作也距離理想不遠，只

是泰國和印尼的研究例子稍多些而已。臺灣的研究現場很豐富當是事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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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於三個國內期刊見著主打全球化或跨界議題、探討文化各項抽象範疇、論

及身體或方法論反思、剖析物質文化，專論治理概念、解析社會運動、描述日常

生活內在質素、溫故人觀、強調族群性、記憶系統之建置、認知兩性變遷以及說

明情緒/感官等等活潑學術話題。 

 

但是，將之與受訪學者們的回應對照看，似乎又有些矛盾。換句話說，受訪

者總是提到原住民主題的永不改其熱門屬性，無論如何，原住民一直是研究課題

上的熱門對象。族群則是另一炙手範疇。然而事實上，原住民或南島研究僅是一

部分研究者的興趣，但，刻板印象總是以為原住民就是人類學學術主角對象。部

分學者注意到非都市非鄉村非部落的新社會角落的人類活動，例如社會運動、公

民性、治理過程等等，但，他們的人群代表卻不是典型的異文化群體，而是生活

於距研究者周遭不遠的同類人群。不過，在此一景況下，不是認知南島原住民是

熱門，就是感興趣於同類人群的現代性課題，那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幾無機會走出

臺灣，三份最優國內刊物就不太可能邁向三份國際期刊水準，發展成為世界性學

術讀物。目前的情形是，國內的研究成果多半屬於「地方性」知識的探索成績，

難怪會有不少受訪者感覺到國際學界對臺灣毫無興趣，至少他們不易在此找到可

以進行全球視野討論的研究夥伴。 

 

基於上述的討論，本計畫團隊肯定國內學者對最新學術資訊的有效掌握，但

卻也期望能突破對臺灣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在區域上的自我受限。至少，我們應有

Sojourn 的泛東南亞觸角，而現在科技部已將人類學門擴大成人類學與族群研究

學門，吾人更應該避免族群研究該部分也陷入只做本土的圈圍限制。至少

ethnicized nation-states(族裔化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ism(國族-國家主義)/Ethnic 

boundaries( 族群界域 )/ethnicity( 族群性 )/identity formation( 認同形成 )/ethnic 

mobilization(族群升動)/ethnic enclaves(族裔圍區)/ethnic label(族群標籤)/ethnic 

majority(多數族群 )/ethnic relations(族群關係 )/panethnicity(泛族群性 )/ethnic 

sentiments(族群情感 )/ethnic diversity(族群多樣性 )/ethnic competition(族群競

爭)/ethnic state(族裔型國家)/ethnic business(族群事業)/ethnic authenticity(族群真

實性)/ethnic lens(族群之眼)/ethnic revival(族群復興)/new ethnicity(新族群性)等最

重要之族群研究課題，應該予以高度重視。 

 

單是東南亞在臺移民的研究，就早已等在那邊，期待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

專家的投入。這是前瞻範疇的一項說法。我們並不主張僅僅鼓勵繼續堅持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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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課題與研究群體範疇，亦即，熱門並不代表就要特別延續發展，它當然可以

留下，但，就僅是一個研究區塊，反而，我們應多鼓勵國際相關的種種嘗試。人

類學本來就強調異文化的經驗與視野，現在新加入的族群研究應該也是。大家共

勉之。 

 

  



54	

八、結語與建議  
    經過半年的計畫執行，對於熱門與前瞻研究課題之調查，人類學與族群研究

學門團隊有如上之分析說明。以下擬對未來本學門研究重點發展方向提出具體建

議。 
 

考古學部分  

1. 建議以南島語族起源擴散相關議題，以及舊石器時期人群的活動與轉遞

入新石器文化發展等課題為重。 

2. 積極鼓勵研究人與環境互動關係，以及物質文化與器物相關之各項次主

題，以期尋求落實並突破文化史的研究傳統。 

3. 發展「社會過程」與「地景與空間」等二大較新同時也是國際學界當紅

的課題。 

 

社會文化人類學與族群研究部分 

1. 積極鼓勵跨國、跨域、以及跨界的研究取向。在主題方面，應重視公共

性、現代性、應用性、治理性、人類遷徙、觀光行旅、物質文化、環境

變遷、認同建置與改變、宗教祭儀與日常生活、多元化社會運動、以及

複雜性別與當代社會等。區域方面，亞太應仍是大範圍重點地區，惟包

括大陸與島嶼東南亞各地民族誌，應更深化，其他如東北亞和大洋洲的

國家與民間社會關係課題亦是要項。 

2. 族群研究方面，除了原住民與客家之外，應更加強開拓探討空間，其中

多地點之比較研究以及各類子題和深層理論的興趣，尤應戮力開發。 

3. 本土研究。尤其是原住民族各項課題，可以繼續支持，除此之外，亦需

鼓勵研究者嘗試將島嶼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作為臺灣南島的延伸比較研

究範圍，如此勢將開拓出豐富而更具挑戰性之學術取向，也較易與國際

學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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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規

劃案」學者專家問卷  

 

 

「人類學與族群研究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規劃案」 

學者專家問卷調查  

※  學者基本資料  

1. 職級  □教授∕研究員  □副教授∕副研究員  □助理教授∕助研究員 

□講師∕研究助理  □博士班研究生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其他 _______________ 

2. 性別  □男  □女  □其他 _______________ 

3. 年齡  □65 以上  □61-65  □56-60  □51-55  □46-50  □41-45 

□36-40  □31-35  □26-30  □21-25  □其他 _______________ 

4. 服務機構  □一般公立大學  □公立科技大學  □一般私立大學 

□私立科技大學  □研究機關  □公立博物館∕美術館 

□私立博物館∕美術館  □文化∕文教基金會  

□中央行政公務機關  □地方行政公務機關  □自由研究人 

□其他 _______________ 

5. 專長次分科領域  □社會文化人類學  □考古學  □體質∕生物人類學   

□語言人類學  □應用人類學  □民族學  □民俗學   

□博物館學/博物館研究  □族群研究 

□其他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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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專業意見  

1. 您在次分科領域之內的特定專業或研究範疇有哪些？ 

2. 您未來短、中程的研究方向分別是什麼？有什麼新關注的議題嗎? 

3. 您認為現在臺灣人類學界/考古學界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有哪些？您對此有所評論嗎？ 

4. 您覺得當前國際人類學界/考古學界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有哪些？您對此有所評論嗎？ 

5. 您認為臺灣人類學/考古學最迫切需要研究議題有哪些？ 

6. 就您所知，國際學者對臺灣區域的人類學∕考古學課題較感興趣者有哪些？您對此有

所看法嗎？ 

7. 您認為跨學科的哪些研究議題，應列入優先發展項目？ 

8. 您認為目前國內有哪些研究課題應常續維持它們的熱門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