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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輔導人文社科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一、計畫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區域社會與地方文化：水沙連專題教學與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申 請 類 別 □一般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A 類計畫 

■ B 類計畫 

■ C 類計畫 

執 行 單 位 國立國際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容邵武 電話 049-2910960 傳真 049-2913414 

Email  swjung@ncnu.edu.tw 手機  

執 行 期 程 自 96 年 8 月 1 日至 98 年 7 月 31 日 

經 費 需 求 

申請補助金額：   

學校配合款：     

總計：   

計畫（課程）

網 址 
www.ssl.ncnu.edu.tw（第一年計畫得於計畫啟動後一個月內提出） 

計 畫 摘 要 

台灣人類學有關區域性的研究肇始於 1970年代。當時是由已故

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光直先生所領導的「濁大計劃」，研究濁水溪流域

以及大肚溪流域的人群與社會。當今台灣人類學界的前輩都受惠於此

計畫的培育。當年的研究也在理論方面成就了「祭祀圈」的討論，學

者也開始整合人類學田野工作與歷史學的文獻研究工作，開啟有關歷

史人類學研究之先河。 

    國立暨南大學座落於台灣中心的埔里鎮，又與當年「濁大計劃」

所研究的地域相關，我們認為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應該負起承先啟

附表二 

mailto:swjung@ncnu.edu.tw
http://www.ssl.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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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責任，一方面踏在前輩學者在有關區域社會與地方文化的研究成

果上繼續往前，另方面也應該整合跨學科、跨校際資源繼續培養後進。 

本計畫所規劃的研究群具有下列三點特色：（一）跨學科：我們

整合人類學（潘英海、容邵武、梅慧玉、邱韻芳）、歷史學（林偉盛、

鄭振滿）、考古學（劉益昌）、外國語文學（廖炳惠）、音樂學（林清

財）、資訊科學（范毅軍、饒見友），日後將繼續邀請地理學、語言學、

台灣文學、藝術學、建築學等方面的學者。（二）跨校際與單位之合

作：本研究群除了國立暨南大學的同仁之外，還邀請了中研院（劉益

昌、范毅軍）、國立中央大學（饒見友）、國立清華大學（廖炳惠），

日後將繼續邀請中部地區其他大學與大學（如：中正大學、靜宜大學、

國立台灣文獻館等等）的相關研究同仁加入。（三）整合學術研究專

業與地方文史工作人員：埔里地區的地方文史工作一直相當多元豐

沛，本研究計畫同時獲得埔里地區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支持，例如：鄧

相陽、簡史朗、黃美英、賴貫一、廖嘉展等等。 

總之，本計畫期待透過跨學科、跨單位、跨領域之資源整合，透

過水沙連的區域研究對台灣地方文化與區域社會的研究有所貢獻。本

計畫包括：A類計畫：水沙連地域社會與地方文史為主題，以學程為

架構與目標的課程設計。B類計畫：組織常設性與制度化的研究社群，

活動的內容包括：研討會、工作坊、電子報、專題演講、研究通訊、

Working Paper、出版專書及論文集。C類計畫：建置專題資料室，充

實國內外重要經典與研究工具圖書資料。 

計畫主持人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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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輔導人文社科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二、主持人資料表 

中文姓名 容邵武 英文姓名 Shaw-wu Jung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New School 
University 

美國 人類學系 博士 1994 年 9 月至

2003 年 1 月 

國立清華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90 年 9 月至

1993 年 7 月 

     

現職及與翻譯專長相關之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暨南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2004/9～迄今 

中央研究院 民族所 博士後研究 2003/7～2004/8月 

東吳大學兼任 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2003/9～2004/6月 

    

主要著作（五年內已出版著作） 

期刊論文 

2006 〈審查中〉Building Civil Society from the Rubbles: Tradition, Community, and Citizenship in Taiw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005  社區的界限：權利與文化的研究－台中東勢的個案分析。考古人類學刊 第 62 期: 93-121。 

專書論文 
2006  「危 險」的人類學家。刊於《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郭佩宜、王宏仁主編，頁

253-280，台北：巨流。 

2004  九二一地震台中東勢重建的土地問題：一個法律人類學的觀點。收入林美容，丁仁傑，詹素娟等

編，災難與重建：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 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4 文化營造與社區轉型：台中東勢客家村的個案研究。苗栗文 

化局編，客家、族群、多元文化，苗栗文化局。 

國科會研究計畫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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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8-2008/8  權利的在地化研究：一個社區公共空間營造的探討。 

2005/8-2006/8  地方社會的法律與文化：埔里鎮調解委員會的研究。 

研討會論文 
2006  Culture-Bound Citizenship: Practicing Righ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Public Space in 

Taiwan. 論文發表於 Society for East Asia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3-16 July. 

2006  Looking for Customs through Looking Glass: Anthropology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Power.  論文發

表於 6th Eastern Asian Conference on Philosophy of Law 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Diversity of Legal Cul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rch 

26-27. 

2006   New Subjectivities and Old Person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Public Space. 論文發表於「第

七屆文化研究會議」。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1 月 7-8 日 

2005  “We are not talking of law here”: Law and Local Culture at District Mediation Committe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New Zealand Asia Study Annual Meeting 2005. University of Waikato, New Zealand, 

21 to 23 November 2005 

2004   Earthquake, Crisis and Normalcy: Negotiating Nature and Culture.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Atlanta, Georgia, USA, April 22-25. 

2003  正常的意外：危險、責任與權力機制。論文發表於「2003 年台灣社會學學會年會」。政治大學，

11 月 29 日。 

2003  Toward a Legal Anthropology of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ew York, USA, March 27-30. 

 



 5 

教育部補助及輔導人文社科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三、計畫內容 

     A類計畫：水沙連地域社會與地方文史為主題，以學程為架構與目標的課程設計。 

B類計畫：組織常設性與制度化的研究社群，活動的內容包括：研討會、工作坊、

電子報、專題演講、研究通訊、Working Paper、出版專書及論文集。 

C類計畫：建置專題資料室，充實國內外重要經典與研究工具圖書資料。 

（一）A類計畫（學程內容） 

1. 學程目標 

(1)推動水沙連地域的教學與研究，並形成優質的研究社群，進而發展跨校聯

盟。 

(2)建置水沙連專題研究室、專題資料室，舉辦學術活動結合教學、研究與資

料蒐集，培育區域研究之後進人才。 

(3)展望台灣未來新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新思索與定義區域社會與在地文

化，並與國家、全球化等相關議題對話。 

2. 學程修業規範 

(1)國立暨南大學註冊之學生。 

(2)學程修畢時必須至少完成一篇與水沙連相關之專題研究報告。 

(3)學程修畢 24學分，由學校頒發「地方文史與區與研究」學程證書一紙。 

(4)修課方式與成績依照本校課務組規定辦理。 

3. 整體課（學）程架構、規劃特色與特殊設計、科目一覽表 

（1）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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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5/01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24

技術

課程

實作

課程

基礎導論

1.地方文史與區域
社會導論

2.台灣史前史導論

區域理論

1.文化合成理論
2.歷史人類學
3.全球化與在地化

研究方法

1.地方文獻研究法
2.區域研究法

結合實務

1.埔里民族誌專題
研究

2.水沙連地域專題
研究

3.地方文史紀錄片
製作

結合資訊系統

1地理資訊系統與區
域研究之應用
2.空間、聚落與文
化地圖

發展水沙連研究群

整合跨學科、跨校際學術資源

整合跨學術與地方文史跨校際研究
群

設置水沙連研究室

蒐集相關學術資料舉辦學術活動

 

（2）規劃特色與特殊設計 

     ---跨學科、跨校際。 

     ---理論、方法論、實務操作同時並重。 

     ---結合空間、時間、GIS資訊系統、資料庫平台。 

     ---整合學術研究與地方文史研究群體與資源。 

     ---學程、研究群、學術活動、研究資料蒐集典藏同時並重。 

     ---重新思考區域研究理論與方法論，立基台灣，全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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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程課程一覽表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任課學校 

及職稱 
開課時間 

課程屬性 

（基礎／進階） 

地方文史與

區域社會導

論 

2 潘英海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 

96學年度 

(一上) 

基礎 

台灣史前史

導論 

2 劉益昌 

 
中研院考古

專題研究中

心執行長（研

究員） 

96學年度

(一上) 

基礎 

地方文獻研

究法 

2 林偉盛 

 
國立暨南大

學歷史系助

理教授 

96學年度

(一上) 
基礎 

文化合成理

論 

2 潘英海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 

96學年度

(一下) 
基礎 

埔里民族誌

專題研究 

2 梅慧玉 

 
國立暨南大

學人類學研

究所助理教

授 

96學年度

(一下) 
基礎 

地理資訊系

統與區域研

究之應用 

2 范毅軍 

 
中研院人社

中心 GIS主

題研究中心

執行長（副研

究員） 

 96學年度

(一下) 

基礎 

歷史人類學 
2 邱韻芳 

 
國立暨南大

學人類學研

究所助理教

授 

 97學年度

(二上) 
進階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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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史紀

錄片製作 

2 梅慧玉 

 
國立暨南大

學人類學研

究所助理教

授 

 97學年度

(二上) 

進階 

區域研究法 
2 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

史研究所教

授 

 97學年度

(二上) 
進階 

全球化與在

地化 

2 廖炳惠 

 
國立清華大

學外國語文

研究所教授 

 97學年度

(二下) 
進階 

水沙連地域

專題研究 

2 容邵武 

 
國立暨南大

學人類學研

究所助理教

授 

 97學年度

(二下) 
進階 

空間、聚落與

文化地圖 

2 饒見友 

 
國立中央大

學太空遙測

中心航太技

術師 

 97學年度

(二下) 
進階 

 

 

 

 

 

 

 

 

 

 

 



 9 

4.課程大綱(個別科目目標、內容、設備、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科號 001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6學年度上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地方文史與區域研究導論 授課教師 潘英海 

科目英文名稱 Local Cultures & Area Research 

一、課程目標 引導學生進入地方文史與區域研究理論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何謂區域研究 

第三週： 地方文史與區域研究 

第四週： 濁大計劃 

第五週： 台灣的區域研究 

第六週： 華南的區域研究 

第七週： 歐美區域研究 

第八週：日本區域研究 

第九週：個案討論（一） 

第十週：個案討論（一） 

第十一週：個案討論（一）  

第十二週：學生成果報告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無 

地點：無 

時間：無 

課程活動內容：水沙連地區田野調查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田野調查報告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1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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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02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6學年度上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台灣史前史 授課教師 劉益昌 

科目英文名稱 Prehistory of Taiwan 

一、課程目標 對台灣史前文明與台灣歷史有基本認識與瞭解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 課程說明 

第二週：考古學與史前史 

第三週： 台灣史前文明概說 

第四週： 北部地區史前史 

第五週： 中部地區史前史 

第六週： 南部地區史前史 

第七週： 東部地區史前史 

第八週：平埔考古與台灣歷史 

第九週：台灣高山考古 

第十週： 台灣歷史與史前史 

第十一週： 台灣史前史與大陸 

第十二週：期末學習報告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考古專題研究中心 

地點：中央研究院埔里考古園區 

時間：本學期 

課程活動內容：史前遺址與文物參觀與解說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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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03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6學年度上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地方文獻研究法 授課教師 林偉盛 

科目英文名稱 Methodology of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一、課程目標 學習歷史學者使用地方文獻的方法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地方研究與地方文獻 

第三週： 文獻研究基本認識 

第四週： 台灣的地方文獻 

第五週： 荷蘭文獻 

第六週： 西班牙文獻 

第七週： 清代文獻 

第八週：台灣史料 

第九週：契約文書 

第十週： 日治時期文獻 

第十一週： 鄉鎮文獻 

第十二週：總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國立台灣文獻館 

地點：南投縣中興新村國立台灣文獻館 

時間：本學期 

課程活動內容：參觀文獻檔當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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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04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6學年度下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文化合成理論 授課教師 潘英海 

科目英文名稱 Theories of Cultural Contact & Interaction 

一、課程目標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人類學相關研究概說 

第三週： 文化接觸理論 

第四週： 文化的涵化理論 

第五週： 大傳統/小傳統理論 

第六週： 多元文化理論 

第七週： 文化熔爐理論 

第八週：德國地方理論 

第九週：都市化理論 

第十週： 全球化理論 

第十一週： 文化合成理論 

第十二週：總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無 

地點：無 

時間：無 

課程活動內容：閱讀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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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05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6學年度下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埔里民族誌 授課教師 梅慧玉 

科目英文名稱 Ethnography of Puli Basin 

一、課程目標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埔里生態 

第三週： 埔里人文 

第四週： 埔里歷史 

第五週： 埔里族群 

第六週： 荷西時期的埔里 

第七週： 清代時期的埔里 

第八週：日治時期的埔里 

第九週：民國時期的埔里 

第十週： 當代埔里社會 

第十一週： 埔里新移民 

第十二週：總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無 

地點：埔里地區 

時間：本學期 

課程活動內容：田野調查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包括埔里地區田野調查報告）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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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06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6學年度下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地理資訊系統與區域研究之應用 授課教師 范毅軍 

科目英文名稱 GIS & Area Studies 

一、課程目標 讓學生學習如何將GIS系統應用於區域研究的空間資訊處理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

講者，請載明

其姓名、單位

及職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GIS簡介 

第三週： GIS的研究與應用 

第四週： GIS個案一：台灣 

第五週： GIS個案二：大陸 

第六週： GIS個案三：數位典藏 

第七週： Google Map應用 

第八週：Google Earth應用 

第九週：實務操作一 

第十週： 實務操作二 

第十一週： 實務操作三 

第十二週：總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主題研究中心 

地點：網際網路 

時間：本學期 

課程活動內容：GIS解說與操作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報告/實作規

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實務操作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

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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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07 類別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7學年度上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歷史人類學 授課教師 邱韻芳 

科目英文名稱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一、課程目標 引導學生學習歷史人類學相關理論與研究著作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史料與方法 

第三週： 口述歷史 

第四週：歷史與文化 

第五週：歷史記憶 

第六週： 歷史事實 

第七週：殖民接觸 

第八週：殖民論述 

第九週：專著導讀與討論 

第十週：專著導讀與討論 

第十一週：專著導讀與討論 

第十二週：總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無 

地點：無 

時間：無 

課程活動內容：閱讀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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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08 類別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7學年度上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地方文史紀錄片製作 授課教師 梅慧玉 

科目英文名稱 Audio-Video Recordings of Local Cultures 

一、課程目標 學生學習以影音記錄的方式紀錄並製作有關地方文史之紀錄片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影視人類學概說 

第三週： 民族誌影片賞析 

第四週： 民族誌影片的製作 

第五週： 設備使用：錄音 

第六週： 設備使用：錄影 

第七週： 設備使用：數位相機 

第八週：田野調查與實務操作 

第九週：田野調查與實務操作 

第十週：田野調查與實務操作 

第十一週： 學生成果分享 

第十二週：學生成果分享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無 

地點：水沙連地區 

時間：本學期 

課程活動內容：影片賞析、田野工作與實務操作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紀錄片製作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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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09 類別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7學年度上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區域研究法 授課教師 鄭振滿 

科目英文名稱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Area Studies 

一、課程目標 學習區域研究的相關研究方法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課程說明 

第二週：何謂區域研究 

第三週：區域的定義 

第四週：區域研究資料與史料 

第五週：區域研究範例討論 

第六週：區域研究與史料應用 

第七週：區域研究與田野調查 

第八週：區域研究與口述訪談 

第九週：區域研究的幾個理論 

第十週：區域研究的比較問題 

第十一週：區域研究個案描述 

第十二週：總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無 

地點：無 

時間：無 

課程活動內容：閱讀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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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10 類別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7學年度下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全球化與在地化 授課教師 廖炳惠 

科目英文名稱 Globalization & Localization 

一、課程目標 引導學生理解當代學術界在全球化與地方化的研究趨勢與理論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課程說明 

第二週：何謂全球化 

第三週：地方文化與全球化 

第四週：全球化理論的發展 

第五週： 全球化與區域研究 

第六週： 全球化與都市 

第七週：全球化與第三世界 

第八週：全球化與殖民論述 

第九週：全球化與新殖民論述 

第十週：全球化與在地化對話 

第十一週：在地的視野與觀點 

第十二週：總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與文學系 

地點：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時間：本學期 

課程活動內容：閱讀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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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11 類別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7學年度下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水沙連地域專題研究 授課教師 容邵武 

科目英文名稱 Special Topics on Shui-sa-lian Studies 

一、課程目標 引導學生熟悉水沙連相關文獻與研究，並開展初步研究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課程說明 

第二週：水沙連定義 

第三週：水沙連生態 

第四週：水沙連歷史 

第五週：水沙連族群 

第六週：水沙連文獻 

第七週：水沙連探訪 

第八週：史料與田野資料運用 

第九週：個案研討 

第十週：個案研討 

第十一週：學生報告 

第十二週：學生報告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無 

地點：水沙連地域 

時間：本學期 

課程活動內容：閱讀與田野調查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包括田野調查）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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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012 類別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上課時間 97學年度下學期 教室 人類學研究討論室 

科目中文名稱 空間、聚落與文化地圖 授課教師 饒見友 

科目英文名稱 Space、Settlements & Culture Altas 

一、課程目標 學習將水沙連地區的聚落分佈透過衛星地圖與GIS展示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課程說明 

第二週：衛星地圖簡介 

第三週：GIS簡介 

第四週：衛星地圖與 GIS整合 

第五週：聚落與空間 

第六週：文化地圖的意義 

第七週：水沙連地域的聚落 

第八週：地圖、聚落、GIS 

第九週：實務操作 

第十週：實務操作 

第十一週：實務操作 

第十二週：總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國立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 

時間：本學期 

課程活動內容：參訪太空遙測中心、聚落調查、實務操作 

四、指定用書 待訂 

五、參考書籍 待訂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期中與期末報告（包括聚落調查與實務操作）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上課參與 15%、隨堂評論 15%、期末報告 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ssl.ncnu.tw/~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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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師資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潘英海 英文姓名 Ing-Hai Pan 

出生年月日 1954/2/12 性別 男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奧立岡州立大

學 

美國 人類學研究所 博士 1982 年 9 月

-1989 年 3 月 

奧立岡州立大

學 

美國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80 年 9 月

-1982 年 6 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暨大人類學研究所 平埔族群專題研究 副教授 2007/2～2007/6 

政大民族學研究所 平埔族群專題研究 副教授 1997/9～2006/6 

清大人類學研究所 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 副教授 1989/9～2005/6 

北教大藝術與藝術

教育研究所 

田野研究方法論 副教授 1997/9～2007/6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期刊論文 

＊9. 2000，“Pingpu” Consciousness in Today’s Taiwan: On History and 

Ethnicity. China Perspectives 28:82-88.＊1. 1991，田野工作中的「自我」：

從馬凌諾斯基的日記談起，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田野研究通訊 17:26-35。 

＊8. 1997，文化糾結與文化識盲：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問題。本土心裡學刊第

八期。 

7. 1995a，「平埔族」的迷思。文化通訊 7:10。 

＊6. 1994b，平埔研究的再思考與再出發──記「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 1(1):166-170。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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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94c，癸酉年安平港仔尾社靈濟殿慶成祈安建醮大典記實，臺灣風物  44(4): 

147-180。（與梅慧玉合著）。 

＊4. 1994b，聚落、歷史、與意義：頭社村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 77:89-123。 

＊3. 1994a，五行與中國人的心理療法：以萬國道德會的性理療法為例，本土心理 

     學研究 2:36-92。（與陳永芳合著） 

＊2. 1993，熱鬧：一個中國人社會心理現象的提出，本土心理學研究 1:330-337。 

＊1. 1991，田野工作中的「自我」：從馬凌諾斯基的日記談起，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田野研究通訊 17:26-35。 

 

B.專書中之論文 

＊ 19. 2006，Fertility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with JOHN SHEPHERD,MELISSA BROWN , THEO ENGELEN, JAN 

KOK, CLAUDIA ENGEL)。收於 POSITIVE OR PREVENTIVE? REPRODUCTION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EDS.BY CHUNG YING-CHANG, THEO ENGELEN AND ARTHUR P. WOLF. 

AMESTERDAM:AKSANT PUBLISHERS. (第二作者,forthcoming) 

＊18. 2005b緒論：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的迷思與省思。收於「人類學知識的數位典藏

與加值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p.1~12。台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內

容發展分項計畫。 

17.2005a 從資料到知識---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後設資料庫建置的啟發與反省。收

於「後設資料在數位典藏之研究發展：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集。Pp.81~93。

台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16.2001，傳統文化？文化傳統？收於詹素娟與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

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Pp.205-236。 

＊15. 1999，關於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從馬凌諾斯基談起。刊於《教育學研究方法論

文集》，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頁 77-98。高雄：麗文。 

＊14. 1998b，序：區域研究在平埔族群研究上的意義，刊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

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i-iv。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3.1998a，文化系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佈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 

  考。刊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163- 202。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2.1995e，從平埔文化看臺灣地方文化的形成，刊於劉姒悅主編，文化講座，頁

180-200。臺北：國父紀念館。 

＊11.1995d，「在地觀點」的藝術教育：以一個普渡棚的藝術展現為例，刊於袁汝 

      儀主編，1995多文化與跨文化視覺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7-90。

台北：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中心。 

＊10.1995c，祀壺釋疑：從「祀壺之村」到「壺的信仰叢結」。刊於潘英海與詹素 

      娟合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445-473。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3 

＊9.1995b，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 

     合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頁 299-31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 

＊8. 1995a，緒論：閩台研究與漢人社會文化的瞭解。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合編，臺灣

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頁 1-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7. 1994d，儀式：心靈的敘說與數術，刊於汪芸譯著，失竊的心靈，頁 i-xx。台北：

遠流出版社。 

＊6. 1994c，緒論：邁向漢人社會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合編，臺灣

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頁 1-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5. 1994b，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合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 

     化研究論文集，頁 235-25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4. 1994a，儀式：文化書寫與體現的過程，刊於黃美英著，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 

     式，頁 15-26。台北：自立報社。 

＊3. 1993，面相與一個中國「人」的觀念，刊於黃應貴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 

     頁 163-205。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 1992b，一個象徵性社區的誕生：旅台大柞人的田野調查初步報告，刊於喬健主編，

惠東人研究，頁 48-8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 1992a，文化的詮釋者：葛茲，刊於黃應貴主編，見證與詮釋，頁 378-413。臺北：

正中書局。 

 

C.研討會論文 

47.2006a Sustainable Model for Digital Archive of Formosan Aborigines。發表

於 PNC 2006 Conference，2006/8-16～18。Korea：Soeul National University。 

※46.2006b 關於數位典藏永續經營的思考。發表於「第五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

2006/8-31～9-1。台北：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45.2006c 數位典藏的實踐與永續經營。發表於「第四屆兩岸三院信息技術與應用交流

研討會」，2006/9-1～5。中國青島：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台灣中央研究

院。 

44.2006d 多元文化政策下的台灣原住民教育：一個人類學的觀察與觀點。發表於「九

十五年原住民族教育學術研討會」，2006/10-12～13。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43.2006e 平埔文化與當代台灣社會。發表於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系列講

座。2006/10～30。台北縣：龍華科技大學。 

※42.2006f 關於數位檔案的智產權思考。預計發表於「第十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2006/11-15~16。新竹：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41. 2005c 文化傳承與世代交替。發表於「建構西拉雅—2005台南地區平埔族群學術

論文研討會」。台南縣政府文化局主辦。2005年 12月 17、18日。 

40.2005c Formaosan Aborigines Digital Arch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Paper 



 24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Social Sciences”， The Institute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Nov. 21st & 22nd，2005。 

39. 2005b 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庫規劃與建置。發表於「第三屆兩岸三院信息技術

與應用交流研討會」。中國：海拉爾。2005年 6月 20-23日。（第二作者） 

38. 2005a We Are All Pingpu。Paper presented at Seminar on Ethnicity。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2005年 6月 18日。 

37. 2004f從資料到知識--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後設資料之建置。發表於「後設資料在

數位典藏之研究發展：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研發分項

計畫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及計算中心主辦。台北：南港。2004年 12 月 20

日。 

36. 2004e From Commons to Communications。Paper presented at 「PNC 2004 ANNUAL 

CONFERENCE 」。 Computing Center of Academia Sinica ， Taipei 。 October 

19~October21， 2004 。 

35.2004d人類學主題小組聯合目錄之建置與流程。發表於「數位工作流程研習會」。台

北：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主辦。2004年 8月 13日。 

34.2004c，資料、資訊與資識：以「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為例的人類學反思。發表於

「兩岸三院資訊技術交流與數位資源共享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主辦。民國 93

年 6月 1日至 3日。 

33.2004b，數位學習與成人教育。發表於「台灣非營利組織資訊科技運用研 

討會」。台灣亞洲基金會主辦。民國 93年 5月 13-14日。 

32.2004a，Fertility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with JOHN SHEPHERD,MELISSA BROWN , THEO ENGELEN, JAN KOK, 

CLAUDIA ENGEL)。Paper psesented at “Europea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Conference”, Berlin, German, March 27-30, 2004.(第二作者) 

31.2003b，莿桐花開時---凱達格蘭族群認同的迷思。發表於「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

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民國 90年 9

月 30日至 10月 2日。 

30.2003a，文化合成之區域研究：台灣平埔族群、福建畬族群與漢文化互動之比較研究。

發表於「國科會 87至 90年度人類學門專題補助研究成果發表會，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主辦，2003年 9月 26-27日，台北南港。 

29.2002g，人類學在視覺藝術教育方面的意義與應用。發表於「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方

法研討會」。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主辦。民國 91年 11月 30日。 

28.2002f，Notes on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Formosan Aboriginal 

   Proj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N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ptember 

   19-22, 2002。 Osaka University, Osaka, Japan。 

27.2002e，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個案報告。發表於「兩岸三院信息技術應用研討會」。

北京中國科學研究院主辦。民國 91年 7月 20日至 21日。 



 25 

26.2002d，田野研究法之常用類型與基本概念。發表於「藝術教育領域研究方法學術研

討會」。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主辦。民國 91年 6月 21日。 

25.2002c，小印戳大社會：清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再思考。發表於「物與物質文化學術研

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民國 91年 6月 11日至 16日。 

24.2002b，多元文化與通識教育：一個教育人類學的觀點。發表於「多元文化與通識教

育」研討會。教育部主辦。民國 91年 5月 31日至 6月 2日。台北縣：太平洋翡翠

灣。 

23.2002a，虛擬社群與線上學習：一個人類學的觀點。國立師範大學「線上學習讀書會」

專題報告。民國 91年 4月。 

22.2001d，The Making of Pepo Tradi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November 28—December 2, 2001。

Washington DC。 

21.2001c，「社區/文化與藝術教育：一個人類學的觀點」。主題演講，發表於「社區/

文化與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七日。花蓮：花蓮師範教育

學院。 

20.2001b，Marriage and Ethnicity: Hakka, Hokkien and P’ing-pu. Paper presented 

at 「Marriage Patterns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August 18-25, 2001. 

Elzendaal Conference Centre, Boxmeer,  the Netherlands。(with Shepherd, 

John) 

19.2001a，文化的詮釋與實踐。發表於台南女子師範技術學院「學術菁英講座」。民國

八十九年六月三日。台南：台南女子師範技術學院。 

18.2000d，文化介面與文化介媒：以「祀壺現相」為例。發表於「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十月 23 日至 25 日。台北：中研院民族所、台史所

籌備處合辦。 

17.2000c，「平埔研究」中「平埔社群」的理論意涵。發表於「『社群』研究的省思：跨

世紀台灣人類學的展望之一」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2～4日，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主辦，台北南港。13.1999c，為什麼我們要拜拜？發表於「宗教傳統與

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五至六日。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16. 2000b ，有關畬族研究的現狀並兼論其對漢文化研究上的意義。發表於「大陸問題

研究」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五日。台北：中央研究院。 

15.2000a，屏東平原上的山腳人與馬卡道人的關係。發表於「第一屆屏東研究研討會：

多元族群 vs 開發墾拓」。民國八十九年 2月 1日至 2日。屏東縣立文化中心與國

立屏東師範學院社會科學教育系主辦。 

14.1999d，Intorduction to the Pingpu DL/M Project. Paper presented at Digital 

Museum Seminar and APDL Consortium Joint Meeting, July 21-23, 199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2.1999b，教育民族誌研究法：談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發表 

   於「教育學門研究生研究方法」研討會，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26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辦。 

11.1999a Some Thoughts on the Digital Library:the Formosan Plain Aborigines  

   Project。Paper presented at EBTI, ECAI, SEER & PNC Joint Meeting. 

   January 18-21,1999.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0.1998e，Loc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the Making of the P’ingpu Ethnicity 

   in the Postmoder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Canada-Taiwan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November 8-11,National Chia-tung Univ., 

Hisn-chu. 

9. 1998d，On History and Ethnicity: the Meaning of the P'ingpu Movement 

   in Taiwan since 1990。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August 19-24, 1998. Department of East Asia 

   Stud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8. 1998b，傳統文化？文化傳統？發表於「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研院使語所、語言所、台史所、省文獻會

主辦。 

7. 1998a ，「平埔學」芻議。發表於「探索臺灣田野工作的新面相」學術研討會，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五日至八日，中研院民族所舉辦。 

6. 1996b，Traditions in the Making: the Meaning of the Vase-worshipping Complex 

in the Souther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aiwan Studies Worshop, 

Fairbank Center of East Asia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5. 1996a，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從馬凌諾斯基談起，發表於「質性研究研習營」。

民國八十五年一月。臺北：國際榮譽護理學會臺灣分會。 

4. 1995a，田野工作與人的實踐，發表於「質化研究與專業實踐」系列研討會，輔仁大

學應用心理研究所主辦，1995年 5月，台北。 

3. 1994a，文化糾結與文化識盲：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問題，發表於「社會科學

方法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 1月，台北。 

2. 1993，面相與一個中國「人」的觀念，刊於黃應貴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頁 163-205。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 1992，大內與竹山兩地區田野調查初步報告，發表於「閩台社會文化比較工作研討

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1992年 6月，台北。 

 

D.專書（合著、編著、主編） 

＊12.2005b 人類學知識的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辦內容發展分項計畫。（主編） 

11.2005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道卡族古文書圖文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編著） 

＊10.2002b，道卡斯族後龍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與陳水木合） 

＊9.2002a，道卡斯族後龍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與陳水木合著） 



 27 

＊8.2001，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與詹素娟

合編） 

＊7.1998，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劉益昌合編） 

＊6.1996，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與莊英章合編） 

＊5.1995c，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詹素娟合

編） 

＊4.1995b，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與莊英章合編） 

＊3.1995a，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冑篇。台 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與許木

柱、李壬癸等人合著） 

＊2.1994，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

莊英章合編） 

1.1992，文化人類學，上、下兩冊。台北：國立空中大學。（與許木柱、莊英章等人

合著） 

 

E.研究報告及其他 

28.2005b，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期中與期末報告。國科會「數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央研究院項下之子計畫(第四年)。 

27.2005a 日據戶籍資料與歷史人口研究。發表於「歷史人口與社會科學研習營」。台北：

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2005/3/26。 

26. 2003a，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期中與期末報告。國科會「數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央研究院項下之子計畫(第三年)。 

25.2004 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發表於正修大學通識教育人文講座。高雄：正修大學。

2004/4。 

24. 2003b 文化的詮釋與實踐。發表於國立餐旅學院通識教育講座。高雄：高雄餐旅學

院。2003/11。 

23.2003a，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期中與期末報告。國科會「數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央研究院項下之子計畫(第二年)。 

22.2002d，台北市沒落產業勞工歷史研究---期中與期末報告。台北市勞工教育中心。 

21.2002c，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期中與期末報告。國科會「數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央研究院項下之子計畫(第一年)。 

20.2002b，平埔研究資料庫第三年期末成果報告。中研院「台灣史網路化」主題研 

究計畫項下之子計畫。 

19.2002a，桃園縣客家文化館軟體規劃及資料蒐集期末成果報告書。桃園縣文化局。

22.2000d，文化合成：臺灣平埔族群、華南畬族與漢文化互動的比較研究第二年期

末報告。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與文化」項下之子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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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01，文化合成：臺灣平埔族群、華南畬族與漢文化互動的比較研究第三年期末報

告。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與文化」項下之子計畫。 

17.2000c，平埔研究資料庫第二年期末成果報告。中研院「台灣史網路化」主題研究計

畫項下之子計畫。 

16.2000b，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群數位博物館第二年期末報告。國科會「數位博物館

專案先導計畫」項下子計畫。 

15.2000a，道卡斯族後壟五社契約文書整理計畫期末報告。苗栗縣立文化中心計畫。 

14.1999g，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群數位博物館評估報告。國科會企畫處「數位博物館

專案先導計畫」項下子計畫。 

13.1999f，道卡斯族蓬山八社契約文書整理計畫期末報告。苗栗縣立文化中心計畫。 

12.1999e，文化合成之區域比較研究第一年期末成果報告。國科會計畫報告。 

11.年期末報告。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與文化」項下之

子計畫。 

10.1999d，文化合成：臺灣平埔族群、華南畬族與漢文化互動的比較研究第一年研究報

告。 

9.1999c，台灣平埔族群社會文化學術網絡與學術交流期末成果報告。國科會 

   整合型研究計畫「當代台灣人文研究網際網絡」項下之子計畫。 

8.1999b，平埔族群聚落資料庫第一年期末成果報告。中研院「台灣史網路化」 

   主題研究計畫項下之子計畫。 

7.1999a，省文化處平埔族文化資訊網路計畫期末成果報告。臺灣省文化處。 

6.1995b，臺灣與福建兩地民族誌基本調查（第一年）：竹山與大內兩地田野調查初步報

告。國科會計劃報告（NSC-0301-H001-13）。 

5.1995a，臺灣與福建兩地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第三年度計劃成果報告。中央研

究院主題研究計劃（李亦園與莊英章主持）。 

4.1994，臺灣與福建兩地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第二年度計劃成果報告。中央研究

院主題研究計劃（李亦園與莊英章主持）。 

3.1993b，臺灣與福建兩地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第一年度計劃成果報告。中央研

究院主題研究計劃（李亦園與莊英章主持）。 

2.1993a，台北縣外籍勞工研究報告。台北縣：台北縣政府勞工局。 

1.1991a，海洋文化：有關海洋人類學的書目研究，刊於劉斌雄主編，南島文化展 

示研究計劃報告。臺北：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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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劉益昌 英文姓名 Yi-chang Liu 

性別 男 e-mail liuyc@pluto.ihp.sinica.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80年 8月至 1981

年 7月 

中央研究院 台灣 歷史語言研究

所 

研究員 2000年 1月迄今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政大民族學系 台灣考古學 教授 94年 2月至 94年 6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專書   

1. 石璋如、劉益昌，《大馬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

刊 89， 1987）。   

2. 《台灣的考古遺址》（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1992）。   

3. 《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初步調查報告》，宜蘭文獻叢刊 2（宜蘭：宜蘭

縣立文化中心， 1993）。   

4. 劉益昌、林俊全、劉得京，《史前文化》（台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

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1993）。   

5. 黃士強、劉益昌，《台東縣東河橋南北引道考古遺址搶救與評估》，

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 19（台北：台灣大學， 1993）。   

6. 《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6）。   

7. 劉益昌、陳玉美，《高雄縣史前歷史與遺址》，高雄縣文獻叢書系列

3（鳳山：高雄縣政府， 1997）。   

8. 《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豐原：臺中縣

立文化中心， 1999.6）。   

9. 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凱達格蘭調查

報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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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又見大馬璘—1996 年大馬璘遺址出土資料整理報告》，埔里：展

顏文化事業工房。（ 2000.7）   

11. 臧振華、劉益昌，《十三行遺址搶救與初步研究》（板橋：臺北縣

政府文化局， 2001.11）。   

12. 《淡水河口的史前居民》（八里：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籌備處，

2002）。   

13. 《臺灣原住民史──史前篇》（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

2002）。   

學位論文  

1. 臺北縣樹林鎮狗蹄山遺址，（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論文  

1. 台灣北部地區史前文化概略，《台灣風物》33，2（ 1983），頁 115-122。  

2. 高雄市史前文化概述，《高雄文獻》 23/24（ 1984），頁 1-29。   

3. 屏東縣埔姜山遺址調查報告，《台灣省立博物館年刊》 28（ 1985），

頁 1-26。   

4. 苗栗縣三櫃坑遺址試掘報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2（ 1986），

頁 351-410。   

5. 臺南縣七股鄉番仔塭遺址，《臺灣史田野研究室通訊》 13（ 1989），

頁 37-39。   

6.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遺址，《田野考古》 1， 1（ 1990），頁 37-50。   

7. 臧振華、劉益昌、朱正宜，台灣北海岸新發現的萬里加投遺址──兼

述鄰近的龜子山遺址，《田野考古》 1， 1（ 1990），頁 27-36。   

8. 台東縣東河鄉漁橋、奇觀及新橋遺址，《田野考古》 1， 2（ 1990），

頁 32-59。   

9. 台北縣金山鄉龜子山遺址出土的新資料，《田野考古》1，2（ 1990），

頁 60-70。   

10. 苗栗縣三義鄉三櫃地區史前遺址調查報告，《田野考古》 2， 2

（ 1991），頁 73-91。   

11. 試論鳳鼻頭文化的性質與卑南文化的年代，宋文薰、李亦園、許倬

雲、張光直主編，《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

文集》（台北：正中書局， 1991），頁 327-341。   

12. 台北縣土城鄉土地公山、斬龍山遺址試掘報告，《田野考古》 3， 1

（ 1992），頁 21-57。   

13. 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歷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4， 3（ 1993），頁 76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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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聚落保存的另一個問題：從考古學的立場談起，《第五次古蹟修復

技術研討會專輯》（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3），頁 123-133。  

15. 綠島史前文化概說，吳敦善編，《宋文薰與台東》（台東，1994），

頁 24-35。   

16. 核四及鄰近地區史前遺址及其文化，《凱達格蘭族文化資產保存

──搶救核四廠遺址與番仔山古蹟──研討會專刊》（台北：台北縣

立文化中心， 1995），頁 70-92。   

17. 宜蘭史前文化的類型，褚錦婷編，《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1995），頁 38-56。   

18. 臺灣北部沿海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的分佈，潘英海編，《台灣平

埔族群研究學術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5），頁 2-16。   

19. 史前文化與原住民關係初步探討，《台灣風物》 45， 3（ 1995），

頁 75-98。   

20. 新竹市志  土地志  史前遺址篇，《新竹市志》第五篇（新竹：新竹

市政府， 1996），頁 350-376。   

21. 臺灣的考古遺址，張炎憲等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上）》（臺北：

玉山出版社， 1996.9），頁 29-42。   

22. 劉益昌、潘常武，淡水鎮土地公崙遺址貝塚斷面處理報告，《田野

考古》 5， 2(1997)，頁 65-75。   

23. 劉益昌、潘英海，區域研究在平埔族群研究上的意義，劉益昌、潘

英海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8），頁 1- 4。   

24. 劉益昌，〈再談臺灣北、東部地區的族群分佈〉，劉益昌、潘英海

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頁 1-28。   

25. 高宮廣衛、宋文薰、劉益昌，台灣中部南投縣における先史遺址の

調查（概要），《南島文化》 20（ 1998.3），頁 1-24。   

26. 台灣西南平原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的探討，《台灣原住民歷史文

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5），頁

1-22。   

27. 人與土地的歷史——正視方志史部分，許雪姬、林玉茹編，《五十

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9），頁 117-158。   

28. 臺灣史的另類看法—考古學的觀點，《「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宜蘭縣史館， 2000.8），

頁 5-16。   

29. 台灣の先史文化及び南島民族：考古學の觀點，《東南アジア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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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20： 1-16， 2000。   

30. 台灣東部麒麟文化初步探討，《東台灣研究》5：71-103（ 2000.12）。  

31. 台灣考古研究的課題與省思，《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六，（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 2000.12），頁 249-262。   

32. 詹素娟、潘英海主編，考古學與平埔族群研究，《平埔族群與台灣

歷史文化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1.8），頁 186-203。   

33. 臺灣史前文化層序研究的省思，《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臺

北：南天書局， 2002），頁 349-362。   

34. 臺灣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臧振華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

議歷史組論文集」，《史前與古典文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出版中）。   

35. 劉益昌、郭素秋，戴瑞春，台北市社子遺址試掘報告，《田野考古》

7， 1/2（ 2002），頁 45-82。   

36. 臧振華、劉益昌、 Michael Pietrusewsky、涂勤慧，十三行遺址出

土人骨初步報告，《北縣文化》 70，頁 18-22。   

37. 臧振華、劉益昌、 Michael Pietrusewsky、涂勤慧，十三行人面貌

復原工作過程，《北縣文化》 70，頁 23-28。   

38. 劉益昌、郭素秋、簡史朗，〈九二一震災後 Lalu 遺址發掘及其意

義〉，《災難與重建－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論文集》：

405-435，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4.6。   

39. 世紀考古學者張光直先生與臺灣考古學，《 20 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

--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2），頁 81-107。  

40. 台灣的史前文化，《台灣歷史的鏡與窗》（臺北：國家展望文教基

金會， 2002），頁 11-20。   

41. 費朗聚落的考古學初步研究，《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

與台灣社會大型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3）。   

42. 大甲溪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的探討，《台中縣開發史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清水：台中縣文化局， 2003），頁 7-40。   

43. 〈牛罵頭遺址發掘與研究〉《中縣文獻》 10： 23-49（ 2004.7）。   

44. 顏廷 ?、劉益昌，雲林縣麥寮鄉雷厝遺址試掘報告，《田野考古》 8

（ 2004.3）： 95-122。   

45. 顏廷 ?、劉益昌，從雷厝遺址出土的釉上彩瓷器討論其相關問題，

《田野考古》 9 （ 2004.12）： 99-112。   

46. 〈世變與傳承——史語所在台灣的考古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週年紀念論文集》： 73-87（ 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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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石璋如先生與台灣考古學〉，《古今論衡》12（ 2005.3）：97-106。  

48. 台南縣麻豆鎮水堀頭遺址試掘及其意義，《南瀛文獻》第四輯，台

南縣政府，頁 6-21， 2005.9。   

49. “台灣玉器製造技術”與研究方法的初步檢討，許倬雲、張忠培主

編，《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6.4），頁 471-496。   

50. 第一章史前歷史，吳翎君編纂，《續修花蓮縣志歷史篇》，（花蓮：

花蓮縣政府， 2006.6），頁 1-31。   

51. 考古學研究所見人群互動關係與分布界線 ----以嘉南平原東側丘

陵山地地區為例，葉春榮主編，《建構西拉雅 2005 台南地區平埔族

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營：台南縣政府，2006.10），頁 39-60。  

52. 初期南島語族在台灣島內的遷移活動 :聚落模式以及可能的遷徒動

力  (The Earliest Austronesians and their movements inside 

Taiwan: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possible forcing factor)，《東

南亞到太平洋》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Scarlett 

Chiu / Christophe Sand 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考古學研究專題

中心， 2006.12。   

53. 下一步該往何處去？針對島嶼東南亞的南島語族研究提出相關考

古議題 (What next? Pressing archaeological questions in 

Austronesian studie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到太

平洋》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Scarlett Chiu / 

Christophe Sand 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

中心。（與 Scarlett Chiu / Christophe Sand 合著）   

會議論文  

1. 台北盆地考古遺址分佈及其意義，「台灣之第四紀第四次研討會」（台

北：中國地質學會， 1992）。   

2. 台灣史前文化層序研究的省思，「臺灣考古百年紀念研討會」（台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6.6.15-16）。   

3. 芝山岩遺址 1995-1996 年的新發現，「臺灣考古百年紀念研討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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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劉益昌、顏廷 ?，臺東縣史前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海岸山脈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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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與綠島（臺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1999.11）。   

25. 劉益昌、顏廷 ?、許理清，七家灣遺址受國民賓館影響範圍發掘報

告（和平：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武陵場，1999.11.30）。  

26. 黃士強、劉益昌、楊鳳屏，圓山遺址史蹟公園範圍區考古發掘研究

計畫（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委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之研究報

告， 1999.12）。   

27. 劉益昌、郭素秋，臺北市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 2000.2）。   

28. 劉益昌、林美智，斗六梅林遺址內涵與範圍研究（雲林縣政府民政

局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之研究報告，2000.6）。  

29. 臧振華、劉益昌、郭素秋、楊鳳屏、涂勤慧、陳思嘉，《第二級古

蹟十三行遺址調查研究報告》，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0.8.31。   

30. 劉益昌、鄭安睎，《棲蘭山檜木林區人文史蹟資源調查研究》，內

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之研究報告， 2000.10.25。   

31. 劉益昌、吳佰祿、鄭安睎、陳秋香、許懿萱，《台灣原住民舊社遺

址調查研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中國民族學會之研究報告，

2000.11.30。   

32. 劉益昌、陳仲玉、林美智，《集集共同引水工程計畫工區內共和遺

址搶救發掘及鄰近地區施工監測報告》，經濟部水利處中區水資源工

程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0.11.30。   

33. 臧振華、劉益昌、郭素秋、楊鳳屏、涂勤慧、陳思嘉，第二級古蹟

十三行遺址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1.2.28）。   

34. 黃光男、劉益昌、吳國淳，高雄地區史前遺址展示規劃研究（高雄

市立歷史博物館委託國立歷史博物館之研究報告， 2001.2）。   

35. 溫振華、劉益昌，《台中縣清水牛罵頭遺址地域資料蒐集研究》，

（清水：台中縣文化局， 2001.5.31.）。   

36. 劉益昌、郭素秋、簡史朗，《 Lalu 遺址與邵族歷史》，中央研究院

九二一災後重建相關研究計畫執行報告書， 2001.8.31。   

37. 劉益昌、林美智、陳雪卿，〈牛罵頭史前遺址內涵範圍研究〉載溫

振華、劉益昌，《台中縣清水牛罵頭遺址地域資料蒐集研究》，（清

水：台中縣文化局， 2001.5.31.）。   

38. 劉益昌、陳光祖、顏廷 ?，《第一級古蹟大坌坑遺址調查研究報告》，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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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劉益昌、邱水金、戴瑞春、王美玉、李貞瑩，《宜蘭縣大竹圍遺址

受北宜高速公路頭城交流道匝道影響部分發掘研究報告》，（宜蘭縣

政府， 2001.6.24）。   

40. 劉益昌、陳俊男、顏廷 ?，臺東縣史前遺址內涵暨範圍研究——臺

東平原以南與蘭嶼地區（臺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之研究報， 2002.5.10）。   

41. 劉益昌、郭素秋，新竹市上沙崙遺址範圍及內涵研究（新竹市政府

文化局委託之調查報告， 2002）。   

42. 劉益昌、郭素秋，大屯七星山系考古遺址調查研究計畫 --金包里大

路（魚路古道）沿線考古遺址調查研究（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之研究報告， 2002）   

43. 林玉茹、劉益昌等，疑似舊麻豆港水堀頭遺址探勘暨歷史調查研究

計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3）。   

44. 傅朝卿、劉益昌、李德河等，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

城址初步研究計畫報告（台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2003）。   

45. 劉益昌、郭素秋等，《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七）》，

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內政部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 2004.12）   

46. 劉益昌、陳仲玉、郭素秋等，《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

（七）》，南投縣，內政部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4.12）   

47. 劉益昌、陳俊男等，《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七）》，

宜蘭縣、花蓮縣，內政部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4.12）   

48. 詹素娟、劉益昌，〈陽明山國家公園七星山天坪及竹子湖考古學研

究〉，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台北：中華民國國

家公園學會， 2004.11）   

49. 劉益昌、李德河等著，《高雄市左營舊城遺址範圍內「外興隆營區」

考古試掘計畫期末報告》，高雄市政府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2004.11.20）   

50. 《臺中縣和平鄉 Babao 遺址搶救發掘計畫第一階段緊急考古發掘田

野工作期末報告》，台中縣文化局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 2005.6）。   

51. 《台中科學園區基地清代窯址發掘出土標本整理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2005.12.7）。   

52. 劉益昌、林淑芬等，《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基地考古遺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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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結案報告》國立故宮博物院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6）。   

53. 李德河、傅朝卿、劉益昌等，《王城試掘研究計畫（二）及影像紀

錄期末報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台南市政府委託（台南：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2006.4）。   

54. 劉益昌、郭素秋、林淑芬、林美智，《台北植物園及南海學園地下

遺址之考古探勘專業分析評估計畫》，行政院農委員林業試業所委

託， 2006.12。   

55. 劉益昌、溫振華、王淑津、林美智，《「臺中縣縣定古蹟牛罵頭遺

址調查研究計畫案」結案報告書》，臺中縣文化局，清水，2006.12。  

56. 劉益昌、邱敏勇、林美智、鍾翰光，《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遺址調查

研究計畫案報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執行， 2006.12。   

57. 郭素秋、劉益昌，《金門移民適應與遷移調查研究（史前後期》，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2006.12。   

58. 劉益昌、王淑津、林美智，《陽明山及鄰近地區考古學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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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林偉盛 英文姓名 Lin, Wei-Sheng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歷史學 博士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歷史系 契約與台灣社會 助理教授 93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 早期台灣史專題 助理教授 93學年下學期 

歷史系 荷蘭東印度公司 助理教授 94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 清代台灣史專題 助理教授 94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博士班 台灣史與台灣史

料 

助理教授 94學年下學期 

歷史系 早期台灣史專題 助理教授 95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博士班 開港以後的台灣

發展（1860-1895） 

助理教授 95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 

（學碩博合上） 

早期台灣史史料

選讀 

助理教授 95學年下學期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期刊論文  

林偉盛，〈荷蘭貿易與中國海商（ 1635-1662 ）〉 ，《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7 

期， 2000 。（八十九年度國科會甲等研究獎勵）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有關台灣史料介紹〉，《漢學研究通訊》（ 75 ），

台北，漢學研究中心， 2000 。  

林偉盛，〈清代淡水廳的分類械鬥〉，《台灣風物》， 53 卷 2 期， 2002 年 6 月。  

林偉盛，〈熱蘭遮圍城兩百七十五日〉，《故宮文物月刊》 20(12) ，台北，故宮

博物院， 2003 年 3 月。（節錄）  

LIN WEI-SHENG,‘ The Voc trade in Taiwan ' , in IIAS( Internatio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 Letter, The Netherlands, 31, July, 2003.  

林偉盛，〈國姓爺攻台之役的再思考），《台灣文獻》 55 （ 4 ）， 2004 年 12 月。  

會議論文 ( 僅列未出版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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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盛，〈荷據時期的臺灣貿易以貿易路線和貿易品為中心〉，《台灣歷史與經濟

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省諮議局， 2004 。  

專書及專書論文  

林偉盛，〈荷據時期的台灣砂糖貿易〉，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樂學書局， 2001 。  

林偉盛，〈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台灣史論文精選》，玉山社， 1996 。  

林偉盛，〈荷據時期台灣的國際貿易 — 以生絲貿易為主〉，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編，《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鄭成功與劉銘傳》，台北， 2003 年 4 

月。  

林偉盛，〈對峙：熱蘭遮圍城兩百七十五日〉，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 — 十七

世紀的台灣 . 荷蘭與東亞》，台北，故宮博物院， 2003 年 1 月。  

技術報告及其他  

書評  

林偉盛，〈簡評劉著清代台灣民變研究〉，《台灣風物》 37 （ 1 ）。  

林偉盛，〈評《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

（ 24 ），國史館， 2000 。  

林偉盛，〈評白蒂《遠東國際舞台上的風雲人物 — 鄭成功》〉，《中國現代史書評

選輯》（ 26 ），國史館， 2001 。  

其他  

林偉盛，《台灣全記錄》，錦繡出版社。（撰寫部分日據時期）  

林偉盛，〈平埔族〉，暨大電子報，第一期。  

林偉盛，〈淡新檔案〉，暨大電子報，第四期。  

林偉盛，〈岸裡社文書〉，暨大電子報，第六期。  

林偉盛，〈簡介梅氏日記 — 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中國時報》。  

林偉盛，〈聯合東印度公司〉，《小大地》（親師別冊）， 2003 年， 1 月，頁 18-24 。  

林偉盛，《臺灣歷史辭典》，許雪姬主編，遠流出版社， 2004 。  

研究計畫  

國科會計畫：「貿易與變遷：比較荷蘭與明鄭時期的台灣貿易」，計畫編號 

NSC89-2411-H-260-021 ，執行期間： 2000.8.1 ～ 2001.1.31 。  

國科會計畫：「埔里牛眠地區平埔族生活史」，計畫編號 

NSC91-2411-H-260-021 ，執行期間： 2002.8.1 ～ 2004.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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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梅慧玉 英文姓名 Hui-yu Mei 

出生年月日 1963/9/1 性別 女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澳洲國立大學

亞洲太平洋研

究學院 

澳洲 人類學 博士 1995年 12月

至 2003年 4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88年 9月至

1992年 6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人類學研究所 田野實踐與民族

誌 

專任老師 94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人類學方法論 專任老師 94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人類學田野實習 專任老師 94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影像、記錄與人類

學 

專任老師 94年 9月~96年 6

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專業論文 

1.承繼、創造與實踐：綠島社會的乩童研究（人類學碩士論文）, 1992   

2.Seating the Gods, Celebrating the Spirits: Locality, Ritual Practice 

and Social Memory in A Taiwanese Community（人類學博士論文）, 2003 

會議論文 

1.交陪境與禮數：以台南市安平區的二次醮儀為例,發表於『台灣與福建兩地區之

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研討會, 1994 

2.Consistency and Variati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hiao Ritual, 發表

於澳洲中國研究協會年度會議,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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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riting Temple History as a Social Practice: The Authorship of the Local 

Tradition, 發表於澳洲中國研究協會年度會議, 2001 

4.印尼華族記憶的我群觀：以雅加達華人廟宇中另類神的誕生為例，第四屆國際

青年漢學會議：多元族群觀點下的漢學研究（東華大學主辦）研討會論文, 2005 

5.天的子民：雅加達萬鴉佬華人移民的宗教實踐，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

研討會（成功大學主辦）會議論文, 2006 

出版論文 

1.癸酉年港仔尾社靈濟殿慶成祈安建醮大典記實（與潘英海合著）, 台灣風物 

44(2)：147-80,19942.交陪境與禮數：以台南市安平區的二次醮儀為例 

,收入台灣與福建兩地區之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討論會論文第三集, 

145-77頁, 1996 

3.壬申年王城西社西龍殿慶成祈安建醮大典記實（與潘英海合著）,台灣文獻 

47(3)：111-148, 19964. Kiri-kiri, Pak: 雅加達田野調查紀實與反思，中 

研院亞太研究論壇 27: 22-32,2005 

5.雅加達華人廟的社會記憶圖像，中研院亞太研究論壇 27：111-55,2005 

6.社會記憶的書寫與實踐：一個地方版廟誌的產生，民俗曲藝神職人員與地方社

會專號, 2006 

 

田野調查報告 

1.印尼雅加達華人廟宇普查第一年度工作報告, 2004 

2.印尼雅加達華人廟宇普查第二年度工作報告,2005 

專書 

1.Sitting the Gods, Celebrating the Spirits: Locality, Ritual Practice and 

Social Memory in aTaiwanese Community.(國外出版社洽談中) 

其他 

伍德宮廟誌（與乩童林小雨合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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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范毅軍 英文姓名 I-chun Fan 

性別 男 e-mail mafanbbc@ccvax.sinica.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史丹佛大學 美國 歷史研究所 博士 1988年 8月至 1993

年 7月 

國立師範大學 台灣 歷史研究所 碩士 1980年 8月至 1981

年 7月 

中央研究院 台灣 歷史語言研究

所 

研究員 1997年 1月迄今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論文 

 

1.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4（1982.5），頁

241-251。 

2.汕頭貿易與韓江流域手工業的變遷──1867-19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1（1982.7），頁 131-160。 

3.廣東韓梅流域的糖業經濟──1861-19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

（1983.6），頁 127-161。 

4.華北農村聚落的形成及其土地問題，《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頁 317-354。 

5.外貿與商業，《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編，民國時期（三）》（臺北：國立編譯館，

1987.10），頁 1415-1498。 

6. The Rice Trade of Modern China - A Case Study of Anhwei and Its Entrepot 

Wuhu, 1877-1937,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eds.,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0), pp. 205-257. 

7.走私、貪污、關稅制度與明清國內貨物流通的徵收──明清時代關稅資料性質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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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1993.6），頁 73-87。 

8.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9，3（1998.9），頁 87-133。 

9.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誌》102，4

（2001.4），頁 16-47。 

 

書評 

 

1.評介高著「中國知識份子與辛亥革命」，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3（1980），

頁 19。 

 

會議論文 

 

1. The Development of Periodical Market System - A Case Study of Ch'ing Hsien, 

Hopei, 2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Wilmington, Delaware, Nov. 2-4, 1984, 15 pp.). 

2.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trade in Modern China, 

1879-1929,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ethod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Tuscon Arizona, Jan. 6-10, 1988, 42 pp.). 

 

其他 

 

1.試論地理資訊系統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古今論衡》2（1999），頁 93-96。 

2.范毅軍、白碧玲、嚴漢偉，空間資訊技術應用於漢學研究的價值與作用，《漢學研究

通訊》78（2001），頁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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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邱韻芳 英文姓名 Yun -fang Chiu 

出生年月日 1967/6/3 性別 女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博士 1997年 9月至

2004年 1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94年 9月至

1997年 6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人類學研究所 歷史人類學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南島語族研

究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宗教人類學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2004  《祖靈、上帝與傳統：基督長老教會與 Truku 人的宗教變遷》，台大人類

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3  <傳統的建構與文化的轉譯：試析花蓮 Truku人的祖靈祭>，於 2002年 1 1

月 6日「泰雅族族群意識之建構、認同與分裂學術研討會」宣讀 

2002  <拼貼式的宗教圖象：銅蘭 Truku人宗教生活初探>，於 2001年 6月 2日

「第二屆全國人類學相關領域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宣讀 

2000  <田野經驗、民族誌書寫，與人類學知識的建構：文本的比較分析>，《考

古人類學刊》56:77-99 

1997  《部落、長老教會與本土化：東光布農人的信仰與認同》，台大人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97  <族群、信仰與認同：一個都市族裔性社團的人類學分析>，《山海月刊》

17: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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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鄭振滿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1955年 9月 性別 男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廈門大學 中國大陸 歷史系 博士 1989獲得學位 

廈門大學 中國大陸 歷史系 碩士 1984獲得學位 

廈門大學 中國大陸 歷史系 學士 1980獲得學位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歷史研究所 社區研究與社會

調查 

專任教師 1998——2006 

歷史學系 歷史人人類學導

論 

專任教師 2002——2005 

歷史研究所 中國近現代化社

會文化變遷論 

專任教師 1998——2006 

歷史研究所 中國近代社會史 專任教師 2000——2004 

歷史研究所 史學方法論 專任教師 1995——2005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獲獎成果 

2004-2005，“注重實踐的歷史學人才培養模式”獲福建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

獎、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 

2005，論文《二十世紀的清史研究》獲福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004，主講本科生基礎課《史學概論》入選福建省精品課程 

2003，論文《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獲福建省“第五屆哲學社會

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1998，專著《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獲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第二屆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三等獎 

1998，論文《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獲福建省“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

果獎”三等獎 

論著目錄 

一、著作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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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鄉土中國：培田》，與張侃合作，北京三聯書店。 

2003 

a.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與陳春聲合編，福建人民出版社。 

b.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三冊七卷），與丁荷生合編，福建人民出版

社。 

二、論文 

2006 

a.《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福建興化府歷代碑銘解析》，刊《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四卷第一期。 

2004 

a.《明清時代的鄉族與國家》，刊韓國《明清史研究》第 20輯。 

b.《福建學者的區域史研究概況》，刊香港《華南研究會紀念文集》。 

c.《文化、歷史與國家：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與黃向春合撰，刊《中國社

會歷史評論》第五輯。 

2003 

a.《明清福建裏社組織的演變》，獨撰，刊《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 

建人民出版社。 

b.《明清時期閩北鄉族地主經濟》，刊《清史研究》2003 年第二期。 

c.《從民俗研究歷史：我對歷史人類學的理解》，刊《廈門大學人文演 

講錄》，黃山書社。 

2002 

a.《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刊《清史研究》2002 年第 

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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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廖炳惠 英文姓名  

性別 男 e-mail phliao@mx.nth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加洲大學 美國 文學研究所 博士 1983年 9月至

1987年 6月 

國立臺灣大學 台灣 外文研究所 碩士 1979年 9月至

1982年 6月 

東海大學 台灣 外文系 學士 1972年 9月至

1976年 6月 

國立清華大學 台灣 外國語文系 教授 1991年 1月迄

今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外國語文系 英國文學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外國語文系 文學批評 副教授 94年 9月~95年 6月 

外國語文系 旅行文學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外國語文系 後殖民論述 副教授 94年 9月~95年 6月 

外國語文系 性別與電影 副教授 94年 9月~95年 6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學術獎勵及榮譽：  

1.Michel de Certeau Dissertation Award, U of California, 1987  

2.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er Fellowship, 1987-94  

3.NSC Fine Researcher Fellowship, 1989-90; 1992-93; 1993-94  

4.NSC Outstanding Researcher Fellowship, 1994-96  

5.NSC Research Award, 1996-98 

學術期刊論文  

1. Liao,Ping-hui， "Is There Society in the Text? Reviewing Fiction 

and Society. Taiwan Racial Social Review 3.1988。  

2. Liao,Ping-hui， 〈文學理論與社會實踐，《中美文學與思想論文集》， 

台北： 中中研院美研所。"Literary Theory and Social Practice" Essays 

in Sino-America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aipei： Academia 

Sinica，）.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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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ao,Ping-hui，〈兩種「體」現〉，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

氣論與身體觀》，台北： 巨流，215-26. "Two Modern of Embodiment", 

Theories of Chi and Body in Chinese Antiquity， ed. Rubing Yang 

（Taipei： Chu- liu）.1993  

4. Liao,Ping-hui，"Words and Pictures： On Lyric Inscriptions in 

Chinese Painting",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8：

441-66. 收入 （rpt. in） East-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Tak-wai Wang （U of Hong Kong， 1993） 75-203.1988  

5. Liao,Ping-hui，"Taking a Part in that Utopian Space", Asian Culture 

15： 35-53.1987  

6. Liao,Ping-hui，"Program Asian-Pacific Cultural Studies", Culture 

and Policy （forthcoming）.  

7. Liao,Ping-hui，"Intersection and Juxtaposition of Wor（1）DS", 

TAMKANG REVIEW 14：395-441.1983  

8. 1993Liao,Ping-hui， "Hope, Recollection, Repetition： Revisited", 

Musical Quarterly 77,1：67-80.  

9. Liao,Ping-hui，"Reading the Other Reading", Proceedings of 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and West, ICLA.1991  

10.Liao,Ping-hui，"Reading the Other Reading", Concept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 West, （Taipei： CLA, ROC,1993）89-101.1993  

11.Liao,Ping-hui，〈里柯的三度擬仿論及其問題〉，《新文學史》 1 ：69-86。

" Ricoeur on Three Mimeses", New Literary History 1.1993  

12.Liao,Ping-hui，"The Mother in the Hall： Figures and Discourses of 

Mastery and Control", Tamkang Review 238-63.1990  

13.Liao,Ping-hui，〈泰勒論現代性與多元文化〉，《當代》100：10-29。

"Charles Taylor on Modern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Contemporary.1994  

14.Liao,Ping-hui，"Rewriting Taiwan's National History：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s Spectacle", Public Culture 5,1：281-96.1993  

15.Liao,Ping-hui，〈後殖民時代的歷史研究〉，《新史學 》 3，2：123-49。

" Historical Studies for the Postcolonial Era", New 

Historiography.1992  

16.Liao,Ping-hui，"Constant Renewal of the Archaic： Problems of 

Bakhtin's Genre Theor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89-101.1990  

17.Liao,Ping-hui，"Of Writing Words for Music Which is Already Made： 

Madame Butterfly, Turandot, Orientalism", Cultural Critique 16：

31-59.1990  



 53 

18.Liao,Ping-hui，〈新歷史主義與後殖民論述〉，《中外史學》20，21： 25- 

38。"New Historicism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20.1992  

19.Liao,Ping-hui， "Disrupting the Single Voice Narrative： Sexuality 

vs. Textual Economy in Wuthering Height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37-55.1988  

20.1994Liao,Ping-hui，〈族群與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101-16，

（台北：前衛）。 "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The Development 

Nationalism in Taiwan （Taipei： Chienwei）.  

21.1993.09Liao,Ping-hui，〈母語運動與國家文藝體制〉，《中外文學》 22, 

4， （國家文學專號： 9-17）：6-14， "Mother Tongue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22.Liao,Ping-hui，"Opera and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Politics", A 

Night in at he Opera：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Opera, ed. Jeremy 

Tambling London： John Libbey）,297-305.1994  

23.Liao,Ping-hui，〈空與性別的錯亂：論霸王別姬時〉，《中外文學》 22, 

1：6-18。"Chronotopic and Gender Disorder： ON Farewell to My 

Concubine",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1993.06  

24.Liao,Ping-hui，〈馬克吐溫《哈克歷險記》與多元及公共場域〉，《當

代》93 （1994）：48-65。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ssues in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 Contemporary.1994.   

25.Liao,Ping-hui，〈創新與蛻變〉，收入《中國文學史的省思》， 陳國沈

主編（香港：三聯） 186-212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

Shanlien）.1993.   

26.Liao,Ping-hui， "Image, Power, Zen Discourse", Tamkang Review 18： 

371-378.1989.  

27.1994. Liao,Ping-hui，〈噪音或造音〉，《《噪音》導讀》，（台北：

時報文化）。"Noise or Music?", Foreword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cques Attali's Bruits （Taipei： Shih-pao）.  

28. Liao,Ping-hui，〈文化研究與文學教育〉，《中外文學》23,8： 21-28。

"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Education",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1995.  

29.Liao,Ping-hui，〈比較文學與現代詩篇〉，《中外文學 》24,2：67-84。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Modem Poetics",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1995.  

30.Liao,Ping-hui，〈導讀：媒體、消費大眾、國際公共領域〉，《文化批

評與華語電影》，鄭樹森主編，（台北：麥田）。Foreword to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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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and Chinese Films，ed. William Tay，Taipei：Maitien. 

9-34.1995.  

31.Liao,Ping-hui，〈帝國、性別、階級與敘事體〉，《英美文學評論 》 2：

33- 54。"Empire, Gender, Class, and Narrative Studie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2.1995.   

32.Liao,Ping-hui，〈近五十年的台灣小說〉，《 聯合文學》132：127-37。

1995.   

33.Liao,Ping-hui，〈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

《中外文學》， 24,12： 91-104。1996.  

34.Liao,Ping-hui，〈官檢體制下的書寫倫理與政治：科特吉在布雷滕巴哈

與葛蒂瑪之間的抉擇〉，《中外文學》25， 3： 190-204。1996.   

35.Liao,Ping-hui， "The Case of the Emergent Cultural Criticism 

Columns in Taiwan's Newspaper Litera ry 

Supplements",Global/Local ：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eds. Rob Wilson and Wimal Dissanayake, 

Durham：Duke Up： 337-347.1996.  

36.1996.Liao,Ping-hui， "Chinese Nationalism or Taiwanese Localism", 

Culture and Policy 7.2： 75-92.  

37.Liao,Ping-hui， "Postmodern Literary Discourse and Contemporary 

Public Culture in Taiwan", Boundary 2.1997,  

 

研討會論文 

1. Liao,Ping-hui， 〈游旅族群與文化認同〉，「華美作家文化屬性研討會」， 

中研院歐美所。1993.02.15-16  

2. Liao,Ping-hui「當代台灣公共文化的回顧與展望百年來的台灣研討會」， 

1995/01/7-8. （台大法學院） 。1995.   

3. Liao,Ping-hui，〈霸王別姬的由戲入影〉，「梅蘭芳百年誕辰學術研討

會」，台北， 1994/06/25-26. （後刊於中外禮學 23 卷 6 期，1994/11，

124-34.）。1994.  

4. Liao,Ping-hui，〈文學理論與社會實踐：論薩伊德、美國文學與思想〉, 

中研院美研所 10月 28-29日.（收入論文集）。1990.  

5. Liao,Ping-hui，〈從巴別塔談建築性的思索〉，「從現代到後現代研討

會」，清華大學，台北，（修訂稿刊於《當代》43期，後收入《形式與

意識形態》） 。1988.12.22-24.   

6. Liao,Ping-hui，〈作品中有個文字共和國嗎？試論「哈克貝利芬歷險記」

對多元文化與公共領域研究的啟示〉，《美國文學與思想》， 中研院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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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所。1993.10.29-30  

7.  Liao,Ping-hui，"The Case of the Emergent Cultural Criticism 

Column,in Taiwan's Newspaper Literary Supplements", 

Internationalizing Cultural Studies, Eastwest Center, Dec. 12-14,

（Tobe included in Global 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Imag ）.1994.  

8. Liao,Ping-hui，〈王文興的現代與傳統情結，從 40到 90年代〉，「兩

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中國時報，1994/01/8-9. 縮艇誑 Z於人間副

刊 1997/01/07 39 版）1994  

9. Liao,Ping-hui， "Commentary as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ivil Socie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Bellagio Center, 

Italy.1993.08.23-27  

10. Liao,Ping-hui"The Ideology of Reading： On Rose,Rose, I Love You"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Duke University, 

Oct. 4-6.1990.  

11.Liao,Ping-hui， "Reproducing Histories： On Farewell to My 

Concubine and the Master Puppeteer", Anticipating the 21th Century, 

Univ. of Colorado， Mar. 4-7.1994  

12.Liao,Ping-hui， "The Ideology of Reading： On Rose， Rose， I Love 

You",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Duke 

University.1990.10.4-6  

13.Liao,Ping-hui， "Reading the Other Reading" ,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and West， ICLA,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pr.27-30， （論文中譯刊於中外文學）1990  

14.Liao,Ping-hui， "Reading the Other Reading", 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East and West, ICL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rch 23- 

25. （論文中譯刊於中外文學）1991  

15.Liao,Ping-hui， "The Sexual and Racial Politics of Incorporation 

and Distanciation in Ching-hua Yu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UCLA.1992.03.21-24.  

16.Liao,Ping-hui， "Hope, Recollection, Repeti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Criticis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論文刊於 Musical Quarterly 71期）1992.12.27-1993.01.10.  

17.Liao,Ping-hui，"Rewriting Taiwan's National History",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 Chicago, （論文刊於 Public Studies 5， 1期）

1992.07.21-08.03.   

18.Liao,Ping-hui， "Of Writing Words for Music Which is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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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Chinese 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r the 90s. Chinese 

University, Hong Kong, （論文刊於 Culture Critique 16 期）

1989/12/11-14.  

19. Liao,Ping-hui，"The Sexual and Racial Politics of Incorporation 

and Distanciation in Ching-hua Yu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UCLA, 1992, March 21-24.1992.  

20. Liao,Ping-hui，"Rethinking Japanese Colonialism, Modernity and 

Colonialism in East Asia",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 Univ.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April 20, 1995. （invited guest 

speaker）.1995.  

21.Liao,Ping-hui， "Identity Politics and Cultural Fundamentalism in 

Modern East sia", IFK Workshop on Cultural Identity, Vienna, May 

27-28, 1995.1995.  

22.Liao,Ping-hui "The Receptions of Hong Kong Kung-fu Films in the 

Pan-Chinese Communiti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Workshop, 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 

June17-22, 1995.1995.  

23.Liao,Ping-hui ，"Chinese Nationalism or Taiwanese Localism", 

Cultural Policy： State of the Art Conference, Brisbane, June 28-30, 

1995.  

24.Liao,Ping-hui， "Hyphen-Nations, Rewriting the Pacific Workshops", 

Univ of California, Davis-Berkeley, Oct. 19-22, 1996. （Key-note 

speech）.  

25.Liao,Ping-hui， "Taiwan and the Inter-Chinese Public Sphere, 

Cultural Politics of Cosmopolitanism Conferenc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Jan.2-8, 1996.  

26.Liao,Ping-hui，〈由幾幅景物畫看五○至七○年代台灣的城鄉關係〉，

「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研討會」，1996年 9月 13-14 日，

台北， （論文刊於研討會論文集，文建會出版，1997，頁 38-55）。1996.   

27.Liao,Ping-hui，",Hermeneutic Tradition in Chinese Culture, Rutgers 

University, Sept.11-14,1996, （invited speaker）.1996  

28.Liao,Ping-hui，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Taiwa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Workshop, Harvard Univ., Oct.17,1996, 

（invited speaker）.1996.  

29. Liao,Ping-hui，"Contemporary Taiwan Studies and Internet 

Possibilities", Rethinking Asian Studies, Rice Univ., Nov. 16-17. 

（invited speaker）. < since 1971 ： From Periphery to Marginality", 

Harvard Chinese Studies Workshop, Harvard Univ., Jan.18,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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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ist）.1996.  

30.Liao,Ping-hui，"Art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 and "Music and 

Travel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April17-18, 1997,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New York."Thinking Beyond the Postcolonial" 

series. （invited speaker）（論文之一將刊登於 Modern China）.1997.   

31.Liao,Ping-hui，"Pan-Asianism and Archive Research", Rice Univ. 

May8-10, 1997, （invited speaker）.1997.   

32.Liao,Ping-hui，"Journalism, Popular Culture, and Literary 

Studies", North America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commentary on 

panel papers, U.C. Berkeley May 28-June 1,1997.（invited speaker 

& chair）.1997.   

33.Liao,Ping-hui， "History as a Sign of the Modern：Gendered Memories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XVth Congress of the ICL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August 16-22, 1997.1997.  

 

專書及專書研討會論文 

1.  廖炳惠，〈中西女性與公共領域：導讀〉，《北縣文化》38：13-18，（本

文為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為亞洲協會編輯之性別研究讀本系列之

導讀）。1993.  

2. 廖炳惠，《解構批評論集》，(台北：東大)。 On Deconstruction. Taipei： 

Tungta.1985.   

3.  廖炳惠，〈寫實文學觀的洞見與不見：簡評「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台灣文學》7：33-38。1993.  

4.  廖炳惠，《形式與意識形態》，(台北：聯經). Forms and Ideology， 

Taipei： Lienching.1990.  

5. 廖炳惠，《里柯》，西洋文學與文化意識叢書，(台北：東大）. Paul Ricoeur 

（Studies in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eries） 

Taipei： Tungta.1993.   

6.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集》，台北：麥田， Modernity in  

Revision： Reading Postmodern/Postcolonial Theories. Taipei： 

Maitie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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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容邵武 英文姓名 Shaw-wu Jung 

出生年月日 1965/6/16 性別 男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New School 

University 

美國 人類學系 博士 1994年 9月至

2003年 1月 

國立清華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90年 9月至

1993年 7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人類學研究所 文化資產與社區

營造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漢人社會與

文化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文化與社會理論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期刊論文 

2006 〈審查中〉Building Civil Society from the Rubbles: Tradition, 

Community, and Citizenship in Taiw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005  社區的界限：權利與文化的研究－台中東勢的個案分析。考古人類學刊 第

62期: 93-121。 

專書論文 

2006  「危 險」的人類學家。刊於《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郭

佩宜、王宏仁主編，頁 253-280，台北：巨流。 

2004  九二一地震台中東勢重建的土地問題：一個法律人類學的觀點。收入林美

容，丁仁傑，詹素娟等編，災難與重建：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 論

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5文化營造與社區轉型：台中東勢客家村的個案研究。苗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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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編，客家、族群、多元文化，苗栗文化局。 

國科會研究計畫 

2006/8-2008/8  權利的在地化研究：一個社區公共空間營造的探討。 

2005/8-2006/8  地方社會的法律與文化：埔里鎮調解委員會的研究。 

研討會論文 

2006  Culture-Bound Citizenship: Practicing Righ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Public Space in Taiwan. 論文發表於 Society for East 

Asia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3-16 July. 

2006  Looking for Customs through Looking Glass: Anthropology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Power.  論文發表於 6th Eastern Asian Conference on 

Philosophy of Law 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Diversity of Legal Cul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rch 26-27. 

2006   New Subjectivities and Old Person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Public Space. 論文發表於「第七屆文化研究會議」。國立中

央大學文學院，1月 7-8日 

2005  “We are not talking of law here”: Law and Local Culture at District 

Mediation Committe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New Zealand Asia 

Study Annual Meeting 2005. University of Waikato, New Zealand, 21 

to 23 November 2005 

2004   Earthquake, Crisis and Normalcy: Negotiating Nature and Culture.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Atlanta, Georgia, USA, April 22-25. 

2003  正常的意外：危險、責任與權力機制。論文發表於「2003年台灣社會學

學會年會」。政治大學，11月 29日。 

2003  Toward a Legal Anthropology of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ew York, USA, March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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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饒見有 英文姓名 Jiann-Yeou Rau 

性別 男 e-mail jyrau@csrsr.nc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中央大學 台灣 土木工程研究

所 

博士 1995年 9月至

2002年 1月 

國立中央大學 台灣 大氣物理研究

所 

碩士 1987年 9月至

1989年 6月 

國立中央大學 台灣 大氣物理系 學士 1983年 9月至

1987年 6月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台灣 航太技術師兼

資源衛星接收

站研發組 

組長 2003年 9月迄

今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中央大學太空遙

測中心 

衛星地圖與 GIS在

人文學科的應用 

航太技術師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得獎紀錄  

1. 1998年以「陳良健,陳慶鵬,饒見有, 1997,"數位空照立體對邊緣萃取與

匹配之研究" 航測及遙測學刊, vol. 2, no. 4.」，榮獲中華民國航空測

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年會論文獎。  

2. 2002年以「饒見有,陳良健, 2002,"半自動化三維房屋模型之幾何模塑

" ,2002年兩岸青年遙感探測學術論壇,新竹,交通大學.」，榮獲優秀論

文獎。  

3. 2003年以「Rau, J. Y., 2002."Geometrical Building Mode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Ortho-Rectification for Aerial Imag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an. 2002, 104 

Pages.」，榮獲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博士學位論文優等獎，

日期:2003年 12月 13日。  

4. 2003年以「饒見有, 陳良健, 2002,"棋盤式都會區航空照片照片中矩形

建築物直線偵測之研究",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 Vol. 14, No. 1, pp. 

123-131.」一文，榮獲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論文獎。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1998-csprs_edge%20extraction%20and%20matching%20for%20digitized%20aerial%20stereopair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1998-csprs_edge%20extraction%20and%20matching%20for%20digitized%20aerial%20stereopair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002-Best%20Paper.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002-Best%20Paper.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84342007.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84342007.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Best%20Ph.D.%20Dissertation%20Award.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2002-CICHE-A%20study%20on%20straight-line%20detection%20for%20rectangular%20buildings%20in%20lattice-oriented%20urban%20areas%20of%20aerial%20photograph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2002-CICHE-A%20study%20on%20straight-line%20detection%20for%20rectangular%20buildings%20in%20lattice-oriented%20urban%20areas%20of%20aerial%20photograph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003%20CSCE-Annual%20Best%20Paper%20Awar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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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4年以「饒見有 , 陳良健 , 2004,"建築物幾何模塑及其於航照影像

正射化之應用", 航測及遙測學刊 , Vol 9, No. 1, pp. 53-76 .」一文，

榮獲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傅安明先生學術傑出論文獎，日

期:2005年 12月 17日。  

6. 2005年以「Chen, L.C., Kuo, C.Y., Rau, J.Y., and Hsieh, C.H., 2005. 

"Fusion of LIDAR data and large-scale vector maps for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Proceedings of Asian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Nov. 7-11, Hanoi, Vietnam, CD-ROM.」，榮獲第 26屆亞洲遙

測研究會 Best Speaker 獎(報告人饒見有)，日期:2005年 11 月 7~11 日。 

著作 

1. Chen, L. C. and Rau, J. Y., 1993, “Geometric Correction of Airborne 

Scanner Imagery Using Triangulated Feature Point Mat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vol. 14, no. 16, pp. 

3041-3059. (SCI, EI)   

2. Chen, L. C. and Rau, J. Y., 1993, “A Unified Solution for Digital 

Terrain Model and Orthoimage Generations from SPOT Stereopairs”,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vol. 14, no. 

6, pp. 1243-1252. (SCI, EI)  

3. Chen, L. C. and Rau, J. Y., 1998, “Detection of Shoreline Changes 

for Tideland Areas Using Multi-Temporal Satellite Im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vol.19, No. 17, pp. 

3383-3397. (SCI, EI)  

4. Rau, J. Y., Chen, N.Y, and Chen, L. C., 2002, “True Orthophoto 

Generation of Built-Up Areas Using Multi-View Images”,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Vol. 68, No. 6, 

pp. 581-588. (SCI, EI)  

5. Rau, J. Y., and Chen, L. C., 2003, “Robust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Models from Three-Dimensional Line Segments”,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Vol. 69.No.2, pp. 

181-188. (SCI, EI) [NSC 89-2211-E-008-086]  

6. Chen, L. C., Lo, C. Y., and Rau, J. Y., 2003, “Generation of Digital 

Orthophotos from IKONOS Satellite Images”, Journal of Surveying 

Engineering, ASCE, Vol. 129, No. 2, pp. 73-78. (SCI, EI) [NSC 

90-2211-E-008-047] Download  

7. Chen, L. C., Teo, T. A., and Rau, J. Y., 2003. “Fast 

Orthorectification for Satellite Images Using Patch 

Backprojection”,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2004-CSPRS-Geometrical%20Building%20Modeling%20and%20Its%20Application%20to%20the%20Ortho-Rectification%20for%20Aerial%20Image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2004-CSPRS-Geometrical%20Building%20Modeling%20and%20Its%20Application%20to%20the%20Ortho-Rectification%20for%20Aerial%20Image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004%20An-Ming%20Fu%20Memorial%20Award.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C2005-ACRS-Fusion%20of%20LIDAR%20Data%20and%20Large-scale%20Vector%20Maps%20for%20Building%20Reocnstruction.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C2005-ACRS-Fusion%20of%20LIDAR%20Data%20and%20Large-scale%20Vector%20Maps%20for%20Building%20Reocnstruction.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6thACRS_Best%20Speaker.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6thACRS_Best%20Speak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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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ng Symposium.Vol.2, pp.803-805. (EI) [NSC 91-2212-6-008-019]  

8. Chen, L. C., Teo, T. A., and Rau, J. Y., 2005, “Adaptive Patch 

Projec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Orthophotos from Satellite 

Images”, Photogra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Vol. 71, 

No. 11. pp. 1321-1327.(SCI,EI)  

9. Chen, L. C., Teo, T. A., Rau, J. Y., Liu, J. K. and Hsu, W.C., 2005,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from LIDAR data and aerial imagery”,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Vol.4, 

pp.2846-2849. (EI)  

10. Rau, J. Y., Chen, L. C., Tseng, C., Wu, D. H., and Xie, M. H., 2005, 

“Disaster Detection and Damage Estimation Using Satellite Imagery 

and Land-Use Information”,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Vol.5, pp.3607-3610. (EI)  

11. Chen, L.C., Teo, T. A., Hsieh, C. H., and Rau, J. Y., 2006,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Models with Curvilinear Boundaries from 

Laser Scanner and Aerial Imagery,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LNCS 4319,pp.24-33. (SCI/EI) 

12. Rau, J. Y., Teo, T. A., Chen, L. C., Tsai, F., Hsiao, K. H., and 

Hsu, W. C., 2006, Integration of GPS, GIS and Photogrammetry for 

Texture Mapping in Photo-Realistic City Modeling,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PSIVT 2006, LNCS 4319, pp. 1283-1292. (SCI/EI) 

13. Rau, J. Y., Chen, L. C., Tsai, F., Hsiao, K. H., and Hsu, W. C., 

2006, LOD Generation for 3D Polyhedral Building Model,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PSIVT 2006, LNCS 4319, pp. 44-53. 

(SCI/EI) 

14 Chen, L. C., Teo, T. A., Rau, J. Y., and Wen, R. Y., 2007, 

“Occlusion-compensated true orthorectification for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Photogrammetric Record., Vol. 22, 

No. 117, pp.39-52. (SCI,EI)  

15. Chen, L.C., Teo, T. A., Kuo, C.Y., and Rau, J. Y., 2007, Shaping 

Polyhedral Buildings by the Fusion of Vector Maps and LIDAR Point 

Clouds,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Accepted) (SCI,EI)   

16. Rau, J. Y., Chen, L.C., Liu, J. K., and Wu, T.H., 2007, Dynamics 

Monitoring and Disaster Assessment for Watershed Management Using 

Time-Series Satellite Images, IEEE Tra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pecial Issue on “Remote Sensing for Major Disaster 

Prevention,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Accepted) (SC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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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林清財 英文姓名  cing-cai Lin 

性別 男 e-mail lctnttu@nttu.edu.tw  

主要學經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

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法國巴黎第十

大學 

法國 
民族音樂學 博士候選人 

1995 年 9 月至

1998年 7月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 

台灣 
音樂研究所 碩士 

1986 年 9 月至

1988年 7月 

國立臺東大學 台灣 音樂學系 系主任 2006年 8月迄今 

高雄餐旅學院 台灣 通事中心 主任 2001年 8月至

2005年 6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音樂系 音樂學導論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音樂系 世界音樂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音樂研究所 質性研究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音樂研究所 文藝復興音樂史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通識中心 台灣音樂學 主任 90年 9月~91年 6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著作(Written Work)： 

A.期刊論文  

1. 林清財，1988 ，〈雅美族音樂的維護與發展〉，刊於《雅美族及雅美文化的維

護與發展》， 頁 163-173。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學會。  

2. 林清財，1989，〈頭社阿立祖祭儀歌曲之研究〉，刊於《台南家專學報》 8：

41-72。  

3. 林清財，1990a，〈蘭嶼雅美族音樂的維護與發展〉，《中國民族學通訊》26：

38-42.  

4. 林清財，1990b，〈在古老的歌謠中哭泣—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困境〉，《文訊》 

53：22-24。  

5. 林清財，1995，〈平埔音樂與民族音樂學研究〉《中國民族學通訊》N∘ 

33:32-52.  

6. 林清財，1999c ，〈邁向天堂的階梯〉刊於林清財主編《紫竹調 11》，頁

107-136。台南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  

7. 林清財，2002，〈緩而舒、清且揚─祭孔聖樂與雅樂十三音〉，刊於《傳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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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22：31-32。  

 B.研討會論文  

1. 林清財 王唯真 吳玲宜 主編，1988，《第三屆中國民族音樂學會議論文集》，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版。  

2. 林清財，1990d，〈從巴宰海族殘存歌謠試探其音樂之演變〉，《第五屆全國技

術及職業教育研討會論文集》。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3. 林清財，1995，〈從歌謠看西拉雅族的聚落與族群〉刊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

《平埔族研究論文集》頁 475-498。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籌備處。  

4. 林清財，1998b  〈台灣平埔西拉雅族祭儀音樂之研究〉，刊於《民俗音樂研

究會第五屆 論文集》，頁 2-40。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中華民俗藝

術基 金會主辦。民俗音樂研究會出版。  

5. 林清財，1999a  〈歌謠聚落─大庄人的歌謠分類概念〉刊於林清財、謝元富

主編《後山 音樂祭-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61-182。台東：臺東文化中

心出版。  

6. 林清財，2000a  〈轉變中的音樂符碼〉發表於文建會傳統音樂中心《傳統音

樂的過去與展望》研討會，2000/01/24-25，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7. 林清財，2000b  〈歌謠聚落之間-六龜與加吶埔的歌謠關係〉發表於屏東文

化中心《屏東學學術研討會》，2000/02/01-02，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8. 林清財，2000c ，〈歌謠聚落史觀：以西拉雅歌謠為例〉，發表於「亞太藝術

節學術研討會」 2000/10/09，台北，國立藝術學院。  

9. 林清財，2000d，〈歌謠記憶：西拉雅人的歌謠手抄本〉，發表於「平埔族群與

台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10/23-25，南港，中央研究院。  

10.林清財，2000e，〈傳統與傳承：談原住民的音樂文化〉，發表於「原住民樂舞

藝術祭文化 教育與社區資源研討會」，2000/10/29-30，屏東，行政院原住民

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11.林清財，2001a，〈歌詞、語言與意義：以台灣西拉雅歌謠為例〉，發表於「文

建會民族音樂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1/12/2-8，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  

12.林清財，2002a，〈台南地區八音團與西拉雅人〉，發表於「南瀛傳統藝術研討

會」，2002/12，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3.林清財，2002b，〈歌謠聚落的史觀：西拉雅歌謠與聚落的變遷〉，發表於「亞

太傳統藝術論壇」，2000/10/9-12，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傳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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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中心。  

C.專書及專書論文 

1.林清財，1987 〈吉貝耍「牽曲」的手抄本〉，《台灣風物》 37(2)：113-131。  

2.林清財，1987 〈大庄「沿革」手寫文獻解說與摘譯〉，《台灣風物》 37(4)：

107-123。  

3.林清財 李壬癸，1988，〈巴則海族的祭祖歌曲及其他歌謠〉，《民族學研究所資

料彙編》3:1-16.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4.林清財，1988a《西拉雅族祭儀音樂研究》。(指導教授：許常惠、劉斌雄)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5.林清財 周理俐 許明鐘 主編，1989，《紫竹調 3》台南，台南家專音樂系論文

集。  

6.林清財，1990c  〈台中縣原住民音樂發展史〉，《台中縣音樂發展史》，台中縣

文化中心專書 31：70-134。  

7.林清財，1991，〈Musique des aborigènes des plaines à Taiwan〉, 發表於

Centre d’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du Sud .  

8.林清財，1991，〈La musique rituelle Siraya à Taiwan〉, 發表於法國巴黎

人類博物館民族音樂學部門( Musée de l’Homme).  

9.林清財 周理俐 許明鐘 主編，1993，《紫竹調 5》台南，台南家專音樂系論文

集。  

10.林清財 周理俐 許明鐘 主編，1994，《紫竹調 6》台南，台南家專音樂系論

文集。  

11.林清財 周理俐 許明鐘 主編，1995，《紫竹調 7》台南，台南家專音樂系論

文集。  

12.林清財，1997，〈原住民音樂〉載於陳毓秀主編《台灣音樂閱覽》頁 10-21。

台北:玉山社。林清財，1997a，〈台灣平埔族群的音樂文化〉，刊於《音樂台

灣一百年論文集》，陳郁秀 主編，頁 247-267。臺北：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13.林清財，1997b  〈Les traditions musicales des peuples Siraya〉, 發

表於法國巴黎人類博物館民族音樂學部門( Musée de l’Homme).  

14.林清財，1997c，〈原住民音樂〉，刊於《台灣音樂閱覽》，陳郁秀主編，頁 10-21。

臺北： 玉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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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林清財，1997，〈台灣平埔族群的音樂文化〉刊於陳毓秀主編《音樂台灣一百

年論文集》頁 247-267。台北:白鷺鷥文教機金會。  

16.林清財，1998，〈西拉雅族歌謠分布與族群遷徙〉刊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

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203-227。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7.林清財，1999b，〈牽曲話蕭壟〉刊於《北頭洋阿立祖民俗文化活動文集》，財

團法人愛鄉文教基金會主編，頁 34-36。台南：財團法人愛鄉文教基金會。  

18.林清財，2000f，《雅樂十三音，古樂新傳 1》CD乙張，台南，台南市政府。  

19.林清財，2000g，《歌謠、聚落與族群：論台灣西拉雅族歌謠》，台北，東大

書局。 

20.林清財、謝元富主編，1999a，《紫竹調 10》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

論文集。  

21.林清財 丁晏海 黃燕忠 吳佳倫 主編，1999b，《後山音樂祭- 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台東：臺東文化中心出版。  

22.林清財 主編，1999c，《紫竹調 11》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論文集。  

23.林清財 主編，2000，《紫竹調 12》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論文集。    

24.林清財 主編，2001，《學術研究菁英講座系列一》乙冊，含講座光碟四張，

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學術研究中心。  

25.林清財，2002a，《雅樂十三音，古樂新傳 2》CD 乙張，2002/09/28，台南，

台南市文廟樂局以成書院。  

26.林清財、黃玲玉 主編，2002b，《府城地區音樂發展史田野調查計劃總報告書》

四冊，2002/12/04，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研究方案(Research Areas)： 

2001-2003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平埔族群的文化」子計畫「平埔族群音樂與周

邊民族音樂的關係」計畫主持人。  

2001-2002 文建會民族音樂研究中心「府城地區音樂發展史田野調查計劃案」

計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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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程網頁規劃 

本學程若獲得通過，將設置學程網站，網址暫訂為：www.digi.ncnu.edu.tw。網

頁的內容包括：會員（參與課程之學生）、最新消息、學程簡介、課程師資、課

程內容、網路演講廳、成果展覽廳、部落格（參與課程學生）、社群討論區、技

術資料下載區、外部連結、聯絡我們等等。 

     會員：以參與課程之學生以及研究群成員為主，藉以凝聚群體情感與互動。 

     最新消息：提供有關學程與數位典藏相關最新資訊。 

     學程簡介：介紹說明本學程之緣由與規劃。 

     課程師資：介紹說明學程的師資學經歷與專長。 

     課程內容：說明學程的課程內容、課程規劃、課程評鑑等資訊。 

     網路演講廳：將部分課程以及相關專題演講製作成影音串流線上學習，讓

學生可以重複學習。同時，亦可讓沒有機會學習的人透過線

上影音串流，學習課程內容。 

     成果展覽區：展示學生學習成果、作品成果、以及其他相關成果。 

     部落格：以參與課程學生與研究成員為主，以水沙連為主題，張貼會員個

人成品與文章，表達個人之學習或研究成果，並藉以凝聚學

程師生之情誼。 

     社群討論：學程師生對學程以及課程之交流園地。 

     資料下載區：讓學生自行下載有關課程講義以及其他相關資料。 

     外部連結：連結國內外相關網站。 

           聯絡我們：提供學生以及外界人士與本學程聯繫之管道。 

 

7. 創意及特殊規劃 

        ◆教學助理之規劃：  

本學程著重實務操作，需要有數位典藏經驗、碩士級之教學助理一名，協助、

指導、監督學生在專題學習以及田野工作與實習之執行。另外，需要一名兼職之

行政助理，協助處理繁瑣之行政業務，包括：教師聯繫、課程安排、資料彙整、

會計整理等等相關事宜。 

教學助理將參與每一堂課之教學，於課程前協助任課老師相關設備之準備，

課程中協助課程進行，課程後追蹤、輔導學生作業之進行，並協助學生在執行數

位專題製作時所需要的資源整合以及教學單位與建教單位之間的聯繫。其主要職

掌包括： 

http://www.digi.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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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課點名 

(2)維護學程網站內容的更新 

(3)安排老師上課所需教學設備 

(4)督導課程攝錄影的工作，確保記錄完整 

(5)輔導學生作業成果之發表 

(6)協助教師交辦的課程事宜 

(7)製作課程之影音串流內容提供學生線上學習與複習。 

行政助理，協助計畫主持人以及教學助理在學程進行期間的相關行政事宜，

例如：行政聯繫、資料影印、教室安排、實作安排、會計事宜、成果彙整以及網

站維護等等。 

◆預期成果 

(1)透過課程開設，跨學科、跨地域整合，健全學程發展。 

(2)設置網站，持續經營，將教學研發成果公開，提升普遍的教學水準。 

(3)在計畫期間，跨校聯盟的整合，設立水沙連專題研究研究團隊與專題

研究室。 

(4)成立水沙連專題資料中心成為水沙連專題研究與區域研究的重鎮。 

(5)專題研究室舉辦優質的教學與研究活動，例如：研討會、工作坊、電

子報、專題演講、研究通訊、Working Paper、出版專書及論文集。 

(6)計畫也將藉由研討會、座談會、觀摩會、工作坊等方式，將優秀的研

發成果向學術界、教育界公開。 

(7)培育水沙連專題研究以及區域研究的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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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類計畫（研究社群組織：水沙連研究群） 

 1.主題整合之重要性 

       台灣人類學有關區域性的研究肇始於 1970年代。當時是由已故中央研究

院院士張光直先生所領導的「濁大計劃」，研究濁水溪流域以及大肚溪流域的

人群與社會。當今台灣人類學界的前輩都受惠於此計畫的培育。當年的研究也

在理論方面成就了「祭祀圈」的討論，學者也開始整合人類學田野工作與歷史

學的文獻研究工作，開啟有關歷史人類學研究之先河。 

       國立暨南大學座落於台灣中心的埔里鎮，又與當年「濁大計劃」所研究的

地域相關，我們認為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應該負起承先啟後的責任，一方面

踏在前輩學者在有關區域社會與地方文化的研究成果上繼續往前，另方面也應

該整合跨學科、跨校際資源繼續培養後進。 

       過去十年來，在台灣學術界有關區域研究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已成為瞭解

台灣社會文化所不可或缺的一環。不論是民間的文史工作者、地方的文化中

心、乃至學術研究機構，一直持續地有著一群人在關懷所謂的區域研究。以平

埔族群的研究為例，自史前時代以來，居住在台灣的先住民族早已形成區域性

的交易與交通網絡，而且進一步地影響後來我們所見到的社會與文化面貌，用

考古學研究的一個觀念而言，就是所謂的「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例如，台灣西南一帶從台南平原到屏東平原是一個交互作用圈，台

灣西北的桃園盆地至台灣東北的宜蘭平原又是另一個交互作用圈等等。我們發

現，在同一交互作用圈內的文化接觸相當頻繁，不同社群之間在語言、宗教與

社會生活上皆產生涵化的現象，例如：巴賽語成為台灣西北到東北一帶平埔社

群的交易語言，祀壺現相漸漸普及於台灣西南一帶等等。 

區域研究強調人群的分佈隨著時間一直在改變著，我們在不同階段所見到

的「文化」只是一個時間橫切面的假設穩定狀態，實際上的人群或族群邊界並

不如我們所認為的那麼清楚、固定。要之，「區域」的界定是相對的。我們可

以從大的地理區域來談區域之間的交互作用圈，我們也可以以一個區域的內部

生態空間與人群互動來談區域的開發。現行的台灣社會的形成與原來在歷史文

獻中特定時空下的人群分類在瞭解上是有距離的，我們在文獻中所瞭解到的人

群，事實上是以「社群」為單位，與鄰近的人群或社群展開互動的，換言之，

所謂的「族群」是透過人群的互動所界定出來的邊界而形成的。 

此外，我們目前所看見的台灣社會，在荷蘭時期、清代時期，已啟動了與

漢族「文化合成」的歷程，台灣的社會文化也走過數百年的「在地化」歷程，

我們相信從區域上瞭解人群的互動與文化的合成，可以幫助我們解讀台灣社會

特有的歷史與文化脈絡。 

人群或社群的互動是不斷進行的，文化接觸下的涵化現象（或說「文化 

合成」）也是不斷地繁衍著（或說「在地化」），因此我們在不同階段所見到的

「文化」只是一個在特定時間與空間橫切面下的「假設穩定狀態」，而實際上



 70 

的人群或族群邊界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那麼清楚、固定。過去有關台灣社會的

研究一直有見樹不見林之嘆，乃肇因於我們在人群社會的分類上與研究方法上

的「定時化」與「定點化」假設，區域研究的視角指出人群在時間與空間上犬

牙交錯的現象。在論文集中，區域研究所指涉的「區域」，並不是一個封閉的

地理空間，而是一個注重生態、交通以及人群互動的相對空間，是一種人群與

其所負載的文化在時間與空間上犬牙交錯的概念空間。 

     就此而言，本計畫所規劃的研究群具有下列三點特色：（一）跨學科：我

們整合人類學（潘英海、容邵武、梅慧玉、邱韻芳）、歷史學（林偉盛、鄭振

滿）、考古學（劉益昌）、外國語文學（廖炳惠）、音樂學（林清財）、資訊科學

（范毅軍、饒見友），日後將繼續邀請地理學、語言學、台灣文學、藝術學、

建築學等方面的學者。（二）跨校際與單位之合作：本研究群除了國立暨南大

學的同仁之外，還邀請了中研院（劉益昌、范毅軍）、國立中央大學（饒見友）、

國立清華大學（廖炳惠），日後將繼續邀請中部地區其他大學與大學（如：中

正大學、靜宜大學、國立台灣文獻館等等）的相關研究同仁加入。（三）整合

學術研究專業與地方文史工作人員：埔里地區的地方文史工作一直相當多元豐

沛，本研究計畫同時獲得埔里地區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支持，例如：鄧相陽、簡

史朗、黃美英、賴貫一、廖嘉展等等。 

    總之，本計畫期待透過跨學科、跨單位、跨領域之資源整合，透過水沙連

的區域研究對台灣地方文化與區域社會的研究有所貢獻。 

 

2.參與成員之個別研究主題計畫                                  

研究主題 研究人員 
任課學校 

及職稱 

研究屬

性 
 

水沙連地域社會的形成與地方文化 
潘英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副研究員 
人類學 

水沙連地區史前史之考古研究 劉益昌 

 
中研院考古專題研究

中心執行長（研究員） 
考古學 

十七世紀水沙連地域之地方文獻與地

方文史 

林偉盛 

 
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 
歷史學 

埔里民族誌 
梅慧玉 

 
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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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與區域研究之應用 
范毅軍 

 
中研院人社中心 GIS

主題研究中心執行長

（副研究員） 

資訊科

技與人

文學科

整合 

水沙連地域的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 
邱韻芳 

 
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人類學 

清代水沙連區域社會的形成 
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

教授 
歷史學 

日據時期水沙連地域的殖民論述 
廖炳惠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

文研究所教授 
外國語

文學 

水沙連地域與地方慣習 容邵武 

 
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人類學 

水沙連地域的民族音樂學研究 林清財 
國立台東大學音樂系

副教授 

音樂學 

水沙連地域的空間、聚落與文化地圖 饒見友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遙

測中心航太技術師 
衛星航

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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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群：研究人員個別資料                                            (附表六) 

中文姓名 潘英海 英文姓名 Ing-Hai Pan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地方文史與區域社會導論 

2.文化合成理論 

3.人類學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奧立岡州立大

學 

美國 人類學研究所 博士 1982 年 9 月

-1989 年 3 月 

奧立岡州立大

學 

美國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80 年 9 月

-1982 年 6 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暨大人類學研究所 平埔族群專題研究 副教授 2007/2～2007/6 

政大民族學研究所 平埔族群專題研究 副教授 1997/9～2006/6 

清大人類學研究所 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 副教授 1989/9～2005/6 

北教大藝術與藝術

教育研究所 

田野研究方法論 副教授 1997/9～2007/6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期刊論文 

＊9. 2000，“Pingpu” Consciousness in Today’s Taiwan: On History and 

Ethnicity. China Perspectives 28:82-88.＊1. 1991，田野工作中的「自我」：

從馬凌諾斯基的日記談起，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田野研究通訊 17:26-35。 

＊8. 1997，文化糾結與文化識盲：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問題。本土心裡學刊第

八期。 

7. 1995a，「平埔族」的迷思。文化通訊 7:10。 

＊6. 1994b，平埔研究的再思考與再出發──記「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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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臺灣史研究 1(1):166-170。 

＊5. 1994c，癸酉年安平港仔尾社靈濟殿慶成祈安建醮大典記實，臺灣風物  44(4): 

147-180。（與梅慧玉合著）。 

＊4. 1994b，聚落、歷史、與意義：頭社村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 77:89-123。 

＊3. 1994a，五行與中國人的心理療法：以萬國道德會的性理療法為例，本土心理 

     學研究 2:36-92。（與陳永芳合著） 

＊2. 1993，熱鬧：一個中國人社會心理現象的提出，本土心理學研究 1:330-337。 

＊1. 1991，田野工作中的「自我」：從馬凌諾斯基的日記談起，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田野研究通訊 17:26-35。 

 

B.專書中之論文 

＊ 19. 2006，Fertility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with JOHN SHEPHERD,MELISSA BROWN , THEO ENGELEN, JAN 

KOK, CLAUDIA ENGEL)。收於 POSITIVE OR PREVENTIVE? REPRODUCTION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EDS.BY CHUNG YING-CHANG, THEO ENGELEN AND ARTHUR P. WOLF. 

AMESTERDAM:AKSANT PUBLISHERS. (第二作者,forthcoming) 

＊18. 2005b緒論：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的迷思與省思。收於「人類學知識的數位典藏

與加值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p.1~12。台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內

容發展分項計畫。 

17.2005a 從資料到知識---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後設資料庫建置的啟發與反省。收

於「後設資料在數位典藏之研究發展：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集。Pp.81~93。

台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16.2001，傳統文化？文化傳統？收於詹素娟與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

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Pp.205-236。 

＊15. 1999，關於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從馬凌諾斯基談起。刊於《教育學研究方法論

文集》，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頁 77-98。高雄：麗文。 

＊14. 1998b，序：區域研究在平埔族群研究上的意義，刊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

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i-iv。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3.1998a，文化系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佈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 

  考。刊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163- 202。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2.1995e，從平埔文化看臺灣地方文化的形成，刊於劉姒悅主編，文化講座，頁

180-200。臺北：國父紀念館。 

＊11.1995d，「在地觀點」的藝術教育：以一個普渡棚的藝術展現為例，刊於袁汝 

      儀主編，1995多文化與跨文化視覺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7-90。

台北：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中心。 

＊10.1995c，祀壺釋疑：從「祀壺之村」到「壺的信仰叢結」。刊於潘英海與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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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娟合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445-473。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9.1995b，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 

     合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頁 299-31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 

＊8. 1995a，緒論：閩台研究與漢人社會文化的瞭解。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合編，臺灣

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頁 1-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7. 1994d，儀式：心靈的敘說與數術，刊於汪芸譯著，失竊的心靈，頁 i-xx。台北：

遠流出版社。 

＊6. 1994c，緒論：邁向漢人社會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合編，臺灣

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頁 1-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5. 1994b，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刊於莊英章與潘英海合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 

     化研究論文集，頁 235-25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4. 1994a，儀式：文化書寫與體現的過程，刊於黃美英著，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 

     式，頁 15-26。台北：自立報社。 

＊3. 1993，面相與一個中國「人」的觀念，刊於黃應貴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 

     頁 163-205。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 1992b，一個象徵性社區的誕生：旅台大柞人的田野調查初步報告，刊於喬健主編，

惠東人研究，頁 48-8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 1992a，文化的詮釋者：葛茲，刊於黃應貴主編，見證與詮釋，頁 378-413。臺北：

正中書局。 

 

C.研討會論文 

47.2006a Sustainable Model for Digital Archive of Formosan Aborigines。發表

於 PNC 2006 Conference，2006/8-16～18。Korea：Soeul National University。 

※46.2006b 關於數位典藏永續經營的思考。發表於「第五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

2006/8-31～9-1。台北：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45.2006c 數位典藏的實踐與永續經營。發表於「第四屆兩岸三院信息技術與應用交流

研討會」，2006/9-1～5。中國青島：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台灣中央研究

院。 

44.2006d 多元文化政策下的台灣原住民教育：一個人類學的觀察與觀點。發表於「九

十五年原住民族教育學術研討會」，2006/10-12～13。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43.2006e 平埔文化與當代台灣社會。發表於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系列講

座。2006/10～30。台北縣：龍華科技大學。 

※42.2006f 關於數位檔案的智產權思考。預計發表於「第十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2006/11-15~16。新竹：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41. 2005c 文化傳承與世代交替。發表於「建構西拉雅—2005台南地區平埔族群學術

論文研討會」。台南縣政府文化局主辦。2005年 12月 17、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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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05c Formaosan Aborigines Digital Arch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Social Sciences”， The Institute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Nov. 21st & 22nd，2005。 

39. 2005b 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庫規劃與建置。發表於「第三屆兩岸三院信息技術

與應用交流研討會」。中國：海拉爾。2005年 6月 20-23日。（第二作者） 

38. 2005a We Are All Pingpu。Paper presented at Seminar on Ethnicity。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2005年 6月 18日。 

37. 2004f從資料到知識--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後設資料之建置。發表於「後設資料在

數位典藏之研究發展：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研發分項

計畫與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及計算中心主辦。台北：南港。2004年 12 月 20

日。 

36. 2004e From Commons to Communications。Paper presented at 「PNC 2004 ANNUAL 

CONFERENCE 」。 Computing Center of Academia Sinica ， Taipei 。 October 

19~October21， 2004 。 

35.2004d人類學主題小組聯合目錄之建置與流程。發表於「數位工作流程研習會」。台

北：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主辦。2004年 8月 13日。 

34.2004c，資料、資訊與資識：以「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為例的人類學反思。發表於

「兩岸三院資訊技術交流與數位資源共享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主辦。民國 93

年 6月 1日至 3日。 

33.2004b，數位學習與成人教育。發表於「台灣非營利組織資訊科技運用研 

討會」。台灣亞洲基金會主辦。民國 93年 5月 13-14日。 

32.2004a，Fertility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with JOHN SHEPHERD,MELISSA BROWN , THEO ENGELEN, JAN KOK, 

CLAUDIA ENGEL)。Paper psesented at “Europea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Conference”, Berlin, German, March 27-30, 2004.(第二作者) 

31.2003b，莿桐花開時---凱達格蘭族群認同的迷思。發表於「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

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民國 90年 9

月 30日至 10月 2日。 

30.2003a，文化合成之區域研究：台灣平埔族群、福建畬族群與漢文化互動之比較研究。

發表於「國科會 87至 90年度人類學門專題補助研究成果發表會，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主辦，2003年 9月 26-27日，台北南港。 

29.2002g，人類學在視覺藝術教育方面的意義與應用。發表於「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方

法研討會」。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主辦。民國 91年 11月 30日。 

28.2002f，Notes on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Formosan Aboriginal 

   Proj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N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ptember 

   19-22, 2002。 Osaka University, Osaka, Japan。 

27.2002e，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個案報告。發表於「兩岸三院信息技術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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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國科學研究院主辦。民國 91年 7月 20日至 21日。 

26.2002d，田野研究法之常用類型與基本概念。發表於「藝術教育領域研究方法學術研

討會」。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主辦。民國 91年 6月 21日。 

25.2002c，小印戳大社會：清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再思考。發表於「物與物質文化學術研

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民國 91年 6月 11日至 16日。 

24.2002b，多元文化與通識教育：一個教育人類學的觀點。發表於「多元文化與通識教

育」研討會。教育部主辦。民國 91年 5月 31日至 6月 2日。台北縣：太平洋翡翠

灣。 

23.2002a，虛擬社群與線上學習：一個人類學的觀點。國立師範大學「線上學習讀書會」

專題報告。民國 91年 4月。 

22.2001d，The Making of Pepo Tradi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November 28—December 2, 2001。

Washington DC。 

21.2001c，「社區/文化與藝術教育：一個人類學的觀點」。主題演講，發表於「社區/

文化與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七日。花蓮：花蓮師範教育

學院。 

20.2001b，Marriage and Ethnicity: Hakka, Hokkien and P’ing-pu. Paper presented 

at 「Marriage Patterns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August 18-25, 2001. 

Elzendaal Conference Centre, Boxmeer,  the Netherlands。(with Shepherd, 

John) 

19.2001a，文化的詮釋與實踐。發表於台南女子師範技術學院「學術菁英講座」。民國

八十九年六月三日。台南：台南女子師範技術學院。 

18.2000d，文化介面與文化介媒：以「祀壺現相」為例。發表於「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十月 23 日至 25 日。台北：中研院民族所、台史所

籌備處合辦。 

17.2000c，「平埔研究」中「平埔社群」的理論意涵。發表於「『社群』研究的省思：跨

世紀台灣人類學的展望之一」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2～4日，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主辦，台北南港。13.1999c，為什麼我們要拜拜？發表於「宗教傳統與

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五至六日。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16. 2000b ，有關畬族研究的現狀並兼論其對漢文化研究上的意義。發表於「大陸問題

研究」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五日。台北：中央研究院。 

15.2000a，屏東平原上的山腳人與馬卡道人的關係。發表於「第一屆屏東研究研討會：

多元族群 vs 開發墾拓」。民國八十九年 2月 1日至 2日。屏東縣立文化中心與國

立屏東師範學院社會科學教育系主辦。 

14.1999d，Intorduction to the Pingpu DL/M Project. Paper presented at Digital 

Museum Seminar and APDL Consortium Joint Meeting, July 21-23, 199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2.1999b，教育民族誌研究法：談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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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教育學門研究生研究方法」研討會，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辦。 

11.1999a Some Thoughts on the Digital Library:the Formosan Plain Aborigines  

   Project。Paper presented at EBTI, ECAI, SEER & PNC Joint Meeting. 

   January 18-21,1999.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0.1998e，Loc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the Making of the P’ingpu Ethnicity 

   in the Postmoder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Canada-Taiwan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November 8-11,National Chia-tung Univ., 

Hisn-chu. 

9. 1998d，On History and Ethnicity: the Meaning of the P'ingpu Movement 

   in Taiwan since 1990。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August 19-24, 1998. Department of East Asia 

   Stud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8. 1998b，傳統文化？文化傳統？發表於「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研院使語所、語言所、台史所、省文獻會

主辦。 

7. 1998a ，「平埔學」芻議。發表於「探索臺灣田野工作的新面相」學術研討會，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五日至八日，中研院民族所舉辦。 

7. 1996b，Traditions in the Making: the Meaning of the Vase-worshipping Complex 

in the Souther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aiwan Studies Worshop, 

Fairbank Center of East Asia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5. 1996a，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從馬凌諾斯基談起，發表於「質性研究研習營」。

民國八十五年一月。臺北：國際榮譽護理學會臺灣分會。 

4. 1995a，田野工作與人的實踐，發表於「質化研究與專業實踐」系列研討會，輔仁大

學應用心理研究所主辦，1995年 5月，台北。 

3. 1994a，文化糾結與文化識盲：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問題，發表於「社會科學

方法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 1月，台北。 

2. 1993，面相與一個中國「人」的觀念，刊於黃應貴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頁 163-205。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 1992，大內與竹山兩地區田野調查初步報告，發表於「閩台社會文化比較工作研討

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1992年 6月，台北。 

 

D.專書（合著、編著、主編） 

＊12.2005b 人類學知識的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辦內容發展分項計畫。（主編） 

11.2005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道卡族古文書圖文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編著） 

＊10.2002b，道卡斯族後龍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與陳水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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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2a，道卡斯族後龍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與陳水木合著） 

＊8.2001，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與詹素娟

合編） 

＊7.1998，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劉益昌合編） 

＊6.1996，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與莊英章合編） 

＊5.1995c，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詹素娟合

編） 

＊4.1995b，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與莊英章合編） 

＊3.1995a，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冑篇。台 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與許木

柱、李壬癸等人合著） 

＊2.1994，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

莊英章合編） 

1.1992，文化人類學，上、下兩冊。台北：國立空中大學。（與許木柱、莊英章等人

合著） 

 

E.研究報告及其他 

28.2005b，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期中與期末報告。國科會「數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央研究院項下之子計畫(第四年)。 

27.2005a 日據戶籍資料與歷史人口研究。發表於「歷史人口與社會科學研習營」。台北：

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2005/3/26。 

26. 2003a，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期中與期末報告。國科會「數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央研究院項下之子計畫(第三年)。 

25.2004 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發表於正修大學通識教育人文講座。高雄：正修大學。

2004/4。 

24. 2003b 文化的詮釋與實踐。發表於國立餐旅學院通識教育講座。高雄：高雄餐旅學

院。2003/11。 

23.2003a，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期中與期末報告。國科會「數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央研究院項下之子計畫(第二年)。 

22.2002d，台北市沒落產業勞工歷史研究---期中與期末報告。台北市勞工教育中心。 

21.2002c，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期中與期末報告。國科會「數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中央研究院項下之子計畫(第一年)。 

20.2002b，平埔研究資料庫第三年期末成果報告。中研院「台灣史網路化」主題研 

究計畫項下之子計畫。 

19.2002a，桃園縣客家文化館軟體規劃及資料蒐集期末成果報告書。桃園縣文化局。

22.2000d，文化合成：臺灣平埔族群、華南畬族與漢文化互動的比較研究第二年期

末報告。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與文化」項下之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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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18.2001，文化合成：臺灣平埔族群、華南畬族與漢文化互動的比較研究第三年期末報

告。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與文化」項下之子計畫。 

17.2000c，平埔研究資料庫第二年期末成果報告。中研院「台灣史網路化」主題研究計

畫項下之子計畫。 

16.2000b，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群數位博物館第二年期末報告。國科會「數位博物館

專案先導計畫」項下子計畫。 

15.2000a，道卡斯族後壟五社契約文書整理計畫期末報告。苗栗縣立文化中心計畫。 

14.1999g，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群數位博物館評估報告。國科會企畫處「數位博物館

專案先導計畫」項下子計畫。 

13.1999f，道卡斯族蓬山八社契約文書整理計畫期末報告。苗栗縣立文化中心計畫。 

12.1999e，文化合成之區域比較研究第一年期末成果報告。國科會計畫報告。 

11.年期末報告。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與文化」項下之

子計畫。 

10.1999d，文化合成：臺灣平埔族群、華南畬族與漢文化互動的比較研究第一年研究報

告。 

9.1999c，台灣平埔族群社會文化學術網絡與學術交流期末成果報告。國科會 

   整合型研究計畫「當代台灣人文研究網際網絡」項下之子計畫。 

8.1999b，平埔族群聚落資料庫第一年期末成果報告。中研院「台灣史網路化」 

   主題研究計畫項下之子計畫。 

7.1999a，省文化處平埔族文化資訊網路計畫期末成果報告。臺灣省文化處。 

6.1995b，臺灣與福建兩地民族誌基本調查（第一年）：竹山與大內兩地田野調查初步報

告。國科會計劃報告（NSC-0301-H001-13）。 

5.1995a，臺灣與福建兩地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第三年度計劃成果報告。中央研

究院主題研究計劃（李亦園與莊英章主持）。 

4.1994，臺灣與福建兩地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第二年度計劃成果報告。中央研究

院主題研究計劃（李亦園與莊英章主持）。 

3.1993b，臺灣與福建兩地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第一年度計劃成果報告。中央研

究院主題研究計劃（李亦園與莊英章主持）。 

2.1993a，台北縣外籍勞工研究報告。台北縣：台北縣政府勞工局。 

1.1991a，海洋文化：有關海洋人類學的書目研究，刊於劉斌雄主編，南島文化展 

示研究計劃報告。臺北：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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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劉益昌 英文姓名 Yi-chang Liu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台灣史前史導論 

2.考古學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80年 8月至

1981年 7月 

中央研究院 台灣 歷史語言研究

所 

研究員 2000年 1月迄

今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政大民族學系 台灣考古學 教授 94年 2月至 94年 6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專書   

14. 石璋如、劉益昌，《大馬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專刊 89， 1987）。   

15. 《台灣的考古遺址》（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1992）。   

16. 《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初步調查報告》，宜蘭文獻叢刊 2（宜

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1993）。   

17. 劉益昌、林俊全、劉得京，《史前文化》（台東：交通部觀

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1993）。   

18. 黃士強、劉益昌，《台東縣東河橋南北引道考古遺址搶救與

評估》，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 19（台北：台灣大學，1993）。  

19. 《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6）。   

20. 劉益昌、陳玉美，《高雄縣史前歷史與遺址》，高雄縣文獻

叢書系列 3（鳳山：高雄縣政府， 1997）。   

21. 《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豐原：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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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凱達

格蘭調查報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999.9）。   

23. 《又見大馬璘—1996 年大馬璘遺址出土資料整理報告》，埔

里：展顏文化事業工房。（ 2000.7）   

24. 臧振華、劉益昌，《十三行遺址搶救與初步研究》（板橋：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2001.11）。   

25. 《淡水河口的史前居民》（八里：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籌

備處， 2002）。   

26. 《臺灣原住民史──史前篇》（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

印， 2002）。   

學位論文  

1. 臺北縣樹林鎮狗蹄山遺址，（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2）。  

論文  

54. 台灣北部地區史前文化概略，《台灣風物》33， 2（ 1983），

頁 115-122。   

55. 高雄市史前文化概述，《高雄文獻》23/24（ 1984），頁 1-29。  

56. 屏東縣埔姜山遺址調查報告，《台灣省立博物館年刊》 28

（ 1985），頁 1-26。   

57. 苗栗縣三櫃坑遺址試掘報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2

（ 1986），頁 351-410。   

58. 臺南縣七股鄉番仔塭遺址，《臺灣史田野研究室通訊》 13

（ 1989），頁 37-39。   

59.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遺址，《田野考古》1，1（ 1990），頁 37-50。  

60. 臧振華、劉益昌、朱正宜，台灣北海岸新發現的萬里加投遺

址──兼述鄰近的龜子山遺址，《田野考古》 1， 1（ 1990），

頁 27-36。   

61. 台東縣東河鄉漁橋、奇觀及新橋遺址，《田野考古》 1， 2

（ 1990），頁 32-59。   

62. 台北縣金山鄉龜子山遺址出土的新資料，《田野考古》 1， 2

（ 1990），頁 60-70。   

63. 苗栗縣三義鄉三櫃地區史前遺址調查報告，《田野考古》2，

2（ 1991），頁 73-91。   

64. 試論鳳鼻頭文化的性質與卑南文化的年代，宋文薰、李亦園、

許倬雲、張光直主編，《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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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大壽論文集》（台北：正中書局， 1991），頁 327-341。   

65. 台北縣土城鄉土地公山、斬龍山遺址試掘報告，《田野考古》

3， 1（ 1992），頁 21-57。   

66. 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4， 3（ 1993），頁 763-865。   

67. 聚落保存的另一個問題：從考古學的立場談起，《第五次古

蹟修復技術研討會專輯》（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3），頁 123-133。   

68. 綠島史前文化概說，吳敦善編，《宋文薰與台東》（台東，

1994），頁 24-35。   

69. 核四及鄰近地區史前遺址及其文化，《凱達格蘭族文化資產

保存──搶救核四廠遺址與番仔山古蹟──研討會專刊》（台

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1995），頁 70-92。   

70. 宜蘭史前文化的類型，褚錦婷編，《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 38-56。  

71. 臺灣北部沿海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的分佈，潘英海編，《台

灣平埔族群研究學術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

所籌備處， 1995），頁 2-16。   

72. 史前文化與原住民關係初步探討，《台灣風物》45，3（ 1995），

頁 75-98。   

73. 新竹市志  土地志  史前遺址篇，《新竹市志》第五篇（新竹：

新竹市政府， 1996），頁 350-376。   

74. 臺灣的考古遺址，張炎憲等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上）》

（臺北：玉山出版社， 1996.9），頁 29-42。   

75. 劉益昌、潘常武，淡水鎮土地公崙遺址貝塚斷面處理報告，

《田野考古》 5， 2(1997)，頁 65-75。   

76. 劉益昌、潘英海，區域研究在平埔族群研究上的意義，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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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第三期研究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  

20. 台灣研究網路化——臺灣考古部份（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6-2001）。   

21. 劉益昌、潘英海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

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8）。   

22. 劉益昌、潘常武、顏廷伃、陳俊男、林美智、許理清，臺東

縣史前遺址——海岸山脈東側與綠島（臺東縣政府委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之研究報告， 2000.1）。   

23. 劉益昌、王巨中、陳隆智、陳惠君，《十三行博物館展示單

元細部內容文字、圖像資料建立專案報告》，台北縣立十三行

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1.11.30。   

24. 陳仲玉、劉益昌，《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六年

年度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11）。  

25. 劉益昌、陳俊男、顏廷伃、林美智、藍敏菁、陳思嘉、陳雪

卿、陳惠君、蕾娃慕秋，臺東縣史前遺址——臺東平原以南與

蘭嶼地區（臺東縣政府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之研究報

告， 2002.5）。   

26. 劉益昌、林美智、陳惠君、潘常武，十三行博物館展示相關

考古探坑發掘暨考古出土現象製作計畫報告（臺北縣十三行博

物館籌備處委託之研究報告， 2002）。   

27. 潘朝成、劉益昌、施正鋒合編《台灣平埔族》台北：前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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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3.5。   

28. 劉益昌編審《黑狗大風 ---上古甦醒的島嶼傳說》，台北：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6。   

調查研究報告  

59. 李光周、劉益昌、李匡悌，台灣翡翠水庫考古調查報告（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1982）。   

60. 太魯閣國家公園普洛灣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台北：內政部

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委託執行， 1988）。   

61. 美濃水庫計畫地區考古調查報告（台北：財團法人中興顧問

社委託執行， 1989）。   

62. 黃士強、劉益昌，全省重要史蹟勘查與整修建議──考古遺

址與舊社部份（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之研究報告， 1993）。   

63. 鳳鼻頭遺址的範圍與文化（台北：高雄縣政府委託之研究報

告， 1994）。   

64. 劉益昌、吳佰祿，雪霸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研究（一）：

大安溪上游部分（東勢：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1994）。   

65. 劉益昌、朱正宜、林淑芬、周淑文，高雄市龍泉寺遺址範圍

及內涵調查研究（台北：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委託之研究報告，

1995）。   

66. 北宜高速公路頭城交流道匝道與宜蘭縣大竹圍文化遺址重疊

部分發掘調查報告（宜蘭：財團法人蘭陽文教基金會，1995）。  

67. 劉益昌、吳佰祿，雪霸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研究 (二 )：大

安溪、後龍溪上游部分（東勢：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

理處， 1995）。   

68. 劉益昌、邱敏勇、符文鳳，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綠島史前文

化調查研究報告（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

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1995）。   

69. 鯉魚潭水庫計畫地區第二期史蹟調查暨伯公壟遺址發掘計畫

報告（台灣省水利局中部水資源開發工程處委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1995）。   

70. 田野調查暨田野發掘實施報告，《台灣地區地方考古人才培

訓班【第二期】第二階段田野課程》（宜蘭：財團法人蘭陽文

教基金會， 1996）。   

71. 松茂地區人文史蹟調查研究——托阿卡舊社遺址調查報告

（東勢：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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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劉益昌、陳儀深、詹素娟、陳亮全，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史

前文化、人文歷史、視覺景觀等資源調查及居民資源之培育（台

北市政府民政局委託，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之研究報告，

1996）。   

73. 台北市芝山岩遺址受「天母忠誠路次幹管工程」影響部份處

理報告（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委託之研究報告， 1996）。   

74. 藝文資源（展演設施除外）調查作業手冊——考古遺址類（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之研究報告， 1997）。   

75. 台北縣北海岸地區考古遺址調查報告（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委

託，中國民族學會之報告， 1997.5.24）。   

76. 劉益昌、楊鳳屏，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

查（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之研究

報告， 1997.8.30）。   

77. 劉益昌、李德仁、許蓓青，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林

厝遺址」調查搶救計畫史蹟調查計畫（台灣省公路局東西向快

速公路中區工程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

告， 1997）。   

78. 劉益昌、吳佰祿、楊鳳屏，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

民活動調查（二）（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華民國國家

公園學會之研究報告， 1998.6.30）。   

79. 劉益昌、李德仁、楊鳳屏，台中縣史前遺址現況調查研究（台

中縣立文化中心委託，中國民族學會之研究報告，1998.7.30）。  

80. 七家灣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和平：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武陵場，  

1999.3）。   

81. 劉益昌、郭素秋、戴瑞春、簡史朗、邱水金，水蛙窟遺址內

涵及範圍研究（南投：南投縣政府， 1999.8）。   

82. 劉益昌、顏廷 ?，臺東縣史前遺址內涵及範圍研究——海岸山

脈東側與綠島（臺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

研究報告， 1999.11）。   

83. 劉益昌、顏廷 ?、許理清，七家灣遺址受國民賓館影響範圍發

掘報告（和平：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武陵場，

1999.11.30）。   

84. 黃士強、劉益昌、楊鳳屏，圓山遺址史蹟公園範圍區考古發

掘研究計畫（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委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之研究報告， 1999.12）。   

85. 劉益昌、郭素秋，臺北市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臺北：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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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民政局， 2000.2）。   

86. 劉益昌、林美智，斗六梅林遺址內涵與範圍研究（雲林縣政

府民政局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之研究報

告， 2000.6）。   

87. 臧振華、劉益昌、郭素秋、楊鳳屏、涂勤慧、陳思嘉，《第

二級古蹟十三行遺址調查研究報告》，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0.8.31。   

88. 劉益昌、鄭安睎，《棲蘭山檜木林區人文史蹟資源調查研究》，

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

園學會之研究報告， 2000.10.25。   

89. 劉益昌、吳佰祿、鄭安睎、陳秋香、許懿萱，《台灣原住民

舊社遺址調查研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中國民族學

會之研究報告， 2000.11.30。   

90. 劉益昌、陳仲玉、林美智，《集集共同引水工程計畫工區內

共和遺址搶救發掘及鄰近地區施工監測報告》，經濟部水利處

中區水資源工程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

告， 2000.11.30。   

91. 臧振華、劉益昌、郭素秋、楊鳳屏、涂勤慧、陳思嘉，第二

級古蹟十三行遺址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1.2.28）。   

92. 黃光男、劉益昌、吳國淳，高雄地區史前遺址展示規劃研究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委託國立歷史博物館之研究報告，

2001.2）。   

93. 溫振華、劉益昌，《台中縣清水牛罵頭遺址地域資料蒐集研

究》，（清水：台中縣文化局， 2001.5.31.）。   

94. 劉益昌、郭素秋、簡史朗，《 Lalu 遺址與邵族歷史》，中央

研究院九二一災後重建相關研究計畫執行報告書，2001.8.31。  

95. 劉益昌、林美智、陳雪卿，〈牛罵頭史前遺址內涵範圍研究〉

載溫振華、劉益昌，《台中縣清水牛罵頭遺址地域資料蒐集研

究》，（清水：台中縣文化局， 2001.5.31.）。   

96. 劉益昌、陳光祖、顏廷 ?，《第一級古蹟大坌坑遺址調查研究

報告》，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

研究報告， 2001.5.31。   

97. 劉益昌、邱水金、戴瑞春、王美玉、李貞瑩，《宜蘭縣大竹

圍遺址受北宜高速公路頭城交流道匝道影響部分發掘研究報

告》，（宜蘭縣政府， 2001.6.24）。   

98. 劉益昌、陳俊男、顏廷 ?，臺東縣史前遺址內涵暨範圍研究——

臺東平原以南與蘭嶼地區（臺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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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研究所之研究報， 2002.5.10）。   

99. 劉益昌、郭素秋，新竹市上沙崙遺址範圍及內涵研究（新竹

市政府文化局委託之調查報告， 2002）。   

100. 劉益昌、郭素秋，大屯七星山系考古遺址調查研究計畫 --金

包里大路（魚路古道）沿線考古遺址調查研究（內政部營建署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之研究報

告， 2002）   

101. 林玉茹、劉益昌等，疑似舊麻豆港水堀頭遺址探勘暨歷史調

查研究計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3）。   

102. 傅朝卿、劉益昌、李德河等，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原熱

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報告（台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

展基金會， 2003）。   

103. 劉益昌、郭素秋等，《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七）》，

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內政部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2004.12）   

104. 劉益昌、陳仲玉、郭素秋等，《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

計畫（七）》，南投縣，內政部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 2004.12）   

105. 劉益昌、陳俊男等，《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七）》，

宜蘭縣、花蓮縣，內政部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 2004.12）   

106. 詹素娟、劉益昌，〈陽明山國家公園七星山天坪及竹子湖考

古學研究〉，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台北：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2004.11）   

107. 劉益昌、李德河等著，《高雄市左營舊城遺址範圍內「外興

隆營區」考古試掘計畫期末報告》，高雄市政府委託（台北：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2004.11.20）   

108. 《臺中縣和平鄉 Babao 遺址搶救發掘計畫第一階段緊急考古

發掘田野工作期末報告》，台中縣文化局委託（台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5.6）。   

109. 《台中科學園區基地清代窯址發掘出土標本整理研究計畫成

果報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委託（台北：中央研

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2005.12.7）。  

110. 劉益昌、林淑芬等，《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基地考古遺

址調查計畫結案報告》國立故宮博物院委託（台北：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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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李德河、傅朝卿、劉益昌等，《王城試掘研究計畫（二）及

影像紀錄期末報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台南市政府

委託（台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2006.4）。   

112. 劉益昌、郭素秋、林淑芬、林美智，《台北植物園及南海學

園地下遺址之考古探勘專業分析評估計畫》，行政院農委員林

業試業所委託， 2006.12。   

113. 劉益昌、溫振華、王淑津、林美智，《「臺中縣縣定古蹟牛

罵頭遺址調查研究計畫案」結案報告書》，臺中縣文化局，清

水， 2006.12。   

114. 劉益昌、邱敏勇、林美智、鍾翰光，《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遺

址調查研究計畫案報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2006.12。   

115. 郭素秋、劉益昌，《金門移民適應與遷移調查研究（史前後

期》，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2006.12。   

116. 劉益昌、王淑津、林美智，《陽明山及鄰近地區考古學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

究報告，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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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文獻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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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歷史學 博士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歷史系 契約與台灣社會 助理教授 93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 早期台灣史專題 助理教授 93學年下學期 

歷史系 荷蘭東印度公司 助理教授 94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 清代台灣史專題 助理教授 94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博士班 台灣史與台灣史

料 

助理教授 94學年下學期 

歷史系 早期台灣史專題 助理教授 95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博士班 開港以後的台灣

發展（1860-1895） 

助理教授 95學年上學期 

歷史系 

（學碩博合上） 

早期台灣史史料

選讀 

助理教授 95學年下學期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期刊論文  

林偉盛，〈荷蘭貿易與中國海商（ 1635-1662 ）〉 ，《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7 

期， 2000 。（八十九年度國科會甲等研究獎勵）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有關台灣史料介紹〉，《漢學研究通訊》（ 75 ），

台北，漢學研究中心， 2000 。  

林偉盛，〈清代淡水廳的分類械鬥〉，《台灣風物》， 53 卷 2 期， 2002 年 6 月。  

林偉盛，〈熱蘭遮圍城兩百七十五日〉，《故宮文物月刊》 20(12) ，台北，故宮

博物院， 2003 年 3 月。（節錄）  

LIN WEI-SHENG,‘ The Voc trade in Taiwan ' , in IIAS( Internatio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 Letter, The Netherlands, 31, July, 2003.  

林偉盛，〈國姓爺攻台之役的再思考），《台灣文獻》 55 （ 4 ）， 200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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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論文 ( 僅列未出版部分 )  

林偉盛，〈荷據時期的臺灣貿易以貿易路線和貿易品為中心〉，《台灣歷史與經濟

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省諮議局， 2004 。  

專書及專書論文  

林偉盛，〈荷據時期的台灣砂糖貿易〉，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樂學書局， 2001 。  

林偉盛，〈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台灣史論文精選》，玉山社， 1996 。  

林偉盛，〈荷據時期台灣的國際貿易 — 以生絲貿易為主〉，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編，《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鄭成功與劉銘傳》，台北， 2003 年 4 

月。  

林偉盛，〈對峙：熱蘭遮圍城兩百七十五日〉，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 — 十七

世紀的台灣 . 荷蘭與東亞》，台北，故宮博物院， 2003 年 1 月。  

技術報告及其他  

書評  

林偉盛，〈簡評劉著清代台灣民變研究〉，《台灣風物》 37 （ 1 ）。  

林偉盛，〈評《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

（ 24 ），國史館， 2000 。  

林偉盛，〈評白蒂《遠東國際舞台上的風雲人物 — 鄭成功》〉，《中國現代史書評

選輯》（ 26 ），國史館， 2001 。  

其他  

林偉盛，《台灣全記錄》，錦繡出版社。（撰寫部分日據時期）  

林偉盛，〈平埔族〉，暨大電子報，第一期。  

林偉盛，〈淡新檔案〉，暨大電子報，第四期。  

林偉盛，〈岸裡社文書〉，暨大電子報，第六期。  

林偉盛，〈簡介梅氏日記 — 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中國時報》。  

林偉盛，〈聯合東印度公司〉，《小大地》（親師別冊）， 2003 年， 1 月，頁 18-24 。  

林偉盛，《臺灣歷史辭典》，許雪姬主編，遠流出版社， 2004 。  

研究計畫  

國科會計畫：「貿易與變遷：比較荷蘭與明鄭時期的台灣貿易」，計畫編號 

NSC89-2411-H-260-021 ，執行期間： 2000.8.1 ～ 2001.1.31 。  

國科會計畫：「埔里牛眠地區平埔族生活史」，計畫編號 

NSC91-2411-H-260-021 ，執行期間： 2002.8.1 ～ 2004.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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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梅慧玉 英文姓名 Hui-yu Mei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埔里民族誌專題研究 

2.地方文史紀錄片製作 

3.人類學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澳洲國立大學

亞洲太平洋研

究學院 

澳洲 人類學 博士 1995年 12月

至 2003年 4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88年 9月至

1992年 6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人類學研究所 田野實踐與民族

誌 

專任老師 94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人類學方法論 專任老師 94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人類學田野實習 專任老師 94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影像、記錄與人類

學 

專任老師 94年 9月~96年 6

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專業論文 

1.承繼、創造與實踐：綠島社會的乩童研究（人類學碩士論文）, 1992   

2.Seating the Gods, Celebrating the Spirits: Locality, Ritual Practice 

and Social Memory in A Taiwanese Community（人類學博士論文）, 2003 

會議論文 

1.交陪境與禮數：以台南市安平區的二次醮儀為例,發表於『台灣與福建兩地區之

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研討會,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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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nsistency and Variati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hiao Ritual, 發表

於澳洲中國研究協會年度會議, 1997 

3.Writing Temple History as a Social Practice: The Authorship of the Local 

Tradition, 發表於澳洲中國研究協會年度會議, 2001 

4.印尼華族記憶的我群觀：以雅加達華人廟宇中另類神的誕生為例，第四屆國際

青年漢學會議：多元族群觀點下的漢學研究（東華大學主辦）研討會論文, 2005 

5.天的子民：雅加達萬鴉佬華人移民的宗教實踐，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

研討會（成功大學主辦）會議論文, 2006 

出版論文 

1.癸酉年港仔尾社靈濟殿慶成祈安建醮大典記實（與潘英海合著）, 台灣風物 

44(2)：147-80,19942.交陪境與禮數：以台南市安平區的二次醮儀為例 

,收入台灣與福建兩地區之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討論會論文第三集, 

145-77頁, 1996 

3.壬申年王城西社西龍殿慶成祈安建醮大典記實（與潘英海合著）,台灣文獻 

47(3)：111-148, 19964. Kiri-kiri, Pak: 雅加達田野調查紀實與反思，中 

研院亞太研究論壇 27: 22-32,2005 

5.雅加達華人廟的社會記憶圖像，中研院亞太研究論壇 27：111-55,2005 

6.社會記憶的書寫與實踐：一個地方版廟誌的產生，民俗曲藝神職人員與地方社

會專號, 2006 

 

田野調查報告 

1.印尼雅加達華人廟宇普查第一年度工作報告, 2004 

2.印尼雅加達華人廟宇普查第二年度工作報告,2005 

專書 

1.Sitting the Gods, Celebrating the Spirits: Locality, Ritual Practice and 

Social Memory in aTaiwanese Community.(國外出版社洽談中) 

其他 

伍德宮廟誌（與乩童林小雨合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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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范毅軍 英文姓名 I-chun Fan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地理資訊系統與區域研究之應用 

2.資訊科技與人文學科整合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史丹佛大學 美國 歷史研究所 博士 1988年 8月至

1993年 7月 

國立師範大學 台灣 歷史研究所 碩士 1980年 8月至

1981年 7月 

中央研究院 台灣 歷史語言研究

所 

研究員 1997年 1月迄

今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論文 

 

1.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4（1982.5），

頁 241-251。 

2.汕頭貿易與韓江流域手工業的變遷──1867-19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11（1982.7），頁 131-160。 

3.廣東韓梅流域的糖業經濟──1861-19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

（1983.6），頁 127-161。 

4.華北農村聚落的形成及其土地問題，《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頁 317-354。 

5.外貿與商業，《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編，民國時期（三）》（臺北：國立編譯館，

1987.10），頁 1415-1498。 

6. The Rice Trade of Modern China - A Case Study of Anhwei and Its Entrepot 

Wuhu, 1877-1937,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eds.,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0), pp. 20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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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走私、貪污、關稅制度與明清國內貨物流通的徵收──明清時代關稅資料性質

的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1993.6），頁 73-87。 

8.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9，3（1998.9），頁 87-133。 

9.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誌》

102，4（2001.4），頁 16-47。 

 

書評 

 

1.評介高著「中國知識份子與辛亥革命」，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3

（1980），頁 19。 

 

會議論文 

 

1. The Development of Periodical Market System - A Case Study of Ch'ing 

Hsien, Hopei, 2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Wilmington, Delaware, Nov. 2-4, 1984, 15 pp.). 

2.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trade in Modern China, 

1879-1929,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ethod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Tuscon Arizona, Jan. 6-10, 1988, 42 pp.). 

 

其他 

 

1.試論地理資訊系統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古今論衡》2（1999），頁 93-96。 

2.范毅軍、白碧玲、嚴漢偉，空間資訊技術應用於漢學研究的價值與作用，《漢

學研究通訊》78（2001），頁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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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邱韻芳 英文姓名 Yun -fang Chiu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歷史人類學 

2.人類學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博士 1997年 9月至

2004年 1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94年 9月至

1997年 6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人類學研究所 歷史人類學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南島語族研

究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宗教人類學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2004  《祖靈、上帝與傳統：基督長老教會與 Truku 人的宗教變遷》，台大人類

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3  <傳統的建構與文化的轉譯：試析花蓮 Truku人的祖靈祭>，於 2002年 1 1

月 6日「泰雅族族群意識之建構、認同與分裂學術研討會」宣讀 

2002  <拼貼式的宗教圖象：銅蘭 Truku人宗教生活初探>，於 2001年 6月 2日

「第二屆全國人類學相關領域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宣讀 

2000  <田野經驗、民族誌書寫，與人類學知識的建構：文本的比較分析>，《考

古人類學刊》56:77-99 

1997  《部落、長老教會與本土化：東光布農人的信仰與認同》，台大人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97  <族群、信仰與認同：一個都市族裔性社團的人類學分析>，《山海月刊》

17: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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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鄭振滿 英文姓名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區域研究法 

2.歷史學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廈門大學 中國大陸 歷史系 博士 1989獲得學位 

廈門大學 中國大陸 歷史系 碩士 1984獲得學位 

廈門大學 中國大陸 歷史系 學士 1980獲得學位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歷史研究所 社區研究與社會

調查 

專任教師 1998——2006 

歷史學系 歷史人人類學導

論 

專任教師 2002——2005 

歷史研究所 中國近現代化社

會文化變遷論 

專任教師 1998——2006 

歷史研究所 中國近代社會史 專任教師 2000——2004 

歷史研究所 史學方法論 專任教師 1995——2005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獲獎成果 

2004-2005，“注重實踐的歷史學人才培養模式”獲福建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

獎、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 

2005，論文《二十世紀的清史研究》獲福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004，主講本科生基礎課《史學概論》入選福建省精品課程 

2003，論文《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獲福建省“第五屆哲學社會

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1998，專著《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獲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第二屆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三等獎 

1998，論文《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獲福建省“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

果獎”三等獎 

論著目錄 

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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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a.《鄉土中國：培田》，與張侃合作，北京三聯書店。 

2003 

a.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與陳春聲合編，福建人民出版社。 

b.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三冊七卷），與丁荷生合編，福建人民出版

社。 

二、論文 

2006 

a.《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福建興化府歷代碑銘解析》，刊《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四卷第一期。 

2004 

a.《明清時代的鄉族與國家》，刊韓國《明清史研究》第 20輯。 

b.《福建學者的區域史研究概況》，刊香港《華南研究會紀念文集》。 

c.《文化、歷史與國家：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與黃向春合撰，刊《中國社

會歷史評論》第五輯。 

2003 

a.《明清福建裏社組織的演變》，獨撰，刊《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 

建人民出版社。 

b.《明清時期閩北鄉族地主經濟》，刊《清史研究》2003 年第二期。 

c.《從民俗研究歷史：我對歷史人類學的理解》，刊《廈門大學人文演 

講錄》，黃山書社。 

2002 

a.《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刊《清史研究》2002 年第 

二期。 

 

 



 103 

 

中文姓名 廖炳惠 英文姓名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全球化與在地化 

2.外國語文學 

3.後殖民論述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加洲大學 美國 文學研究所 博士 1983年 9月至

1987年 6月 

國立臺灣大學 台灣 外文研究所 碩士 1979年 9月至

1982年 6月 

東海大學 台灣 外文系 學士 1972年 9月至

1976年 6月 

國立清華大學 台灣 外國語文系 教授 1991年 1月迄

今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外國語文系 英國文學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外國語文系 文學批評 副教授 94年 9月~95年 6月 

外國語文系 旅行文學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外國語文系 後殖民論述 副教授 94年 9月~95年 6月 

外國語文系 性別與電影 副教授 94年 9月~95年 6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學術獎勵及榮譽：  

1.Michel de Certeau Dissertation Award, U of California, 1987  

2.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er Fellowship, 1987-94  

3.NSC Fine Researcher Fellowship, 1989-90; 1992-93; 1993-94  

4.NSC Outstanding Researcher Fellowship, 1994-96  

5.NSC Research Award, 1996-98 

學術期刊論文  

38.Liao,Ping-hui， "Is There Society in the Text? Reviewing Fiction 

and Society. Taiwan Racial Social Review 3.1988。  

39.Liao,Ping-hui， 〈文學理論與社會實踐，《中美文學與思想論文集》， 

台北： 中中研院美研所。"Literary Theory and Social Practice"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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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ino-America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aipei： Academia 

Sinica，）.1991  

40.Liao,Ping-hui，〈兩種「體」現〉，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

氣論與身體觀》，台北： 巨流，215-26. "Two Modern of Embodiment", 

Theories of Chi and Body in Chinese Antiquity， ed. Rubing Yang 

（Taipei： Chu- liu）.1993  

41.Liao,Ping-hui，"Words and Pictures： On Lyric Inscriptions in 

Chinese Painting",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8：

441-66. 收入 （rpt. in） East-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Tak-wai Wang （U of Hong Kong， 1993） 75-203.1988  

42.Liao,Ping-hui，"Taking a Part in that Utopian Space", Asian Culture 

15： 35-53.1987  

43.Liao,Ping-hui，"Program Asian-Pacific Cultural Studies", Culture 

and Policy （forthcoming）.  

44.Liao,Ping-hui，"Intersection and Juxtaposition of Wor（1）DS", 

TAMKANG REVIEW 14：395-441.1983  

45.1993Liao,Ping-hui， "Hope, Recollection, Repetition： Revisited", 

Musical Quarterly 77,1：67-80.  

46.Liao,Ping-hui，"Reading the Other Reading", Proceedings of 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and West, ICLA.1991  

47.Liao,Ping-hui，"Reading the Other Reading", Concept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 West, （Taipei： CLA, ROC,1993）89-101.1993  

48.Liao,Ping-hui，〈里柯的三度擬仿論及其問題〉，《新文學史》 1 ：69-86。

" Ricoeur on Three Mimeses", New Literary History 1.1993  

49.Liao,Ping-hui，"The Mother in the Hall： Figures and Discourses of 

Mastery and Control", Tamkang Review 238-63.1990  

50.Liao,Ping-hui，〈泰勒論現代性與多元文化〉，《當代》100：10-29。

"Charles Taylor on Modern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Contemporary.1994  

51.Liao,Ping-hui，"Rewriting Taiwan's National History：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s Spectacle", Public Culture 5,1：281-96.1993  

52.Liao,Ping-hui，〈後殖民時代的歷史研究〉，《新史學 》 3，2：123-49。

" Historical Studies for the Postcolonial Era", New 

Historiography.1992  

53.Liao,Ping-hui，"Constant Renewal of the Archaic： Problems of 

Bakhtin's Genre Theor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89-101.1990  

54.Liao,Ping-hui，"Of Writing Words for Music Which is Already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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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e Butterfly, Turandot, Orientalism", Cultural Critique 16：

31-59.1990  

55.Liao,Ping-hui，〈新歷史主義與後殖民論述〉，《中外史學》20，21： 25- 

38。"New Historicism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20.1992  

56.Liao,Ping-hui， "Disrupting the Single Voice Narrative： Sexuality 

vs. Textual Economy in Wuthering Height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37-55.1988  

57.1994Liao,Ping-hui，〈族群與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101-16，

（台北：前衛）。 "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The Development 

Nationalism in Taiwan （Taipei： Chienwei）.  

58.1993.09Liao,Ping-hui，〈母語運動與國家文藝體制〉，《中外文學》 22, 

4， （國家文學專號： 9-17）：6-14， "Mother Tongue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59.Liao,Ping-hui，"Opera and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Politics", A 

Night in at he Opera：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Opera, ed. Jeremy 

Tambling London： John Libbey）,297-305.1994  

60.Liao,Ping-hui，〈空與性別的錯亂：論霸王別姬時〉，《中外文學》 22, 

1：6-18。"Chronotopic and Gender Disorder： ON Farewell to My 

Concubine",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1993.06  

61.Liao,Ping-hui，〈馬克吐溫《哈克歷險記》與多元及公共場域〉，《當

代》93 （1994）：48-65。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ssues in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 Contemporary.1994.   

62.Liao,Ping-hui，〈創新與蛻變〉，收入《中國文學史的省思》， 陳國沈

主編（香港：三聯） 186-212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

Shanlien）.1993.   

63.Liao,Ping-hui， "Image, Power, Zen Discourse", Tamkang Review 18： 

371-378.1989.  

64.1994. Liao,Ping-hui，〈噪音或造音〉，《《噪音》導讀》，（台北：

時報文化）。"Noise or Music?", Foreword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cques Attali's Bruits （Taipei： Shih-pao）.  

65. Liao,Ping-hui，〈文化研究與文學教育〉，《中外文學》23,8： 21-28。

"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Education",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1995.  

66.Liao,Ping-hui，〈比較文學與現代詩篇〉，《中外文學 》24,2：67-84。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Modem Poetics",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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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Liao,Ping-hui，〈導讀：媒體、消費大眾、國際公共領域〉，《文化批

評與華語電影》，鄭樹森主編，（台北：麥田）。Foreword to Cultural 

Criticism and Chinese Films，ed. William Tay，Taipei：Maitien. 

9-34.1995.  

68.Liao,Ping-hui，〈帝國、性別、階級與敘事體〉，《英美文學評論 》 2：

33- 54。"Empire, Gender, Class, and Narrative Studie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2.1995.   

69.Liao,Ping-hui，〈近五十年的台灣小說〉，《 聯合文學》132：127-37。

1995.   

70.Liao,Ping-hui，〈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

《中外文學》， 24,12： 91-104。1996.  

71.Liao,Ping-hui，〈官檢體制下的書寫倫理與政治：科特吉在布雷滕巴哈

與葛蒂瑪之間的抉擇〉，《中外文學》25， 3： 190-204。1996.   

72.Liao,Ping-hui， "The Case of the Emergent Cultural Criticism 

Columns in Taiwan's Newspaper Litera ry 

Supplements",Global/Local ：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eds. Rob Wilson and Wimal Dissanayake, 

Durham：Duke Up： 337-347.1996.  

73.1996.Liao,Ping-hui， "Chinese Nationalism or Taiwanese Localism", 

Culture and Policy 7.2： 75-92.  

74.Liao,Ping-hui， "Postmodern Literary Discourse and Contemporary 

Public Culture in Taiwan", Boundary 2.1997,  

研討會論文 

34.Liao,Ping-hui， 〈游旅族群與文化認同〉，「華美作家文化屬性研討會」， 

中研院歐美所。1993.02.15-16  

35.Liao,Ping-hui「當代台灣公共文化的回顧與展望百年來的台灣研討會」， 

1995/01/7-8. （台大法學院） 。1995.   

36.Liao,Ping-hui，〈霸王別姬的由戲入影〉，「梅蘭芳百年誕辰學術研討

會」，台北， 1994/06/25-26. （後刊於中外禮學 23 卷 6 期，1994/11，

124-34.）。1994.  

37.Liao,Ping-hui，〈文學理論與社會實踐：論薩伊德、美國文學與思想〉, 

中研院美研所 10月 28-29日.（收入論文集）。1990.  

38.Liao,Ping-hui，〈從巴別塔談建築性的思索〉，「從現代到後現代研討

會」，清華大學，台北，（修訂稿刊於《當代》43期，後收入《形式與

意識形態》） 。1988.12.22-24.   

39.Liao,Ping-hui，〈作品中有個文字共和國嗎？試論「哈克貝利芬歷險記」

對多元文化與公共領域研究的啟示〉，《美國文學與思想》， 中研院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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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所。1993.10.29-30  

40. Liao,Ping-hui，"The Case of the Emergent Cultural Criticism 

Column,in Taiwan's Newspaper Literary Supplements", 

Internationalizing Cultural Studies, Eastwest Center, Dec. 12-14,

（Tobe included in Global 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Imag ）.1994.  

41.Liao,Ping-hui，〈王文興的現代與傳統情結，從 40到 90年代〉，「兩

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中國時報，1994/01/8-9. 縮艇誑 Z於人間副

刊 1997/01/07 39 版）1994  

42.Liao,Ping-hui， "Commentary as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ivil Socie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Bellagio Center, 

Italy.1993.08.23-27  

43. Liao,Ping-hui"The Ideology of Reading： On Rose,Rose, I Love You"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Duke University, 

Oct. 4-6.1990.  

44.Liao,Ping-hui， "Reproducing Histories： On Farewell to My 

Concubine and the Master Puppeteer", Anticipating the 21th Century, 

Univ. of Colorado， Mar. 4-7.1994  

45.Liao,Ping-hui， "The Ideology of Reading： On Rose， Rose， I Love 

You",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Duke 

University.1990.10.4-6  

46.Liao,Ping-hui， "Reading the Other Reading" ,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ast and West， ICLA,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pr.27-30， （論文中譯刊於中外文學）1990  

47.Liao,Ping-hui， "Reading the Other Reading", 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East and West, ICL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rch 23- 

25. （論文中譯刊於中外文學）1991  

48.Liao,Ping-hui， "The Sexual and Racial Politics of Incorporation 

and Distanciation in Ching-hua Yu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UCLA.1992.03.21-24.  

49.Liao,Ping-hui， "Hope, Recollection, Repeti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Criticis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論文刊於 Musical Quarterly 71期）1992.12.27-1993.01.10.  

50.Liao,Ping-hui，"Rewriting Taiwan's National History",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 Chicago, （論文刊於 Public Studies 5， 1期）

1992.07.21-08.03.   

51.Liao,Ping-hui， "Of Writing Words for Music Which is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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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Chinese 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r the 90s. Chinese 

University, Hong Kong, （論文刊於 Culture Critique 16 期）

1989/12/11-14.  

52. Liao,Ping-hui，"The Sexual and Racial Politics of Incorporation 

and Distanciation in Ching-hua Yu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UCLA, 1992, March 21-24.1992.  

53. Liao,Ping-hui，"Rethinking Japanese Colonialism, Modernity and 

Colonialism in East Asia",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 Univ.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April 20, 1995. （invited guest 

speaker）.1995.  

54.Liao,Ping-hui， "Identity Politics and Cultural Fundamentalism in 

Modern East sia", IFK Workshop on Cultural Identity, Vienna, May 

27-28, 1995.1995.  

55.Liao,Ping-hui "The Receptions of Hong Kong Kung-fu Films in the 

Pan-Chinese Communiti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Workshop, 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 

June17-22, 1995.1995.  

56.Liao,Ping-hui ，"Chinese Nationalism or Taiwanese Localism", 

Cultural Policy： State of the Art Conference, Brisbane, June 28-30, 

1995.  

57.Liao,Ping-hui， "Hyphen-Nations, Rewriting the Pacific Workshops", 

Univ of California, Davis-Berkeley, Oct. 19-22, 1996. （Key-note 

speech）.  

58.Liao,Ping-hui， "Taiwan and the Inter-Chinese Public Sphere, 

Cultural Politics of Cosmopolitanism Conferenc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Jan.2-8, 1996.  

59.Liao,Ping-hui，〈由幾幅景物畫看五○至七○年代台灣的城鄉關係〉，

「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研討會」，1996年 9月 13-14 日，

台北， （論文刊於研討會論文集，文建會出版，1997，頁 38-55）。1996.   

60.Liao,Ping-hui，",Hermeneutic Tradition in Chinese Culture, Rutgers 

University, Sept.11-14,1996, （invited speaker）.1996  

61.Liao,Ping-hui，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Taiwa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Workshop, Harvard Univ., Oct.17,1996, 

（invited speaker）.1996.  

62. Liao,Ping-hui，"Contemporary Taiwan Studies and Internet 

Possibilities", Rethinking Asian Studies, Rice Univ., Nov. 16-17. 

（invited speaker）. < since 1971 ： From Periphery to Marginality", 

Harvard Chinese Studies Workshop, Harvard Univ., Jan.18,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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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ist）.1996.  

63.Liao,Ping-hui，"Art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 and "Music and 

Travel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April17-18, 1997,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New York."Thinking Beyond the Postcolonial" 

series. （invited speaker）（論文之一將刊登於 Modern China）.1997.   

64.Liao,Ping-hui，"Pan-Asianism and Archive Research", Rice Univ. 

May8-10, 1997, （invited speaker）.1997.   

65.Liao,Ping-hui，"Journalism, Popular Culture, and Literary 

Studies", North America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commentary on 

panel papers, U.C. Berkeley May 28-June 1,1997.（invited speaker 

& chair）.1997.   

66.Liao,Ping-hui， "History as a Sign of the Modern：Gendered Memories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XVth Congress of the ICL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August 16-22, 1997.1997.  

 

專書及專書研討會論文 

6.  廖炳惠，〈中西女性與公共領域：導讀〉，《北縣文化》38：13-18，（本

文為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為亞洲協會編輯之性別研究讀本系列之

導讀）。1993.  

7. 廖炳惠，《解構批評論集》，(台北：東大)。 On Deconstruction. Taipei： 

Tungta.1985.   

8.  廖炳惠，〈寫實文學觀的洞見與不見：簡評「戰後台灣文學經驗」〉，

《台灣文學》7：33-38。1993.  

9.  廖炳惠，《形式與意識形態》，(台北：聯經). Forms and Ideology， 

Taipei： Lienching.1990.  

10.廖炳惠，《里柯》，西洋文學與文化意識叢書，(台北：東大）. Paul Ricoeur 

（Studies in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eries） 

Taipei： Tungta.1993.   

6.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集》，台北：麥田， Modernity in  

Revision： Reading Postmodern/Postcolonial Theories. Taipei： 

Maitie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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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容邵武 英文姓名 Shaw-wu Jung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水沙連地域專題研究 

2.人類學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New School 

University 

美國 人類學系 博士 1994年 9月至

2003年 1月 

國立清華大學 台灣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1990年 9月至

1993年 7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人類學研究所 文化資產與社區

營造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漢人社會與

文化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人類學研究所 文化與社會理論 專任教師 93年 9月~96年 6

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期刊論文 

2006 〈審查中〉Building Civil Society from the Rubbles: Tradition, 

Community, and Citizenship in Taiw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005  社區的界限：權利與文化的研究－台中東勢的個案分析。考古人類學刊 第

62期: 93-121。 

專書論文 

2006  「危 險」的人類學家。刊於《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郭

佩宜、王宏仁主編，頁 253-280，台北：巨流。 

2004  九二一地震台中東勢重建的土地問題：一個法律人類學的觀點。收入林美

容，丁仁傑，詹素娟等編，災難與重建：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 論

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11 

2006文化營造與社區轉型：台中東勢客家村的個案研究。苗栗文 

化局編，客家、族群、多元文化，苗栗文化局。 

國科會研究計畫 

2006/8-2008/8  權利的在地化研究：一個社區公共空間營造的探討。 

2005/8-2006/8  地方社會的法律與文化：埔里鎮調解委員會的研究。 

研討會論文 

2006  Culture-Bound Citizenship: Practicing Righ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Public Space in Taiwan. 論文發表於 Society for East 

Asia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3-16 July. 

2006  Looking for Customs through Looking Glass: Anthropology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Power.  論文發表於 6th Eastern Asian Conference on 

Philosophy of Law 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Diversity of Legal Cul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rch 26-27. 

2006   New Subjectivities and Old Person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Public Space. 論文發表於「第七屆文化研究會議」。國立中

央大學文學院，1月 7-8日 

2005  “We are not talking of law here”: Law and Local Culture at District 

Mediation Committe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New Zealand Asia 

Study Annual Meeting 2005. University of Waikato, New Zealand, 21 

to 23 November 2005 

2004   Earthquake, Crisis and Normalcy: Negotiating Nature and Culture.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Atlanta, Georgia, USA, April 22-25. 

2003  正常的意外：危險、責任與權力機制。論文發表於「2003年台灣社會學

學會年會」。政治大學，11月 29日。 

2003  Toward a Legal Anthropology of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ew York, USA, March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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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饒見有 英文姓名 Jiann-Yeou Rau 

教授科目/ 

研究專長 

1.空間、聚落與文化地圖 

2.衛星航太技術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中央大學 台灣 土木工程研究

所 

博士 1995年 9月至

2002年 1月 

國立中央大學 台灣 大氣物理研究

所 

碩士 1987年 9月至

1989年 6月 

國立中央大學 台灣 大氣物理系 學士 1983年 9月至

1987年 6月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台灣 航太技術師兼

資源衛星接收

站研發組 

組長 2003年 9月迄

今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中央大學太空遙

測中心 

衛星地圖與 GIS在

人文學科的應用 

航太技術師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得獎紀錄  

7. 1998年以「陳良健,陳慶鵬,饒見有, 1997,"數位空照立體對邊緣萃取與

匹配之研究" 航測及遙測學刊, vol. 2, no. 4.」，榮獲中華民國航空測

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年會論文獎。  

8. 2002年以「饒見有,陳良健, 2002,"半自動化三維房屋模型之幾何模塑

" ,2002年兩岸青年遙感探測學術論壇,新竹,交通大學.」，榮獲優秀論

文獎。  

9. 2003年以「Rau, J. Y., 2002."Geometrical Building Mode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Ortho-Rectification for Aerial Imag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an. 2002, 104 

Pages.」，榮獲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博士學位論文優等獎，

日期:2003年 12月 13日。  

10.2003年以「饒見有, 陳良健, 2002,"棋盤式都會區航空照片照片中矩形

建築物直線偵測之研究",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 Vol. 14, No. 1, pp. 

123-131.」一文，榮獲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論文獎。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1998-csprs_edge%20extraction%20and%20matching%20for%20digitized%20aerial%20stereopair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1998-csprs_edge%20extraction%20and%20matching%20for%20digitized%20aerial%20stereopair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002-Best%20Paper.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002-Best%20Paper.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84342007.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84342007.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Best%20Ph.D.%20Dissertation%20Award.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2002-CICHE-A%20study%20on%20straight-line%20detection%20for%20rectangular%20buildings%20in%20lattice-oriented%20urban%20areas%20of%20aerial%20photograph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2002-CICHE-A%20study%20on%20straight-line%20detection%20for%20rectangular%20buildings%20in%20lattice-oriented%20urban%20areas%20of%20aerial%20photograph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003%20CSCE-Annual%20Best%20Paper%20Awar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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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4年以「饒見有 , 陳良健 , 2004,"建築物幾何模塑及其於航照影像

正射化之應用", 航測及遙測學刊 , Vol 9, No. 1, pp. 53-76 .」一文，

榮獲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傅安明先生學術傑出論文獎，日

期:2005年 12月 17日。  

12.2005年以「Chen, L.C., Kuo, C.Y., Rau, J.Y., and Hsieh, C.H., 2005. 

"Fusion of LIDAR data and large-scale vector maps for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Proceedings of Asian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Nov. 7-11, Hanoi, Vietnam, CD-ROM.」，榮獲第 26屆亞洲遙

測研究會 Best Speaker 獎(報告人饒見有)，日期:2005年 11 月 7~11 日。 

著作 

1. Chen, L. C. and Rau, J. Y., 1993, “Geometric Correction of Airborne 

Scanner Imagery Using Triangulated Feature Point Mat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vol. 14, no. 16, pp. 

3041-3059. (SCI, EI)   

2. Chen, L. C. and Rau, J. Y., 1993, “A Unified Solution for Digital 

Terrain Model and Orthoimage Generations from SPOT Stereopairs”,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vol. 14, no. 

6, pp. 1243-1252. (SCI, EI)  

3. Chen, L. C. and Rau, J. Y., 1998, “Detection of Shoreline Changes 

for Tideland Areas Using Multi-Temporal Satellite Im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vol.19, No. 17, pp. 

3383-3397. (SCI, EI)  

4. Rau, J. Y., Chen, N.Y, and Chen, L. C., 2002, “True Orthophoto 

Generation of Built-Up Areas Using Multi-View Images”,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Vol. 68, No. 6, 

pp. 581-588. (SCI, EI)  

5. Rau, J. Y., and Chen, L. C., 2003, “Robust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Models from Three-Dimensional Line Segments”,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Vol. 69.No.2, pp. 

181-188. (SCI, EI) [NSC 89-2211-E-008-086]  

6. Chen, L. C., Lo, C. Y., and Rau, J. Y., 2003, “Generation of Digital 

Orthophotos from IKONOS Satellite Images”, Journal of Surveying 

Engineering, ASCE, Vol. 129, No. 2, pp. 73-78. (SCI, EI) [NSC 

90-2211-E-008-047] Download  

7. Chen, L. C., Teo, T. A., and Rau, J. Y., 2003. “Fast 

Orthorectification for Satellite Images Using Patch 

Backprojection”,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2004-CSPRS-Geometrical%20Building%20Modeling%20and%20Its%20Application%20to%20the%20Ortho-Rectification%20for%20Aerial%20Image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J2004-CSPRS-Geometrical%20Building%20Modeling%20and%20Its%20Application%20to%20the%20Ortho-Rectification%20for%20Aerial%20Images.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004%20An-Ming%20Fu%20Memorial%20Award.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C2005-ACRS-Fusion%20of%20LIDAR%20Data%20and%20Large-scale%20Vector%20Maps%20for%20Building%20Reocnstruction.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C2005-ACRS-Fusion%20of%20LIDAR%20Data%20and%20Large-scale%20Vector%20Maps%20for%20Building%20Reocnstruction.pdf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6thACRS_Best%20Speaker.JPG
http://dpl.csrsr.ncu.edu.tw/members/jyrau/download/26thACRS_Best%20Speak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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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ng Symposium.Vol.2, pp.803-805. (EI) [NSC 91-2212-6-008-019]  

8. Chen, L. C., Teo, T. A., and Rau, J. Y., 2005, “Adaptive Patch 

Projec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Orthophotos from Satellite 

Images”, Photogra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Vol. 71, 

No. 11. pp. 1321-1327.(SCI,EI)  

9. Chen, L. C., Teo, T. A., Rau, J. Y., Liu, J. K. and Hsu, W.C., 2005,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from LIDAR data and aerial imagery”,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Vol.4, 

pp.2846-2849. (EI)  

10. Rau, J. Y., Chen, L. C., Tseng, C., Wu, D. H., and Xie, M. H., 2005, 

“Disaster Detection and Damage Estimation Using Satellite Imagery 

and Land-Use Information”,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Vol.5, pp.3607-3610. (EI)  

11. Chen, L.C., Teo, T. A., Hsieh, C. H., and Rau, J. Y., 2006,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Models with Curvilinear Boundaries from 

Laser Scanner and Aerial Imagery,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LNCS 4319,pp.24-33. (SCI/EI) 

12. Rau, J. Y., Teo, T. A., Chen, L. C., Tsai, F., Hsiao, K. H., and 

Hsu, W. C., 2006, Integration of GPS, GIS and Photogrammetry for 

Texture Mapping in Photo-Realistic City Modeling,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PSIVT 2006, LNCS 4319, pp. 1283-1292. (SCI/EI) 

13. Rau, J. Y., Chen, L. C., Tsai, F., Hsiao, K. H., and Hsu, W. C., 

2006, LOD Generation for 3D Polyhedral Building Model,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PSIVT 2006, LNCS 4319, pp. 44-53. 

(SCI/EI) 

14 Chen, L. C., Teo, T. A., Rau, J. Y., and Wen, R. Y., 2007, 

“Occlusion-compensated true orthorectification for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Photogrammetric Record., Vol. 22, 

No. 117, pp.39-52. (SCI,EI)  

15. Chen, L.C., Teo, T. A., Kuo, C.Y., and Rau, J. Y., 2007, Shaping 

Polyhedral Buildings by the Fusion of Vector Maps and LIDAR Point 

Clouds,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Accepted) (SCI,EI)   

16. Rau, J. Y., Chen, L.C., Liu, J. K., and Wu, T.H., 2007, Dynamics 

Monitoring and Disaster Assessment for Watershed Management Using 

Time-Series Satellite Images, IEEE Tra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pecial Issue on “Remote Sensing for Major Disaster 

Prevention,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Accepted) (SC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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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林清財 英文姓名  Ching-cai Lin 

教授科目/研究

專長 
1.水沙連地區民族音樂 

2.民族音樂學 

主要學經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

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法國巴黎第十

大學 

法國 
民族音樂學 博士候選人 

1995 年 9 月至

1998年 7月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 

台灣 
音樂研究所 碩士 

1986 年 9 月至

1988年 7月 

國立臺東大學 台灣 音樂學系 系主任 2006年 8月迄今 

高雄餐旅學院 台灣 通事中心 主任 2001年 8月至

2005年 6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音樂系 音樂學導論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音樂系 世界音樂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音樂研究所 質性研究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音樂研究所 文藝復興音樂史 副教授 95年 9月~96年 6月 

通識中心 台灣音樂學 主任 90年 9月~91年 6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著作(Written Work)： 

A.期刊論文  

1. 林清財，1988 ，〈雅美族音樂的維護與發展〉，刊於《雅美族及雅美文化的維

護與發展》， 頁 163-173。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學會。  

2. 林清財，1989，〈頭社阿立祖祭儀歌曲之研究〉，刊於《台南家專學報》 8：

41-72。  

3. 林清財，1990a，〈蘭嶼雅美族音樂的維護與發展〉，《中國民族學通訊》26：

38-42.  

4. 林清財，1990b，〈在古老的歌謠中哭泣—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困境〉，《文訊》 

53：22-24。  

5. 林清財，1995，〈平埔音樂與民族音樂學研究〉《中國民族學通訊》N∘ 

33:32-52.  

6. 林清財，1999c ，〈邁向天堂的階梯〉刊於林清財主編《紫竹調 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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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36。台南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  

7. 林清財，2002，〈緩而舒、清且揚─祭孔聖樂與雅樂十三音〉，刊於《傳統藝

術》22：31-32。  

 B.研討會論文  

1. 林清財 王唯真 吳玲宜 主編，1988，《第三屆中國民族音樂學會議論文集》，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版。  

2. 林清財，1990d，〈從巴宰海族殘存歌謠試探其音樂之演變〉，《第五屆全國技

術及職業教育研討會論文集》。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3. 林清財，1995，〈從歌謠看西拉雅族的聚落與族群〉刊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

《平埔族研究論文集》頁 475-498。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籌備處。  

4. 林清財，1998b  〈台灣平埔西拉雅族祭儀音樂之研究〉，刊於《民俗音樂研

究會第五屆 論文集》，頁 2-40。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中華民俗藝

術基 金會主辦。民俗音樂研究會出版。  

5. 林清財，1999a  〈歌謠聚落─大庄人的歌謠分類概念〉刊於林清財、謝元富

主編《後山 音樂祭-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61-182。台東：臺東文化中

心出版。  

6. 林清財，2000a  〈轉變中的音樂符碼〉發表於文建會傳統音樂中心《傳統音

樂的過去與展望》研討會，2000/01/24-25，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7. 林清財，2000b  〈歌謠聚落之間-六龜與加吶埔的歌謠關係〉發表於屏東文

化中心《屏東學學術研討會》，2000/02/01-02，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8. 林清財，2000c ，〈歌謠聚落史觀：以西拉雅歌謠為例〉，發表於「亞太藝術

節學術研討會」 2000/10/09，台北，國立藝術學院。  

9. 林清財，2000d，〈歌謠記憶：西拉雅人的歌謠手抄本〉，發表於「平埔族群與

台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10/23-25，南港，中央研究院。  

10.林清財，2000e，〈傳統與傳承：談原住民的音樂文化〉，發表於「原住民樂舞

藝術祭文化 教育與社區資源研討會」，2000/10/29-30，屏東，行政院原住民

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11.林清財，2001a，〈歌詞、語言與意義：以台灣西拉雅歌謠為例〉，發表於「文

建會民族音樂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1/12/2-8，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  

12.林清財，2002a，〈台南地區八音團與西拉雅人〉，發表於「南瀛傳統藝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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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02/12，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3.林清財，2002b，〈歌謠聚落的史觀：西拉雅歌謠與聚落的變遷〉，發表於「亞

太傳統藝術論壇」，2000/10/9-12，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C.專書及專書論文 

1.林清財，1987 〈吉貝耍「牽曲」的手抄本〉，《台灣風物》 37(2)：113-131。  

2.林清財，1987 〈大庄「沿革」手寫文獻解說與摘譯〉，《台灣風物》 37(4)：

107-123。  

3.林清財 李壬癸，1988，〈巴則海族的祭祖歌曲及其他歌謠〉，《民族學研究所資

料彙編》3:1-16.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4.林清財，1988a《西拉雅族祭儀音樂研究》。(指導教授：許常惠、劉斌雄)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5.林清財 周理俐 許明鐘 主編，1989，《紫竹調 3》台南，台南家專音樂系論文

集。  

6.林清財，1990c  〈台中縣原住民音樂發展史〉，《台中縣音樂發展史》，台中縣

文化中心專書 31：70-134。  

7.林清財，1991，〈Musique des aborigènes des plaines à Taiwan〉, 發表於

Centre d’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du Sud .  

8.林清財，1991，〈La musique rituelle Siraya à Taiwan〉, 發表於法國巴黎

人類博物館民族音樂學部門( Musée de l’Homme).  

9.林清財 周理俐 許明鐘 主編，1993，《紫竹調 5》台南，台南家專音樂系論文

集。  

10.林清財 周理俐 許明鐘 主編，1994，《紫竹調 6》台南，台南家專音樂系論

文集。  

11.林清財 周理俐 許明鐘 主編，1995，《紫竹調 7》台南，台南家專音樂系論

文集。  

12.林清財，1997，〈原住民音樂〉載於陳毓秀主編《台灣音樂閱覽》頁 10-21。

台北:玉山社。林清財，1997a，〈台灣平埔族群的音樂文化〉，刊於《音樂台

灣一百年論文集》，陳郁秀 主編，頁 247-267。臺北：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13.林清財，1997b  〈Les traditions musicales des peuples Siraya〉,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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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於法國巴黎人類博物館民族音樂學部門( Musée de l’Homme).  

14.林清財，1997c，〈原住民音樂〉，刊於《台灣音樂閱覽》，陳郁秀主編，頁 10-21。

臺北： 玉山出版社。  

15.林清財，1997，〈台灣平埔族群的音樂文化〉刊於陳毓秀主編《音樂台灣一百

年論文集》頁 247-267。台北:白鷺鷥文教機金會。  

16.林清財，1998，〈西拉雅族歌謠分布與族群遷徙〉刊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

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203-227。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7.林清財，1999b，〈牽曲話蕭壟〉刊於《北頭洋阿立祖民俗文化活動文集》，財

團法人愛鄉文教基金會主編，頁 34-36。台南：財團法人愛鄉文教基金會。  

18.林清財，2000f，《雅樂十三音，古樂新傳 1》CD乙張，台南，台南市政府。  

19.林清財，2000g，《歌謠、聚落與族群：論台灣西拉雅族歌謠》，台北，東大

書局。 

20.林清財、謝元富主編，1999a，《紫竹調 10》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

論文集。  

21.林清財 丁晏海 黃燕忠 吳佳倫 主編，1999b，《後山音樂祭- 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台東：臺東文化中心出版。  

22.林清財 主編，1999c，《紫竹調 11》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論文集。  

23.林清財 主編，2000，《紫竹調 12》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論文集。    

24.林清財 主編，2001，《學術研究菁英講座系列一》乙冊，含講座光碟四張，

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學術研究中心。  

25.林清財，2002a，《雅樂十三音，古樂新傳 2》CD 乙張，2002/09/28，台南，

台南市文廟樂局以成書院。  

26.林清財、黃玲玉 主編，2002b，《府城地區音樂發展史田野調查計劃總報告書》

四冊，2002/12/04，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研究方案(Research Areas)： 

2001-2003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平埔族群的文化」子計畫「平埔族群音樂與周

邊民族音樂的關係」計畫主持人。  

2001-2002 文建會民族音樂研究中心「府城地區音樂發展史田野調查計劃案」

計劃主持人。 

 



 119 

  3.研究進程與相關活動 

   （1）學術研討會：預計每年舉辦一次正式的學術研討會。 

（2）工作坊：預計每個月召開一次研究工作坊，由內部研究同仁發表研究進展。 

（3）專題演講：配合工作坊每年邀請學者專家 4～6次蒞臨演講。 

（4）電子報（研究通訊）：預計每個月發行一次電子報（研究通訊） 

（5）Working Paper：將每次工作坊之論文發表，經修改後出版。一年一冊。 

（6）出版專書及論文集：出版每年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以及研究人員之論著。 

 

 4.預期成果 

（1）透過研究群之成立，跨學科、跨地域整合，健全區域研究發展。 

（2）設置網站，持續經營，將教學研發成果公開，提升普遍的研究水準。 

（3）在計畫期間，跨校聯盟的整合，設立水沙連專題研究研究團隊與專題研

究室。 

（4）成立水沙連專題資料中心成為水沙連專題研究與區域研究的重鎮。 

（5）專題研究室舉辦優質的教學與研究活動，例如：研討會、工作坊、電子

報、專題演講、研究通訊、Working Paper、出版專書及論文集。 

（6）計畫也將藉由研討會、座談會、觀摩會、工作坊等方式，將優秀的研發

成果向學術界、教育界公開。 

（7）培育水沙連專題研究以及區域研究的後進。 

 

5.學術研討會與出版 

（1）學術研討會：預計每年舉辦一次正式的學術研討會。 

（2）電子報（研究通訊）：預計每個月發行一次電子報（研究通訊） 

（3）Working Paper：將每次工作坊之論文發表，經修改後出版。一年一冊。 

（4）出版專書及論文集：出版每年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以及研究人員之論著。 

 



 120 

（三）C類計畫（專題資料室設置：水沙連研究室） 

      1. 建置水沙連研究室 

         學校將提供一空間做為水沙連研究室，專供水沙連研究群群聚討論，並儲存

有關水沙連研究以及區域研究的相關文獻檔案與研究資料。 

 

      2. 購置研究圖書的必要性與教研工作的配合度說明 

         水沙連地域，廣義地說，包括埔里、信義、仁愛、魚池、國姓、竹山、名間、

集集等鄉鎮，為了研究上的需要與便利，我們必須有系統的蒐集地方文獻、

文史檔案、契約文書、田野調查資料等原始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同時我們也

並需購置其他有關區域研究的研究圖書，藉以擴展我們的研究視野，我們終

極的目的是將水沙連研究室發展成全國，乃至國際的區域研究重鎮。 

 

      3. 對未來購書作業提出說明 

         （1）檔案影印與圖書購置優先順序 

              ---濁大計劃出版品影印與採購 

              ---埔里地區地方文史檔案之影印 

              ---水沙連地域地方文史檔案之影印 

              ---南投縣文獻檔案影印 

              ---以濁水溪/大肚溪流域為主的中部地區地方文獻檔案影印 

              ---有關區域研究之研究書目與期刊採購 

         （2）影印與採購流程 

              ---由研究人員帶領研究助理與學生進行（A）地方文史檔案之調查 

                 （B）相關研究書目之搜尋 

              ---盡力採購或影印清單 

              ---經過研究人員團體討論議決 

              ---進行採購或影印 

              ---編目建檔（儲存於 iDOC 資料庫系統） 

              ---開放使用（可透過內部區域網路使用） 

 

      4. 與國外該領域重要研究機構或校院典藏圖書的比較說明 

          目前有關水沙連區域專題的研究仍然沒有，但是在區域研究方面歐美各國、

日本以及大陸都有相關的研究。由於我們仍在起步，目前在圖書設備方面無

法和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柏克萊大學、倫敦政經學院、東京大學等知名

大學的圖書相比較，但是我們有信心建置一個以水沙連研究為中心的區域研

究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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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參與團隊教師研究計畫構想 

（1）授課教師將研究主題結合於課程作業 

（2）授課教師組成整合型研究計畫或個別研究計畫向國科會或其他單位提出

申請，帶領學生參與研究計畫。 

（3）研究計畫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結合，並由地方文史工作者帶領學生認識區

域內的地方文史資料與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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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輔導人文社科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四、自評方式與指標 

◆整體課（學）程計畫自評方式與指標 

（1）自評方式 

           ---籌組水沙連研究群工作小組 

          ---外聘學者專家擔任自評委員 

          ---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 

        （2）指標 

           ---行政規畫與流程控管 

          ---內容可行性與妥適性之管控 

          ---內容前瞻性、創新性及完整性之評估 

          ---經費運用規劃與學校行政及教學支援配合情形之管控 

          ---學程目的之達成度 

          ---學生對學程滿意度之調查 

          ---計畫之執行進度之管控（經費支用、報告繳交及會議出席情形） 

          ---計畫之預期效益之管控 

          ---計畫網站有關課程討論及社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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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輔導人文社科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五、成員資料表 

◆成員資料表已附在 A類計畫及 B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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