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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2015 年春季 

族群與社會專題 

Seminar on Ethnicity and Society 
 

 授課教師：林文蘭 

 課程編號：10320SOC  540600 

 上課時間：星期四 15:30-18:20 

 上課地點：人社院 C306 

 教師研究室：人社院 C625 

 研究室電話：03-5715131ext. 62224 

 e-mail：wenlan@mx.nthu.edu.tw 

 Office Hour：星期二 14:30-18:00（敬請事先約定） 

 說明：有修課意願者，請務必出席第一次上課。旁聽同學除了學期報告之外，負擔

同樣的修課義務。大學部同學如欲修課，敬請先與任課老師討論。 

一、課程簡介 

本課程探討當代族群相關議題之基本概念、理論架構及研究方法。藉由聚焦在台

灣族群與社會的經驗研究，佐以其他社會的族群課題，整合跨學科領域之研究成果，

建立同學對於族群議題有廣博的認識。透過對於特定族群議題之探討，培養學生的基

礎理論訓練，建立批判性的思考、感受能力和分析能力。 

本課程採取課堂講授和集體討論的方式：首先，由修課同學根據興趣擇定主題進

行二十分鐘的引言報告，隨後進行主題式的講授和開放討論。其次，由教師針對主題

講授基本要點，不定期提供課堂討論議題，邀請同學分享意見，修課者有熱衷參與討

論的責任和義務。此外，這門課將佐以辯論活動和訪談訓練，進一步透過對話、思辯

和交流，引導修課同學從社會學和多元文化的視角來思辨和分析族群議題。本課程需

要修課同學付出非常多的時間和心力在設法提問與解答、蒐集資料、觀察社會、建立

分析觀點。最後，同學可根據文本所規劃的主題或開發你/妳所關切的議題，藉由不同

形式的研究方法，創造出屬於你/妳的分析成果，於期末進行分享活動。 

二、評量方式 

※基本要求：保持開放靈活的思考，具備好奇的學習態度，富有批判的精神，培養敏

銳的觀察和深刻的理解，把握學習黃金期。所有的書面報告請遵循學術倫理和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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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課堂參與和輪值報告 15% 

 短評     20% 

 辯論和訪談分享  20% 

 影片或讀書心得  10% 

 學期報告   35% 

1.課堂參與包括：充分準備指定閱讀、積極參與討論，並選擇感興趣的主題輪值報告。 

2.針對每週讀物撰寫兩頁以內的短評，並撰寫心得或問題供課堂討論。批判性的評論應

包括該週文章的主要論點。請注意不是翻譯文本，而是指出作者問的問題、對話的對

象、運用的資料、論證的過程、回答的方式及其理論的意涵。請說明你的具體看法是

什麼？有哪些同意與不同意的地方？對你自己（或你的研究議題）有什麼樣的啟發？

以及你認為可以進一步討論的問題。每週短評請在星期三晚上九點以前上傳到清大

moodle 平台。每週上課先由同學輪值報告閱讀心得，再由授課教師進行主題講解與

開放課堂討論。 

3.針對特定主題，研擬分組辯論和個人訪談活動。評分依據主要針對：課堂上的分享、

PPT 的呈現、呈現議題的完整度、分析力和批判性。 

4.欣賞有族群分析意涵的影片或閱讀相關書籍，並撰寫觀影心得或讀書心得報告。書面

報告寫作原則必須精簡呈現出該影片或該書的內容、心得和評論，並提出它對於你

和台灣社會的族群議題有什麼樣的啟發意涵。 

5.學期報告可採行三種形式：第一、針對族群議題的經驗現象進行分析和評論，撰寫完

整的研究報告。第二、針對某項關鍵（或爭議）的族群政策進行案例分析和批判，並

且規劃出可行的政策改善方案。第三、研擬一份研究計畫書。期末規劃「學期報告工

作坊」，提供同學深入討論進行中的研究計畫或報告，分享彼此的寫作經驗與困難，

體會研究和寫作中不同的問題與解決方式。每位同學都要準備好報告構想或初稿供其

他同學閱讀和評論，也要負擔同樣的評論義務，並提出具體有建設性的評論。繳交期

限：2015 年 7 月 2 日中午 12:00。 

三、參考書籍 

王甫昌 (2003)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北：群學。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歷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北：允晨文化。 

王明珂 (2003) 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歷史人類學研究。台北：聯經。 

吳天泰 (2008) 族群與社會。台北：五南。 

夏黎明與呂理政編 (2000) 族群、歷史與空間。台東：台灣史前文化館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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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日碧力戈 (2000) 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雲南：雲南教育。 

張建成編 (2000) 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台北：師大書苑。 

許維德 (2013) 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台北：遠

流。 

喬健 (2005) 文化、族群與社會的反思。北京：北京大學。 

黃應貴編 (1986) 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論文集。 台北：聯經。 

孫大川 (2010)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北：聯合文學。 

蔣斌與何翠萍編 (2003) 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台北：中研院民族所。 

蕭新煌、潘英海、王甫昌等著 (2011) 臺灣全志(卷三)住民志族群篇。南投：國史館。 

謝世忠 (1987) 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北：自立晚報。 

謝世忠 (2004) 族群人類學的宏觀探索：臺灣原住民論集。台北：台灣大學。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Banks, J. A. and C. A. M. Banks (Eds.) (1993)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Banks, M. (1996)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Barth, F. (ed.)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London: Allen & Unwin. 

Belton, Brian A. (2005) Gypsy and Traveller Ethnicity: the Social Generation of an Ethnic 

Phenomenon. London: Routledge. 

Bodley, John H. (1982) Victims of Progress. California: Mayfield. 

Chen Chung-min, Chuang Ying-chang, Huang Shu-min (1994) Ethnicity in Taiwa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Chiao, Chien and Nicholas Tapp (1989) Ethnicity & Ethnic Groups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non, Frantz (2008)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Fenton, Steve (1999) Ethnicity: Racism, Class and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Goulbourne, Harry (2001) Race and Ethnicit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Hutchinson, John and Anthony D. Smith (eds.) (1996) Ethni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aacs, H. R. (1989)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Cambridge. 

Kymlicka, Will (2001)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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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šević, Siniša (2004) The Sociology of Ethnicity. London: Sage. 

Marger, Martin N. (2000)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Belmont, CA: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Stone John, Rutledge Dennis, Polly Rizova, Anthony Smith and Xiaoshuo Hou (2014)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78) Race and Ethnicity: A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4): 401-411.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96) Does Race Matter. Pp.57-62 in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Yang, Philip Q. (2000) Ethnic Studies: Issue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四、課程規劃 

Week1  2/26  課程簡介與導論 

Week2  3/5  族群關係 

Weber, Max (1997) What is an Ethnic Group?. Pp.15-26 in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 

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Guibernau, Montserrat and Rex, Joh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Wade, Peter (1997) The Meaning of Race and Ethnicity. Pp. 5-24 in Race and Ethnicity in 

Latin America.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Press. 

Hutchinson, John and Anthony D. Smith (eds.) (1996) Ethni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7-31. Concepts of Ethnicity) 

Mckay, James F. (1977) Ethnicity and the Ethnic Group: a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Reformul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4): 412-427. 

Bowker, Geoffrey C., and Susan Leigh Star (2000)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Association (1998)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R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0(3): 712-713.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11) RACE: Are We So Different. 

(http://www.understandingrace.org/) 

王甫昌 (2002) 台灣的族群關係研究。收錄於瞿海源、王振寰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頁 233-274。台北：巨流。 

王甫昌 (2003)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北：群學。（第二章） 

張茂桂 (1993) 省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收錄於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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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78。台北：業強。 

張茂桂 (2000) 種族與族群關係。收錄於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239-279。台北：巨流。 

張茂桂 (2003) 族群關係。收錄於瞿海源、王振寰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二版），頁

216-245。台北：巨流。 

紀駿傑 (2009) 族群關係。收錄於瞿海源、王振寰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158-182。

台北：巨流。 

胡台麗 (1990) 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69：

107-131。 

馬戎 (2010) 導言。頁 1-22，收錄於馬戎編，西方民族社會學經典讀本︰種族與族群關

係研究。北京：北京大學。 

王明珂 (2003) 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歷史人類學研究。台北：聯經。 

 

Week3  3/12  族群：研究、意識與認同 

Banton, Michael (1979) Analytical and Folk Concepts of Race and Ethni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127-138. 

Cornell, Stephen, and Douglas Hartmann (1998) Fixed or Fluid? : Alternative Views of 

Ethnicity and Race. Pp.39-71 in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Edited by Stephen Cornell and Douglas Hartmann.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Barth, Fredrik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p. 9-38.) 

Barth, Fredrik (1996)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p.75-82 in Ethnicity. Edited by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ig, Emily (1989)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Subei People in Republican-Era Shanghai. 

Modern China 15(3): 243-274. 

Honig, Emily (1992)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lazer, Nathan, and Daniel P. Moynihan (2010) 關於族群研究。頁 23-42，收錄於馬戎編，

西方民族社會學經典讀本︰種族與族群關係研究。北京：北京大學。 

王甫昌 (1998) 光復後台灣族群意識的形成。歷史月刊 131：30-40。 

王甫昌 (2008) 由若隱若現到大鳴大放：台灣社會學中族群研究的崛起。收錄於謝國雄

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頁 447-521。台北：群學。 

王甫昌 (2013) 台灣弱勢族群意識發展之歷史過程考察。台灣文學研究 4：59-79。 

蕭新煌、潘英海、王甫昌等著 (2011) 臺灣全志(卷三)住民志族群篇。南投：國史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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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廣均 (1996) 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台灣「外省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社會

文化學報 3：367-390。 

謝世忠 (1987) 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北：自立晚報。 

靳菱菱  (2010) 族群認同的建構與挑戰：台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省思。思與言 

48(2)：119-157。 

張茂桂編 (2010) 國家與認同：一些外省人的觀點。台北：群學。 

蔡友月 (2012) 科學本質主義的復甦？基因科技、種族／族群與人群分類。台灣社會學 

23：155-194。 

蔡友月 (2014) 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原住民 DNA、臺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化主義

的興起。台灣社會學 28：1-57。 

Week4  3/19  族群與健康不平等 

Pearson Maggie (2001) Sociology of Race and Health. Pp.193-207. in Race and Ethnicit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arry Goulbour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oodman, Alan H. (2000) Why Genes Don’t Count (for Racial Differences in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0(11): 1699-1702. 

蔡友月 (2007) 遷移、挫折與現代性：蘭嶼達悟人精神失序受苦的社會根源。台灣社會

學 13：1-69。 

蔡友月 (2009) 達悟族的精神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台北：聯經。 

宋光宇 (2008) 宜蘭泰雅族的社會變遷與痛風症的出現。收錄於吳天泰編，族群與社

會，頁155-189。台北：五南。 

陳美霞 (2014) 原住民族健康問題的形成：建構新批判論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7：

203-208。 

陳美霞 (2014) 世界及台灣原住民族健康問題：歷史及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 97：209-246。 

高瑋蘋 (2014) 台灣原住民族結核病問題的歷史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7：283-314。 

張朝琴 (2008) 貧窮與健康－社經地位與原住民族健康問題探析。嘉義大學通識學報

6：461-486。 

※反思：「健康不平等，代表的不是個人的健康不佳，而是社會不平等。從台北到台東，

坐飛機只要一小時，但居民的死亡率卻差一大截（5.94 vs. 9.45），平均壽命更相差了

9歲！台大公衛學院院長江東亮指出的對比更令人震驚：台東人的平均壽命為73歲，

而台北人1986年的平均壽命已達75歲，換句話說，台東與台北的距離不是一小時航

程，而是超過25年的鴻溝！」孰以致之？ 

※參考：部落健康營造計畫、移工和新移民配偶的健康檢查與人權議題、冰島的DeCode 

Biobank、英國的UK Biobank、日本的Biobank Japan Project。 



7 

Week5  3/26   族群刻板印象 

Cheng, Andrew T. A., and W. J. Chen (1995) Alcoholism among Four Aboriginal Groups in 

Taiwan: High Prevalen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19(1): 81-91. 

Hinton, Perry R. (2000) Stereotypes, Cognition and Culture. Philadelphia, PA: Psychology 

Press. 

蔡友月 (2008) 基因 vs.社會失序：社會變遷中蘭嶼達悟族的飲酒行為。收錄於余安邦

編，本土心理與文化療癒倫理化的可能探問，頁 469-530。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夏曉鵑 (2010) 失神的酒—以酒為鑑初探原住民社會資本主義化過程。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 77：5-58。 

陳慈立 (2007) 酒的商品化與原住民飲酒行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一個政治經濟學的歷

史分析。台南：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慈立 (2014) 台灣原住民族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政治經濟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7：247-282。 

葉美玉 (2000) 臺灣原住民青少年飲酒行為之心理社會模式研究。台北：臺灣師範大學

衛生教育所博士論文。 

高毓璇 (2005) 都市原住民青少年飲酒行為之質性研究－以臺北都會區阿美族為例。台

北：台北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林津如、黃薇靜 (2010) 失竊的世代？漢人家庭意識型態符碼與原住民族兒童保護。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 77：59-96。 

傅仰止 (1994) 台灣原住民困境的歸因解釋：比較漢人觀點與原住民觀點。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7：35-87。 

林文玲 (2001) 米酒加鹽巴：「原住民影片的再現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3：197-234。 

林文玲 (2005) 翻轉漢人姓名意像：“請問‘蕃’名”系列影片與原住民影像運動。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 58：85 -134。 

夏曉鵑 (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3：157-196。 

張維安、王雯君 (2005) 客家意象：解構「嫁夫莫嫁客家郎」。思與言 34(2)：43-76。 

譚光鼎 (2008) 被扭曲的他者：教科書中原住民偏見的檢討。課程與教學季刊 11(4)：

27-50。 

※反思：台灣的族群刻板印象有哪些？為什麼會存在這些族群刻板印象？你認為應該

如何扭轉或改變這些族群刻板印象？（可參閱原民台的「Lima 幫幫忙」節目） 

Week6  4/2  族群與政治 

Snyder, Jack (2000)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s. 

New York: W. W. Norton. 

Cohen, Abner (1996) Ethnicity and Politics. Pp.83-84 in Ethnicity. Edited by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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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王甫昌 (2008) 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轉型中的角色。臺灣民主季刊 5(2)：89-140。 

王甫昌 (1998) 族群意識、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年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

灣社會學研究 2：1-45。 

吳乃德 (2002) 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臺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 

4：75-118。 

吳乃德 (1993) 省籍意識、政治支持與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理論的初探。收錄於張

茂桂編，族群關係和國家認同，頁 27-49。台北：業強。 

吳乃德 (1996) 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識型態基礎。台灣政治學

刊 1：5-40。 

李廣均 (2008) 籍貫制度、四大族群與多元文化：國家認同之爭下的人群分類。收錄於

王宏仁編，跨戒：流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頁 93-110。台北：群學。 

李廣均 (2010) 文化團體 vs.政治社群：試論當代台灣的兩種族群政治觀點。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77：177-211。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北：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第二章、族群政治） 

※反思：西拉雅族的正名運動與相關爭議。 

Week7  4/9  族群與環境：蘭嶼核廢料爭議 

[分組辯論，實施要點於課前宣布 ] 

郭良文 (2010) 蘭嶼的另類媒體與發聲：以核廢料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例。中華傳播

學刊 17：43-74。 

靳菱菱 (2012) 反核或擁核？核廢料儲置場之審議式民主討論與原住民部落發展。台灣

原住民研究季刊 5(2)：1-39。 

王嵩音 (1998) 原住民議題與新聞再現──以蘭嶼核廢料場抗爭為例。臺大新聞論壇 5：

111-136。 

劉先祐 (1994) 核四決策與輻射傷害。台北：前衛。 

※參考影像紀錄： 

蘭嶼 220 反核廢活動紀錄短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804p0faqfo&feature=related 

請把核廢帶走，健康與土地還給蘭嶼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FC752uXmHw 

惡靈退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6Y1hHmNNU 

我們的島：談蘭嶼核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ebCx1TR6Ts&feature=related 

我們的島：蘭嶼．另一種注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Pkzqo5QN0M&feature=related 

天秤上的蘭嶼(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MfwvqOHPP8 

天秤上的蘭嶼（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vXy5DDldoE&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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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8  4/16  族群與文化：以狩獵和照護為例 

紀駿傑 (1997) 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獵文化。發表於「原住民狩獵傳統與自然

資源永續利用研習會：再造山林守護神」，魯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金會主辦，1997

年 2 月 28-3 月 1 日，屏東縣霧台鄉。 

台邦．撒沙勒 (2002) 狩獵文化的迷思與真實--一個生態政治的反思。看守臺灣 4(1)：

15-22。 

浦忠勇、闕河嘉 (2008) 原住民研究倫理：從狩獵計畫談起。農業推廣學報 24：73-90。 

姜穎、陳子軒 (2010) 現代布農族狩獵的規訓與抵抗論述：「異文化觀光」與「文化保

存」的論辯。東亞運動思潮 1：207-232。 

王進發、童信智(2012) 由原住民狩獵文化看國家與部落間之規範衝突及未來因應。台

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5(1)：39-72。 

林文蘭 (2005) 當狩獵「原住民文化」成為市場商品。自由時報，1 月 4 日第十五版自

由廣場。 

張淑蘭 (2009) 從獨居到分開居住：以三位達悟老婦人為例。花蓮：慈濟大學公共衛生

研究所（原健組）碩士論文。 

劉欣怡 (2007) 蘭嶼達悟族老人照護關係：護理人類學民族誌。台北：稻鄉。 

顧景怡 (2005) 選擇生命被看見：拍紀錄片的護士。台北：天下。 

顧景怡 (2003) 張淑蘭寧願選擇生命被看見。康健雜誌  60：90-100。（下載處：

http://www.kokai.org.tw/report/report3_012.html） 

※參考《希‧雅布書卡嫩：沒有飯吃的》紀錄片和蘭嶼居家關懷協會：

http://www.kokai.org.tw/report/report3_012.html。 

Week9  4/23  族群與教育 

Glazer, Nathan (2001)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Some Hard Questions. Pp.7-14. in Race and 

Ethnicit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arry Goulbour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omlinson, Sally (2001) Ethnic Minorities and Education: New Disadvantages. Pp.15-34. in 

Race and Ethnicit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arry Goulbour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gbu, J. (1978) Minority Education and Caste: The American System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Fordham, Signithia, and John U. Ogbu (1986) Black Students' School Success: Coping with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 The Urban Review 18(3): 176-206. 

譚光鼎、劉美慧、游美惠編 (2010) 多元文化教育。台北：高等教育。（頁 115-200） 

Banks, J. A. and C. A. M. Banks 著，陳枝烈等譯 (2008)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與觀點。

台北：心理。（第三章〈教室中的種族、階級、性別與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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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麗容、張建成 (2000) 紐西蘭的毛利語教育。收錄於張建成編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

課題與別人的經驗，頁 343-373 頁。台北：師大書苑。 

吉娃詩‧叭萬 (2006) 從紐西蘭毛利族的語言巢看台灣的原住民母語教學。台灣國際研

究季刊 2(1)：163-184。 

林文蘭 (2014) 找「部落」、做文化：原住民部落學校的教育實踐與文化復振。發表於

2014 年 12 月 6 日至 7 日「2014 年臺灣社會學年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台灣社會學會、國立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國科會共同主辦。新竹：清華大學。 

闕河嘉 (2014) 後殖民歷史教育？─ 檢視紐西蘭中學歷史教育中的毛利民族。台灣國際研

究季刊 10(4)：27-45。 

黃玉娟 (2005) 蘭嶼島上漢族教師的生命故事：一個教育民族誌研究。花蓮：慈濟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李淑菁 (2009) 族群想像下的性／別意象：再思台灣多元文化教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76：179-216。 

林文蘭 (2010) 棒球作為「原／圓夢階梯」：教育體制、文化創生與社會階序繁衍。台

北：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論文。 

林文蘭 (2011) 打出文化：紅土上的原住民文化展演和運動儀式。文化研究 12：

203-259。（三部曲序曲） 

林文蘭 (2013) 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流動和訓練體制。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90：43-114。（三部曲續論） 

林文蘭 (2015) 打出差異：原住民棒球夢的真實與幻夢。（三部曲終章） 

※反思：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脈絡？原住民語言文化認證與教育優惠待遇？ 

Week10  4/30  期中分享：影片或讀書心得報告 

1.影片：請問貴姓、把名字找回來、請問蕃名、山有多高、海有多深、路有多長、司馬

庫斯、阿美嘻哈、我家門前有大河、溪洲一線間、我家住在溪洲部落、希‧雅布書

卡嫩：沒有飯吃的、蘭嶼觀點、面對惡靈、親愛的米酒妳被我打敗了、誰來陪我一

段、部落之音、我們為土地而戰、當部落遇到國家、美麗與哀愁、吉貝耍與平埔阿

嬤、銀簪子、傷痕二二八、我的強娜威、中國新娘在台灣、外籍新娘在美濃、吹動

大麥的風、鯨騎士、孩子要回家、澳大利亞、失竊的一代、盧安達飯店、姊妹、自

由之心、唯真理必勝、黑潮、小姐好黑、白宮第一管家、42號傳奇、阿凡達、逆轉

人生、勇者無懼、奇異恩典、天堂小孩……等影片。 

2.書籍：頭目哈古、達悟族的精神失序、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番頭家、跨國灰姑娘、

我們、不要叫我外籍新娘、逃、鄉關何處、東方主義、黑皮膚白面具……等書籍。 

Week11  5/7  優惠待遇：肯定行動、歧視與偏見 

Plous, S. (1996) Ten Myths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2(4):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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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mlicka, Will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rry, Brian (2001) Culture and Equality: An Egalitarian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ens, Manin, Paul M. Sniderman, and James H. Kuklinski (1998)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alig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1 Science 28: 159-183. 

Kuklinski, James H., Paul M. Sniderman, Kathleen Knight, Thomas Piazza, Philip E. 

Tetlock, Gordon R. Lawrence, and Barbara Mellers (1997) Racial Prejudice and Attitudes 

Toward Affirma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2): 402-419. 

傅仰止 (2001) 台灣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比較原漢立場。台灣社會學刊 25：

55-109。 

傅仰止 (2001) 東部國中生的原住民優惠政策立場：比較原漢接觸效應。東台灣研究

6：69-104。 

張培倫 (2007) 原住民族教育優惠待遇探討。台灣原住民研究論叢 2：47-63。 

雅柏甦詠 (2003) 原住民升學優惠公平嗎？。原住民教育季刊 30：117-132。 

林文蘭 (2006) 優惠或污名？台灣教育補助政策的社會分類效應。教育與社會研究

11：107-152。 

劉阿榮 (1996) 教育優惠與階層流動：台灣原住民教育優惠政策析論。原住民教育季刊

4：1-21。 

劉鶴群、侯念祖 (2009) 種族優惠或積極賦權措施？─論我國社會政策中對原住民（族）

的優惠／賦權措施。社區發展季刊 127：121-133。 

※交流：請訪問三位受訪者，了解他們對於原住民優惠政策的立場和所秉持的理由。

請針對訪談內容加以整理、組織和分析，並在課堂上進行分享與討論。訪談對象必

須兼顧到性別、階級、世代和族群的差異。 

Week12  5/14  族群與性別：做性別與培力 

Cheng, Lucie Hirata (1979) Free, Indentured, an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Signs 5(1): 3-29. 

Sleeter, C. E. & Grant, C. A. (1996) Race, Class, Gender and Abandoned Dreams. pp. 

155-180.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s Social Activis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林文玲 (2012) 部落「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勞動之間。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 86：51-98。 

黃淑玲 (2000) 變調的“ngasal”：婚姻、家庭、性行業與四個泰雅聚落婦女(1960-1998) 。

台灣社會學研究 4：97-144。 

釋自淳、夏曉鵑 (2003) 識字與女性培力：以「外籍新娘識字班」為例。台灣教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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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 3(2)：41-84。 

夏曉鵑 (2003) 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識字班」為例。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 49：1-47。 

藍佩嘉 (2004) 女人何苦為難女人？雇傭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台灣社會學 8：43-97。 

徐玫綺 (1998) 弱勢族群與學校教育--長庚護專的原住民少女。花蓮：東華大學族群關

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 

夏曉鵑 (1997) 女性身體的貿易：台灣／印尼新娘貿易的階級與族群關係分析。東南

亞區域研究通訊 2：72-83。 

Week13  5/21  族群與性別：通婚與親密生活 

Peach, C. (1980) Ethnic Segregation and Intermarriag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3): 371-381. 

Judd, Eleanore Parelman (1990) Intermarriag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Religio-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The Denver Jewish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1(2): 251-268. 

Snyder, Nelly Salgado de and Amado M. Padilla (1982) Cultural and Ethnic Maintenance of 

Interethnically Married Mexican Americans. Human Organization 41(4): 359-362. 

Tinker, John N. (1973) Intermarriage and Ethnic Boundaries: The Japanese American Cas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9(2): 49-66. 

王甫昌 (1994) 光復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集刊 76：43-96。 

王甫昌 (1993) 族群通婚的後果：省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6(1)：231-267。 

王甫昌 (2001) 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收錄於劉兆佳、尹寶珊、李明堃、黃紹

倫編，社會轉型與文化變貌：華人社會的比較，頁 393-43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亞太研究所。 

伊慶春、章英華 (2006) 對娶外籍與大陸媳婦的態度：社會接觸的重要性。臺灣社會學

12：91-232。 

趙彥寧 (2004) 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理的衝突：以中國婚姻移民女性為研究案例。台灣

社會學刊 32：59-102。 

趙彥寧 (2004) 公民身分、現代國家與親密生活：以老單身榮民與「大陸新娘」的婚姻

為研究案例。台灣社會學 8：1-41。 

夏曉鵑 (2000) 資本國際化與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例。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 39：45-92。 

范郁文 (2006) 婚姻與軍隊戰鬥士氣：國家管制下大陸籍士官兵的男子性(1950-1970)。

2006 年台灣社會學會年會暨國科會論文成果發表會。台中：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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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曉鵑 (2002) 流離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北：台灣社會研究叢

刊。 

田晶瑩、王宏仁 (2006) 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女子

結婚。台灣東南亞學刊 3(1)：3-36。 

Week14  5/28  族群與階級：流動和謀職類聚 

Gates, Hill (1981) Ethnicity and Social Class. Pp241-281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Edited by Emily Martin Ahern and Hill G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ates, Hill (1987) Chinese Working Class Lives: Getting by in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吳乃德 (1997) 檳榔與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流動的族群差異及原因。台灣社會

學研究 1：137-167。 

蔡淑鈴 (2001) 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臺灣男性的族群差異。台灣社會

學 1：65-111。 

蘇國賢、喻維欣 (2007) 臺灣族群不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省／外省族群差異的縮減。

台灣社會學刊 39：1-63。 

鍾基年 (1993) 族群特質與職業生涯─外省籍族群從事軍公教行業原因之探討。新竹：

清大社會人類學研究所碩士論文。（第二章到第四章） 

陳柔縉 (1990) 五十萬頂烏紗帽，芋仔蕃薯那邊多？：行政機關中的省籍分布。新新

聞週刊 176：26-31。 

徐承群 (1999) 建教合作式的原住民技職教育--以明志工專為例。花蓮：東華大學族群

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 

Week15  6/4  族群與勞動：遷移政治 

Bartram, David V. (1998) Foreign Workers in Israel: History and Theo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2(2): 303-325. 

Schönwälder, Karen (2004) Why Germany's Guestworkers were Largely Europeans: The 

Selective Principles of Post-war Labour Recruitment.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7(2): 

248-265. 

曾嬿芬 (2004) 引進外籍勞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 32：1-58。 

藍佩嘉 (2006) 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勞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8：59-90。 

吳挺鋒 (2002) 臺灣外籍勞工的抵抗與適應—周休作為一個鬥爭場域。香港社會科學學

報 23：103-150。 

吳挺鋒 (1997) 「外勞」休閒生活的文化抗爭。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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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佩嘉 (2005) 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練與種族化。台灣社會學刊 34： 

1-57。 

顧玉玲 (2008) 我們：移動與勞動的生命記事。台北：印刻。 

藍佩嘉 (2008)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北：行人。 

※反思：都市原住民聚落、台北火車站外勞爭議。 

Week16  6/11  族群與經濟：族裔經濟 

Light, Ivan, and Stavoras Karageorgis (1994) The Ethnic Economy. Pp.647-671 in 

Handbook for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Bonacich, Edna, and John Modell (1980) The Economic Basis of Ethnic Solidarity: Small 

Business in the Japanese-American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seng, Yen-Fen (1997) Ethnic Resources as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台灣社會學研究 1： 

169-205。 

陳志明 (1990) 華裔族群關係的研究：從若干族群關係的經濟理論談起。中研院民族所

集刊 69：1-26。 

方偉晶、陸超明 (2011) 華人族裔企業。台北：群學。 

黃應貴 (1998) 台灣原住民的經濟變遷─人類學的觀點。收錄於陳憲明編，台灣原住民

文化與教育之發展，頁 135-144。 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林忠正、林鶴玲 (1993) 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異。收錄於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

家認同，頁 101-160。台北：業強。 

張維安、黃毅志 (2000) 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與經濟分析。收錄於徐正光編，歷史與社

會經濟：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論文集，頁 179-207。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劉阿榮 (2004) 地域、族群與休閒文化產業：台灣閩、客、原住民案例之比較。客家研

究輯刊，24：70-79。 

Week17  6/18  學期報告工作坊 

採取互評和提問討論。注意原則和實施要點於第十六週宣布。 

Week18  6/25  學期報告工作坊 

採取互評和提問討論。注意原則和實施要點於第十六週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