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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2017年會  

201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議程  Agenda 

時間 10月 21日（六／Saturday）  

08:30- 

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 

09:1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09:10- 

10:20 

開幕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1-A-1) 
自我他者化 /Self-othering的人類學方法論問題  

主持人：謝世忠（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理事長） 

演講人：張兆和教授 / Professor Siu Woo Cheung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0:20- 

10:40 

合 影  Group Photo 

茶 敘  Coffee Break 

場次 1-A-2 1-C-2 1-D-2 1-E-2 

10:40- 

12:00 

從多元文化到多元自然：人類

學為何／如何轉向本體論？  

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與 Prof. 

James Clifford的三部曲論述—
《文化的困境》、《路徑》、《復

返》 

空間的定位與穿梭 蒼穹大地與穆斯林生活行蹤 

12:00- 

13:20 

午  餐  時  間   Lunch Time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會員大會   Plenary Session（12:30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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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1-A-3 1-C-3 1-D-3 1-E-3 

13:20- 

14:40 
文化照顧與原住民族健康福祉 

Classroom as a Field of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Teach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cross 

Curriculum (Session One) 
教室成為人類學關注的場域：語

言和文化的教學在跨學科的實踐

過程（一） 

「藝」的視野與技法 關鍵物質與人的動態 

14:40- 

15:00 
茶 敘  Coffee Break 

場次 1-A-4 1-C-4 1-D-4 1-E-4 

15:00- 

16:20 

巫信仰中的他者：靈／異世界

的人鬼祖先與異己／我族交雜

（一） 

Classroom as a Field of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Teach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cross 

Curriculum (Session Two) 
教室成為人類學關注的場域：語

言和文化的教學在跨學科的實踐

過程 （二） 

依山傍水與安身立命 檢視幾個熱門課題 

16:20- 

16:30 
休 息 換 場  Break 

場次 1-A-5 1-C-5 1-D-5 1-E-5 

16:30- 

17:50 

巫信仰中的他者：靈／異世界

的人鬼祖先與異己／我族交雜

（二） 

咱攏佇遮—凱達格蘭族的身份詮

釋 
身體動能的社會面向 與南島相關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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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0月 22日（日／Sunday）  

08:30- 

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 

10:20 

田野知情：人類學研究倫理的精神與審查綜合討論  (2-A-1) 

主持人：謝世忠（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理事長） 

引言人：余舜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許瀞文（國立清華大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陳叔倬（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研究倫理中心中區區域性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 

        謝世忠（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10:20- 

10:40 
茶 敘  Coffee Break 

場次 2-A-2 2-B-2 2-C-2 2-D-2 

10:40- 

12:00 

置身與異己：東臺灣幸福感的

人類學研究（一） 

李亦園老師紀念專題：人類學視

野裡的祖先、族群與地方社會 
如何體現宗教現代性 真有那麼異？卻是越看越親近 

12:00- 

13:20 
午餐時間  Lunch Time（原住民佳餚美食自助餐  Buffet of tasty indigenous cuisine）  

場次 2-A-3 2-B-3 2-C-3 2-D-3 

13:20- 

14:40 

置身與異己：東臺灣幸福感的

人類學研究（二） 

人類學家在當代表演研究中的參

與及觀察 

「我們也研究『異文化』

啊！」：來自文學研究的視野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Translation as a mediator 

14:40- 

15:00 
茶 敘  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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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2-A-4 2-B-4 2-C-4 2-D-4 

15:00- 

16:20 

太陽下海的地方：南島海洋生

態的知識、資源與管理 

反身的看見與省思—特教、莫那

魯道與羅天大醮 
東洋民間的生活步驟 客家的名份與身分 

16:20- 

16:30 
休 息 換 場  Break 

場次 2-A-5 2-B-5 2-C-5 2-D-5 

16:30- 

17:50 

境內／域外與他者／己身的交

錯：三個東南亞華人的民族誌

再現 

超時空媒體論 女性自主與自主女性 研究：他者、差異與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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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報告人、及論文題目  

2017年 10月 21日(六／Saturday) 10:40-12:00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A-2 
  

從多元文化到

多元自然：人

類學為何／如

何轉向本體

論？ 

蔡晏霖 
 

黃郁茜（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 把本體論還給當地人，而非相反 

林開世（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本體論轉向作為一種新的後結構論？ 

莊雅仲（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本體轉向：從反思到玄想的人類學 
蔡晏霖（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從松茸到福壽螺：後殖民女性主義與多物種民族誌的對

話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C-2 
  

當代臺灣原住

民族研究與

Prof. James 
Clifford的三
部曲論述—
《文化的困

境》、《路徑》、

《復返》 

林徐達 
 

林徐達（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文化危機：詮釋人類學的知識生產與當代挑戰 

李建霖（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意義的對撞：「鄭成功和解」事件的文化詮釋 

吳明季（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破除「根源（roots）」文化觀，「路徑（routes）」打開
新視野—原住民的路徑到 James Clifford民族誌批評的根
源 

Pisuy Silan（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我們」將會銷聲匿跡嗎？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D-2 
  

空間的定位與

穿梭 
劉崇宇 哈勇．諾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

學系） 
從族群空間實踐反思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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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傑（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家名順序與聚落空間：以屏東縣 Tjukarangan（舊七佳）
為例 

劉崇宇（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聚落配置和民族誌比較來看社會結構之延續與轉變：以

魯凱好茶石板屋舊社為例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E-2 
 

蒼穹大地與穆

斯林生活行蹤 
 

龔方 楊慧娟（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東方烏瑪的當代適應—西道堂 

龔方（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

中心） 

The Tradition and Trend?: A Case Study of Food 
Consumption in the Hong Kong Chinese Muslim 
Community 

阿妮爾（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

學學院） 
關於遊牧爭論的再討論：土地對於遊牧社會的意義問題 

 
 
2017年 10月 21日(六／Saturday) 13:20-14:40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A-3 
  

文化照顧與原

住民族健康福

祉 

日宏煜 
 

日宏煜（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

所） 
文化照顧在原住民族健康促進的應用：以花蓮縣原住民

族部落健康營造為例 
1.張瀠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2.Sifo Lakaw鍾文觀（國立東華大學族
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部落自主與健康：在地主導的原住民族部落健康營造工

作—以台東縣海端鄉為例 

陳玉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

所） 
文化照顧在原住民社區實踐的可能 

黃喻祺（中國生產力中心育成與創業

服務組） 
排灣族文化脈絡下之長者照顧—台東新興村照顧經驗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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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C-3 
  

Classroom as a 
Field of 
Anthropologic
al Inquiry: 
Teach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cross 
Curriculum 
(Session One) 
教室成為人類

學關注的場

域：語言和文

化的教學在跨

學科的實踐過

程（一） 

劉子愷 
／蔡美慧 
   
 

Kerim Friedman 傅可恩 （國立東華大
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Teaching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n Taiwan 
臺灣的語言人類學教學 

Chi-Hua Hsiao 蕭季樺（東海大學外國
語文學系） 
 

The Tasks of Teaching Sociolinguistics: Sharing Experience 
and Seeking Advice 
淺談社會語言學教學難題：經驗分享與建議尋求 

Fabia Ling-Yuan Lin 林玲遠（國立政
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The Experience of Teaching Practice-Le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在傳播學院開設以實踐為導向的研究方法課的教學經驗 

1.Apay Ai-yu Tang 湯愛玉（國立東華
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2.劉紹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
傳播學系） 
 

青年自主學習與原住民族語言復振與永續關係之探討: 
以語言態度相關的畢業製作課程為例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Autonomous Learning 
in Youth and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n a Language-Attitude-Related Graduate 
Project Course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D-3 
  

「藝」的視野

與技法 
宋世祥 古代．嘎娃哈（娜荳蘭部落小組田野

調查組） 
傳統與創新—臺灣玉的工藝技術價值 

劉姝曼（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

學學院） 
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人類學思考—從“青田範式”再出發 

姚佳昌 Jiachang Yao（天津大學馮驥才
文學藝術研究院） 

廟會與村落社區的互動—以晉東南地區廟會爲例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mple Fair and Village 
Community—A Case Study on the Temple Fair in 
Southeastern of ShanXi Province 

宋世祥（國立中山大學創新創業學院

整合學程） 
幸運的經濟：臺灣水晶風水物背後巴西水晶礦業與華人

貿易的人類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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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E-3 
  

關鍵物質與人

的動態 
張雪君 高瑜（雲南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 大漂族：雲南大理古城的新住民研究 

尤天鳴（大葉大學通識中心） 鏡內鏡外—網路直播對原住民族社會的影響初探 

胡蕊純（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

院） 
20世纪 30年代至 70年代贵州黔东南桐油经济发展与区
域人群关系 

張雪君（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

會發展學系） 
族裔地景鄰里關係之探討：以台中市東協廣場與週邊街

道為例 
 
2017年 10月 21日(六／Saturday) 15:00-16:20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A-4 
  

巫信仰中的他

者：靈／異世

界的人鬼祖先

與異己／我族

交雜（一） 

胡台麗、 
劉璧榛 
／胡台麗 
 

劉璧榛（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異族靈說什麼話—他者、病痛與噶瑪蘭人的主體（再）
建構 

蔡維庭（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虛實交疊中我族與他族：當代高寮阿美族人身體靈感與

族群認同 
滿田彌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

學系） 
如何成為邵族祖靈？：異己／我群、婚入者與女巫師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C-4 
  

"Classroom as 
a Field of 
Anthropologic
al Inquiry: 
Teach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cross 
Curriculum 

劉子愷 
／蔡美慧 
 

Tzu-kai Liu劉子愷（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 
 

Growing Up with Languages: Learning from 
Self-Reflections on Language Use in the Clas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成長背景中的多種語言：從語言人類學課堂中對於語言

使用的自我反思談起 
Sifo Lakaw 鍾文觀（國立東華大學族
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Washback Effect in Indigenous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ing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認證的倒流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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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Two) 
教室成為人類

學關注的場

域：語言和文

化的教學在跨

學科的實踐過

程 （二）" 

Tsung-Lun Wan 萬宗綸（新加坡國立
大學英語與語文研究所） 

“Don’t Draw Guns, Poo-poos Are Allowed”: A Classroom 
Ethnography about an American English Teacher’ 
Experiences at a Kinmen’s Elementary School 
「不要畫槍，但大便可以」: 美國籍英語教師在金門小學
的教室民族誌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D-4 
  

依山傍水與安

身立命 
李慧慧 吳映青（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往返臺灣漁業研究和美國海洋人類學之間 

李慧慧（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吃的世界觀—大漢溪畔阿美族人的食空穿越 

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冬天該吃冷麵還是羊肉爐？：韓、台關於｢藥食同源」的

一個概念、各自表述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E-4 
  

檢視幾個熱門

課題 
陳叔倬 張弘潔（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從兒童研究解構臺灣族群與重新定義他我 

陳叔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

組） 
平埔原住民身份修法的衝擊效應 

 
Geoffrey Voorhies（國立臺灣大學人類
學系） 

Ethnic Discourse in Taiwan: Reconsidering a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2017年 10月 21日(六／Saturday) 16:30-17:50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A-5 
 

巫信仰中的他

者：靈／異世

界的人鬼祖先

胡台麗、 
劉璧榛 
／劉璧榛 

顏芳姿（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巫術指控的他者：再論侗族變婆的象徵意涵 

黃淑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祖先是「他者」嗎？：Ahmao（苗族）基督徒的「碑」與
「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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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異己／我族

交雜（二） 
高雅寧（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跨界神靈：中越邊城薩滿儀式中的儂智高（Nung Tri Cao）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C-5 
  

咱攏佇遮—凱
達格蘭族的身

份詮釋 

杜宜蓁 
／彭凌 

彭凌（奔四忘五工作室） 從一份古婚約開始—尋找從松山機場上消失的神秘部落 

陳誼誠（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如何擁有展館之在地活化？ 

杜宜蓁（臺灣原住民族志願服務國際

交流協會） 
從策展規劃到找尋自己的角色轉化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D-5 身體動能的社
會面向 

孟蒙 1.孟蒙（廈門大學體育教學部） 
2.陳華（廈門大學體育教學部） 
3.鄭達雄（廈門大學體育教學部） 
4.徐媛媛（貴州師範學院文學院） 

貴州山地民族運動文化芻議 

孟田（上海大學） 从被迫到主动—中国武术向体育转型的必然 

許崇銘（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複媒體形塑的新自我—通訊軟體內的身體技術與體感 

陳珮潔（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嘉絨藏族的「藏性」：四川阿壩州自治區尕南藏劇團的

文化展演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1-E-5 
  

與南島相關的

想像 
 林志興 1.林志興（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黃國恩（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跨海相連一樣情？臺日史前航海探索活動的觀察 

馬耀基朗（陳俊男）（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 
史前南島文化與南島民族文化—以南科地區考古為例 

王昱心（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

學系） 
藝術是當代原住民說故事的平台：以巴格達外家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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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22日(日／Sunday) 10:40-12:00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A-2 
  

置身與異己：

東臺灣幸福感

的人類學研究

（一） 

林靖修 
 

林光亮（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

務學系） 
聚合的契機青年會所的興衰：以織羅的龍舟運動為例 

葉之幸（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

務學系） 
資本、觀光與文化變遷：初探蘭嶼觀光浪潮與傳統飛魚

文化的關係 
林芳誠（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都蘭阿美人的歌舞實踐與創造性：以阿米斯音樂節為例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B-2 
  

李亦園老師紀

念專題：人類

學視野裡的祖

先、族群與地

方社會 

簡美玲 李翹宏（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操弄祖先今猶是：兩岸「謁祖」活動的文化經濟反思 

陳玫妏（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始祖神「盤瓠」的多元論述與當代實踐：以瑤為中心的

探討 
羅烈師（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斷裂或延續：馬來西亞萬邦刁灣新村早期聚落史研究

（1949-1970） 
Meilng Chien（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Pangcah Cuisine, Herbal Medicine and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Wild Plants in East Taiwan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C-2 
  

如何體現宗教

現代性 
林育生 徐頌贊（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中國家庭教會知識分子基督徒的身份認同與象徴建構：

以改革宗華西區會為例 
林育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華人宗教」一貫道？—試論「華人性」對泰國一貫道跨

族群信者的意義 

   
王晓（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海峡乡

村建设学院） 
家族、村落与地域—川滇藏交界区的神山信仰与圈层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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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國全（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 
一帶一路，王船開路？：馬六甲王船申遺的族群競逐過

程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D-2 真有那麼異？

卻是越看越親

近 

林頌恩 林頌恩（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是異己還是我族？透過成年禮成為部落一分子的部落認
同探討 

蔣立松（西南大學西南民族教育與心

理研究中心） 
文本中的“他者”：清早期貴州“竹枝詞”中對“異族”/“異文
化”的敘事研究 

黄潔（京都大學亞非地域研究科） 漢化與民族性：圍繞侗族知識人的補拉（bux lagx）文化
論的考察 

顏仕宇（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你來自哪裡，就歸往何處”：人類學徒在異域田野的位置
反思 

 
2017年 10月 22日(日／Sunday) 13:20-14:40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A-3 
  

置身與異己：

東臺灣幸福感

的人類學研究

（二） 
 

林靖修 楊詠程（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

務學系） 
布農族命名系統與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從海端崁頂部落為

例 
曾聖慈（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暨研究所） 
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於海岸阿美族傳統領域劃設之

研究 
傅中慧（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

務學系） 
「樸門農法」之「農業新移民」之日常生活初探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論文題目 

2-B-3 人類學家在當
代表演研究中

的參與及觀察 

楊亞靈 楊亞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誰的社區？誰的劇場？—霄裡溪社區劇場的表演實踐 

劉宗鶴（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從傳統文化論述到時代新位置：談一納西藝術團的變遷
策略 



 13 

程琪媛（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青春」的成人：少女時代大齡粉絲的追星圖像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C-3 「我們也研究
『異文化』

啊！」：來自

文學研究的視

野 

王鵬惠 劉家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峭壁空中湧聖泉：江戶禪林有馬湯山地景文學探析 

謝薇娜 Severina Balabanova（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魯迅《野草》運用的佛教象徵探究 

林熙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消失的地平線─清初耶穌會士白乃心的西藏印象初考 

王鵬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懷舊的廢墟．禁錮的鄉愁：唯色的西藏地景書寫與攝影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D-3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Translation as 
a mediator 
 

吳碩禹 
 

張思婷（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Domesticate the Other, Foreignize the Self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the Translations of Gone with the 
Wind 

吳碩禹（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A Retold Story: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Otherness in 
the Early Reception of Edgar Allan Poe’s The Gold Bug 

李姿儀（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Power and De-problematization in Retranslation: With a 
Reference t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wo Feminist Literary 
Canons 

李延輝（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暨多國

語複譯研究所）） 
Lost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2017年 10月 22日(日／Sunday) 15:00-16:20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A-4 
 

太陽下海的地

方：南島海洋

生態的知識、

林浩立／ 
蔡政良 

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斐濟村落珊瑚礁總體檢活動測量到了什麼？ 

蔡政良（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

務學系） 
Kakita’an no Futing（魚的頭目）：從雷氏胡椒鯛談都蘭
阿美人 Kakita’an的靈力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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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與管理 楊政賢（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

展學系） 
共源、共營與互惠：蘭嶼 Tao海洋資源利用的社會機制 

林嘉男（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

學系）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的當代管理挑戰：從部落到政策的參

與研究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B-4 
  

反身的看見與

省思—特教、
莫那魯道與羅

天大醮 

王雅萍 
 

柯美稜（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特教組） 
特殊教育中的原住民族面臨的挑戰—鑑定制度與教師文
化敏感度 

巴干．巴萬（賽德克族族人） 眾聲喧嘩中關於莫那．魯道的歷史定位 

吳宗明（指南宮文化中心） 兩岸三地醮典之外？1993年北京羅天大醮之意義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C-4 
  

東洋民間的生

活步驟 
張正衡 洪譽文（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製造連結：21世紀日本底層社會的自立生活 

Deng-Yu Chen（intern at Fulbright 
Taiwan, 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 

An “Oriental” Portrayal: Huma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ense of Foreign Alienation Observed in Japanese Manga 
Naruto & Other Works 

1.張正衡（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2.許崇銘（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聖地巡禮」：當代日本地方性的再建構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論文題目 

2-D-4 客家的名份與
身分 

王俐容 
許維德（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戰後台灣「客家形成」初發階段的過程和動力：學到「客

家人」的稱謂，1945-1970 

黃信洋（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全球客家共同體的基本要素—全球客家人口、社團、博
物館與國際聯結會議之初探 

徐雨村（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

系） 
馬來西亞砂拉越詩巫會寧人的大王公信仰與社會變遷 

王俐容（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 跨國與在地的交織：泰國客家族群的多元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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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學系） 

 
 
2017年 10月 22日(日／Sunday) 16:30-17:50 
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A-5 
  

境內／域外與

他者／己身的

交錯：三個東

南亞華人的民

族誌再現 

羅素玫 
 

羅素玫（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他者（Other）與己身（Self）共存的相對性認同：印尼峇
厘島華人的族群社會史與祖先祭祀文化再現 

劉瑞超（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 
跨國還是跨族：域外本土交作下的沙巴客家 

翟振孝（國立歷史博物館） 家鄉異客：廣東華僑農場「後僑場時期」的文化建構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B-5 
  

超時空媒體論 林曜同 李梅君（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零」時政府黑客起義：數位行動主義的美麗與哀愁 

于游（中國民族博物館） 博物館之鏡：可視化民族誌的展陳表達 

林曜同（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

化資產研究所） 
試論臺大人類學系藏平埔古文書數位化歷程及數位內容

之進階運用 
陳偉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影像作為方法：日治初期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影像使用 

 
場次 主題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C-5 
  

女性自主與自

主女性 
葉淑綾 董晨晧 Remaljiz Mavaliv（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從黑人女性主義來看原住民文化復振 

葉淑綾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
務學系） 

阿美族天主教化後性別關係的動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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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主題 籌組人／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2-D-5 
  

研究：他者、

差異與主權 
陳張培倫

Tunkan 
Tansikian 

陳張培倫 Tunkan Tansikian（國立東華
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準則之建構 

謝若蘭（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原住民族研究倫理諮詢機制的治理與管理建置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在地知識與技術研究的反思：原住民科學與技術研究之

倫理議題研究 
1.黃毓超（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
傳播學系） 
2.李佩容（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
傳播學系） 

原住民族語言與傳播研究倫理規範之探討與建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