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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人類學》

内容概要

今日的全球化論述突顯了當前人類學知識生產所遭逢進退兩難的窘境：一方是傳統研究對象的臉譜逐
漸模糊，另一方卻是既有的立論基礎和調查技術仍無法掌握新興的研究主題。相較於上一世紀前半期
民族誌的研究戲法，詮釋人類學的修辭轉向開拓出不同的研究範式和主題，包括從方法論轉為本體論
考量的田野工作技藝、自我批判的反思性、民族誌書寫實踐和職權、隱而未顯的寓言式意涵，或是藉
自文學修辭揭露文化文本中。
本書除了以Clifford Geertz的詮釋人類學作為論述基礎，詳盡說明了當代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議題：「深
描」方法論、多點田野工作、民族誌職權、書寫修辭與文類偏好、自我批判與反思，以及田野工作的
異文化感知等諸項學科技藝與研究旨趣。作者也透過本書同時彰顯書寫者自我與他者的關係，重現當
今全球化的流動特質，以及人類學此一專業學科與現代世界的互動和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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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徐達，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早期旅行文學和
短篇小說寫作散見報章雜誌，並曾獲〈海華文藝季旅行文學比賽〉首獎。研究專長包括有詮釋人類學
、臨床人類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流行文化，以及殖民╱後殖民理論等。

Page 3



《詮釋人類學》

书籍目录

導論：在地知識與去穩定的人類學運用
「異∕譯」文化脈絡 2
在地知識作為文化脈絡下的理解與辨識 5
去穩定作為人類學研究的另類職責 11
爭論的精細化 15
第一部分　詮釋｜深描
第一章　詮釋人類學的註記與詢問
詮釋人類學的褒與貶 21
詮釋人類學的興起與跨學科挪用 25
民族誌的書寫職權 37
文學、寓言與超現實主義操作 44
第二章　地方知識的「回返」
一場碩士學位返鄉口試 57
從在地者觀點到地方知識的開放理解 64
田野工作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進展 73
在地人類學家的「自我與他者」雙重處境 84
地方知識的反思與挑戰 92
第二部分　超現實主義｜文化寓言
第三章　李維史陀的超現實思維
遲到的哥倫布 103
神秘交換法則 108
一人學派 111
第四章　藝術作為文化寓言
《豬剛強》作為受苦生命的文化諷刺 118
《天書》和《背後的故事》作為主體的自我覺察 123
第五章　主體的失悟招領
三個白盤兩個黑盤的主體部署 131
類戲劇作為社會文本 137
後現代精神分裂症式混仿 151
第三部分　後殖民｜全球化
第六章　台灣的後殖民景觀
《悲情城市》作為後殖民集體情緒 166
混淆的後殖民文化認同 177
雜揉身分的文化協商 187
全球化下的懷舊景觀 195
第七章　鄉民懂得怎麼笑，那是他們特有的專長
世界的虛擬與網路的真實 205
網路印刷術與文本變裝秀 210
網路鄉民的嘲諷技法 243
嘲笑作為精神氣質 247
人類學知識生產的挑戰與任務
人類學在居性與移動路徑 257
民族誌書寫與《日記》作為世俗性民
族誌小說 264
「意義的危機」作為當代人類學知識生產之挑戰 269
後危機追尋 276

Page 4



《詮釋人類學》

Page 5



《詮釋人類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