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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日至4日，台
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

會（TSAE）與世界人類學會聯合
會（WCAA）於政治大學綜合院
館舉辦聯合年會。來自世界各地

的學者，還有台灣對民族學／人

類學有興趣的同好，以人類學與

民族學對現今人類處境的反思為

主題，進行交流討論。

探討當代人類學與人類的處境 
這第一天會議首先由WCAA

成員Virginia Dominguez發表主題演講揭開序幕，
題目為〈貼近美國：是否有親美人類學與反美

人類學〉，探討被視為「反美」或「親美」國

家的爭議。Virginia Dominguez認為：「身為人類
學者，在研究任何議題時，必須明確知道誰在

生產和延續這些文本，及其作用為何，當中的

複雜性需要更加謹慎探討，不然很可能會誇大

親美與反美的幅度。」

接下來的會議共計有 2 6個專題小組
（panel），包括台灣21個、WCAA則有5個，另
外加上30篇個人論文發表。其中，台灣人類學者
以「當代社會與巫師」、「人類學視角下的台

灣民俗」、「原住民藝術」、「機器人類學」

等議題進行探討，而國外學者則以當代資本主

義對人類的影響、區域人類學的發展及其與世

界人類學的對話等議題，探討世界各地面臨的

處境。

發掘學問的另一種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年會也安排4場圓桌論
壇與民族誌攝影比賽。圓桌論壇的主題分別是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與「服貿與太陽花」。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以「人類學除了學術領

域外，還有哪些發展的可能」為主要的問題，

由各領域學有專精的人士討論人類學如何運用

在文化資產、紀錄片製作、人力資源管理等領

2014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暨
世界人類學會聯合會
2014年台湾人類学与民族学学会．世界人類学会合同大会　
2014 Joint Meeting of the Taiwan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SEA) and World 
Council of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s (WCAA)

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與世界人類學會聯合會於政治大學舉辦聯合年會。（圖片提供 政治大學民

族學系）

文︱蔡長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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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黃國超老師分享該校學生參與「反服貿」運動的

情況。（圖片提供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本次年會結束後，以原住民歌舞讓與會者在輕鬆愜意的環境下互動與

交流。（圖片提供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域。「服貿與太陽花」則因應日前台灣所發生

的太陽花學運（或稱318學運），由太陽花學運
的參與者或對此關心的學者們從人類學的視角

提出討論與反思。民族誌攝影比賽則是延續去

年年會舉辦的傳統，邀請研究者與大家分享自

己田野調查過程中所記錄下來的景象，讓觀賞

者能夠透過攝影對各地有更新的瞭解。

本次年會的議程結束後，則由主辦單位在

政大的「羅馬廣場」舉辦晚宴，除了提供台灣

家常料理與原住民風味料理外，更邀請到原住

民表演歌舞，讓與會學者能夠在更輕鬆愜意的

環境下，延續在會場上的互動與交流。

開拓民族學與人類學的視野

兩天的年會中，與會研究者在「當代人類

（學）處境」的年會主題下，進行各式各樣的

議題探討，再聚焦到主題上重新思考，也體現

人類學界不斷對當代社會的關懷與反省。此

外，本次年會除了讓國內研究者可以瞭解世界

各地的人類學者對研究議題及研究方法的選擇

與展現外，更可進一步讓台灣與世界各地的人

類學研究者交流互動、拓展視野。而政治大學

也藉由舉辦年會的過程中，讓師生瞭解世界人

類學者在關注什麼議題，以什麼樣的角度去研

究社會、文化，從而對民族學／人類學有更進

一步的理解。

民族誌攝影比賽邀請研究者分享田野調查過程中所記錄下來的

景象。（圖片提供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歷史上的民族分類：滿洲地域案例」專題小組發表圓滿結束。由左到右分別

是發表人政大民族系博士生邵磊、評論人政大民族系博士生張昆晟、主持人政

大原民中心林修澈主任、發表人政大民族系博士生蔡長廷與周士煌。（圖片提供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