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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能嘉矩》

内容概要

歷史學者楊雲萍教授曾說，「臺灣研究的都市」的任一曲巷小路，
沒有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的映照。
在日治時期、戰後初期乃至今日，伊能嘉矩當年的足跡，
確實影響了臺灣研究領域的每一個角落。
「學者、文人、著作家、奇才」，這是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在臺日人對伊能嘉矩的稱讚；歷來臺灣學
者稱他是臺灣歷史研究的「金字塔」、「巨峰」、「奠基者」。別號「臺史公」的伊能嘉矩，來自日
本東北鄉村遠野，隨著近代日本帝國的擴張，來到臺灣，一步步展開其臺灣研究的踏查足跡。
伊能嘉矩集官員、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歷史學家與記者的身分於一身，本書即為其代表性傳記，是
在帝國研究、概念史、人類學、以及東亞史等各領域之中極受矚目的新作。
本書透過對伊能嘉矩作品的分析，呈現他的一生及其所屬時代。更透過伊能嘉矩，追蹤當代臺灣歷史
文化建構的殖民印跡。誠如作者所言，「回到伊能嘉矩的時代，是為了重新在當下透過伊能嘉矩看到
我們這個時代」。
全書內容主要為伊能嘉矩的生平傳記，以及針對其作品及其學術思想研究的評論。書中附上百幅珍貴
圖片，及表格、年譜、著作目錄等資料。
在生平傳記方面，作者陳偉智以其多年來對伊能嘉矩的研究，根據許多一手史料及《伊能嘉矩先生小
傳》、「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展覽資料等豐富資源，介紹伊能嘉矩的人生經歷。在明治維新前一年
誕生的伊能，其人生軌跡也隨著近代日本的展開與擴張，而有不同階段的發展。隨著近代日本發展，
伊能嘉矩從遠野到東京，再到臺灣，然後再回到遠野；在帝國中心的東京、內國鄉村遠野，以及海外
擴張所獲的殖民地臺灣，展開其人生與知識探索的旅程。馬關條約之後，伊能嘉矩於1895年動身來臺
。在臺灣，伊能以臺灣總督府下層官員的身分，展開其「臺灣人類學」的研究計畫。他從事全島原住
民調查，並出版臺灣歷史研究專著，成為臺灣研究的知識權威。
在研究評論方面，作者藉由伊能的手稿、臺灣原住民歷史民族誌《臺灣蕃人事情》、臺灣歷史書寫作
品《臺灣志》、《臺灣文化志》等，分析伊能的臺灣人類學構想、歷史文化理論以及各種學術思想。
歷史學家楊雲萍曾言：「臺灣研究的都市」的任一曲巷小路，沒有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的映
照，這句話充分說明了伊能嘉矩在臺灣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在殖民地時代曾經是臺灣通的伊能嘉矩
，是臺灣研究近代知識生產的先行者。在戰後，伊能仍然繼續以或顯或隱的形式出現。換言之，雖然
伊能嘉矩在來臺十年後離開臺灣返回日本，並於1925年去世，但就其影響而言，伊能嘉矩其實從未離
開臺灣。
名家推薦
吳密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胡家瑜（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張隆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主任）
費德廉（Douglas L. Fix，美國里德學院歷史系教授）
Paul D. Barclay（美國拉法葉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松田京子（日本南山大學人文學部日本文化學科教授）
聯合推薦
本書以綿密的檔案史料與民族誌資料解讀為基礎，全面檢視「臺史公」伊能嘉矩在田野文獻、族群分
類及歷史研究上的先驅性貢獻及時代脈絡。作者結合學術史及後殖民研究的雙重視角，詳細剖析伊能
臺灣研究的跨國網絡與知識系譜，進而解明日本殖民地學術的文化政治意涵。並從公共歷史的觀點，
深入觀察解嚴以來關於伊能的各種紀念出版與展示活動，從而對其臺灣研究業績提出嶄新的解釋和評
價。
從遠野到臺灣、從文獻到田野、從歷史到當代，本書不但是迄今關於伊能最完整而深刻的學術傳記，
更為臺灣史學史及後殖民史學，提供了細緻而動人的研究範例。
──張隆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主任）

《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的出版讓我們看到年輕學者陳偉智近年來所下的功夫與努力。
與前人的研究相較，作者在本書不但介紹這位早期「臺灣通」──伊能嘉矩的人生經歷和學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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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能嘉矩》

也運用其對後殖民理論之深厚理解來批判伊能歷史文化理論內涵的政治性。若想了解伊能嘉矩之雙重
知識脈絡、時代背景或研究方法，本書是必讀的好作品。
作者另外的貢獻乃是讓讀者更了解自己的歷史想像（包括臺灣或原住民主體、現今的族群分類範疇、
基本空間單元等）有多少還依賴著伊能嘉矩百年前所建構的殖民論述。正如作者在書尾所言，「回到
伊能嘉矩的時代，是為了重新在當下透過伊能嘉矩看到我們這個時代」。
──費德廉（Douglas L. Fix，美國里德學院歷史系教授）

本書是討論兼具官員、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歷史學家以及記者身分的伊能嘉矩之代表性傳記，是帝
國研究、概念史、人類學、以及東亞史等各領域之中受到歡迎的一本新作。這本傑出的研究著作是基
於仔細的、領域廣泛的第一手史料研究，而且它提出了更大的問題：包括制度化的知識以及社會界線
的本質、民族以及種族間的關係。在這本書的許多優點之中，作者廣泛性的研究平衡了同情的以及批
判的觀點，描繪出伊能的制度性、文學的、以及組織的臺灣原住民研究，揭示了其複雜以及重層的計
畫。本書也說明了伊能如何成功扮演原住民文化報導者、日本官員、田野探查者，以及學者的多重角
色，以發展其種族分類與歷史論述，至今仍影響臺灣與日本的政治與學術。伊能嘉矩模糊了官僚與學
界、學術與新聞學、以及理論與實務的界線，不僅在他所屬的時代取得了成就，並且持續地影響了後
來。簡單來說，伊能嘉矩的故事闡述了在帝國的年代中，現代社會學知識的政治基礎。
──Paul D. Barclay（美國拉法葉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伊能嘉矩於日本殖民統治初期渡臺，主要以人類學以及文獻史學的方法詳細地調查有關臺灣的「文化
」，並遺留下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在思考殖民地支配與學術的關連性，以及有關臺灣「文化」在20世
紀前半的論述空間之方面，考察伊能臺灣研究的方法，是特別重要的課題。關於這樣的主題，本書作
者陳偉智長年來以銳利的問題意識、並陸續發表了優秀的研究。這本書為其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全書
貫穿了審慎的方法論、細心的資料分析，以及簡單易懂的敘述。擁有這些特色的本書，在逼近伊能嘉
矩臺灣研究的全貌的同時，也見到了其影響的廣袤，本書的出版很令人期待。
──松田京子（日本南山大學人文學部日本文化學科教授）

Page 3



《伊能嘉矩》

作者简介

陳偉智
美國紐約大學（NYU）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臺大國際學程兼任講師，曾任宜蘭文獻委員會委員、國立
宜蘭大學講師、紐約大學講師。專攻臺灣近代史、歷史與社會理論、歷史人類學以及人類學史。曾發
表〈知識與權力：伊能嘉矩與臺灣原住民研究〉、〈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預查報文》〉、〈自然
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患ったのは時代の病」――鶏籠生とその周辺〉
、〈顏智在臺灣：1920年代臺灣反殖民運動的國際主義契機〉、〈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
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等論文。共編著《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
《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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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圖輯
「臺灣研究先行者」序言
前　言
第一章　遠野與臺灣：從鄉村到殖民地
一、從遠野到東京
二、從東京到臺灣
三、從臺灣回到遠野
四、位處帝國邊緣，以及再生
第二章　重層的知識網絡：「臺灣人類學」的構想
一、殖民遭逢的再現：平野秋夫與伊能嘉矩
二、人類學家的登臺：田代安定、伊能嘉矩與鳥居龍藏
三、東京人類學會與臺灣人類學會
四、臺灣人類學會的「人類的理學研究」
五、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
六、臺灣漢人的調查構想與展開
第三章　族群分類知識的形成：殖民地人類學與《臺灣蕃人事情》
一、人群分類知識的建構
（一）生與熟
（二）平埔蕃的課題
（三）全島蕃人調查的登場
（四）修正與再現
二、族群分類知識的科學性宣稱
三、伊能人類學的延續
第四章　歷史知識的建構：臺灣史研究的展開
一、渡南觀光：來臺初期的臺灣史筆記
二、臺灣在世界之中
三、地理歷史教科書編纂
四、臺灣全志的登場
第五章　方法、田野、理論：伊能嘉矩的歷史文化理論
一、伊能的田野現場
（一）媒介：伊能的語言能力
（二）田野中的社會關係
二、殖民地人類學的田野、理論與權力
（一）分析方法與知識建構
（二）伊能的文化理論
（三）描述的與比較的民族誌
（四）從「人的人類」到「國的人類」
（五）公共歷史
（六）國族主義、進化主義與「異己」研究
第六章　影響與再生：殖民閱讀與後殖民挪用
一、影響
二、正典化
三、挪用與再生
四、公共歷史中的伊能嘉矩
結論
一、殖民地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二、「我們要前進」：伊能再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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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註解
附錄一 伊能嘉矩臺灣研究書籍著作目錄
附錄二 戰後伊能嘉矩臺灣研究書籍與論文：翻譯與復刻 1945-2013
附錄三 伊能嘉矩年譜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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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從原野到台灣的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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