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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論文。 

 

 

D.研究計畫 

2023-2024  從我到我們：大學與社區跨域共做共好社會實踐計畫。教育部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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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臺東縣原住民部落試辦資源共管計畫。台東縣政府原民處委託。共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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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荖葉作為食品原料使用及相關產業之調查（二）」，編號 111農科-4.2.2- 

       糧-Z2(3)。111年 4月 1日至 12月 31日。計畫主持人。 

2022-2023  「從疫情到後疫情：原住民觀光部落的災害靭性與變遷性」，編號 MOST  

      111-2420-H-007-001 -。111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共同主持人。 

2021  「荖葉作為食品原料使用及相關產業之調查」，編號 110農科-4.2.2-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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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走出黑網：荖葉的去汙名化與除魅的公共人類學實作」，編號 MOST  



110-2410-H-143-014-MY2。110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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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MOST 105-2410-H-143-001。105年 8月 1日至 106年 7月 31日止。計 

      畫主持人。 

2015-2019  「東臺灣飲食的文化觀察、批判與實踐：東大＇a vuwan 灶咖的跨域創 

      造」。教育部 HFCC 人文及社會科學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104年 8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止。共同主持人。 

2015-2016  「東部文化資產學院教學平台:文化資產學程計畫」。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計劃。104年 8月 1日至 105年 7月 31日止。協同主持人。 

2014  從產業鏈角度連結社區產業與社區觀光的新可能性。國立臺東大學校內研究 

      計畫。103年 12月 2日至 104年 7月 30日止。 

2014  從豐田玉到台灣玉：文化資產轉型為遺產的觀光資源建構。國立臺東大學校 

      內研究計畫。102年 10月 1日至 103年 7月 30日止。 

2013  教育部學海築夢-新加坡飯店人才培育計畫。102年 2月 1日至 102年 8月 30 

      日止。 

2012  有機產業的產業鏈研究。樸食小舗產學合作案，101年 9月 1日至 102 年 1 

      月 31日止。 

2012  傳統窯業的文化觀光規劃。竹南蛇窯產學合作案，101年 3月 1日至 5 月 31 

      日止。 

2011  民宿經營人才培訓班。勞委會南區職訓局產學合作案，100年 4月 23 日至 7 

      月 2日止。 

2011  科技公司員工的公益旅行方案。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案，100 年 3 

      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 

2011  休閒漁港發展對傳統海產店的經營衝擊。苗栗龍鳳漁港阿文的店產學合作 

      案，100年 2月 28 日至 4月 30日止。 

2011  傳統窯業發展文化觀光的前期評估。竹南蛇窯產學合作案，100年 1月 11日 

      至 4月 10日止。 

2010  遺產化的遺產論述與觀光取向的文化再利用：台灣東部不同層級遺產的民族 

      誌研究。中研院民族所田野調查合作培訓計畫。 



2006  英國殖民主義與南亞的兩種衝突類型分析。95年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教師專案 

      研究計畫。 

2006  宗教觀光的定位與研究議題：以花蓮為例。95年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教師專案 

      研究計畫。 

2005  斯里蘭卡觀光產業短期田野研究。中研院民族所田野調查合作培訓計畫。 

2004  斯里蘭卡的觀光困境與觀光前景。93年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教師專案研究計畫。 

2003  花蓮縣壽豐鄉豐田社區客家移民史。行政院客委會專題計畫。收錄於「豐田 

      嘛是捱屋：東部客家移民史」，花蓮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出版。協同主持人。 

1997  新竹市三廟宇的藥籤分析。85年度新竹文史專題研究計畫。新竹市文化局。 

1996  新竹市神明單的醫療人類學研究。84年度新竹文史專題研究計畫。新竹市文 

      化局。 

 

 

E.其他著作 

張育銓 2022  部落長者的幼兒園？超越時空的「文化健康站」實踐方案。關鍵評論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4966，2022/11/20。 

張育銓 2022  超越時空的文化健康站實踐方案。芭樂人類學。https:// 

             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54?fbclid=IwAR3XxfpS7icw 

             lHWJw3f-UMjVWX33Fhy_wocxg_iNx2fvbSr4iMY_VmxMRhE，2022/09/05。 

張育銓 2021  荖葉的愛與和平。STS涵多路 

http://stshandoru.tw/betel_love_peace/?fbclid=IwAR2KlNaTyzx9CHmtmocE_Fy9cq0

BSWFrQ6fbXgVbgzfqISYBUaXrzj2pLHM，2021/10/20。 

張育銓 2021  荖葉的醫療與田野隨筆。STS涵多路 https://www.facebook.com 

             /STS-%E6%B6%B5%E5%A4%9A%E8%B7%AF-644146256201964/，2021/09 

             /16。 

張育銓 2021  荖葉不只是土食材。青芽兒 98：52-55。2021/05/06。 

張育銓 2020  觀光作為一種文化實踐。芭樂人類學。https://guavanthropology. 

             tw/article/6776?fbclid=IwAR3t0NsLCR6lj0U8wb_PTWjYH_VEQar I1 

             gcyd3LSLP7rlpTnZYG5JIao9jQ，2020/01/20。 

張育銓 2019  觀光作為一種文化實踐。收錄於觀光人類學，厄夫錢伯斯著，李宗義、 

             許淑雅譯，頁 7-18。台北：游擊文化。 

張育銓 2018  從無到有、從有到無。人類學視界 23期。 

張育銓 2018  從食物到閨物：馬來西亞與印尼的荖葉觀察。自由時報超 A 評 

           論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387979 

張育銓 2016  不斷迴響的 Hafa Adai。原教界 71期。 

張育銓 2016  風從哪裡來。人社東華 2016年 11期。 

Francis L. K. Hsu 許木柱編譯。1983（2002）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心理人類學論文

集。共翻譯四章。南天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