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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崧興教授生平事略

　　王崧興教授雲林林內人，生於1935年11月28日，1995年11月15日病逝於台北台大醫院，享年60歲。

　　王教授9歲失怙，姊弟3人全靠寡母撫養成人。王母李太夫人雖然出身富家，但能刻苦耐勞，以縫紉衣

服維持一家生計。王教授因此從小就非常懂事，在家裏為母分憂，在學校勤奮向學，先後在嘉義中學，台中

一中就讀，然後考入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並進入研究所就讀。在戰後初期貧困的環境下，以一個農

村子弟，完全憑 自己的努力而能有此成就，實在難能可貴。 1963 年王教授又負笈東瀛到東京大學深造，

受業於日本著名人類學家中根千枝教授， 1969 年更遠赴英國進修，留學倫敦政經學院兩年，從國際知名的

漢學、人類學家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教授研究漢人社會。王崧興教授在1971年得到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

　　從1965年開始，王教授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任職，隔年也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兼課，並於1976

年擔任民族所文化組主任。王教授這時候開始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在龜山島漢人漁村從事長期而深入的田野

工作，為台灣漢人家族與社會結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典範。

　　1972年王教授參與張光直教授主持的「濁水大肚兩溪流域的科際整合研究計劃」，並擔任執行秘書負起

整個計劃的執行工作。在他的費心引導下，濁大計劃成了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影響最大的集體研究計劃。此

一計劃不僅影響人類學研究，也帶動往後台灣史研究新的契機。

　　1977年王教授應聘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從此開始他往後18年的海外講學生涯。1984年王教授受聘為

日本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1992年應聘至千葉大學任教，1993年開始也在他的母校東京大學兼課。

在海外講學的這些歲月裏，王教授不斷思考漢文化與受漢文化影響的鄰近文化之間的關係。近幾年來他更積

極推動從漢民族的周緣來看漢文化，也嘗試以這種宏觀的角度來整合漢文化與南島文化的人類學研究。今年

9月王教授應國科會邀請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擔任特案研究員，主要就是想以具體的研究計畫來落實

他的想法。

　　王教授天性淳厚，事母至孝。他本來也想藉 回到台灣的機會，可以就近照顧母親。奈何室邇人遠而使

高堂反服。天不假年，令人嘆息。

　　王教授在台大唸研究所時，結識當時來台唸書的吉原彌生女士，並在留日期間與吉原女士結為連理。王

教授夫婦感情篤厚，哲嗣凱正，現在就學於澳洲。薪傳有繼，諒王教授於九泉之下，亦可瞑目矣。

　　王崧興教授治學嚴謹，為人誠懇和氣，對待學生後輩更是提攜照顧，不遺餘力。他的去世，不僅是台灣

人的重大損失，也是親屬朋友永遠無可彌補的遺憾。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豈有道乎？

治喪委員會　謹述

下載生平事略為「王崧興教授治喪委員會」所發出，現原文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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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案:

　　王教授在港期間，致力推動本地研究。一方面，在中大人類學系設立「香港文庫」( H o n g  K o n g

Collection)，收集與香港有關的人類學研究的文章。他並且嘗試建立香港新界的地區檔案。第一個也是唯一

一個的地區檔案，就是與當時(1983-85)在港進行田野調查的，現日本東北大學教授瀨川昌久博士合作的「八

鄉地區檔案」。在兩位教授的指導下，當時的中大人類學學生在八鄉地區的每一條村落進行調查。檔案內容

包括了口述歷史，調查筆記，各村落的文獻如族譜等。王教授又致力港日研究的交流。其中之一是協助上智

大學的白鳥芳郎教授領導下的「競渡文化圈」研究計劃香港部分的研究。此外，王教授與當時在中大社會學

系任教的故華德英(B.E.Ward)教授是華南研究會的前身，「高流灣研究計劃」的顧問。「高流灣研究計劃」是

中大人類學系成立伊始(1980)，一群主修和副修人類學的同學，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漁村高流灣，進行的長

期的田野調查實習。王教授是華南研究會長期的良師益友。王教授遽登仙域，本會同寅深表哀慟。

讀者來函

　　關於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科大衛「從一

封信談起」，提及信中「又叫吉堂夫人，明年加多

應堯一個蘇蝦仔，應全一個蘇蝦女，要來拜斗」一

段，詢問讀者意見。

　　余以為這個「吉堂夫人」，可能是該信件家人

中的一位寡婦，應堯、應全可能是家中已逝去的兩

兄弟，那「一個蘇蝦仔、一個蘇蝦女」，是指每年

家祭中用來祭祀的紙扎公仔。「要來拜斗」是「用

以祭祀燒奠」的意思。

　　未知台端以為然否？方便時請順告科教授悉。

　　《通訊》辦得不錯，有空再談。祝

編安﹗

劉敏儀

27.10.95

《福建宗教碑銘匯編﹒興化府分冊》

現已出版

徵訂單

　　《福建宗教碑銘匯編：興化分冊》，由鄭振滿

博士與Kenneth Dean博士合作編纂，福建人民出版

社 1995 年初版，書號 ISBN7-211-02529-8 。

　　此書為大型資料叢刊《福建宗教碑銘匯編》的

第一分冊，其餘各分冊即將陸續出版。本分冊共收

錄唐至民國時期的寺廟碑銘 442件，內容涉及儒、

道、釋三教及三一教、摩尼教、龍華教、祖先崇

拜、地方神崇拜等，並附有碑銘說明、寺廟索引及

英文提要。

　　本分冊為精裝 16 開本，繁體字豎排，新式標

點，彩色圖版16頁，內文570頁。每冊售價USD50.
00，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委托興化民俗文化研究中心

專售，欲購者請直接與本中心聯系。收到購書款後，

收據隨書寄出。

　　聯系人：廈門大學白城一號樓503室鄭愛華女士

　　Tel:592-2082995 Fax:592-2082995

華南研究會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華南研究會1996至 97年度幹事會及編輯委員

會已順利產生，名單如下：

幹事會

會長：廖迪生

副會長：蔡寶瓊、張展鴻

秘書：何傑堯、程美寶

財政：黃永豪

總務：盧淑櫻

出版委員會

主席：蔡志祥

委員：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

馬木池

活動通告

教育與國家民族認同

        Education & National Identity

主辦機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系

香港教育研究所　合辦

日期：1996年 6月 1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30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

講者：Prof. Edward Friedman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張茂桂教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陸鴻基教授 （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

聯絡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系

蔡寶瓊博士 Tel:2609-6931    Fax:2603-6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