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學科中心辦理 

109 學年第一學期線上讀書會  

實施計畫 

 

壹、 活動目標： 

一、歷史教師自主專業成長。藉由閱讀、分享與討論具一定學術性質之歷史

相關書籍，培養長期透過閱讀自我增能習慣。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歷史學科中心 

 

參、活動內容： 

一、活動日期：109 年 9-12 月，每月雙週週三晚上 8：00-10：00。 

二、閱讀書籍：擇一參加 

    (一)讀書會 A：西敏司，《甜與權力》。 

        (每月第二週週三，9/9、10/14、11/11、12/9) 

    (二)讀書會 B：蘇尼爾·阿姆瑞斯，《橫渡孟加拉灣》。 

        (每月第四週週三，9/23、10/28、11/25、12/23) 

三、運作方式：Line 群組手機通話、電腦打字；報告者準備 ppt(約 10-15 張)

或 word 檔(約 2-3 頁)以 Google Meet 播放。 

四、參加對象：全國高中合格歷史教師，符合以下資格者依序優先錄取 

    (一)離島或偏遠地區教師 

    (二)歷史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三)過去未曾參加線上讀書會者 

五、報名方式： 

(一)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8m8EE   

(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 月 4 日(星期五)前。 

(三) 報名人數：兩組讀書會擇一參加，每組 12 人(含主持人)額滿為止。 

六、主持人介紹： 

https://reurl.cc/q8m8EE


 
 

  (一)讀書會 A：陳榮聲  桃園市立武陵高中 

    (二)讀書會 B：朱韋燐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柒、聯絡人： 

歷史學科中心：羅佳瑩小姐、成瑜小姐，電話：(05)225-4603 轉 1271、

1272。 

 

肆、其他事項： 

一、該次負責報告或介紹成員，請盡量排除各種困難報告。若實在有困難者，

請至少於 3 日前告知，否則會影響下次讀書會參加權益。 

二、書籍自備，第一次讀書會未參加者，視同放棄。 

三、為維護討論自由度，請勿錄音。 

四、本讀書會理念為自發性學習，除維持讀書會運作相關要求外，無須另外

產出成果報告，亦不核發研習時數。 

 

伍、附錄：書籍資訊 

  一、讀書會 A 

       (一)、閱讀書籍：西敏司(Sidney W. Mintz)，《甜與權力：糖──改變世界體系運轉的

關鍵樞紐》，臺北：大牌，2020。352 頁 

       (二)、選書理由：  

    西敏司(Sidney W. Mintz，1922-2015)，美國人類學者，曾任教於耶魯大學人類

學系，被認為是飲食人類學研究的奠基者，本書是其代表作。 

    西敏司因早年在波多黎各田野調查經驗，逐漸對蔗糖及其背後延伸的政治、經

濟與文化各種關係感興趣。雖是人類學家，但他採取重視歷史時間因果脈絡的研究

途徑，對歷史老師而言，是相對好理解的人類學著作。 

    本書不是單純的飲食文化史。作者的基本立場：西方與美洲的互動連結是雙向

的，不能只從西方的角度、也不能只從美洲的角度理解問題。蔗糖問題也比想像中

複雜，不能單純只用「殖民者壓榨奴隸生產蔗糖」的角度來理解：「奴隸與無產階級

共同推動著大英帝國的經濟發展，並反過來強化了前者的手鐐腳銬，以及後者嘴中

的糖與蘭姆酒。」 

   上學期讀書會《大分流》在探討近代西方崛起時，相當重視歐洲控制美洲的影響。

因此，順著以上脈絡，透過蔗糖議題，應可對近代西方與美洲複雜的互動關係有更

深入了解。 

 

二、讀書會 B 

     (一)、閱讀書籍： 

          蘇尼爾•阿姆瑞斯(Sunil S. Amrith)，《橫渡孟加拉灣：浪濤上流轉的移民與財富，

南亞•東南亞五百年史》(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臺北：臉譜，2017。416 頁 

     (二)、選書理由： 

 作者蘇尼爾•阿姆瑞斯(Sunil S. Amrith)，哈佛大學南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專研

南亞研究、跨域移民、公衛與貧窮史。以印度裔的觀點，站在大英帝國的角度來審

視帝國殖民版圖下的人群移動，將孟加拉灣做為新視角來觀察移民將會得出不同於

日不落帝國的角度，更能巧妙地將南亞與東南亞當作一個整體來觀察，激盪出全新

的觀點。 

 本書依時序書寫，從十五世紀末歐洲列強前來尋找香料談起，敘述各國的勢力

消長和影響，以及當時留下的歷史和人文遺跡。十九世紀下半葉，斯里蘭卡的茶葉、

緬甸的米、馬來亞的橡膠投入了全球市場，數百萬人在這個區域內流動，寫下許多

移民和移工苦難的歷史。二次大戰後，民族國家紛紛獨立，地域出現國界，「南亞」

與「東南亞」截然二分，從此翻轉這個區域的發展。孟加拉灣由無數的旅程、記憶

和權力來源結合在一起，這個關於經濟整合和大量遷徙的大型故事，正是一部文化

接觸和混合的歷史。 

 此外在地理上，孟加拉扮演著海洋通道連接的核心腳色，有眾多橫渡孟加拉灣

的航海事蹟(中國史中所為人津津樂道的鄭和下西洋)與數不盡的政經興衰，在這孟

加拉灣曾漂浮著無數商旅、移工、奴隸和軍隊的遷徙足跡，以及串連著許多族群、

宗教、文化、語言和商貿的接觸與交融故事，此書挖掘出孟加拉灣珍貴與豐富的歷

史記錄和記憶，並以專業描述手法勾勒出孟加拉灣發展的歷史面貌。透過上學期讀

書會閱讀孔復禮的《華人在他鄉》，並且在 108 課綱中試著操作過移民課題，這本《橫

渡孟加拉灣》既能夠延續移民主題，同時也擴充了我們過去對於南亞與東南亞認識

與理解的不足，有更多的材料讓課程更加活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