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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社會學的基本問題 

 

知識社會學及其他相關名稱 

 

通用： 

  德文－Wissenssoziologie (Soziologie des Wissens) 

  英文－Sociology of Knowledge 

    法文－Sociologie du Savoir 

    中文－知識社會學 

 日文－知識社會學 (chishiki shakaigaku) 

 

特殊： 

    德文：Soziologie des Erkennens (Wilhelm Jerusalem) 

 

  英文：Gnosio-sociology (Gerard DeGré) 

       Cognitive Sociology (Aaron V. Cicourel; Eviatar Zerubavel) 

       Sociology of Belief (Keith Dixon) 

       Epistemic Sociology or Sociology of Cognition (Jeff Coulter) 

       Sociology of Perception (Mary Douglas) 

 

集體記憶(La Mémoire collective; collective memory)﹝Maurice Halbwachs, 1877-

1945﹞ 

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Abby Warberg, 1866-1926; Eviatar Zerubavel﹞ 

記憶場(Les Lieux de Mémoire; realm of memory)﹝Pierre Nora﹞ 

 「記憶所繫之處」(戴麗娟譯名) 

 「記憶之場」(黃艷紅等人譯名) 

文化記憶(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cultural memory)﹝Jan Assmann & Aleida 

Assmann﹞ 

記憶研究(Gedächtnisforschung; Memory Studies) 

國族記憶(national memory) 

 

知識學﹝科學學、方法學﹞(Wissenschaftelehre; science of soience; 

methodology)：從費希特(Fichte)到韋伯夫人(Marianne Weber) 

 

 

界定「知識社會學」的幾條途徑 

 

1   從知識社會學的主要概念來推衍 

 1)  知識 

 2)  社會學 

 

2 從學科的邊界來看：跨界與否 

 1)  從社會學內部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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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從其他相關學科的關聯來看 

 

3 從既有的學術傳統來看： 

1)  創始人的原始理念 

 2)  以知識社會學為名的書籍內涵 

 

         

知識社會學的定義與範圍 

 

「知識」： 

  意見，常識，迷信，經驗，傳統，權威，信念，宗教，知覺，認知， 

    意識，知識（正確的與被接受的），思想，文化，文學，藝術，語文， 

    科技，學術，大眾傳播，輿論 

 

知識，無知，與非知識 

 

啟蒙時代的知識觀： 

 知識有「客觀的」，「理性的」和「真實的」以及「主觀的」，「無理性

的」和「虛假的」之分 

反基礎論（anti-foundationist）的知識觀： 

 沒有上述的分別．應查考知識所賴以存在的背景假設 

   〔參考 Susan J. Hekman (1986) 的討論〕 

 

 

知識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 

 

社會學： 

 

    社會學即知識社會學〔P. A. Simonds〕 

 

   其他社會學分科 

 

   文化社會學   文學社會學    藝術社會學   語文社會學 

   科學社會學   輿論社會學    認知社會學   大眾傳播社會學 

   知覺社會學   宗教社會學    信念社會學 

 

   社會學理論 

    現象學的社會學 

   俗民方法論 

    會談（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敘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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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 intellectual history） 

 

哲學： 

 

  知識論；認識論（epistemology） 

 

人類學 

 

 歷史人類學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 

  

 認知心理學，人工智能，語言學，哲學，神經科學，認知人類學 

 

 

對象與觀點： 

 

 不同對象，不同觀點 

  同一對象，不同觀點 

    不同對象，同一觀點 

  同一對象，同一觀點 

 

 

知識社會學導論書內容比較 

 

主題篇 

 

W. Stark於1958年出版《知識社會學：加深對思想史理解的一篇論文》 

章節內容如下：  

  

 第一部分 知識社會學的領域 

1 基本導向 

2 知識社會學的前身 

3 知識社會學的本質 

4 知識社會學的結果 

 

 第二部分 知識社會學的問題 

5 問題 A：社會決定的基礎 

6 問題 B：社會決定的性質 

7 問題 C：社會決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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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問題 D：社會決定的征服 

 

Irving Louis Horowitz於1961年出版《哲學、科學與知識社會學》 

章節內容如下：  

 

用科學方法研究知識：挑戰與回應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Knowledge: 

Challenge and Response) 

知識社會學的史前史 (The Pre-History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經驗描述與社會規約 (Empirical Description and Social Prescription) 

哲學方法與社會理解 (Philosophic Methods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 

運作哲學與功能社會學 (Operational Philosophy and Functional Sociology) 

科學、批判與知識社會學 (Science, Critic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社會知識與意識形態形構 (Soci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Configurations) 

烏托邦主義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Utopianism) 

知識社會學中的法則與層次 (Laws and Level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知識與社會行動 (Knowledge and Social Action) 

 

Hans Neisser於1965年出版《知識社會學：一篇論文》 

章節內容如下：  

 

 基本問題 

知識 

 人類心靈的自主性 

 實際知識社會學的一些問題 

 實驗科學的興起 

 曼海姆的歷史的－意識形態的知識社會學 

 非實驗科學的程序規則 

 理解與行為 

 經濟學當成一種科學 

 系統社會學中的「模型」 

 解釋法則與因果 

 歷史當成社會科學 

 程序的基本問題 

 意識形態限制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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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ter W. Remmling於1973年編選的《知識社會學芻論：一種社會學思考

方式的起源與發展》(Toward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Sociological Thought Style)將文章分成下面的內容：

 

 

 導論 

 前輩與先鋒 

  培根 

  聖西蒙 

  保守主義傳統 

 方法學的和概念的假定 

 馬克思和意識的決定 

 涂爾幹和社會學的知識論 

 謝勒和現象學的知識社會學 

 曼海姆和歷史主義的知識社會學 

 當代知識社會學：符象互動學派、現象學派和量化學派 

 應用的知識社會學 

  曼海姆的世代分析與涵化(acculturation) 

  知識、權力和大學 

  南非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厄瓜多爾的社會階級 

  質疑的結構 

 

E. Doyle McCarthy於1996年出版《知識當成文化：新知識社會學》 

章節內容如下：  

 

 導論：知識社會學與文化 

 知識是甚麼？ 

 基本考慮 

  知識社會學：兩種分歧的主題 

  社會決定論 

  社會建構論 

  今天知識是甚麼 

 真假知識：馬克思主義傳統 

  基本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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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形態是甚麼？ 

  意識形態當成文化實踐 

 知識的結構：法國傳統 

  基本考慮 

  結構主義：從涂爾幹到李維史陀 

  神話與心靈：新的文化觀 

 自我的知識：美國傳統 

  基本考慮 

  自我當成能動者和社會對象 

  自我產生時的對象與他者 

  修正傳統有關身分和共同體的主題 

  “今天我們是甚麼？” 

 性別知識 (Engendered Knowledge)：女性主義和科學 

  基本考量 

  被攻擊的科學 

  性別歧視的科學 

  女性主義科學 

  科學當成文化：一種評量 

 結論：知識當成文化 

 

 

人物篇 

 

 Maquet 

(1951) 

Hamilton 

(1974) 

Abercrombie 

(1980) 

Hekman 

(1986) 

Pitirim A. Sorokin     

Karl Mannheim     

Hegel     

Marx     

Lukács     

Horkheimer     

Adorno     

Marcuse     

Habermas     

Lucien Goldmann     

Max Sch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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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Weber     

Emile Durkheim     

Marxism     

Alfred Schutz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Hans-Georg 

Gadamer 

  

 

  

 
 

傳統知識社會學的分析典範 

 

莫頓(Robert K. Merton)的用詞： 

 

   「存在基礎」（existential basis） 

   「心靈產物」（mental production） 

 

不同理論家所使用的不同名稱  

 

理 論 家 存 在 基 礎 心 靈 產 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 

Marx and Engels 

 (社會) 存在 

 (social) existence 

 (社會)意識 

 (social) consciousness 

謝勒 

Max Scheler 

真實因素 

real factors 

理想因素 

ideal factors 

曼海姆 

Karl Mannheim 

存在 

existence 

知識 

knowledge 

馬奎特 

Jacques J. Maquet 

 社會文化因素 

social & cultural factors 

社會存在 

social existence 

心靈產物 

mental production 

知識 

knowledge 

古維治 

Georges Gurvitch 

社會架構 

social framework 

知識 

knowledge 

柏格和陸克曼 

Berger and Luckmann 

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 

現實 

reality 

艾理雅斯 

Norbert Elias 

人群團體結構 

structure of human groups 

知識類型 

types of knowledge 

漢米頓 

Peter Hamilton 

社會結構 

social structure 

知識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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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社會學的幾種分析架構 

 

莫頓 (Robert K. Merton) 

 

    知識社會學的典範（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 心靈產物的社會基礎位在何處？ 

     a 社會基礎：社會位置，階級，世代，職業角色，生產方式，群體結構

（大學，科層制，學院，教派，政黨），「歷史情境」，利益，

社會，族裔隸屬，社會流動，權力結構，社會過程（競爭，衝

突，等等）． 

     b 文化基礎：價值，意索，「意見氣候」，民族精神，時代精神，

文化類型，文化心態，世界觀，等等． 

   2 從社會學觀點加以分析的心靈產物是甚麼？ 

     a 範圍：道德信念，意識型態，思想，思想範疇，哲學，宗教信仰，社

會規範，實證科學，科技，等等． 

     b 分析的面向： 

       選擇（焦點），抽象層次，預設（那些被當成「予料」以及那些被

當成「研究主題」），概念內含，驗證模型，知性活動的目標，

等等． 

    3 心靈產物和存在基礎的關係是如何？ 

     a 因果或功能關係：決定，原因，符應，必要條件，制約，功能互賴，

互動，依賴，等等． 

     b 符象或機體或意義關係： 

       一致，合諧，融貫，統一，符合，配合（和相反），表達，實現，

符象表達，結構關聯，結構同一，內在關聯，格式類比，邏輯意

義的整合，意義同一，等等． 

     c 指示關係的含混名詞： 

       符應，反映，相連，關係密切，等等． 

   4 為什麼？受到存在基礎影響的心靈產物被認為有那些顯性和隱性功

能． 

     a 維持權力，促進穩定，定位，剝削，糢糊實際的社會關係，提供動

機，引導行為，轉移批評，轉移敵意，重新保證，控制自然，協

調社會關係，等等． 

   5 存在基礎和心靈產物的關係於何時取得？ 

        a 歷史主義的理論（限於特殊的社會或文化） 

     b 一般的分析理論．  

 

 

哈魯 (Terry T. H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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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Dialectical 

Ideas represent Neurophysiological 

Impression 

Transcendental 

categories of 

consciousness 

Comprehension due 

to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ies 

The social refers to  Patterned human 

interaction 

compelled by 

external empirical 

forces 

Consciously 

mediated human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human 

interaction as a 

result of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directed toward 

historically 

conditioned human 

need 

A social context 

refers to  

The material world A context of 

meaning 

A structure of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s and 

social context 

Ideas 

 
The material world 

 

(ideas affected by 

the material world) 

Ideas 

 
larger context of 

meaning 

(ideas affected by 

other ideas) 

Ideas 

 
The structure of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ideas affected by, as 

well as affecting,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Example Maurice Cornforth 

(orthodox Marxist) 

 

Superstructur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orces of Production 

Karl Mannheim 

 

Expressive meaning 

 
Documentary 

meaning 

Shlomo Avineri 

(Dialectical Marxist) 

 

Rationalization, 

Justification, and 

Moralizations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conscious 

activity 

 

 

其他的強調 

 

日常生活－信仰(faith)與信任(confidence)〔Agnes Heller〕  

 

    信仰針對特殊性 

    信任針對個人人格整體 

 

知識的長期發展與「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Norbert E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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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的長期發展 

    知識類型與人群團體結構的「相對自主性」 

 

「客觀文化」（objective culture）與「脈絡論」（contextualism）〔Henrika 

Kuklick〕  

 

    「客觀文化」：宗教，藝術，科學和政治思想 

    「脈絡論」：只有瞭解了行動者特殊的歷史環境的脈絡才能瞭解行動者的 

                意圖． 

    「說明」（explanation）與「解釋」（understanding）並重 

 

「強勢綱領」(“strong program”) 〔David Bloor〕  

 

 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四大綱領： 

 1．因果性 (causality)：尋求引發信仰或知識的因果條件 

 2．公正性 (partiality)：所有的信仰或知識，不論其真假，都一視同仁 

 3．對稱性 (symmetry)：要能同時解釋真正的和錯誤的知識 

 4．反身性 (reflexivity)：不僅要能解釋一般信仰和知識，也要能解釋知識社

會學本身 

 

 

孫氏綜合觀點 

 

知識社會學的五大要素： 

 

  知識 

  知識的分類 

   知識／無知／誤知／懷疑 

   知識／常識 

      真理／謊言／無法判定 

    真實／想像(虛構，虛擬) 

   秘密（機密）／公開的秘密 

    知識與信仰（奧義） 

    知識與意識形態 

    知識與偏見 

    知識與智慧 

    知識體系的演進 

          口頭(orality)到識字(literacy) 

  學術(科學)層級與體系  

  知識的制度化 

    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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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學 

    義務教育 

  知識的發展 

    個人發展 

      蒙學（幼兒教育） 

      小學（私塾、學堂、補習、自學） 

      大學 

    群體發展 

   宗教與科學 

   知識的成長和分化 

   知識的判準﹝科學的哲學﹞ 

       肯認論(confirmatism) 

       否證論(falsificationism) 

   典範轉移論(paradigm shift) 

   支持者存活論 

   權力和知識 

 

 

  制度 

  傳統與創新 

  記憶制度 

   口傳與記誦 

   結繩記事 

   書寫系統 

   史官 

    儀式 

    文獻 

   紀念碑 

   影音資料﹝宣傳記錄片﹞ 

   密碼 

   文化遺產(物質的和非物質的) 

 創造的傳統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vented Tradition)﹝Eric 

Hobsbawm﹞ 

  文化傳承制度 

   家庭教育 

   學校 

   職場 

   媒體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 

   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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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資源 

  考試制度 

  印刷出版 

  網路資訊 

  宗教主導的知識 

  政治主導的知識 

  知識的偏差行為 

   考試作弊 

    學術上的造假和剽竊（plagiarism） 

 

  人群 

  年齡 

  性別 

  階層 

  族群 

  教育程度 

  政治傾向 

  宗教信仰 

  人際網絡 

  知識達人與大眾 

 

  語文 

  表達與限制 

   表達能力 

   詮釋能力 

  語意 

  語用 

  跨文化挪用 

  語言行動(speech act)﹝J. L. Austin﹞ 

  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Jürgen Habermas﹞ 

 

 

 社會變遷（時間向度） 

  古今 

  內外 

 

 

知識社會學的內涵：五大要素相互關係所構成的整體 

 

理想中的知識社會學的三部曲 

 知識社會學 

 知識歷史社會學 

 知識與社會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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