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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開放式課程 
 

《廿世紀美國社會學理論》 
 

第一講  課程簡介 

 

授課教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孫中興教授 

教室：校總區社會學系館112教室 

時間：2015年2月24(二) 

下午2點20分~5點20分 

 

 

※因版權緣故，此開放式課程講義經過頁碼重新編碼及內容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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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世 紀 美 國 社 會 學 理 論 

課號 Soc7056 

課程識別碼 325 M0300 

授  課  大  綱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一百零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授課老師：孫中興教授 

授課時間：周二上午 2:20~5:10(六~八節) 

授課地點：校總區社會系館 112 教室 

會談時間：請事先和老師聯絡 

會談地點：臺灣大學校總區社會系大樓 417 室 

聯絡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聯絡電話：02-3366-1251 

傳    真：02-2368-3531 

電子郵件信箱：catsun@ntu.edu.tw 

 

 

一、課程簡介 

 

 本課程這學期選定成為「台大開放式課程」的錄影計畫。課程會在錄影過後的

兩個星期左右，經過後製放上網路。以便缺課同學可以自行補課。但希望決定選修

的同學還是要來上「現場」。各位同學不會「入鏡」，請放心。 

 這門課是以廿世紀美國社會學理論為主要的討論範圍，也就是傳統的「當代社

會學理論」。為了和其他老師開設的以當代歐洲社會學理論為主的同名「當代社會

學理論」課程有別，所以特別將課名改為和授課內容比較符合的「廿世紀美國社會

學理論」。 

 課程會討論的有：通稱為「結構功能論」的 Talcott Parsons 和 Robert K. Merton、

「衝突理論」的 Lewis A. Coser 和 Ralf Dahrendorf、「社會交換論」的 Geroge C. 

Homans、Peter M. Blau和Richard M. Emerson、「符象互動論」的George Herbert Mead、

Herbert Blumer，和 Manford Kuhn、「社會現象學派」的 Alfred Schutz、「戲劇論」

的 Erving Goffman、「俗民方法論」的 Harold Garfinkel，以及幾位著名的當代美國

社會學理論家，例如 Jeffrey Alexander 的「新功能論」(Neo-Functionalism)、Jonathan 

H. Turner 的「面對面互動」(Face-to-Face Interaction)和 Randall Collins 的「互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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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鏈」(Interaction Chain)。有些學者的理論內容繁多，我也比較有興趣，會分別上

兩周。 

 我的課程是以理論家為討論的單元，而不是一般習見的以「學派」為單位。這

些理論家和他們的理論對於現代社會學各領域的主要概念有著很大的影響力，所以

從源頭學好這些理論應該對於了解社會學各專科在後來的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授課過程中，老師會挑選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或書籍段落，並會提醒每位

社會學理論家的生平及著作，以及其重要的思想觀念。此外，也會進一步比較分析

他們之間的相關和相異之處，以免落入「見樹不見林」的窠臼。 

 配合老師的上課，學生應該還能積極主動地學習，才會有比較好的成果。如果

有任何學習方面的問題，請和本人約時間會談。請記住：老師是來幫學生解決問題

的；老師不是學生的問題。 

 

 

二、作業要求 

 

 作業要求會因為上課人數和特殊狀況而有修正，請注意老師第一堂課的說明。 

 

 1 小作業：「為什麼修這門課？希望從這門課學到什麼？自己準備怎樣學習

這門課？以及自我介紹」。第二堂課就要繳交。 

 

 2 認識同學作業。請教班上所有同學三個和本課程相關的問題，和同學交流。

第一個月結束就要繳交。 

 

3 主要作業，擇一完成： 

1) 面對當前台灣某一社會現象的理論思考：希望同學針對當前社會現象，

以一或多個社會學概念來加以檢討。同學對於理論的介紹和應用不得

少於社會現象的資料，並請注意到對概念加以檢討其適用性，不要只

顧著套用，而不思索理論或概念的適用性。 

2) 某一學派社會學理論的整理，以可以放上維基百科為目標。請特別注

意更正一般教科書或者網站資料的錯誤介紹。學期結束前兩個星期繳

交。 

 

所有作業都會在改完後，加註本人評論，發回給同學，以便同學可以知道日後

改進的方向。 

 

 如有其他相關的作業會在上課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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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課進度 

 

週數 日    期 教  學  進     度 作  業  進  

度 

1 2 月 24 日 課程介紹  

2 3 月 3 日 基本問題  

3 3 月 10 日 帕深思 (Talcott Parsons)(1)  

4 3 月 17 日 帕深思 (Talcott Parsons)(2)  

5 3 月 24 日 莫頓 (Robert K. Merton)  

6 3 月 31 日 柯塞 (Lewis A. Coser)  

7 4 月 7 日 達倫道夫 (Ralf Dahrendorf)  

8 4 月 14 日 霍曼史 (George C. Homans)  

9 4 月 21 日 布勞 (Peter M. Blau) 和 

愛默森 (Richard M. Emerson) 

 

10 4 月 28 日 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布魯默 

(Herbert Blumer) 和庫恩 (Manford 

Kuhn) 

 

11 5 月 5 日 舒茲 (Alfred Schutz)  

12 5 月 12 日 高夫曼 (Erving Goffman)(1)  

13 5 月 19 日 高夫曼 (Erving Goffman)(2)  

14 5 月 26 日 葛芬柯 (Harold Garfinkel)  

15 6 月 2 日 科林斯(Randall Collilns)  

16 6 月 9 日 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  

17 6 月 16 日 特納(Jonathan H. Tu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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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世紀美國社會學理論 

授課進度 

2015 年春季 

 

請先看這裡 

 

1 這門課討論時是以社會學家的生平和思想發展為主軸，不完全遵從傳統以學

派來劃分思想的做法。 

2 每本當代社會學家的選文讀本都有編者的意圖，本課程為了訓練學生能先見

當代社會學家思想的全貌，所以寧可要求學生親自從全書中摘取相關章節閱

讀，而不建議學生直接從各家選文入手，以無意中落入編者思想的剝削。 

3 所有作者的文章，希望同學都找回最原始的刊登處，不要只圖方便而找後來

收到文集中的文章。文集中的文章有時會有刪減，而且通常不說明刪節的原

因，這對於「將思想放在適當的脈絡中了解」是有害的。 

4 雖然在所條列的資料中都僅可能列出相關的中文繁簡兩體的中譯本，但是還

是希望同學要以訓練閱讀英文的精神來閱讀英文本，中譯本僅供參考對照之

用，以免陷入中譯本常見的錯誤中。 

 

每週進度 

 

第 1 周 2 月 24 日 課程介紹  

 

這一周主要介紹本課程的教學理念、課業要求以及進度。然後要進入簡介每週

進度，說明所選的文章的原則，並大致介紹文章內容，以及閱讀時應注意事項。 

 

第 2 周 3 月 3 日 基本問題  

 

正式課程的開始會先評論一下市面上現有的當代社會學理論參考書。進而比較

古典和當代社會學理論的異同。最後會簡要說明當代社會學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 

本周結束前應該完成選課學生本學期課堂報告的預定日期。 

 

第 3 周 3 月 10 日 帕深思 (Talcott Parsons)(1)  

 

第 4 周 3 月 17 日 帕深思 (Talcott Parson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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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世紀美國社會學理論通常是從帕深思教起，我們在此也隨俗。我們也從他最

早的那兩巨冊《社會行動的結構》開始，接著談論他的「模式變項」。然後跳到他

建構中期「行動理論」架構初始之處，所謂的「互換的符象媒體」，直接跳過他的

《社會系統》以及他最後對於最大系統－「人類情境」所做的最後嘗試。我們也要

閱讀他對於「社會進化」的處理，這種歷史的向度是社會學理論界中罕見的。延伸

讀物所列的都是中文資料，可以幫助同學有個比較全面的背景知識，以補足本周閱

讀上的不足。 

 帕深思雖被列為「結構功能論」的大頭目，其實他很少談到「結構」，倒是強

調「系統」，再加上沒放棄「四功能論」，所以比較貼近的說法應該是「功能系統論」。

後來要找出頭天的年輕一輩，都要以打倒帕深思為職志。廿世紀美國社會學理論基

本上可以說是和帕深思及其幽靈﹝多半時候還只是帕深思的「稻草人」，甚至不是

他的「本尊」﹞來戰鬥。各位！請就戰鬥位置！ 

 在閱讀的時候，請同學特別要注意到他在文中如何徵引自己過去的文章，如果

能進一步去找那些文章來看，可以建構出他的思想發展軌跡。此外，帕深思的文字

以艱澀著稱，同學要在讀不懂處加以標記，以區分哪些是自己的程度問題，哪些是

帕深思的文筆問題。 

 

【基本讀物】 

 

Talcott Parsons. (1937)194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2nd Editi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Part I. Pp. 3~125. 

中譯本：T‧帕森斯‧2003‧《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和彭刚‧合译

‧南京：译林‧第一部分‧第 3~141 页‧ 

 

Talcott Parsons. (1960)1967. “Pattern Variables Revisited: A Response to Robert Dub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4 (August). Reprinted in hi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192~219. 

 

Talcott Parsons and Gerald M. Platt. 1973.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32. 

 

Talcott Parsons. (1975)1977.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ymbolic Media of Interchange,” 

in Peter M. Blau. 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94~120. Reprinted in hi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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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204~228. 

 

Talcott Parsons and Jackson Toby. 1977.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中譯本：帕深思‧1991‧《社會的進化》‧章英華‧譯‧台北：遠流‧ 

 

Talcott Parsons. 1978. “A Paradigm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n his Ac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352~433. 

 

【延伸閱讀】 

 

孫中興‧1992‧〈結構功能論的營建者：帕深思〉，收入葉啟政‧主編‧《當代社

會思想巨擘：當代社會思想家》‧台北：正中‧第 210~231 頁‧﹝聲明：第

210 頁上的那段話不是我寫的，不知道是編輯還是主編所加的。看不懂請不要

問我！﹞ 

 

蔡文輝．(1982)1990．《派深思》．台北：允晨．台北：風雲時代重印． 

 

Robert K. Merton and Matilda White Riley. 1980.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Glimpses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s. Norwood, N.J.: 

Ablex. 

中譯本：Robert K. Merton 和 Matilda White Riley‧編．1987．《美國社會學傳統》．

陳耀祖‧譯．台北：巨流． 

 

Peter Hamilton. 1983.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Tavistock. 

Peter Hamilton．1990．《派深思》．蔡明璋‧譯．台北：桂冠． 

 

Uta Gerhardt. 2002.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乌塔‧格哈特(Uta Gerhardt)‧2009‧《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李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 

 

第 5 周 3 月 24 日 莫頓 (Robert K. Merton)  

 

 莫頓的沒寫過幾本專書，但是他的文章幾乎都是擲地有聲，篇篇精采，對於社

會學界基本概念的建立和澄清，影響極為重大。本周所選的幾篇文章就是其中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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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社會行動的意外結果」到今天都還是社會學家有興趣的主題。「社會結構

和脫序」更是唸社會學導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概念，可是大家通常都搞錯了。「顯

性功能」和「隱性功能」也是入門概念，可是這是莫頓花了不少功夫才釐清的。不

過，我還是覺得可以再加澄清。至於「中距理論」彷彿成了他的招牌。「自我應驗

的預言」則是他在這篇文章中所發明的字眼，現在已經成為英語的基本字彙。最後

一篇「社會學的兩難」是談師生關係的，我們可以反身來好好檢討一下我們之間。 

 莫頓雖然也名列「結構功能論」，但是他談「功能」的地方多，很少談「結構」，

至於他所談的其他東西，更不是「結構功能論」以詞可以涵蓋的。 

 莫頓的文筆和思路都很清楚，學問也淵博，所以腳註特別長也特別多。經過帕

深思的折磨，這一周應該算是好過的一點。 

 

【基本讀物】 

 

Robert K. Merton. (1936)1976.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December): 894~904. Reprinted in his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145~155. 

 

Robert K. Merton. (1938)196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672~682. Reprinted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185~214. 

 

Robert K. Merton. 1968. “Continuitie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215~248. 

 

Robert K. Merton. (1948a)1968. “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 Reprinted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73~138. 

中譯本： 

1 莫頓‧1981‧〈顯性功能與隱性功能〉，黃瑞祺‧譯，收入其編譯‧《現代社會

學結構功能論選讀》‧台北：巨流‧第 31~99 頁‧ 

2 罗伯特‧金‧默顿‧1990‧〈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收入其《论理论社会学》

‧何凡兴、李卫红和王丽娟‧合译‧北京：华夏‧1990‧第 98~179 页‧ 

 

Robert K. Merton. (1948b)196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tio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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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inted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475~490. 

中譯本：罗伯特‧K‧默顿‧2001‧〈自我实现预言〉，收入其《社会研究与社会

政策》‧林聚任‧等人‧合译‧北京：三联‧第 285~308 页‧ 

 

Robert K. Merton. 1968. “On the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 

Reprinted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39~72. 

中譯本：默顿‧1990‧〈论中层社会学理论〉，收入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

社会学》‧何凡兴、李卫红和王丽娟‧合译‧北京：华夏‧第 54~97 页‧ 

 

Robert K. Merton and Eleanor Barber. (1963)1976.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in 

Edward A. Tiryakian. Ed. Sociological Theory, Values, and Sociological Change: 

Essays in Honor of Pitirim A. Soroki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91~120. 

Reprinted in his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3~31. 

 

【延伸閱讀】 

 

林聚任‧2010‧《林聚任讲默顿》‧北京：北京大学‧ 

 

第 6 周 3 月 31 日 柯塞 (Lewis A. Coser)  

 

 本周進入一般所謂的「衝突論」。不過柯塞的「衝突論」是披著「功能論」羊

皮的。他先整理齊美爾的雜亂想法，變成十六道命題，然後一一加以論述，詳略不

一。這是從他自己博士論文改寫而來的。他後來還陸續發表一些和「衝突」相關的

文章。不過並不持久，一九六○年後期就完全不再觸碰這個主題了。 

 

【基本讀物】 

 

Lewis A. Coser.  1956.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中譯本： 

1 L‧科塞(Lewis A. Coser)‧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人‧合译

‧北京：华夏‧ 

2 科塞(Lewis A. Coser)‧1991‧《社會衝突的功能》‧孫立平‧等人‧合譯‧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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羨一‧校閱‧台北：久大／桂冠‧ 

 

Lewis A. Coser. 1961. “The Termination of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 

4 (December): 347~353. Reprinted in his 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Lewis A. Coser. 1962. “Some Functions of Deviant Behavior and Normative Flexi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VIII, 2 (September): 172~181. Reprinted in his 

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延伸閱讀】 

 

 

第 7 周 4 月 7 日 達倫道夫 (Ralf Dahrendorf)  

 

 達倫道夫也被列為「衝突論」，但他除了在理論著重點重視衝突之外，理論資

源和論證的方式，都和柯塞大異其趣。 

 達倫道夫的理論資源是馬克思。他先從修補馬克思未竟的階級理論開始，建構

出他自己的階級團體的相關命題。這本書是他自己從德文翻譯成英文的。不過，比

較有名的還是那篇批判所謂「均衡模型」是烏扥邦的短文，算是對所謂「結構功能

論」的發難。請注意，他不是要對帕深思截自當時為止的所有理論發難。這一點他

在文章中有過說明，別大意放過。 

 

【基本讀物】 

 

Ralf Dahrendorf. 1958a. “Out of Utopia: Toward a Reorientation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2(September): 115~127. Reprinted 

in hi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Ralf Dahrendorf. 1958b.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 2 (June): 170~183. 

 

Ralf Dahrendor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lf Dahrendorf. 1988. 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An Essay on the Politics of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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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譯本： 

1 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1999‧《現代社會衝突：歐洲自由政治隨想錄》‧

林榮遠‧譯‧台北：桂冠‧ 

2 拉爾夫‧達仁道夫(Ralf Dahrendorf)‧2000‧《现代社会冲突：欧洲自由政治随

想录》‧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延伸閱讀】 

 

詹火生編譯．《新衝突的開拓者－達倫道夫》．台北：允晨．1982．台北：風雲時代

重印．1990． 

 

 

第 8 周 4 月 14 日 霍曼史 (George C. Homans)  

 

 霍曼史通常被列為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交換理論」。不過他老兄一直很不爽，

倒不是名列「交換理論」之故，而是從他老兄的那套標準，社會學界捨他的理論，

根本沒有人夠格稱為「理論」。此外，他老兄雖出身英國文學，終身教授社會學，

可是卻不惜「學術自宮」，竟然不以社會學為傲，而以經濟學和心理學為師。所以

學界提到他，都像聊備一格似的，沒什麼人傳揚他的交換理論。後來其實和他的理

論類似的「理性選擇」也都和他沒什麼關係的樣子。 

 「把社會行為當成交換」是他在理論上初試啼聲之作；「把人找回來」則是撻

伐「結構功能論」的「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比之達倫道夫的「烏扥邦」之譏，不

惶多讓。至於他的成名作《社會行為：其基本形式》要看的是修訂版，有比之前更

清楚的說明。 

 

【基本讀物】 

 

George C. Homans. (1957)1962.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 6 (May): 597~606. Reprinted in his Sentiments and Activities: 

Essays in Social Science.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Pp. 278~293. 

 

George C. Homans. (1964)1987. “Bring Men Back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5 (December): 809~818. Reprinted in his Certainties and Doubts: Collected 

Papers, 1962~1985.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P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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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C. Homans. 1974.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延伸閱讀】 

 

第 9 周 4 月 21 日 布勞 (Peter M. Blau) 和 

愛默森 (Richard M. Emerson) 

 

 

 本周要討論的兩位也是列名為「交換理論」的人物。和霍曼史比起來，布勞基

本上和涂爾幹一樣，深信「結構效果」，戮力捍衛社會學的疆土，所以他的交換理

論被稱為「社會交換理論」，雖然他自己的書名只是提到「社會生活的交換和權力」。

布勞的交換理論都寫在書中，沒有簡短的文章可以當成捷徑。 

 至於這位愛默森，沒寫過書，只有幾篇文章行世，而且也沒登在前幾大的刊物

上，要不是他老兄再人家都不太談論社會交換理論時，還不段孜孜不倦，辛勤耕耘，

沒寫過書的他，恐怕難免遭到被遺忘的命運。他的文章用到很多數學公式，沒有三

兩三的人，很容易閃人。不過，他老兄也是勵志要從微觀面談到宏觀面，大小通吃，

野心不小。 

 

【基本讀物】 

 

Peter M. Blau.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中譯本： 

1 彼得‧布劳(Peter M. Blau)‧1988‧《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和张黎

勤‧合译．北京：华夏‧ 

2 布勞(Peter M. Blau)‧1991‧《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孫非等‧合譯‧台

北：久大／桂冠‧ 

3 布勞(Peter M. Blau)‧1999‧《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修訂一版)‧孫非等‧

合譯‧台北：久大／桂冠‧ 

4 彼得‧M‧布劳(Peter M. Blau)‧2008‧《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

‧译．北京：商务‧ 

5 彼得‧M‧布劳(Peter M. Blau)‧201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

‧译．北京：商务‧ 

 

Peter M. Blau. 1978. “Microprocess and Macrostructure,” in Karen S. Cook. E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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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M. Emerson. 1972a. “Exchange Theory, Part I: A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Social 

Change,” in Joseph Berger, Morris Zelditch, Jr., and Bo Anderson.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in Progress. Vol. 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p. 38~57. 

 

Richard M. Emerson. 1972b. “Exchange Theory, Part II: Exchange Relations and 

Network Structure,” in Joseph Berger, Morris Zelditch, Jr., and Bo Anderson.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in Progress. Vol. 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p. 58~87. 

 

Richard M. Emerson. 1976.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335~362. 

 

Richard M. Emerson. 1978. “Social Exchange Theory,” in Morris Rosenberg and Ralph 

H. Turner. Eds.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30~65. 

 

Richard M. Emerson. 1987. “Toward a Theory of Value in Social Exchange,” in Karen S. 

Cook. E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1~58. 

 

【延伸閱讀】 

 

 

第 10 周 4 月 28 日 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布魯默 (Herbert Blumer) 和 

庫恩 (Manford Kuhn) 

 

 

 其實，若以時間先後來說，美國社會學理論是應該從芝加哥大學的「符象互動

論」說起的。不過，這派的始祖當初一直在哲學系，從社會學本位的立場來說，要

認一個別系的人當成始祖好像有點沒面子。 

 這一派人的特點之一，好像都不喜歡寫書。後來號稱是米德作品的《心靈、自

我與社會》其實是米德死後，好事者從兩位學生的筆記中拼湊而成的。所以重複處

頗多。米德生前的文章和此理論相關的不多，以下選的很具有代表性。他也在文章

中把自己對於「自我」的想法說得蠻清楚的。米德比較弱的地方是談論「社會」之

處。 

 布魯默也是個傳奇人物。人生經歷豐富，學術著作卻少的可憐。可是這些少少

的學術文章，卻引發了一個大的學派的形成。他的成名作其實是本不厚的作品，想

法也很容易瞭解。 

 最後的這位庫恩的文章更少，這篇文章其實在研究法上是頗有可議之處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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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想法不錯，所以也常被徵引。 

 在這一切之前，詹姆斯的還算詳盡的「古早味」也預示了後來各家的說法，很

有參考價值。 

 

【基本讀物】 

 

William James. (1890)195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Pp. 291~307. 

 

George Herbert Mead. (1925)1964. “The Genesis of the Self and Social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35, 3 (April): 251~277. Reprinted in Andrew J. 

Reck. Ed. Selected Writings: George Herbert Mea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67~293. 

 

George Herbert Mead.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W. Mor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譯本： 

1 乔治‧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992‧《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

瑟‧译‧上海：上海译文‧ 

2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995‧《心靈、自我與社會》‧胡榮和王小章‧

合譯‧台北：桂冠‧ 

 

Herbert Blumer. 1962. “Society as Symbolic Interaction,” in Arnold Ross. Ed.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 Reprinted in hi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78~89. 

 

Herbert Blumer. 1969. “The Methodological Posi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hi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60. 

 

Manford Kuhn and Thomas S. McPartland. (1954)1972.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elf~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1 (February): 68~76. Reprinted 

in Jerome G. Manis and Bernard N. Meltzer. Eds.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Boston: Allyn & Bacon. Pp. 1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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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Bernard N. Meltzer and John W. Petras. 1970. “The Chicago and Iowa School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Human Nature and Collected Behavior: Papers in 

Honor of Herbert Blumer.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 3~17. 

 

第 11 周 5 月 5 日 舒茲 (Alfred Schutz)  

 

 美國社會學家的哲學訓練都不太好，而舒茲﹝黃瑞祺老師堅持譯為「徐志」，

我怕不小心跟人間四月天的男主角搞混，所以就參考中譯本譯者的做法﹞又剛好被

稱為「社會學的現象學派」，所以注定了他的讀者群是小眾的。 

 舒茲的博士論文原文不好讀，更不好譯。英譯者在有些段落上，甚至明說只能

用猜的。根據英譯本而翻的中譯本大概也無法突破這個難題吧！幸好！舒茲後來到

美國之後，為了讓人更了解他的想法，所以用英文寫作，對自己的概念有澄清的效

果。所以從事後來看，跳過他的博士論文而唸後面的文章，也不會離他的想法太遠。 

 因為後來舒茲也列為「打帕英雄」，所以早先沒發表的東西，也都挖出來了。

另外，「論多重現實」是一篇對我本人有很多啟發性的文章。最後一篇可以算是社

會科學方法論中的詮釋學派的代表作品。 

 

【基本讀物】 

 

Alfred Schutz. (1932)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Trs. by George 

Walsh and Frederick Lehnert.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 

1 舒茲(Alfred Schutz)‧1991‧《社會世界的現象學》‧盧嵐蘭譯‧台北：久大

／桂冠‧ 

2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2012‧《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

‧译‧北京：商务‧ 

 

Alfred Schutz. (1940)1978. “Parsons’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A Critical Review by 

Alfred Schutz,” in Richard Grathoff. Ed. The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Schutz and Talcott Parsons.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8~60. 

 

Alfred Schutz. (1945)1967. “On Multiple Realitie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 (June). Reprinted in Maurice Natanson. Ed. Alfred Schutz: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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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Vol. 1.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 

207~259. 

中譯本： 

1 舒茲(Alfred Schutz)‧1992‧〈多重現實〉，收入《舒茲論文集（第一冊）》‧盧

嵐蘭‧譯‧台北：桂冠‧第 235~287 頁‧ 

2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2001‧〈论多重实在〉，收入《社会实在问

题》‧霍桂桓和索昕‧合译‧北京：华夏‧第 283~347 页‧ 

3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2011‧〈论多重实在〉，收入《社会实在问

题》(修订版)‧霍桂桓‧译‧浙江：浙江大学‧第 211~276 页‧ 

 

Alfred Schutz. (1953)1967. “Common~Sense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IV (September).  

Reprinted in Maurice Natanson. Ed. Alfred Schutz: Collected Papers. Vol. 1.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 3~47. 

Alfred Schutz‧1992‧《舒茲論文集（第一冊）》‧盧嵐蘭譯‧台北：桂冠‧ 

中譯本： 

4 舒茲(Alfred Schutz)‧1992‧〈人類行動的常識詮釋與科學詮釋〉，收入《舒茲

論文集（第一冊）》‧盧嵐蘭‧譯‧台北：桂冠‧第 25~70 頁‧ 

5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2001‧〈对人类行动的常识解释和科学解

释〉，收入《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和索昕‧合译‧北京：华夏‧第 29~85

页‧ 

6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2011‧〈常识和对人类行动的科学解释〉，

收入《社会实在问题》(修订版)‧霍桂桓‧译‧浙江：浙江大学‧第 3~49 页‧ 

 

【延伸閱讀】 

 

范会芳‧2009‧《舒茨现象学社会学》‧郑州：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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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周 5 月 12 日 高夫曼 (Erving Goffman)(1)  

 

第 13 周 5 月 19 日 高夫曼 (Erving Goffman)(2)  

 

 高夫曼是我最喜歡的當代社會學家。我的美國理論老師是他的學生，所以我算

的上是「徒孫」。 

 高夫曼對於人際關係的研究十分引人入勝，不過引證的資料不是學界熟悉的方

式，而是文學和其他書面文件，所以也引起爭議。此外，他意不在建立理論，所以

在說了這麼多之後，大家都在想他老兄到底在想什麼。一般理論教科書都稱他為「戲

劇論」(dramaturgy)。 

 第一篇文章看似談論「面子」其實不完全是。《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是高夫

曼的代表作，台灣的中譯本我參與不少，導讀也是我寫的，歡迎參考，批評指教。

唸這本書會有很大恍然大悟之處，不過對於他在書中提出的概念，要小心去了解，

很多都要在加工才可以推廣到其他例子的。最後在眾多書中，再推薦「污名」這本

書。有趣、好讀。理論部分當然還是不完整，不夠清晰。但是很難得找到這麼好讀

的社會學理論書籍。﹝可憐的我們！﹞最後一篇是他在卸任美國社會學會的卸任演

說，很理論，很不好讀。看來有人雖然名列當代社會學理論家之林，真的還是不適

合太理論的文字和思考。 

 

【基本讀物】 

 

Erving Goffman. (1955)1967. “On Face Work: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18, 3 

(August): 213~231. Reprinted in his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p. 5~45. 

 

Erving Goffman.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中譯本： 

1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88‧《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徐江敏‧译

‧云南：云南人民‧ 

2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89‧《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和冯

钢‧合译‧浙江：浙江人民‧ 

3 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92‧《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徐江敏和李姚軍‧

合譯‧余伯泉校閱‧孫中興導讀‧台北：桂冠‧ 

4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200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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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大学‧ 

 

Erving Goffman. 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中譯本：高夫曼‧2012‧《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

群學翻譯工作室‧譯‧萬毓澤‧校訂‧台北：群學‧ 

 

Erving Goffman.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中譯本： 

1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2009‧《污名：受损身分管理札记》‧宋

立宏‧译‧北京：商务‧ 

2 高夫曼(Erving Goffman)‧2010‧《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曾凡慈‧

譯‧台北：群學‧ 

 

Erving Goffman. 1983.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 

(February): 1~17. 

 

【延伸閱讀】 

 

第 14 周 5 月 26 日 葛芬柯 (Harold Garfinkel)  

 

 本周的主題人物也是「一書成名天下」；平常的文章也很少；人也很少露面。

一般書都以他自命的「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來稱呼他的理論。當然，

有不少人對於這種加州玩世不恭的態度是很不以為然的。可是，喜歡者當然對於這

派理論的想法和做法讚嘆不已。 

 第一篇文章很短，很有趣。第二篇和舒茲的文章也承先啟後的效果，但是立論

很不一樣。第三篇中提到的實驗很有趣，但是嚴格遵循研究法辦事的人，恐怕不以

為然。第四篇是討論變性人的生活調適的問題。一直都只有第一部份，沒有出過續

篇。第五篇是比較新近的文章，對這種不太喜歡寫文章還能再學術界生存的異類來

說，算是天籟了吧！ 

 

【基本讀物】 

 

Harold Garfinkel. 1956.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Degradation Ceremon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5 (March): 4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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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Garfinkel. (1960)1967. “The Rational Properties of Scientific and Common 

Sense Activities,” in his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 262~283. 

 

Harold Garfinkel. (1962)1967. “Common Sense Knowledge of Social Structures: The 

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in Lay and Professional Fact Finding,” in 

his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 

76~103. 

 

Harold Garfinkel. 1967. “Passing and the Managed Achievement of Sex Status in An 

‘Intersexed’ Person, Part I,” in his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 116~185. 

 

Harold Garfinkel. 1996. “Ethnomethodology’s Program,”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9, 1 (March): 5~21. 

 

另外要介紹的是以「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簡稱 CA)著稱的 Harvey Sacks: 

 

Harvey Sacks. 1972. "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Usability of Conversational Data 

for Doing Sociology," in David Sudnow. Ed. Stud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延伸閱讀】 

 

第 15 周 6 月 2 日 科林斯(Randall Collilns, 1941- )  

 

科林斯寫了很多書，每本都很厚實。你可能讀過他寫的入門書《社會學的四大

傳統》。我們這裡選出他寫的兩本和前人理論﹝衝突理論和符象互動學派，特別是

高夫曼﹞有關的書籍或相關文章。看看他繼承了哪些？又發展了哪些自己的想法？ 

 

【基本讀物】 

 

Randall Collins.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Randall Collins. 2009. Conflict Sociology: A Sociological Classic Updated. Boulder,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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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Publishers. 

 

Randall Collins.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h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3~206. 

 

Randall Collins.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2002‧《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

和宋丽君‧合译‧北京：商务‧ 

 

第 16 周 6 月 9 日 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1947- )  

 

亞歷山大在 1980 年代就以他的《社會學的理論邏輯》在美國社會學界「初試

啼聲」。我當時哥大的老師誇獎他是繼帕深思之後第一人。我當時也聽過他演講，

記得他提到當時一些有名的學者和有名的觀念，但不太記得他的重點何在。後來他

出了四本《社會學的理論邏輯》，我都買到精裝本。 

除了他自己繼承了古典理論和帕深思之外，他還企圖發揚「新功能論」

(Neo-functionalism)，也主編了很多論戰的書。他的著作頗多，範圍也很廣，下面

選的是比較和理論相關的部分。 

 

【基本讀物】 

 

Jefffrey C. Alexander. 1982.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1. Positivism, 

Presupposi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譯本：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2008‧《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实证主义、预设与当前的争论》‧第一册‧于晓、唐省杰和蒋和民‧合译‧北

京：商务‧ 

 

Jeffrey C. Alexander. 1987.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in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h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89~318. 

 

第 17 周 6 月 16 日 特納(Jonathan H. Turner, 1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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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雖然是 2002 年出版，超出了本課程「廿世紀」的時間斷限，但是還是很重

要的有關微觀層面的理論建構，就不顧課程標題而蒐進來。 

 

【基本讀物】 

 

Jonathan H. Turner. 2002. Face to Face: Toward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