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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社會學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oc 5030 

授  課  大  綱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一百零七學年度第一學期 

 

授課老師：孫中興教授 

授課時間：周二下午 2: 20~: 5: 20 

授課地點：校總區社會學系大樓318B 教室 

會談時間：請事先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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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今年要錄影。畫面不會照到同學，和一般上課無異，請放心。 

  

 簡單來說，知識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知識與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學問。不

過，知識社會學的「名」和「實」之間往往有著很大的距離，如果沒有上述的

簡單標準，很容易落入各說各話的境地。我的教學會尊重既有的教學研究傳

統，也有著個人獨到的一面。這些都會在課堂上說明。 

 

 一般來說，知識社會學可以有三種研究方向。首先是從理論發展脈絡的探

討：有人會從馬克思談起，從社會理論家的思想中特別挑出其中知識和社會之

間關係的部分加以討論，有社會學理論基礎的人很容易從這種角度的探討得到

溫故知新的效果。大部份英文的知識社會學入門書都採取這樣的方式。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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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會特別提到曼海姆和謝勒這兩位知識社會學的開路雙雄。另外一種探討的

方式是從議題上另闢蹊徑，而不從理論思潮入手；比較常會被選定的議題，像

是社會思潮、集體記憶、思想交流、知識份子、學校制度、圖書館等等，藉由

對於選定議題的現象和理論之間的相互關係來進入知識社會學的領域。這方面

的研究通常不會特別標明是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還有人會以歷史發展脈絡為

主，來探索不同文化之間知識、人群和制度之間的交互影響。這種研究方式多

半由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為之，多半稱為知識史或是學術史或是思想史，也不

太會稱為知識社會學。 

 

 這門課會先從知識社會學的兩大祖師爺的理論入手，然後回溯到中西思想

史上一些重要的知識社會學前驅概念，作為一個了解知識社會學的背景知識，

再以古典以及當代理論中對於知識與社會的重要概念一一介紹，最後以「集體

記憶」的討論結尾。 

 

 在這門課裡，因為我的特別的學術興趣和理念，希望能兼顧對於上述三種

研究方向。本課程的教學重點除了要讓同學認識到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內容之

外，也希望能從讀書心得指定的書單中反省我們上課學到的理論之士，並用以

來思考我們所處社會的相關現象。 

 

 這門課原來是為碩士班研究生所設計的，有興趣的大學部同學也歡迎選

修。本人期望在有英文﹝甚至英譯本﹞和中譯本的情況下，同學能夠以閱讀英

文讀物自我期許，以增進自己閱讀英文書籍的能力。中譯本的固然有其快速閱

讀的長處，但是這門課希望您學到比較接近作者的原意，而不必受到半生不

熟、詰屈聱牙翻譯文字的苦毒。很不幸的，大部分的中譯本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當然並不表示英譯本就沒這個問題﹞。我精心製作的講義是多年來閱讀原典

的一點心得，希望同學能從中學到幾位學者的思想梗概，有些和一般書籍的說

法不同。請同學能特別注意我所使用的文本證據和其他作者的文本證據，來斷

定是非。這是同學應該特別注意之處。 

 

 這門課都由老師上課，內容除了介紹公認的知識社會學的主要倡議者之

外，還會介紹社會學家的知識社會學概念，這和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教學裡常常

會忽略的部分。所以這門課會有和本人以前開過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和「廿

世紀美國社會學理論」重複之處，當然詳略會有不同。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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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大學開放式課程網站上自行學習。 

 

 各位同學如有上課方面的疑問，歡迎上課時舉手發問，或是課後以口頭或

書面方式提問。我會盡力解答。 

 

 我相信學問貴在自得。老師在怎麼努力教，學生如果不願意或抗拒學習，

自然不會有好的效果。我自己一直是自學型的學生，我也期望同學能在我的講

義和上課的引導之下，主動自主學習。 

 

 最後提醒同學，各位是「學生」，要學的「生」究竟是什麼？請各位有空多

想想。 

 

二、作業規定 

 

1 本學生成績是以作業的繳交情形為準。 

2 如果本學期同學不用報告，則本學期應繳交作業如下： 

 1) 撰寫「我的志願」一文。 

 2) 回答「普魯斯特問卷」。 

 3) 參觀「台北孔廟」，並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撰寫參訪報告。 

4) 讀書心得(書單另外提供) 

5) 認識同學作業。 

3 本人的學期評分和一般老師不同，請注意我在課堂上的說明。 

 

三、上課進度 

 

本學期一共十七週(其中一周溫書假，一周國定假日) 

 

週數 日期 授課內容 作業期限 

1 9月11日 課程簡介  

2 9月18日 知識社會學的基本問題  

3 9月25日 謝勒(舍勒) 交「我的志願」及 

「普魯斯特問卷」 

4 10月2日 曼海姆  

5 10月9日 社會思想史上的知識社會學(1)  

6 10月16日 社會思想史上的知識社會學(2) 交認識同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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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月23日 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1)  

8 10月30日 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2)  

9 11月6日 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3)  

10 11月13日 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4)  

11 11月20日 溫書假  

12 11月27日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1)  

13 12月4日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2) 交讀書心得 

14 12月11日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3)  

15 12月18日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4)  

16 12月25日 集體記憶或失憶  

17 1月1日 開國紀念日  

 

四、相關參考書籍 

 

    知識社會學的領域一般都認為是探討知識(或思想)與存在(或社會)兩者的關

係。雖然如此，在以導論為名的書籍中，幾乎每一位作者都明白地或暗含著有

自己獨特的立場，而且都很少討論到實例。一般來說，希望同學能參考比較新

近出版的，不過，這一門已經很久沒有新的導論書籍出版，請各位讀書時特別

注意書籍的原始出版年代，特別是有些譯本是近年出版的，但原著確是很久以

前就出版的「經典」。 

 

 比較常見的導論性書籍有下列幾本： 

 

    Werner Stark. 1958.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 Essay in Aid of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eter Berger &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中譯本： 

1 《社會實體的建構》．鄒理民‧譯．台北：巨流．1991． 

2 《现实的社会建构》‧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2009‧〕 

    Peter Hamilton. 1974. Knowledge and Social Struc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cal Argument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Nicholas Abercrombie. 1980. Class,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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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an J. Hekman. 1986. Hermeneu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 Doyle McCarthy. 1996.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在原典文選的編輯上，下面這本很可能是英語世界中至今唯一的一本： 

 

    James E. Curtis & John W. Petras. Eds. 1970.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 

Reader. New York: Praeger. 

 

    二手研究的選文，有： 

 

  Gunter W. Remmling. Ed. 1973. Towar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Sociological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Nico Stehr and Volker Meja. Eds. 1984. Society and Knowledg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Volker Meja and Nico Stehr. Eds. 1990. Knowledge and Politic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Dispute. London: Routledge. 

 

    另外，還有一些是討論特定對象的： 

 

 Jacques J. Maquet. 1951.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ts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ystems of Karl Mannheim and Pitirim A. Sorokin.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David Frisby. 1983. The Alienated Mi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Germany, 1918-1933.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中文方面，至今僅有一位哲學家做過這方面的努力，但已經是四十年以上的

著作了，書中的討論仍有參考的價值，只是已經不容易在坊間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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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東蓀．(1940)1974．《知識與文化》．台北：廬山出版社重印． 

    張東蓀．(1943)1974．《思想與社會》．台北：廬山出版社重印． 

 

此外有一篇中文文章已經很精簡地介紹知識社會學的發展：     

 

  洪鐮德．1970．〈知識社會學發展概觀〉，《台大社會學刊》，第 6期 (4月)：

101-124． 收入其所著《現代社會學導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72．第84-132頁． 

 洪鐮德‧1998‧〈意識形態批判與知識社會學〉，收入其所著《21世紀社會

學》‧台北：揚智‧第頁‧303-362‧ 

 

市面上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看起來像是導論其實算是經典之作的書，不太適合

當成對於當今知識社會學的導論書來看： 

 

 Karl Mannheim‧1998‧《知識社會學導論》‧張明貴‧譯‧台北：風雲論

壇‧ 

 

    在英文期刊方面，有一種每年出刊的 

   

    原名：Researches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cience and Art. 1978- . 

    新名：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市面上有一本翻譯的書，原著本已不甚有名，亦不具有代表性，譯筆又差，購

買時請小心： 

  

   Hans Neisser．(1965)1992．《知識社會學》．趙雅博和黃蘊中‧合譯．台北：正

中書局． 

 

五、知識社會學讀書心得推薦書單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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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是幾本我覺得和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觀念或是應用特別相關的書籍，並

不窮盡所有可能的出版品。如果有不在此書單內的相關書籍，請先跟本人

討論。經過本人同意，才能列為本課程成績計算。 

2 讀書心得的撰寫請具備以下相關資訊： 

1) 級所別 

2) 學號 

3) 姓名 

4) 作者 

5) 原始出版年代及翻譯年代 

6) 書名(如為翻譯書，請附原文書名) 

7) 翻譯者(如為翻譯書) 

8) 出版地及出版社。 

9) 心得正文 

3 如有未盡事宜，會在課堂上宣布。 

 

Lewis A. Coser. Ed. 1992.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譯本：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和郭金华‧合译‧上

海：上海人民‧2002‧﹞ 

 

 以下幾本是中外歷史學家的著作，可以彰顯「集體記憶或失憶」的主題： 

 

江仁傑‧2006‧《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台北：三民‧ 

潘光哲‧2006‧《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台北：三民‧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2016‧《一代妖后：波糞刊物裡的瑪麗‧安托

奈特》‧翁德明‧譯‧台北：無境文化‧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2016‧《再見吾后》‧翁德明‧譯‧台北：無

境文化‧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2014‧《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三冊‧戴

麗娟‧譯‧台北：行人‧ 

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2017‧《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黃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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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等人‧合譯‧南京：南京大學‧ 

 

左玉河‧2004‧《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上海书店‧ 

左松涛‧2017‧《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北京：三联‧ 

应星‧2017‧《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北京：三联‧ 

 

赵世瑜‧2018‧《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国象征与族群历史》‧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 

 

黄兴涛‧2015‧《「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增订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Eds. 1999.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isity 

Press. 

﹝中譯本：卜正民和 Gregory Blue‧合編‧2004‧《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

古偉瀛‧等人‧合譯‧台北：巨流‧﹞ 

 

Edward W. Said.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中譯本： 

1 愛德華‧薩依德‧2000‧《東方主義》‧第二版‧王志弘‧等人‧合譯‧

台北：立緒‧ 

2 爱德华‧萨义德‧2007‧《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 

 

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 2004.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中譯本： 

1 伊恩‧布魯瑪和阿維賽‧瑪格利特‧2010‧《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

方》‧林錚顗‧譯‧台北：麥田‧ 

2 伊恩‧布鲁玛和阿维赛‧玛格里特‧2010‧《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

方》‧张鹏‧译‧北京：金城‧﹞ 

 

Natalie Zemon Davis. 1983.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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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2015‧《馬丁：蓋爾

歸來》‧第二版‧劉永華‧譯‧北京：北京大學‧﹞ 

 

Hector Macdonald. 2018. 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 

﹝中譯本：海特‧麥當納(Hector Macdonald)‧2018‧《後真相時代》‧林麗雪和

葉織茵‧合譯‧台北：三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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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社會學 

教學進度 

 

以下所列的選文和書籍未必都屬於一般所認定的知識社會學的範疇，但是

學生應該嘗試著以課堂上學到的分析架構來閱讀分析。以下所列，並不完全窮

盡市面上或圖書館的相關書籍，僅供入門參考。學生選定主題後，應更廣泛收

集。 

 

第1週  9月11日  課程簡介 

 

 本週主要是介紹課程大綱，特別是作業規定，以及教學進度﹝慚愧的很，

「實踐率」實在很差，但是每年都會進步一點﹞。順便也聽一聽同學可能會有

的問題。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通常我也會先簡單介紹一下知識社會學相關的入門書籍，以供同學自修或

上課的參考。這些書真的不多，每本都有其特色，建議同學有空的話可以先從

McCarthy或是Abercrombie或是Hamilton的書入門。這些書都是以理論整理見

長，也是我們這堂課會深入討論的範圍。我當然是建議同學自行閱讀原典的。 

 

   在原典文選的編輯上，下面這本很可能是英語世界中至今唯一的一本： 

 

    James E. Curtis & John W. Petras. Eds. 1970.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 

Reader. New York: Praeger. 

 

    二手研究的選文，有： 

 

  Gunter W. Remmling. Ed. 1973. Towar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Sociological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Nico Stehr and Volker Meja. Eds. 1984. Society and Knowledg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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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ker Meja and Nico Stehr. Eds. 1990. Knowledge and Politic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Dispute. London: Routledge. 

 

    另外，還有一些是討論特定對象的： 

 

 Jacques J. Maquet. 1951.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ts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ystems of Karl Mannheim and Pitirim A. Sorokin.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David Frisby. 1983. The Alienated Mi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Germany, 1918-1933.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中文方面，至今僅有一位哲學家做過這方面的努力，但已經是四十年以上的

著作了，書中的討論仍有參考的價值，只是已經不容易在坊間買到： 

 

  張東蓀．(1940)1974．《知識與文化》．台北：廬山出版社重印． 

     張東蓀．(1943)1974．《思想與社會》．台北：廬山出版社重印． 

 

此外有一篇中文文章已經很精簡地介紹知識社會學的發展：     

 

  洪鐮德．1970．〈知識社會學發展概觀〉，《台大社會學刊》，第 6期 (4月)：

101-124． 收入其所著《現代社會學導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72．第84-132頁． 

 洪鐮德‧1998‧〈意識形態批判與知識社會學〉，收入其所著《21世紀社會

學》‧台北：揚智‧第頁‧303-362‧ 

 

市面上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看起來像是導論其實算是經典之作的書，不太適合

當成對於當今知識社會學的導論書來看： 

 

 Karl Mannheim‧1998‧《知識社會學導論》‧張明貴‧譯‧台北：風雲論

壇‧ 

 

    在英文期刊方面，有一種每年出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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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Researches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cience and Art. 1978- . 

    新名：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市面上有一本翻譯的書，原著本已不甚有名，亦不具有代表性，譯筆又差，購

買時請小心： 

  

   Hans Neisser．(1965)1992．《知識社會學》．趙雅博和黃蘊中‧合譯．台北：

正中書局． 

 

第2週  9月18日  知識社會學的基本問題 

 

 本周開始先介紹知識社會學的分析架構。莫頓的文章雖然相當古老，但是

仍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有了Merton的這個整理和介紹，學生應該很容易舉

一反三，聯想到自己有興趣的題目要如何用類似的架構加以處理。其他文章雖

然比較晚出版，可是除了介紹一些新的發展之外，好像並沒有超越太多莫頓文

章的分析架構。 

 

 如果有空的話，我也會在這門課仔細分析閱讀過程中讀者、作者、和書本

之間的複雜關係，以作為學生反省自身知識求取過程的依靠。 

 

Robert K. Merton. 1945.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Georges Gurvitch & 

Wilbert Moore. Eds. Twentieth-Century Sociolog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Pp. 366-405. Reprinted in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Pp. 510-542. Also 

reprinted in Robert 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7-40. 

中譯本：〈知识社会学〉，收入其所著《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和齐心

等‧合译‧南京：译林‧2006‧第682-730页‧ 

 

Bernard Barber. 1975. “Toward a New View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Lewis A. Coser. Ed. The Idea of Social Structure: Papers in Honor of Robert K. 

Mer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p. 1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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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es Heller. 1975. "Toward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f Everyday Life,"  Tr. by 

John Fekete. Cultural Hermeneutics, 3: 7-18 

Henrika Kuklick. 1983.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287-310. 

Terry T. Haru. 1987. "Basic Sociologies of Knowledge: On the Nature of Possi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deas and Social Contexts," Sociological Focus, 20, 1 

(January): 1-12. 

Anne Swidler and Jorge Arditi. 1994.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 305-329. 

 

第3週  9月25日  謝勒﹝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 

 

 這門課先介紹知識社會學的兩位奠基大師，然後在從源頭追溯起相關的思

想家及其對知識和社會的思想。 

 

 一般知識社會學的入門書談到知識社會學的始祖時，會提到曼海姆，卻往

往忽略掉稍早的謝勒﹝大陸譯本通常譯成「舍勒」，但和原始發音不合，所以還

是採用比較接近原始發音的「謝勒」﹞。也許謝勒後來以「現象學」聞名，被

歸為「哲學家」，所以就沒被「知識社會學」的後繼者列為「始祖」。如果是這

樣，就太不公平了。所以我們還是會依發表專著的先後順序來先後討論這兩個

人對知識社會學的看法。 

 

 謝勒比曼海姆早三年編寫了一本知識社會學的讀本，而且還寫了一篇很長

的導論。這篇「導論」後來英譯成《知識社會學的問題》，也有一個中譯本。這

是本周要討論的主題。謝勒的其他著作或是研究他的二手著作，因為不是社會

學的學生所熟悉的，則順便提供在下面當參考，其中有些書的篇章值得參考。 

 

Max Scheler.(1926)1980. Problems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Tr. by Manfred S. 

Fring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譯本：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北京：华夏

‧2000‧ 

 

相關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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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Scheler‧1989‧《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李伯杰‧译‧贵阳：贵州人民‧ 

Max Scheler‧1991‧《謝勒論文集：位格與自我的價值》．陳仁華‧譯． 

 臺北：遠流． 

Max Scheler‧1991‧《情感現象學》．陳仁華‧譯．臺北：遠流． 

Max Scheler‧1995‧《資本主義的未來》‧羅悌倫‧等人‧合譯‧香港：牛津

大學‧ 

Max Scheler‧1996‧《爱的秩序》‧林克‧译‧北京：三联‧ 

Max Scheler‧1996‧《死、永生、上帝》‧孫周興‧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

化研究所‧ 

Max Scheler‧1997‧《价值的颠覆》‧罗悌伦、林克和曹卫东‧等人‧合译‧

北京：三联‧ 

Max Scheler‧2004‧《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两册‧倪

梁康‧译‧北京：三联‧ 

刘小枫‧选编‧1999‧《舍勒选集》‧两册‧上海：三联‧ 

 

二手文獻 

 

Alfred Schutz‧1990‧《馬克斯‧謝勒三論》．江日新‧譯．臺北：東大． 

江日新．1990．《馬克斯‧謝勒》．臺北：東大． 

Manfred S. Frings ﹝弗林斯﹞‧2003‧《舍勒思想评述》‧王芃‧译‧北京：华

夏‧﹝特別是要參考第九章﹞ 

Manfred S. Frings﹝弗林斯﹞‧2006‧《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和张任之‧合译

‧上海：三联‧﹝特別是要參考第八章﹞ 

张志平‧2006‧《情感的本质与意义》‧上海：上海人民‧ 

 

第4週  10月2日  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 

 

 本周討論知識社會學的另外一位始祖曼海姆。曼海姆最著名的知識社會學

名著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現在也有三個中文全譯本和一個節譯本。不過，

這本書的版本問題十分有趣，本身就是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好題材。我們會在這

堂課有更清楚地說明。這本書一般人會從第一章和最後一章開始看，其實這兩

章原來都不在德文原版之內，可是算是入門的內容，所以廣為流傳，以訛傳

訛。後來德文版重印，就將這兩篇仿照英譯本的順序收入原書中，原書中的三

篇反而被忽略而少人閱讀，真是可惜。原書的三章也被大幅度的修剪，和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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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離也大。不過，至今英文並沒有新的譯本，只有舊譯本加上新的導讀。中

文譯本則都根據英譯本而來，沒有起碼的「版本意識」，錯誤依舊。「英漢對照

本」在此方面並無助益。 

 

我會建議同學先看中間的三章，有餘力再看前後兩章。 

 

不過，因為上課強調思想家的思想發展脈絡，所以我會先從曼海姆兩篇相

關的文章開始講起，之後才會進入到《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以及後來討論知識

份子的文章。這兩篇文章雖有中譯本，但是我一看〈中譯本序〉將talking past 

one another誤譯成「相互對話」，就極度懷疑中譯本譯文的可靠性。我建議同學

能夠找到英譯本來看的，還是看英譯本可以獲得稍微正確的知識，這也是我們

這堂課的學習目標之一。 

 

曼海姆的著作還有很多，但是和知識社會學都沒有這幾篇相關，就不在此

多做條列。二手文獻中，重點都不太一樣，幾乎不可相互取代。 

 

Karl Mannheim. (1925)1952. “The Problem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hi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 by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 134-190. 

中譯本： 

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问题〉，收入《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

南京：南京大学‧第1-63页‧ 

 

Karl Mannheim. (1928)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 in hi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 276-322. 

中譯本： 

卡尔‧曼海姆‧〈代问题〉，收入《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

京大学‧第65-117页‧ 

 

Karl Mannheim. (1929)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s. by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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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l Mannheim. (1929)1991.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s. by Louis Wirth and Edward A. Shils.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by Bryan S. Turner. London: Routledge. 

全譯本： 

1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和李书崇‧合译‧北京：商务

‧2000‧ 

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2001‧ 

3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英汉对照)‧两册‧姚仁权‧译‧北

京：九州‧ 

節譯本：第五章 

1 《知識社會學》．李安宅‧譯．重慶：中華書局．1944． 

2 《知識社會學簡論（上）（下）》．張明貴‧節譯．《東方雜誌》，23，10（ 4

月）：12-18； 23，11（ 5月）：27-32．重印單行本：《知識社會學》‧臺

北：風雲論壇‧1998‧ 

 

Karl Mannheim. 1956. “The Problem of the Intelligentsia: An Inquiry into Its Past and 

Present Role,” in hi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Eds. by Ernest 

Mannheim and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 91-

170. 

中譯本： 

卡尔‧曼海姆‧〈知识阶层问题：对其过去和现在角色的研究〉，收入《卡尔‧

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第161-245页‧ 

 

二手文獻 

 

Robert K. Merton. (1941)1968. “Karl Mannhei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Journal of Libral Religion, 2. Reprinted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543-562. 

中譯本：〈卡尔‧曼海姆和知识社会学〉，收入其所著《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唐少杰和齐心等‧合译‧南京：译林‧2006‧第731-761页‧ 

 

Volker Meja and Nico Stehr. Eds. 1990. Knowledge and Politic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Dispute.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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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祺．1982．《意識形態的探索者－曼海姆》．臺北：允晨． 

黃瑞祺．2000．《曼海姆：從意識形態到知識社會學詮釋學》．臺北：巨流． 

David Kettler, Volker Meja, and Nico Stehr．(1984)1990．《曼海姆》．蔡采秀‧

譯．臺北：桂冠． 

林建成‧2011‧《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郑州：河南人民‧ 

 

第5週  10月9日  社會思想史中的知識社會學(1) 

 

第6週  10月16日  社會思想史中的知識社會學(2) 

 

以下兩周課程當然無法照顧到中西思想史的大概，只能選擇其中一部份比

較常被提到的部份而且是和後來的知識社會學思想比較有關的部份來談。這裏

只是簡單的一個導覽，有興趣的同學應該進一步去閱讀相關的中外思想史的書

籍或是選修相關的課程。這裡所舉的書目也是我參考到的。這其中當然有著老

師本人學識的限制。希望同學不要以此為限。 

 

中國古代的知識觀 

 

 這部份是要概括地介紹先秦諸子對於知識和知識份子的看法。不完備處自

不待言。這裏列出二手文憲只是方便不熟悉中文經典的同學入門。 

 

二手文獻 

 

張振東‧1983‧《中西知識學比較研究》‧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夏甄陶‧1992‧《中国认识论思想史》‧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張岱年‧1992‧《中國哲學大綱》‧臺北：藍燈‧ 

 

儒之古義 

 

 這部份的重點是要探討古代「儒」的觀念，特別要閱讀的是《荀子》〈儒

效〉和《禮記》的〈儒行〉，以準備和後來「知識份子」的概念加以比較。 

 

王忠林‧註譯‧1972‧《新譯荀子讀本》‧台北：三民‧ 

王夢鷗‧選注‧1944‧《大小戴記選注》‧台北：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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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1996‧《禮記訓纂》‧兩冊‧北京：中華‧ 

宗福邦、陳世鐃和蕭海波‧主編‧2003‧《故訓匯纂》‧北京：商務‧ 

孫希旦‧1973‧《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 

 

列子 

 

 《列子》故事中有很多人類思考謬誤的舉例，很有啟發性。和當今社會心

理學的許多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 

 

列子‧1979‧《列子集釋》‧楊伯峻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張湛‧1969‧《列子注》‧台北：世界‧ 

莊萬壽‧1979‧《新譯列子讀本》‧台北：三民‧ 

陶光‧1975‧《列子校釋》‧台北：河洛‧ 

 

柏拉圖(Plato, 427BCE-?) 

 

 主要介紹柏拉圖對於「相」(idea)的理論。 

 

柏拉图‧1993‧《赖锡斯  拉哈斯  费雷泊士》‧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柏拉圖‧2000‧《斐多》‧楊絳譯‧香港：天地圖書‧ 

柏拉圖‧2002‧《克拉梯樓斯篇》‧彭文林譯‧台北：聯經‧ 

柏拉图‧2002‧《柏拉图全集》‧四卷‧王晓朝等人‧合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 

柏拉圖‧2003‧《柏拉圖全集》‧四卷‧王曉朝等人‧合譯‧台北：左岸文

化‧ 

 

二手文獻 

 

苗力田‧主编‧1990‧《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适‧2003‧《古希腊哲学探本》‧北京：商务‧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s, 384BCE-322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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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介紹「四因說」以及「知識起源」的看法。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1959a.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1959b‧《范畴篇  解释篇》‧方万春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1984.  《亚里士多德逻辑论文集：工具论》‧李匡武

译‧广东：广东人民‧ 

Aristotle‧1990-7‧《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Aristotle.  1991.  〈物理学〉，徐开来译，收入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

集》‧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第1-262页‧ 

 

二手文獻 

 

杨适‧2003‧《古希腊哲学探本》‧北京：商务‧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培根的思想是繼亞里士多德之後西方思想史上的轉捩點。這裏主要介紹他

的「知識即權力觀」、「四偶像說」，以及他對「科學的分類」。 

 

Francis Bacon. (1620)2000. The New Organon. Eds. By Lisa Jardine and Michael 

Silverthor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其他中譯本： 

《新工具》．沈因明譯．上海：辛墾書店．臺北：河洛出版社重印．《新工

具》．關琪桐譯．上海：商務．1935． 

《新工具》‧葉博增譯‧臺北：正文‧1965‧ 

《新工具》．許寶騤譯．北京：商務．1984． 

Francis Bacon‧ (1605)19??/1967‧《學問之增進》．邵裴子譯．上海：商務印書

館．臺北：台灣商務重印． 

Francis Bacon‧1965‧《培根全集》‧葉博增譯‧臺北：正文‧ 

 

二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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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Quinton‧ (19??)1984‧《培根》．孫志華譯．臺北：聯經． 

易傑雄．1991．《培根》．臺北：書泉．  

余麗嫦．(19??)1990．《培根及其哲學》．臺北：巨流． 

 

笛卡爾(Ren  Descartes, 1596-1650) 

 

 笛卡爾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許多人提到的是他的身心二元論，我們

則要探討他的方法學觀念，以及他的科學法則觀。請注意：錢志純和黎惟東的

譯本有所刪節，以閱讀英文譯本為佳。 

 

René Descartes. (1637/1641/1644)1912. A Discourse on Method/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Tr. by John Veitch. London: J. M. 

Dent. 

René Descartes. (1631/1641)1960.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T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aurence J. Lafleur.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 

中譯本 

1 《方法導論》‧黃金穗譯‧台北：協志‧1959‧ 

2 《方法導論‧沉思錄》．錢志純和黎惟東合譯．臺北：志文．1984‧ 

3 《第一哲學沉思集：反駁與答辯》‧龐景仁譯‧北京：商務‧1996‧ 

 

René Descartes. (1641)1986.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with Selections from 

the Objections and Replies. Tr. by John Cotting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né Descartes. (1641)1993.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in Focus. Trs. by 

Elizabeth S. Haldane and G. R. T. Ros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anley 

Tweyman. London: Routledge. 

René Descartes. (1644)1983.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Tr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by 

Valentine Rodger Miller and Reese P. Miller. Dordrecht: D. Rieidel Publishing 

Co. 

笛卡兒. 1984.《方法導論‧沉思錄‧哲學原理》.錢志純和黎惟東合譯. 臺北：志

文出版社. 

 

二手文獻 

 



知識社會學／2018(107-1)年秋季／授課大綱／孫中興／第 22 頁 

 

孫振青．1990．《笛卡爾》．臺北：東大． 

 

第7週  10月23日  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1) 

 

第8週  10月30日  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2) 

 

第9週  11月6日  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3) 

 

第10週  11月13日  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4)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 

 

 孔德是古典社會學理論教學中相當受到忽略的思想家。我因為十幾年前寫

了一本專論他的著作，因而對他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在這裏，我要介紹他的

「三階段論」以及被忽略的「歷史發展理論」，我覺得比馬克思的要有意思。還

有他對於實證科學之間的關係，實證科學方法，以及比附自然法則的十幾條社

會法則的看法。 

 

Auguste Comte. (1855)1974. Positive Philosophy.  Freely Translated by Harriet 

Martineau. New York: C. Blanchard. Reprinted Edition. New York: AMS Press. 

pp. 25-26, 138-141, 195, 253-255, 473-485, 685-688. 

 

Auguste Comte. 1875-1877.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4 Volumes. Trs. by John Henry 

Bridges et al. London: Longmans, Green, Co. pp. 140-148, 188-217, 481, 572-

573, 594-595. 

 

二手文獻 

 

孫中興．1993．《愛‧秩序‧進步：社會學之父－孔德》．臺北：巨流． 

 

馬克思(Karl Marxm 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被一起引用而讓人忘了這是兩個不同的人，而不是共

用一個腦袋的連體嬰。兩個人最經常被提到的就是他們的「歷史唯物論」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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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觀」以及「階級」和「意識」的關係。這些觀念成為日後馬克思主義

者的基本信念。可是一般人只注意馬恩兩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討論，

而忽略了兩人在日後分別的在不同場合﹝書籍和信函﹞中的說法。其實要比較

全面來看的話，才能對兩人這方面說法的一貫或是不連貫的有更深入的了解。

很多人將馬恩的思想講的太死板，都是不注意到兩人的論述中「文本」和「脈

絡」的關係以及其歷史發展脈絡所導致的誤解。 

 

 一般看到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都只有第一章，全譯本則只有在《馬恩全

集》中才看得到。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32)1965. The German Ideology. Moscow: 

Progress Press.﹝全譯本﹞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On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 J. Arthu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節譯

本﹞ 

中譯本： 

1 《德意志意識形態》．郭沫若譯．臺北：勝利書攤．1988．〔節譯本〕 

2 《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1960‧第11-640页‧ 

3 〈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收入： 

《馬克思論方法》‧黃瑞祺編‧臺北：巨流‧1994‧第79-117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1972‧第20-8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1995‧第62-135页‧ 

 

Karl Marx. 1965.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Ed. by Eric Hobsbaw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Forms which Precede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Karl Marx.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p. 471-479. 

中譯本： 

1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大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下两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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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克思論方法》‧黃瑞祺編‧臺北：巨流‧1994‧第119-154頁‧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181-5. 

中譯本： 

1 《政治经济学批判》，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中共中央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19XX‧第XXX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1972‧第81-85页‧ 

3 《馬克思論方法》‧黃瑞祺編‧臺北：巨流‧1994‧第155-160頁‧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1995‧第31-35页‧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95-180. 

Karl Marx. 1963.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中譯本：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1972‧第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1995‧第579-689页‧ 

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2001‧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379-

434. 

中譯本： 

1 《馬克思論現代性》‧黃瑞祺編‧臺北：巨流‧1997‧第419-46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1972‧第376-443‧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1995‧第687-760页‧ 

 

恩格斯討論歷史唯物論相關書信 

 

‘Engels to C. Schmidt (8/5/1890),’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6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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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1972‧第474-47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1995‧第690-692页‧ 

 

‘Engels to J. Bloch (9/21/1890),’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692-3. 

中譯本：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1972‧第477-47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1995‧第695-698页‧ 

 

‘Engels to C. Schmidt (10/27/1890),’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694-99. 

中譯本：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1972‧第480-48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1995‧第598-705页‧ 

 

‘Engels to W. Borgius (1/25/1894),’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p. 704-6. 

中譯本：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1972‧第505-508‧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1995‧第731-734页‧ 

 

二手文獻 

 

孫中興．2013．《馬恩歷史唯物論的歷史與誤論》．臺北：群學． 

 

巴烈圖(Vilfredo Pareto, 1848-1923) 

 

 義大利的社會科學家巴烈圖比較常被提起的是他對政治經濟學的貢獻，他

對社會學的貢獻往往因為社會學理論導論課本的忽略，而逐漸淡出古典社會學

理論的認知地圖之外。不過，從知識社會學的立場來看，他在《普通社會學綱

要》一書中提出的「殘基」和「衍理」的概念，頗有介紹的價值，雖然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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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明顯的矛盾和混淆。中譯本只是節譯本，不過，如果您但不太懂，似乎也不

是「節譯」的問題，而是巴烈圖自己的表達能力問題居多。 

 

Vilfredo Pareto. 1935. The Mind and Society: A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 4 

Vols. Tr. by Arthur Livingston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中譯本：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北京：三联‧2001‧第

六、七、九章‧﹝節譯本﹞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涂爾幹的知識社會學集中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頭尾兩章，以及涂

爾幹和毛斯合著的《原始分類》一書中。涂爾幹在兩處的「社會中心主義」的

思考是很明顯的。 

 

Émile Durkheim. (1912)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 by Joseph 

Ward Swai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15. 

Émile Durkheim. (1912)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 by Karen 

E. Fiel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Émile Durkheim. (1912)2001.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 By Carol 

Cos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 

1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芮傳明和趙學之合譯．臺北：桂冠．1992． 

2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和汲哲‧合译‧上海：上海人民‧1999‧ 

3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林宗锦和彭守义‧合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1999‧ 

 

Emile Durkheim and Marcel Mauss. (1901-2)1963.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Tr. by 

Rodney Needha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譯本：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渠东.‧

校‧上海：上海人民‧2000‧ 

 

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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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知識社會學的入門書都不會提到齊美爾，但是他是古典社會學家中唯

一對人際關係之間的信賴與欺騙有過討論的思想家，錯過不談實在說不過去。

不過，因為他的想法深埋在一本蕪雜的著作中，很容易被讀者所忽略。 

 

Georg Simmel. (1908)1950. "Knowledge, Truth, Falsehood in Human Relations," in 

Kurt 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Pp. 307-316. 

﹝中譯本：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

远‧译‧北京：华夏‧2002‧第244-265页‧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知識社會學會談到韋伯，多半是因為他的名著《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精神》一書。 

 這本書從出版以後就爭議不斷，閱讀重點在於韋伯的論旨到底為何？到底

韋伯認為「基督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各有怎樣的內涵，兩者又有怎

樣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的歷史演變。還有要注意的是他選用怎樣的證據來證

明自己的立論。許多人閱讀此書不得要領，只好跟著導讀或二手書的說法而人

云亦云。希望同學把握這次機會好好認識此部經典。 

 在英譯本方面，Talcott Parsons於1930年翻譯的英譯本稱霸英語世界最久，

許多版本只是寫導讀的人不同，譯文依舊。最近才有Stephen Kalberg的譯本以

及Peter Baher和Gordon C. Wells合譯本。Roxbury第二版的譯文雖然是Parsons的

舊譯，但是收錄了韋伯的另外一篇〈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也算有其特

色。Roxbury第三版則商請Stephen Kalberg從1919年的德文版重新英譯，仍然收

錄〈新教教派〉一文，讓整個版本煥然一新。Peter Baher和Gordon C. Wells合譯

本根據的是1905年雜誌上原始刊登的德文版本翻譯，還附上韋伯之前未英譯出

版的相關論文，也是不可取代的譯本。 

 中文譯本目前雖多，但是都沒有「版本意識」，只有譯筆好壞以及注釋詳盡

與否的差別。王曉和陳維綱等人的中文合譯本稱霸中文世界多年。在此之前，

台灣只看得到張漢裕的節譯本，現在則幾乎無人推薦和引用。台灣一度翻成繁

體字版的黃曉京和彭強合譯本也只曇花一現。台灣最近推出的康樂和簡惠美最

近出版的新譯本，譯筆上應該是諸本之最。不過注釋的排版，則成敗筆。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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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兩個新版，一個以「英漢對照」為新意，一個則以彩色插圖取勝，譯筆

如何，我沒有比較，同學應該要多加留意。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 by Talcott Parsons, with a 

preface by R. H. Tawney. London:  Allen & Unwin, 1930.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 by Talcott Parson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Gidde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 by Talcott Parson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Giddens. London: Routledge. 1992.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2nd Roxbury Edition. Tr. by Talcott 

Parson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andall Collins.  Los Angele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3nd Roxbury Edition. Tr. by Stephen 

Kalberg.  Los Angele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Other Writings.  Trs. by .  Peter 

Baher and Gordon C. Wells.  New York: Penguin.  2002.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Revised 1920 Edition. Tr. by 

Stephen Kalber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譯本： 

《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張漢裕節譯．臺北：協志．1960．(附

註未譯出) 

《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黃曉京和彭強合譯．臺北：唐山．繁體

字本．1987．(附註未譯出)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合譯．臺北：谷風．繁體字本． 

1988．(全譯本)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合譯．馬國明導讀．臺北：唐

山．繁體字本． 1991．(全譯本)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等人‧合譯‧顧忠華審定‧張旺山導

讀‧台北：左岸‧2001‧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和簡惠美‧合譯‧台北：遠

流‧200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汉对照)‧李修建和张云江‧合译‧北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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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200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彩插图本)‧陈平译‧西安：陜西师范大学

‧200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和简惠美‧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2007‧ 

 

第11週  11月20日  溫書假 

 

第12週  11月27日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1) 

 

第13週  12月4日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2) 

 

第14週  12月11日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3) 

 

第15週  12月18日  當代社會學理論中的知識社會學(4) 

 

 從本週開始，算是進入社會學理論的當代時期。比較奇怪的是，許多知識

社會學的入門書都不討論這些美國學者的相關思想。這種「排美現象」大概多

少反映出來歐洲學界認為的「美國沒有值得研究的理論」。這也是知識社會學可

以研究的題材。 

 

帕深思(Talcott Parsons, 1902-1979) 

 

 帕深思被稱為「結構功能派」的大師，不過，他的所有想法都圍繞在他的

理論架構上。這裏列出的是他思想早期和中期的相關文章。一般知識社會學入

門書都不會提到他，遑論他的知識社會學。 

 

Talcott Parsons. (1938)1954. "The Role of Idea in Social Action," in hi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vised Editi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Pp. 19-33. 

 

Talcott Parsons. (1959)1967. "An Approach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hi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13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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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頓(Robert K. Merton, 1910-2003)  

 

 我在哥大唸書的時候修過莫頓的三堂課，都是科學社會學專題。他並沒有

開設知識社會學。第一篇文章我們在開學之初就當成分析架構提過。第二篇已

經算是經典，對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知識的反省頗有助益。第三篇文章以知識

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圈內外人的立場不同的問題。第四篇文章是他晚年的思考，

我曾聽過他當場演說這篇文章的內容，也有發人所未發的言論，值得學生多加

注意。 

 

Robert K. Merton. 1945.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Georges Gurvitch & 

Wilbert Moore. Eds. Twentieth-Century Sociolog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Pp. 366-405. Reprinted in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Pp. 510-

542. Also reprinted in Robert 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7-40. 

中譯本：〈知识社会学〉，收入其所著《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和齐心

等‧合译‧南京：译林‧2006‧第682-730页‧ 

Robert K. Merton. (1948)196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tio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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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rk: The Free Press. Pp. 475-490. 

中譯本： 

1 〈自我实现预言〉，收入其所著《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人‧合

译‧北京：三联‧2001‧第285-308页‧ 

2 〈自证预言〉，收入其所著《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和齐心等‧合

译‧南京：译林‧2006‧第633-655页‧ 

Robert K. Merton. 1972.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 (July): 9-47. Reprinted as 

“The Perspectives of Insiders and Outsiders,” in hi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99-136. 

Robert K. Merton. 1984. “Socially Expected Durations: A Case Study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Sociology,” in W. W. Powell and R. Robbins. Eds. Conflic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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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 A Festschrift for Lewis A. Cos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262-283.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 

 

 在社會學理論裏，米德被歸為「符象互動論」的始祖，可是他自稱是「社

會行為主義者」。他最有名的是有關「自我」的理論。這也是日常生活中自我知

識的來源。其次，就是他的「重要符象」理論。下面文章就是介紹這兩方面。 

 

George Herbert Mead. (1922)1964. “A Behavioristic Account of the Significant 

Symbol,” in Andrew J. Reck. Ed. George Herbert Mead: Selected Writing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40-247. 

George Herbert Mead. (1924-5)1964. “The Genesis of Self and Social Control,” in 

Andrew J. Reck. Ed. George Herbert Mead: Selected Writing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67-293. 

 

米爾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  

 

 米爾斯以《社會學的想像》一書聞名全球社會學界。他也有不少有關語文

和文化關係的探討，值得放在知識社會學中探討。另外，他對「動機語彙」的

研究也很受到矚目。接著，他對知識社會學的方法學上的後果也有論述。最後

一篇談論職業人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都是具體的討論。 

 

C. Wright Mills. (1939)1963. “Language, Logic and Cul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 5. Reprinted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 Ed.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23-438. 

C. Wright Mills. (1940a)1963. “Situated Action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 6 (December). Reprinted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 Ed.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39-452. 

C. Wright Mills. (1940b)1963. “Method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 3. Reprinted in Irving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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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owitz. Ed.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53-468. 

C. Wright Mills. (1943)1963.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Social Patholog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9, 2 (September). Reprinted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 Ed.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25-552.. 

 

舒茲(Alfred Schütz, 1899-1959) 

 

 舒茲在社會學理論界是以「現象學派」知名。他的博士論文《社會世界的

意義建構》非常難讀。不過，他後來用英文發表的文章都比較清晰。他對於知

識在社會的不平均分佈有過很有啟發性的研究，而且他對於從常識角度和科學

角度對人類行為的解釋，也試圖發現幾個基本的設準(postulates)。 

 

Alfred Schutz. (1946)1964. "The Well-Informed Citizen: An Essay on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his Collected Paper. Vol. 2. Ed. by Arvid 

Broderse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 1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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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in his Collected Papers. Vol. 1. Ed. by Maurice Natans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 3-47. 

中譯本：〈人類行動的常識詮釋與科學詮釋〉，收入其所著《舒茲論文集》．第一

冊．盧嵐蘭‧譯．臺北：桂冠．1992‧第25-70頁‧ 

Alfred Schutz. (1955)1967. “Symbol, Reality and Society,” in his Collected Papers. 

Vol. 1. Ed. by Maurice Natans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 287-356. 

中譯本：〈符號、現實及社會〉，收入其所著《舒茲論文集》．第一冊．盧嵐蘭‧

譯．臺北：桂冠．1992‧第317-387頁‧ 

 

伯格(Peter Berger, 1919-2017)和陸克曼(Thomas Luckmann, 1927-2016) 

 

 伯格和陸克曼合作的這一本書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名著。不過，當初教我知

識社會學的美國老師Bernard Barber就對此書很不以為然，而沒有指定當成教

材。柏格雖然比較傾向現象學，但是此書還是有著「集大成」的雄心，特別是

對於歐洲「哲學人類學」理論的引用。不過，書名後來大大流行，在某些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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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甚至還出現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派別，書的內容則不太有人唸完之後還能

說出個其然和其所以然來。 

 中譯本雖是我的老友所譯，但是有些明顯的錯誤，如果您選擇閱讀中譯

本，希望您能注意到。中文本的書名是有問題，雖然譯成「實體的社會建構」

會比較符合原文的字序，但是reality的翻成「實體」也不是會讓人人滿意，所以

算是沒有辦法之下的權宜之計。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中譯本： 

1 《社會實體的建構》．鄒理民‧譯．台北：巨流．1991． 

2 《现实的社会建构》‧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2009‧〕 

 

Peter Berger and Hansfried Kellner. 1970. “Marri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Hans Peter Dreitzel. Ed. Recent Sociology, No. 2. London: 

Macmillan. Pp. 50-73. 

 

葛芬柯(Harold Garfinkel, 1917-2011) 

 

 葛芬柯是美國社會學界的怪人，著作不多，但影響力卻遠及哲學界。他自

創「俗民方法學派」(Ethnomethodology)，注意的是一般人﹝俗民﹞在處理日常

生活事務時的種種說辭和行動，他對語文的運用極為敏感，引起不少後人的興

趣。很少人知道他原來是Talcott Parsons的學生，後來發展的「路數」竟然和恩

師大不相同。不過，我覺得他讓社會學更貼近生活因而更為有趣。希望我也能

將這種樂趣傳達給同學。 

 

Harold Garfinkel.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以下三位都算是馬克思主義的後繼者，前兩位通常被歸類在「西方馬克思

主義」的門派下，後者則被歸類為「法蘭克福學派」。 

 

盧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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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是對於馬克思思想的發揮，不過，因為和正

統共產黨的看法不同，而自己宣布放棄書中的想法。西方的學者卻對於這本著

作趨之若鶩。選讀的這篇文章市要繼承馬克思對於「商品拜物教」和「階級意

識」的研究，發展自己的獨門之見。文字晦澀難懂，提到黑格爾處頗多，需要

耐心和毅力以及功力才行。我一直沒能完全讀懂，希望今年有所進步。 

 

Georg Lukács. 1978.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in hi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p. 83-232. 

中譯本： 

1 〈物性化和无产阶级意识〉，收入其《历史和阶级意识》．王伟光和张峰‧

合译．北京：华夏．1989．第82-225页‧ 

2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收入其《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研究》．张西平‧译．四川：重庆．1989．第92-238页‧ 

3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收入其《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

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和燕宏远‧合译．北京：商务．1992．第

143-304页‧ 

 

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1918-1990) 

 

 阿圖塞的這篇文章一直是學運或社運人是攻擊執政政府控制學校和媒體的

重要理論根據。在當今諸多理論中，算是清晰易懂的文章。對於政治控制媒體

的現象，這也是很好的分析。 

 

Louis Althusser.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n h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127-186. 

中譯本： 

1 〈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收入其《列寧和哲學》．杜章智‧譯．

臺北：遠流．1990．第151-206頁‧ 

2 〈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收入陳越‧編‧《哲學與政

治：阿爾都塞讀本》‧長春：吉林人民‧2003‧第320-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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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瑪斯 (Jűrgen Habermas, 1929-)  

 

 哈伯瑪斯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可以從這篇文章窺其大要，文字也不好懂，需

要耐心和毅力以及功力。 

 

Jürgen Habermas.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A General Perspective,"  

in hi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 by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Pp. 301-317. 

中譯本：〈知識與人類興趣：一個概觀〉，黃瑞祺‧譯．收在黃瑞祺‧編．《批判

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增訂版．臺北：巨流‧1986．第361-381 頁． 

 

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傅柯一直是我的「死穴」，特別是這本書。希望今年會有進步。 

 

Michel Foucault. (1969)1972. The Archael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 by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中譯本： 

1 米歇‧傅柯‧《知識的考掘》．王德威‧譯．臺北：麥田．1993． 

2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和马月‧合译‧北京：三联

‧1998‧ 

 

米歇尔‧福柯‧2001‧《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

联‧ 

 

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布爾迪厄對於階層和教育的研究一直是個經典，此外他對於法國學術界的

興趣，也一直很有啟發性，只是很多人都不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他的著作

罷了。 

 中譯本是從法文直接翻譯，譯筆生硬，選擇閱讀中譯本的同學要多忍耐。

我們在這一週將特別注意他如何分西福婁拜的小說《情感教育》，因為有比較具

體的實例和相對清楚的理論(或概念)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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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Bourdieu and J-C. Passeron. (1970)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2nd Edition. Tr. by Richard Ni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中譯本：布尔迪约和帕斯隆‧《再生产：一种 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刑克

超‧译‧北京：商务‧2002‧﹞ 

Pierre Bourdieu. (1972)1977. Outlines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布尔迪厄‧2017‧《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和李思宇‧合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 

Pierre Bourdieu. (1979)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布尔迪厄‧2015‧《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两册‧刘晖‧译

‧北京：商务‧﹞ 

Pierre Bourdieu. (1984)1988. Homo Academicus. Tr. by Peter Colli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ierre Bourdiue. (1992)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 by Susan Emanuel. London: Polity Press. 

﹝中譯本： 

1 布赫迪厄‧2016‧《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石武耕、李沅

洳和陳羚芝‧合譯‧台北：典藏‧ 

2 布尔迪厄‧2016‧《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

京：中央编译‧﹞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 

 

 愛里亞斯算是大器晚成型的社會學者。他一直有著知識社會學的相關論

文，我特別選取其中幾篇來討論。 

 

Norbert Elias. 1956. “Problems of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 3: 226-252. 

Norbert Elias. 1971.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Perspectives,” Sociology, 5, 2: 

149-168; 5, 3: 33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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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bert Elias. (1983)1987.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Tr. by Edmund Jephcot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Norbert Elias. 1984. “Knowledge and Power: An Interview by Peter Ludes,” in Nico 

Stehr and Volker Meja. Eds. Society and Knowledge.  London: Transaction. 

 

 這三位算是美國社會學界比較後來的對知識社會學有興趣的幾位，因為他

們的書名多半和「認知」有關，所以放在一起討論。 

 

希可瑞爾 (Aaron V. Cicourel, 1928-) 

 

 從書的副標題可以看出希可瑞爾的取向很重視社會互動中的語言和意義。

不過他的討論都比較抽象，舉例比較少，有時會讓人嫌枯燥，但是繼承著前人

的傳統而有所整理發揮，價值也不小。 

 

Aaron V. Cicourel. 1974. Cognitive Sociology: Language and Mean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庫爾特( Jeff Coulter) 

 

 這本書我還沒看，所以看看到時候能不能看完，而且還能說個大概。 

 

Jeff Coulter. 1989. Mind in Ac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熱魯巴威爾 (Eviatar Zerubavel) 

 

 熱魯巴威爾是我在哥大唸書時教我理論的老師。我修過他三門課，成績都

不高。他的著作非常多，理論和概念都很清楚。他對於時間社會學一直很有興

趣，有幾本書也都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這裏列出的這本其實是很簡單的綜合

整理。 

 

Eviatar Zerubavel. 1997. Social Mindscapes: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Sociology. 

Cambr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知識社會學／2018(107-1)年秋季／授課大綱／孫中興／第 38 頁 

 

女性主義與知識 

 

 這一部分又到了我的「死穴」，列舉的讀物只是表示我有好多書都沒好好讀

過，倒是在McCarthy的入門書中讀過相關章節，有個初略的印象。我所選取的

還是跟女性及其知識的建構有關的文獻。 

 

Linda Alcoff and Elizabeth Potter. Eds. 1993.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Lorraine Code. 1991. What Can She Know?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ry Margaret Fonow and Judith A. Cook.  Eds. 1991.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andra Harding.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andra Harding.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andra Harding. Ed. 1987.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B. Hintikka. Eds. 1983.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D. Reidel. 

Alison M. Jagger and Susan R. Bardo. Eds. 1989. Gender/Body/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第16週  12月25日  集體記憶或失憶 

 

 本周特別討論「集體記憶」，當然不能忽略阿布瓦克斯名為「集體記憶」的

相關著作。阿布瓦克斯生前寫過《記憶的社會架構》(Les cadre sociaux de le 

mémoire)，這本書一直沒有完整英譯本，Coser的英譯本是節譯；Coser的編譯本

還收錄了《福音書中聖地傳奇地誌》的〈結論〉。以「集體記憶」為名的書則是

在他死後編輯而成的，不易找到，其中的論述也沒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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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A. Coser.  Ed.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譯本：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和郭金华‧合译‧上海：

上海人民‧2002‧ 

Maurice Halbwachs.  1980.  Collective Memory.  Tr. by Francis J. Ditter, Jr., and Vida 

Yazdi Dit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以下幾本是中外歷史學家的著作，可以彰顯「集體記憶或失憶」的主題： 

 

江仁傑‧2006‧《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台北：三民‧ 

潘光哲‧2006‧《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台北：三民‧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2015‧《马丁：盖尔归来》‧第

二版‧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2016‧《一代妖后：波糞刊物裡的瑪麗‧安托

奈特》‧翁德明‧譯‧台北：無境文化‧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2016‧《再見吾后》‧翁德明‧譯‧台北：無

境文化‧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2014‧《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三冊‧戴麗娟‧譯‧台北：行人‧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2017‧《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黄艳红，等人‧合译‧南京：南京大学‧ 

 

 

第17週  1月1日 開國紀念日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