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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一零七學年度《社會學理論》課程大綱 

上課時間：二 d56 
分組上課時間：二 c 

上課地點：綜合 270114 
授課教師：黃厚銘 

電子郵件信箱：hermes@nccu.edu.tw 
研究室：綜合院館南棟八樓 270846 研究室 
面談時間：二 16:00-18:00 

 

課程說明： 
社會學是什麼？社會學產生的時代背景為何？社會學的鼻祖們關心些什麼？到底

是什麼構成了社會學的學科特性？還有，社會學到底該不該努力成為一門像經濟

學、乃至於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呢？社會學是不是一門科學？是哪一種意義下

的科學？理論在社會學中又有什麼樣的地位與角色？是用以反映真實，還是創造

差異？為什麼要花時間理解、閱讀一個世紀以前的著作？以及，學術進步在社會

學裡的意義內涵是什麼？做為奠定社會學傳統的古典三大家 Marx、Weber、與

Durkheim，都是關注於他們當時社會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以他們心目中的科學方

法加以研究，並藉此提出各自的分析與診斷。而啟蒙以降理性與科學的地位提昇，

具體展現為科學與技術的進展，並以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形塑了現

代社會有別於傳統社會的特色，即是三大家共同的討論焦點。而本課程以古典社

會學三大家的思想為內容，藉此追溯古典社會學理論觀點的發展軸線，引導學生

了解社會學的問題設定與學科特性，以期拓深對社會學的認識、進一步培養社會

學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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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方式： 
以口頭講授為主。本課程另有一個小時的討論課，將配合課程進度與課前作業，

由教學助理分組帶領修課同學針對理論原典的文本進行討論。 

 

評分標準： 

期中考、期末考各佔 40%（其中討論課內容在期中期末考各佔學期總成績之 10%），

隨堂作業與分組上課時間之課堂參與佔 20%。 

 

主要參考書： 
＊紀登斯(Giddens, Anthony) 

1989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

台北：遠流。 

Aron, Raymond 
＊1986 《近代西方社會思想家：涂爾幹、巴烈圖、韋伯》，齊力、蔡錦昌、黃瑞

祺（譯），台北：聯經。 

Cuff, E. C. 等 

2005 《特新社會學理論的觀點》，林秀麗、林庭瑤、洪惠芬（譯），台北：韋

伯文化。 

2004 《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簡守邦（譯），台北：韋伯文化。 

Turner, Jonathan H. , Leonard Beeghley & Charles Powers 
2000 《社會學理論的產生》，韋本（譯），台北：洪葉。 

Coser, Lewis A. 
＊1986 《古典社會學理論》，黃瑞祺、張維安（譯），台北：桂冠。 

1990 《社會學思想名家》，石人（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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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 
 
九月十八日 課程介紹 

九月二十五日 導論：社會學理論與現代社會 

 
馬克思 
十月二日 唯物辯證法 

十月九日 歷史唯物論 

十月十六日 階級與異化勞動 

十月二十三日 演講 

十月三十日 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及其發展 

 

涂爾幹 
十一月六日 社會學方法論：社會學與自然科學 

十一月十三日 期中考試：（ 

十一月二十日 社會秩序的道德基礎與社會分工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自殺與道德規範 

 
十二月四日 宗教與社會 

十二月十一日  社會學方法論：理解社會學與自然科學 

 

韋伯 
十二月十八日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十二月二十五日 理性化與世界諸宗教比較研究 

一月一日 元旦（放假） ：） 

一月八日 學術與政治 

 
一月十五日 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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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馬克思 

 
馬克思(Marx, Karl) &恩格爾 (Engle, Friedrich) 

1998 《共產黨宣言》，香港：新苗。 

馬克思 

1989 《1844 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時報。 

馬克思 

1949 《通俗資本論》，博恰德（編），上海：神州國光社。 

林一新 

1990 〈馬克思的資本論〉，收於《資本論導讀》，李英明（編），台北：時報。 

佛洛姆(Fromm, Erich) 

1987 《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徐紀亮、張慶熊（譯），台北：南方。 

曼德爾(Mandel, Ernest) 

1998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簡論》，張乃烈（譯），台北：唐山。 

 
涂爾幹 

 
愛彌爾．涂爾幹 

1999 〈《宗教生活基本形式》導言〉，收於《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

（吉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愛彌爾．涂爾幹，馬塞爾．莫斯 

2000 《原始分類》，汲（吉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蘇峰山 

1986 《涂爾幹社會思想中整體觀與二元論的思考模式》，台北：台灣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厚銘 

1993 《涂爾幹與現代性：理性與涂爾幹對現代社會道德危機的診斷》，台北：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啟政 

2001 〈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統計社會學的兩個概念基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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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第一期。 

 
韋伯 

 
韋伯 

2007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等（譯），台北：遠流。 

1991 《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編譯），台北：遠流。 

1994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譯），台北：遠流。 

1989 〈資本主義精神與理性化〉，收於《宗教與世界》，康樂、簡惠美譯，台

北：遠流。 

1989 〈比較宗教學導論：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收於《宗教與世界》，康

樂、簡惠美譯，台北：遠流。 

顧忠華 《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台北：台灣書店。 

Schluchter, Wolfgang 
1986 〈理性化的矛盾：韋伯論「倫理」與「世界」之關係〉，收於《理性化與

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顧忠華（譯），台北：聯經。 

黃厚銘 

1999 〈社會學與自然科學的糾葛：從涂爾幹與韋伯談社會學研究的光譜〉，收

於《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教育

社會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