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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學理論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社會學學程 

2024 年 星期三 789 

姚人多 

課程說明 

1. 本課程為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社會學程的必修課。理想狀態下，修課的同學

必須先修完「社會學導論」及「古典社會學理論」再來修本課程。當代的社

會學理論很多是與古典社會學理論對話，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便是馬克思。

本課程將從馬克思主義開始，我們分別檢視幾個重要的議題及概念。它們分

別是階級、貧窮、剝削、霸權、勞動、文化工業、與資本主義國家。這些週

次其實都圍繞一些共同的主題，資本主義如何運作？資本主義造成了什麼樣

的後果？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如何生存與抗拒？在介紹完馬克思主義之後，

我們將焦點轉向美國的社會學理論，我們將探討結構功能論與符號互動論。

同學們會發現，這些理論跟馬克思主義有顯著的不同。不同不只展現它們觀

察的重心，還在於它們觀察社會時所預設的世界觀。在課程的最後一個區

塊，我們進入幾個思想家的作品中。Pierre Bourdieu 無疑是當代最具影響力

的社會學家，隨著他的巨著 La Distinction 中文版的出版，我們這學期將可

以一窺他的理論。除了 Bourdieu 之外，我們也會討論 Edward Said 及 Michel 

Foucault 的著作，這兩位作者也對當前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2. 在本學期的課程中，我們無可避免地會以一些思想家為核心，比如說， 

Karl Polanyi, Max Horkheimer, Theodor Adorno, Erving Goffman, Michel 

Foucault, James Scott, Edward Said, Mark Granovetter, Erik Olin Wright, Pierre 

Bourdieu 等，他們之中有些人並不具有社會學者的自我認同，不過，他們都

對當代的社會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3. 這門課無法涵蓋所有的當代社會學理論，遺漏在所難免，敬請見諒。即使我

們無法涵蓋所有的當代社會學理論，我相信修課的同學在經過一個學期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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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與思考之後，可能會產生一些思想上的混亂或無所適從之感覺。到底誰說

的是對的？到底我們應該如何觀察社會？在這麼多社會學理論中，我們到底

要相信哪一個？本課程不會提供答案，對於各位的混亂，我也沒有解方。不

過，我相信一件事情，如果各位跟社會學有緣的話，有一天，這學期某些上

課的內容會回來找你們。當那一天來臨時，妳就會知道，社會長什麼樣子，

以及，更重要的，你會突然間明白，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學家。 

 

課堂要求與評分辦法 

1. 本人從不點名，不過，我通常會要求修課同學在期末考的時候寫下自己的缺

課次數。我一向採信任原則，不會查證，也無從查證起。不過，由於這是一

堂理論課，我不希望每個禮拜都是我單方面的講課，我由衷期待修課同學可

以在課堂中跟我對話甚至辯論。課堂表現佔學期總成績的 10%。 

2. 所有修課同學必須繳交三篇課堂作業，作業內容為當週課堂上課及閱讀文本

的心得，繳交時間為隔週上課前，我會請助教在數位學習系統上設定好格

式。每一篇作業佔學期總成績的 10%，三篇共 30%。至於要選哪三週的上

課內容寫作業，交給同學們自行決定。請注意，你/妳只需繳交三篇作業，

不需要每週都寫 memo，多寫並沒有加分。 

3. 通常我會在期末考前一週事先給各位題庫。期末考當天我會從題庫中選擇四

題當成本學期的考題。期末考佔學期總成績的 60%。 

 

每週進度 

》Week 1 (2/21) 課程介紹 

 

》Week 2 (2/28) 停課一週 

 

》Week 3 (3/6) 馬克思的遺產(1)：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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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zer, George & Goodman, Douglas (2007) 《社會學理論》(上) (第六版)，鄭祖

邦、柯朝欽、陳巨擘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八章。 

Wright, Erik Olin (1980) “Class and Occup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Jan., 1980, 

Vol. 9, No. 1, Special Issue on Work and the Working Class (Jan., 1980), pp. 177-214 

Wright, Erik Olin (1987) “Reflections on Classe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Vol. 32 (1987), pp. 19-49 

 

》Week 4 (3/13) 馬克思的遺產(2)：貧窮 

Polanyi, Karl (2020)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黃樹民譯，台

北：春山出版社，第三章到第十章 

Wright, Erik Olin (1995) “The Class Analysis of Pover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25, No. 1, pp. 85-100Scott, James (1975) “Exploitation in Rural 

Class Relations: A Victim's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7, No. 4 , pp. 

489-532 

 

》Week 5 (3/20)  馬克思的遺產 (3) 剝削 

Scott, James (2011) 《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鄭廣懷、張敏、何

江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第六章、第七章。 

 

》Week 6 (3/27)  馬克思的遺產(4)：意識形態與霸權 

Therbon, Goran (1980)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Scott, James (2011) 《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鄭廣懷、張敏、何

江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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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7 (4/3) 放假一週   

 

》Week 8 (4/10)  馬克思的遺產(5)：文化工業 

Horkheimer, Max & Adorno, Theodor (2008)  <文化工業：作為群眾欺騙的啟蒙

>，收錄於，《啟蒙的辯證》，林宏濤譯，台北：商週，頁 155-210。  

 

》Week 9 (4/17)  馬克思的遺產(6)：勞動 

Willis, Paul (2018) 《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秘舒、凌旻華譯，台北：麥田 

 

》Week 10 (4/24)  馬克思的遺產(7)：資本主義國家  

Jessop, Bob (1977) “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December 1977, Vol. 1, No. 4 (December 1977), pp. 353-373 

 

》Week 11 (5/1)  結構功能論 

Ritzer, George & Goodman, Douglas (2007) 《社會學理論》(上) (第六版)，鄭祖

邦、柯朝欽、陳巨擘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七章 

Davis, Kinsley, and Moore, Wilbert (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42-249. 

 

》Week 12 (5/8)  符號互動論 

Ritzer, George & Goodman, Douglas (2007) 《社會學理論》(下) (第六版)，鄭祖

邦、柯朝欽、陳巨擘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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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fman, Erving (1956) “Embarrass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v., Vol. 62, No. 3 (Nov., 1956), pp. 264- 271 

 

》Week 13 (5/15)  鑲嵌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Nov., 1985), pp. 

481-510 

 

》Week 14 (5/22)  後殖民 

Said, Edward (1999) 《東方主義》(Orientalism)， 王志弘譯，台北：立緒 

 

》Week 15 (5/29)  區判 

Bourdieu, Pierre (2023)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e Jugement，邱德亮譯， 

《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台北：麥田出版，2023。 

 

》Week 16 (6/5)  Sexuality 

Foucault, Michel (1979) 《性史：導論》(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troduction)，

台北：桂冠圖書 

 

》Week 17 (6/12)  課程總結 

 

》Week 18 (6/19)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