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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一百零一年度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宗教社會學名著選讀

任課老師：林 端 教授

授課對象: 社會學研究所與其他有興趣同學

時間：星期一第二至四節（9：10-12：10）

地點：社會系館 318 室

辦公室：社會學系 311 室

談話時間：課堂後或另約時間

聯絡電話：3366-1224（社會系）

Email：linduan@ntu.edu.tw

一、 授課大綱：

「人是宗教的動物」，自有人類以來，宗教就是人類社會文化核心的部分。但

是「何謂宗教？」卻一直沒有定論，佛經裡「瞎子摸象」的隱喻，正告訴我們，

不同學科有著不同研究宗教的方法，其摸索出來的「宗教之象」，也會有不同的

樣態。社會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經驗科學），把人類社會文化的宗教看成是一個

經驗現象：在經驗世界裡，人們崇拜、皈依、信仰，以體驗那神秘的終極經驗。

自社會學在西方誕生以來，「宗教社會學」一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根

據我過去在台大社會學研究所與政大宗教研究所教過近二十次的經驗，要實際理

解「宗教社會學」的發展與貢獻，必須先從宗教社會學理論出發，才能奠立紮實

的學習基礎。一兩百年來，從古典社會學到當代社會學，西方世界產生了多個宗

教社會學的流派與大師，百家爭鳴，各有擅場。這學期我們希望在課程快速的回

顧中，先得以一窺西方宗教社會學理論的堂奧。

在古典社會學的階段，我們挑選了四位大師的宗教社會學理論作品，分別是

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韋伯（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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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 1864-1920）與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在二次戰後的當代社

會學階段，我們則選定了社會現象學的柏格（Peter Berger, 1929-）、陸克曼（Thomas
Luckmann, 1927-），結構功能論的派深思（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系統理論

的盧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還有理性選擇派的史塔克（Rodney Stark,
1934-）與芬克（Roger Finke, 1954-）、反思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dieu,
1930-2002）、以及提倡公民宗教的貝拉（Robert Bellah, 1927- ）等人的宗教社會

學理論的作品。

社會學是一門分析性、思辨性的學問，宗教社會學也不例外。同學們閱讀相

關文獻，參與討論，師生腦力激盪，一方面可以深入瞭解社會學如何看待宗教，

二方面也可以培養研究宗教的理論建構與分析思辨的能力。此外，為了理論與實

踐相互配合，我們也會透過實際的參訪行程，加強大家對台灣宗教現況的認識（參

訪主要與大學部同學，建議共同參加）。因為社會學家研究宗教現象，必須理論

研究與實證研究兼顧，我們這幾年已在不同課程做了宗教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介

紹，未來則希望開始兼顧實證研究，開設類似「台灣的宗教與社會」、「中國大陸

的宗教與社會」等課程，以協助同學們具體而微地參與宗教的實證研究。

二、 課程進度：

（1） 九月十日：課程簡介、分配報告與記錄工作。

（2） 九月十七日： Marx：〈對黑格爾法哲學、猶太人等的批判〉，pp. 39-58。
宗教反映論

（3） 九月廿四日：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導論〉，pp. 1-21。
Durkheim：〈第一章 宗教的定義〉，pp. 23-53。

宗教社會論

（4） 十月一日： Weber：〈資本主義精神與理性化〉，pp. 37-52。
Weber：〈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pp. 53-99。

宗教行動論與宗教文化論

（5） 十月八日：Weber：〈宗教拒世的階段與方向〉，pp. 101-150。
本日下午第一次參訪台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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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月十五日：Simmel：〈論宗教社會學〉，pp. 1-21。
Shilling/Mellor：〈悲劇論社會學〉，pp. 71-90。

宗教即「宗教性」

（7） 十月廿二日：Berger/Luckmann：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pp. 175-184.
Berger：〈宗教與世界的構造〉，pp. 7-36。

宗教即「神聖的帷幕」

（8） 十月廿九日：Berger：〈宗教與世界的維繫〉，pp. 37-62。
Luckmann：〈現代社會中的宗教與個人認同〉，pp.

85-120。
無形的宗教

（9）十一月五日： Parsons： Religion in a Modern, Pluralistic Society pp., 125-146.
多元社會中的宗教

本日下午第二次參訪台灣宗教

（10） 十一月十二日：Luhmann：〈意義形式宗教〉，pp. 33-84。

宗教系統論

（11）：十一月十九日：Davie： Chpt. 4.: Rational Choice Theory，pp. 67-88。
Stark/Finke：《信仰的法則》，〈導論〉，pp. 1-30。
理性選擇論

（12） 十一月廿六日：Stark/Finke：〈第一部份 衝突中的范式〉，pp. 31-98。
宗教經濟論

（13） 十二月三日：Stark/Finke：〈第二部份 宗教個體〉，pp. 99-172。
本日下午第三次參訪台灣宗教

（14） 十二月十日： Stark：《基督教的興起》，1-5 章，pp. 1-156。
以宗教經濟論解釋宗教史

（15） 十二月十七日： Stark：《基督教的興起》，6-10 章，pp. 15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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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十二月廿四日：布迪厄（Pierre Boudieu, 1930-2002）：

Bourdieu on Religion, chapt. 3-5, pp. 57-138.
宗教場域論

（17）一月七日： 貝拉（Robert Bellah, 1927-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1-21.
公民宗教

三、 課程進行方式與成績：

課程以討論為主，每位課程參與者務必（1）作一次以上的上課報告與作一次以

上的記錄；（2）隨課程閱讀文章並參與討論；（3）期末交一份書面報告。總成績

前三項佔 40％，書面報告佔 60％。

四、 主要閱讀文獻：

林 端 2006:〈台灣「宗教研究」的專業化與多元化：知識社會學的考察〉，

《台灣宗教年鑑 2004 年》（台北：宗博出版社，2006）, 303-323.

林 端 2010:〈宗教社會學、社會學理論與台灣的華人社會〉，《社會理論學報》

第 13 卷 2 期（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出版），4561-470.

Aldridge Alan 2000: Reli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Bellah, Robert 1967: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in: Daedalus 96: 1-21.

Berger, Peter L. 1969: The Sacred Canopy :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中譯：《神聖的帷幕 :宗教社會學理論的要素 》（台

北：商周，2003）)

Bocock, Robert et. Al. (ed.): Religion and Ideology: A Reader, Manchester, 1985
(中譯：《宗教與意識型態》（成都：四川人民，1992）

Cipriani, Roberto 2000: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中譯：《宗教社會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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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e, Peter B. (ed.) 200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Davie, Grace 2007: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London).

Durkheim, Emile 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中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桂冠，1998）)

Feuerbach, Ludwig 1956: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Berlin)
(中譯：《基督教之本質》（北京：商務，1997）)

Freud, Sigmund 1939: Moses and Monotheism (London),
(中譯：《摩西與一神教》（北京：三聯，1992）)

Luckmann, Thomas 1967: The Invisible Religion: The Problem of Religion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中譯:《無形的宗教 :現代社會中的宗教問題》(香港：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

Luhmann, Niklas 1984: Religiöse Dogmatik und Gesellschaftliche Evolution
(Frankfurt/M.)（中譯：《宗教教義與社會演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1998）.

Luhmann, Niklas 2000: Die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中譯：《社會的宗教》（台北：商周，2004）)

Marx, Karl & Engels, Friedrich 1991: 《馬克思、恩格斯論無神論、宗教與教會》

（北京：華文，1991）

Nietzsche, Friedrich 1999: The Anti-Christ (Tucson)，
(中譯：《上帝之死：反基督》（台北：志文，1998）)

Pals, Daniel 1996: Seven Theories of Religion, New York.(中譯：《宗教的七種理論》

（上海：上海古籍，2005）)

Parsons, Talcott 1966: Religion in a Modern, Pluralistic Society,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7(3): 12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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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y, Terry 2007: Bourdieu on Religion, London.

Shilling, Chris. & Mellor, Philip, 2001: The Sociological Ambition: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al and Moral Life (London)（中譯：《社會學何為？》（北京：

北大出版社），2009）。

Simmel, Georg 1997：Essays on Religion（New Haven）(中譯：《現代人與宗教》，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Stark, Rodney 1996: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Princeton)(中譯：《基督教的興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Stark, Rodney/Bainbridge 1985: The Future of Religion (Berkeley)(中譯：《宗教的未

來》（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Stark, Rodney/Finke, Roger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中譯：《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Weber, Max 1992: 《宗教與世界》（台北：遠流）。

Weber, Max 1993a: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des Kapitalismus,
(Bodenheim)( 中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台北：遠流，2007）).

Weber, Max 1993b: Religionssoziologie (Tubingen)
（中譯：《宗教社會學》（台北：遠流，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