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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議題與社會學博士班（中研院、台大、政大、清大） 

111學年第 1學期/2022年秋季 

宗教社會學 

Sociology of Religion 

楊弘任 

上課時間：星期一 11:00-14:00 

上課教室：中研院社會所 820會議室 

教師研究室：中研院社會所 1012室 

辦公室時間：同上課日 14:30-15:30 

辦公室電話：02-26525142（助理李彥柏 02-26525163） 

Email：hjyang@gate.sinica.edu.tw 

一、課程說明 

宗教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環節，自社會學的學科領域建立以來，社會學者對宗教現

象的探討不曾停歇。無論以宗教為橋樑，對人群凝聚方式以及經濟或政治的運作

模式進行考察，或者以社會的構成原則為基礎，反過來解析各類宗教的論述、象

徵與實作，宗教與社會的共存共構，已逐漸成為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的共識。實

則，源自社會學建立之初的諸多宗教命題，迄今仍有其深刻共鳴，持續在宗教的

理論面與實務面引領更為創新的挑戰與突破。在度過「世俗化」命題的挑戰之後，

今日宗教社會學的領域裡，關於多元宗教、生活宗教、靈性與宗教、宗教與日常

抵抗、跨國宗教、以及全球尺度下的新宗教運動等討論，方興未艾。 

就臺灣社會而言，宗教所引發的公共議題也越來越顯著可見。最為鮮明的是，跨

海峽政教關係下，各類宗教團體所扮演的角色亟需更具宗教社會學的觀點進行檢

視；尤其是，當臺灣社會呈現為多元宗教、宗教的個人化等趨勢時，中國社會的

某些宗教團體如同戒嚴時期臺灣的情況，正在擔綱起對威權政體進行抵抗或協商

的準公民社會行動。此外，除了宗教所發起的社會福利事務外，晚近同婚與反同

婚運動中也看到宗教團體價值立場的光譜分布，顯示出當今臺灣宗教的社會參與

或公共發聲已是常態現象。最後，外交困境下的臺灣，屢屢藉助某些具備跨國連

結基礎的宗教團體，在困境中展現了韌性；像這樣的宗教全球化或跨國宗教的形

成，一樣是當代臺灣社會之中，由宗教所帶來的重要公共議題。 

本課程分為以下五個單元，希冀循著宗教社會學重要命題的起源、挑戰與轉變等

軌跡，於適當脈絡下帶進當今宗教與社會面向上的重要公共議題。第一單元：宗

教是什麼？第二單元：宗教、神聖與世俗。第三單元：宗教與日常抵抗。第四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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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宗教、靈性與生活政治。第五單元：跨國宗教與文化跨界。 

二、上課方式 

1. 上課同學分組輪流擔任課堂報告，說明文本的問題意識及主要論點，並提出

問題及心得。報告內容應整理成書面資料提供給所有課程參與者。 

2. 未輪值報告組的同學，請在上課前晚 24:00前將閱讀筆記上傳至課程群組。 

3. 學期結束需撰寫一篇期末報告。 

三、成績評核 

1. 課堂報告及課程參與 20% 

2. 閱讀筆記 20% 

3. 期末報告 60% 

四、課程安排 

週次 日期                        主題 

1  導論 

第一單元  宗教是什麼？ 

2  「象徵論」挑戰「集體再現論」：Geertz vs. Durkheim 

3  「權力與實作」挑戰「象徵論」：Asad vs. Geertz 

4  「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次挑戰 

5  「民眾宗教」挑戰「彌散性與制度性宗教」 

第二單元  宗教、神聖與世俗 

6  神聖帷幕的興起與崩壞 

7  理性計算下的殉教？：極致的宗教市場論 

第三單元  宗教與日常抵抗 

8  宗教與支配 

9  宗教帶來的抵抗力量 

[公共議題時刻] 

10  中華媽祖或一媽各表？ 

11  關於反拆十字架運動的三種分析 

第四單元  宗教、靈性與生活政治 

12  「日常實作論」挑戰「世俗化」與「宗教市場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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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靈性社群與日常宗教 

[公共議題時刻] 

14  宗教對生活政治的影響：同婚、無家者 

第五單元  跨國宗教與文化跨界 

15  隨著移民不斷移動與重組的宗教 

16  宗教移動中的變與不變：Cadge vs. Beyer 

[公共議題時刻] 

17  人間佛教的全球化與跨海峽政教關係 

18  一貫道的全球化與跨海峽政教關係 

 

第一週 導論 

第一單元  宗教是什麼？ 

第二週 「象徵論」挑戰「集體再現論」：Geertz vs. Durkheim 

*涂爾幹 (Durkheim, Émile) 著、渠東、汲喆譯，199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閱讀：導言及第一章。頁 1至 44。）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閱讀：Chap 4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Pp. 87-125.） 

Durkheim, Émile. 196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oseph Ward Swai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第三週 「權力與實作」挑戰「象徵論」：Asad vs. Geertz 

*Asad, Talal. 1993.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閱讀：

Introduction; Chap 1 The Construction of Religion as an Anthropological 

Category; Chap 2 Toward a Genealogy of the Concept of Ritual. Pp. 1-79.） 

第四週 「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次挑戰 

*Bender, Courtney, Wendy Cadge, Peggy Levitt, and David Smilde (eds.) 2013. 

Religion on the Edge: De-centering and Re-centering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閱讀：Introduction: Religion on the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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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1-20; Chap 2 Beyond the Strong Program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Pp. 

43-66; Conclusion: Working the Edges. Pp. 284-291.） 

*Tweed, Thomas. 2006. Crossing and Dwelling: A Theory of Relig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閱讀：Chap 3 Confluences: Toward a Theory of 

Religion. Pp. 29-53.） 

第五週 「民眾宗教」挑戰「彌散性與制度性宗教」 

*楊慶堃 (C. K. Yang) 著、范麗珠譯，2016，《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

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閱讀：第

一章 導論。頁 1 至 22；第十二章 中國社會中的彌散性與制度性宗教。頁

228至 264。） 

*丁仁傑，2020，《民眾宗教中的權威鑲嵌：場域變遷下的象徵資本與靈性資本。》

臺北：聯經出版社。（閱讀：第一章 中國宗教研究典範的繼承、轉移與競爭：

實踐理論的開展。頁 62至 115。） 

*柯若樸 (Philip Clart) ，2007，〈中國宗教研究中「民間宗教」的概念：回顧和展

望〉，見魏思齊 (Zbigniew Wesołowski) 編，《輔仁大學第四屆漢學國際研討

會─「中國宗教研究：現況與展望」論文集/ /The Forth Fu J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Symposium: Research on Religions in China: Status quo 

and Perspectives; Symposium Papers》。新北市：輔大出版社。頁 208至 237。 

Yang, Ching Kun. 1961.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盧雲峰，2019，〈論混合宗教與獨立宗教：兼論「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之經典性〉。

《社會學研究》2: 75-95。 

齊偉先，2022，〈第一章 導言：臺灣宗教的社會學解讀〉，見齊偉先編，《入世、

修持與跨界：當代臺灣宗教的社會學解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第二單元  宗教、神聖與世俗 

第六週 神聖帷幕的興起與崩壞 

*柏格 (Berger, Peter) 著、高師寧譯，1991，《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

要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閱讀全書為原則） 

*湯志傑，2020，〈華人宗教「世俗化」發展新探︰論唐宋變革背景下民間宗教

興起的歷史意義〉，《台灣社會學》39: 89-136。 

Berger, Peter. 1967.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Garden City: Doubl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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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er, Peter (ed.) 1999.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United States: Ethics & Pub Pol Ctr. 

林峰燦，2022，〈第六章 邁向世俗化的多重路徑：從交互比較的觀點重新檢視中

文語境中的世俗化概念〉，見齊偉先編，《入世、修持與跨界：當代臺灣宗教

的社會學解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第七週 理性計算下的殉教？極致的宗教市場論 

*斯塔克 (Stark, Rodney) 著、黃劍波、高民貴譯，2005，《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社

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閱讀全書為原則） 

*斯塔克 (Stark, Rodney) 與芬克 (Finke, Roger) 著、楊鳳崗譯，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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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導論 無

神論、信仰以及對於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第一章 老問題、新觀點。頁 1至

51。） 

Stark, Rodney. 1996.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ark, Rodney and Roger Finke.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三單元  宗教與日常抵抗 

第八週 宗教與支配 

*桑高仁 (Sangren, Steven) 著、丁仁傑譯，2012，《漢人的社會邏輯 : 對於社會

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臺北：中央硏究院民族學硏究

所。（閱讀：第四章 異化的辯證學：漢人宗教中的個人與集體；第五章 台

灣媽祖進香之靈力與超越性。頁 155至 224。） 

*李丁讚，吳介民，2005，〈現代性、宗教、巫術：一個地方公廟的治理技術〉，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9：143-84。 

*陳緯華，2008，〈靈力經濟：一個分析民間信仰活動的新視角〉。《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69: 57-105。 

桑高仁 (Sangren, Steven) 著、丁仁傑譯，2020，〈中國宗教象徵符號中的女性性

別：觀音、媽祖和「永恆之母」〉。《華人宗教研究》15: 155-188。 

丁仁傑，2021，〈女神拯救父權社會？！：女性成神歷程中的性別對話與靈驗展

現〉。《華人宗教研究》17: 27-81。 

陳緯華，2012，〈資本、國家與宗教：「場域」視角下的當代台灣民間信仰變遷〉。

《台灣社會學》2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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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宗教帶來的抵抗力量 

*Comaroff, Jean. 1985.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閱

讀：Chap 6. Alienation and the Kingdom of Zion; Chap 7. Ritual as Historical 

Practice: Mediation in the Neocolonial Context. Pp. 159-251.） 

Scott, James.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黃克先，2021，〈跨國宗教與受限制的黨國：從監控檔案再探長老教會的政教關

係〉。《臺灣社會學刊》70期。 

[公共議題時刻] 

第十週 中華媽祖或一媽各表？ 

*Yang, Mayfair Mei-hui. 2004. “Goddes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trifocal Ritual 

Space, Nation-State, and Satellite Television Footprints.” Public Culture 16(2): 

209-238. 

*簡瑛欣，2016，〈祖廟在臺灣：臺灣民間信仰神明祖廟的權威來源與正統性思想〉。

《思想》30: 191-209。 

*古明君、洪瑩發，2017，〈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見吳介民、蔡宏政、鄭祖

邦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頁 289-324。新北市：

左岸文化出版社。 

*Ku, Ming-chun. 2021. “Local Strategies of Engaging the State: The Cultural 

Legitimation and Heritagization of Mazu Belief.” Pp. 340-361 in Szu-chien Hsu, 

Kellee S. Tsai, and Chun-chih Chang (eds.)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古明君，2019，〈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中國大陸研究》

62(4): 103-132。 

陳宥喬，2021，〈一「媽」各表：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再檢視〉。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十一週 關於反拆十字架運動的三種分析 

*Yang, Fenggang. 2018. “The Failure of the 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2013–2016: A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1):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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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Nanlai. 2017. “Spatial Modernity, Party Building, and Local Governance: 

Putting the Christian Cross-Removal Campaign in Context,” China Review 

17(1):29-52. 

*Vala, Carsten. 2018. The Politics of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God above Party?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閱讀：

Chap 1 Introduction. Pp. 1-26; Chap 7 Repression of an Urban Church. Pp.155-

170; Chap 8 Challenging the Bounds of the Public Transcript. Pp. 171-197.） 

Yang, Fenggang. 2017. “From Cooperation to Resistance: Christian Responses to 

Intensified Suppression in China Today.”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15(1): 79–90. 

邢福增，2016，〈拆十字架的政治：浙江省「三改一拆」運動的宗教/政治分析〉。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44: 25-61。 

楊鳳崗，2021，《宗教在當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存續與復興》。臺北：政大

出版社。 

第四單元  宗教、靈性與生活政治 

第十二週 「日常實作論」挑戰「世俗化」與「宗教市場論」 

*Ammerman, Nancy. 2020. “Rethinking Religion: Toward a Practice Approach.” AJS 

126(1): 6-51. 

*Ammerman, Nancy. 2013. Sacred Stories, Spiritual Tribes: Finding Religion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閱讀：Chap 1 In Search of 

Religion In Everyday Life. Pp. 1-22; Chap 6 Nine to Five: Spiritual Presence at 

Work. Pp. 171-211.） 

*周越，2014，〈「做宗教」的模式〉。見宗樹人、夏龍、魏克利編，吳正選譯，

2014[2011]，《中國人的宗教生活》，頁 63-81。香港大學出版社。 

第十三週 靈性、美學與日常宗教 

*Bender, Courtney. 2010. The New Metaphysicals: Spirituality and the American 

Religious Imagination.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閱

讀：Chap 2. Becoming Mystics. Pp. 56-89; Chap 4. Karmic Laundry: Imaging and 

Embodying Spiritual History. Pp. 119-152.） 

*Ammerman, Nancy. 2013.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Beyond Binary Choice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52(2): 258-78. 

*黃應貴，2015，〈導論：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見黃應貴編，《日常生活

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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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齊偉先，2018，〈台灣民間宗教儀式實踐中的「品味動員」：陣頭、品味社群與

宗教治理〉。《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0(1): 119-161。 

[公共議題時刻] 

第十四週 宗教對生活政治的影響：同婚、無家者 

*黃克先，2020，〈「同」祂捍衛尊嚴：與宗教團體互動下的無家者宗教實作〉。《臺

灣社會學刊》68: 1-59。 

*Huang, Ke-hsien. 2017. “Culture Wars in a Globalized East: How Taiwanese 

Conservative Christianity Turned Public in Same-Sex-Marriage Controversy and 

Secularist Backlashes,”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4(1): 108-136. 

*黃克先，2018，〈全球化東方開打的「文化戰爭」：台灣保守基督教如何現身公

領域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見陳美華、王秀雲、黃于玲主編，《欲望性公民：

同性親密公民權讀本》。高雄：巨流，頁 229-250。 

彭嘉麗，2009，〈佛教青年之宗教獻身與消費文化--以台灣慈濟、佛光山為例〉。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以慈，2017，〈人間佛國裡的佛光小姐：青春女性的宗教工作經驗及自我追求〉。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五單元  跨國宗教與文化跨界 

第十五週 隨著移民不斷移動與重組的宗教 

*Levitt, Peggy. 2007. “Chap 6 Re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Belonging: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Religious Life.” In Nancy Ammerman (ed.) Everyday 

Religion: Observing Modern Religious L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3-120. 

*Levitt, Peggy. 2013. “Chap 7 Religion on the Move: Mapping Glob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Bender, Courtney, Wendy Cadge, Peggy Levitt, 

and David Smilde (eds.) Religion on the Edge: De-centering and Re-centering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9-176. 

*Wong, Diana and Peggy Levitt. 2014. “Travelling Faiths and Migrant Religions: The 

Case of Circulating Models of da’wa among the Tablighi Jamaat and Foguangshan 

in Malaysia.” Global Networks 14(3): 348-362. 

Levitt, Peggy. 2001. The Transnational Villag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 
 

Levitt, Peggy. 2007. God Needs No Passport: Immigrants and the Changing American 

Religious Landscape. New York: New Press. 

第十六週 宗教移動中的變與不變：Cadge vs. Beyer 

*Cadge, Wendy. 2005. Heartwoo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閱讀：Chap 1 Arrivals and a 

Map of the Journey. Pp. 1-18; Chap 3 New Organizations: Wat Mongkoltepmunee 

(Wat Phila) and the Cambridge Insight Meditation Center (CIMC); Chap 4 Lived 

Buddhism: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and Practice at Wat Phila and CIMC. Pp. 

49-115.） 

*Beyer, Peter. 2006. Religions in Global Society. London, UK: Routledge.（閱讀：

Introduction: Religion as Concept and Social Reality in Global Society. Pp. 1-17;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Global Society. Pp. 6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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