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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識 社 會 學

Sociology of Knowledge
325  U0700

授　　課　　大　　綱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授課老師：孫中興教授

授課時間：周一下午 2:20-5:20

授課地點：校總區社會學系大樓社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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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網頁：social.ntu.edu.tw/~catsun

一、課程簡介

簡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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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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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話的境地。我的教學會尊重既有的教學研究傳統，也有著個人說
獨到的一面。這些都會在課堂上 明。說

一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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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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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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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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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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授課的比重會因為修課同學的不同學術背景和興趣而作相對的

調整，所以課程進度部分只是參考性質，請多注意。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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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之外，也希望能從每周的主題討論中內
反省我們週遭相關的知識體制面向、認知面向和人群面向等方面的相關議題，以

便讓生硬的知識社會學知識能具體應用到日常生活的現象中來反省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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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讀英文讀﹝ ﹞ 夠 閱
物自我期許，以增進自己 讀英文書籍的能力。中譯本的固然有其快速 讀的長閱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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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同學應該特別注意之處。﹞

這門課預計有兩種上課方式：一種是每週課程的前半部分是由老師依照預

定的進度授課，基本上是以研究主題書目中的第一部份為主；後半部分將由學

生依自己選定的題目報告，基本上是從研究主題書目的其餘部分挑選。這兩條主

現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在授課的過程中，同學會自然而然地明白這種設計

的好處。另外一種則是都由老師上課，上課的前半部回答同學上週的問題，然後

討論知識社會學的一般問題，後半部則講授知識社會學的理論。本學期的上課形

式將視上課同學的狀況而做最後的決定。

如果決定要同學報告，則從上課開始第一個月之後，學生就開始課堂報告。

在報告之前，學生應該先就欲討論的主題告知本人，經過同意後方得進行。報告

的同時應該先行準備報告大綱給老師及上課同學。除了所 讀教材的 容之外，閱 內
學生也應儘量找出問題及自己構想的解答方式或解答。碰到疑難之處，更應該勇

於提出討論，而不應規避。最後請預留時間讓同學發問，以及老師講評。

二、作業規定

1 本學生成績是以作業的繳交情形為準。

2 如果決定要由學生輪流報告，則本學期應繳交作業如下：

　　1) 課堂報告與發問

　　2) 以某位知識社會學家思想為主的研究報告或自行擬定研究某一知識社會

學現象相關的學術論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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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作業必須先和我討論後才可進行。沒有和我討論過的作業，不列入學期成

績計算。這是為了確保學生的作業老師可以給予您專業的意見。
3 如果本學期同學不用報告，則本學期應繳交作業如下：

1) 每週書面問題 

2) 讀書心得

3) 以某位知識社會學家思想為主的研究報告或自行擬定研究某一知識社

會學現象相關的學術論文報告。

4 第二項作業建議包括下列部分：

1) 封面（題目、學生姓名、學號、授課老師和日期）

2) 目錄

3) 正文

(1) 前言〔看您怎麼 〕掰
(2) 文獻回顧〔利用網路和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資料〕查
(3) 研究問題〔自己的慧眼，不想的時候是沒有的〕

(4) 研究方法與資料〔另闢蹊徑〕

(5) 重要發現〔邁向大師／大失所望之路〕

(6) 回顧與前瞻〔謙虛的時刻〕

4) 參考資料

5) 空白頁〔老師評審意見頁〕
5 論文格式請參考《台灣社會學》徵稿簡約。最後要提醒您最重要的一件事：

請千萬不要遲交作業；抄襲的作業，不管是抄網路上的或是其他來源的資

料，都是嚴重的違反學術倫理的行為，我會以不及格論處。

三、上課進度

本學期一共十七週

週數日 期授 課 內 容報 告 學 生作 業 期 限

1 9月 17日 課程簡介

2 9月 24日 知識社會學的基本問題

知識的制度面(1)：識字

3 10月 1日 曼海姆

知識的制度面(2)：教育制度

4 10月 8日 謝勒

知識的制度面(3)：學術研究機

構

5 10月 15日 社會思想史上的知識社會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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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制度面(4)：圖書館

6 10月 22日 孔德  馬克思和恩格斯  涂爾幹

知識的制度面(5)：印刷與出版

界

7 10月 29日 巴烈圖  齊美爾  韋伯

知識的制度面(6)：審查與獎懲

8 11月 5日 帕深思  莫頓  米德  米爾斯

知識的制度面(7)：基金會與知

識工業

9 11月 12日 舒茲  柏格和陸克曼  葛芬柯

知識的認知面(1)：分類

10 11月 19日 盧卡奇  阿杜塞  哈伯瑪斯

知識的認知面(2)：正典化與學

科發展

11 11月 26日 愛里亞斯

知識的認知面(3)：意識形態

12 12月 3日 傅柯

知識的認知面(4)：知識交流

13 12月 10日 布爾迪厄

知識的認知面(5)：思想論戰

14 12月 17日 認知社會學：

希可瑞爾、庫爾特和熱魯巴威爾

知識的認知面(6)：時間觀

交學期報告

15 12月 24日 阿布瓦克斯

知識的人群面(1)：知識份子

16 12月 31日 性別與知識

知識的人群面(2)：知識份子與

政治

17 1月 7日 其他新近理論

知識的語文面：語文與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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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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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而且都很少討論到實例。一般來 ，希望同學能參考比較新近出版的。比較說
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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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體的建構》．鄒理民譯．台北：巨流．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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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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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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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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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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已經不容易在坊間買到：值

　 張東蓀著．(1940)1974．《知識與文化》．台北：廬山出版社重印．

    張東蓀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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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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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