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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典閱讀(一) 

 (Readings Classics of Social Studies(1)) 

 

九十七學年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社會經典閱讀 

永久課號：DHS1013 

開課系所：國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上課教室：EB(工二館)107 

上課時間：星期二上午 10:00-12:00(教師授課) 

上課時間：星期一晚上 19:00-20:00(小組讀書會) 

授課對象：大學部二年級學生 

學分數：2 

 

授課教師：許維德 

辦公室時間：星期二下午14:00 – 17:00 

辦公室地點：科學一館033室 

Tel: 03-571-2121, Ext. 58080(O) 

Email: weidershu@gmail.com 

 

助教： 

舒奎翰(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Tel: 0919-980-155 

Email: kwanhan.srcs93g@nctu.edu.tw 

 

馬欣(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Tel: 0921-626-421 

Email: hadijama@gmail.com 

 

一、課程概述 

 

這門課的基本目的，在於讓學生有閱讀屬於社會科學領域之「經典位階」書籍的

第一手經驗，並知道應該用什麼樣的方式來進行這些書籍的閱讀。不過，由於授

課教師之專業能力的限制，我們主要選讀的所謂「社會經典」，將以「古典社會

學理論」三大家 --- 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以及韋伯(Max Weber，1864-1920) --- 的著作為主。  

 

我們把這門課分成四大部分，除了第一部份的「導論」以外，在其他的三個部分，

我們將依序面對馬克斯、涂爾幹和韋伯這三個人的作者，從他們的著作中各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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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籍或文章出來，進行「原典精讀」的工作。 

 

二、課程目標 

 

在完成這門課之後，學生應當具備以下的能力： 

 

1. 懂得如何去閱讀一本書，特別是一本屬於「經典」位階的書籍。 

 

2. 對於什麼樣的書籍可以被稱之為「社會經典」，有一個基本的了解。 

 

3. 有「真正」閱讀「社會經典書籍」的第一手經驗和心得。 

 

4. 懂得如何去寫一篇好的「閱讀心得報告」。  

 

三、上課方式與要求 

 

1. 課前閱讀及出席討論：本課程在實際操作上將以課堂演講和討論為主。在

每次上課，教師將先針對該週的閱讀材料進行 30 分鐘左右的課堂演講，然

後，以教師在每堂課上課前發給同學的「閱讀材料參考提問」為主，我們

將進入閱讀材料的實質討論，由同學針對教師所準備的那些問題，主動進

行討論。  

 

因此，學生務必於每週上課前依進度讀完教師所要求的閱讀材料，以便積

極參與課堂討論。除了有正當理由並於事先請假者以外，缺席一次扣學期

成績 15 分，缺席三次或以上，請自動退選本課程。 

 

2. 小組讀書會：我一直相信，對所有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的學生來講，「讀書會」

是個相當重要的學習經驗。透過讀書會的運作，我們可以學著如何和志同

道合的同伴一起讀書，一方面可以學習別人讀書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可以

和大家一起享受讀書的樂趣。此外，透過小團體的運作，讀書會還可以訓

練大家去當一個好的「主持人」、「報告人」、以及「提問人」，是個「一石

多鳥」的學習方式。關於我對讀書會之具體運作方式的要求，請參考下一

節的「小組讀書會運作方式」。   

 

3. 閱讀心得報告：請在期中考的時候，選一本書(書單請見附錄)完成一篇該書

的閱讀心得報告。報告請控制在 10 頁以內(A4 大小，細明體 12 字體，20pt

固定行高)。我不對報告內容或格式作嚴格的要求，但是，請至少包括以下

這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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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所選擇之這本書的「版本說明」：目前市面上和這本書相關的

中文譯本有哪些，你又為什麼決定要選擇這個譯本呢？這個譯本的

譯者是誰？整個譯本的品質又如何呢？ 

 

b). 這本書在作者整個思想發展史中所佔的位置：你為什麼決定要選

取這本書當作讀書心得報告的主題呢？這本書在作者的思想發展脈

絡中，又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呢？ 

 

c). 這本書的內容大意：既然是一篇心得報告，對這本書的問題意

識、基本論證做一個簡要的說明，應當是最基本的工作之一。 

 

d). 你自己對這本書的批評和意見：既然是你的心得報告，就請一定

要用你自己的話語和思想，和作者在這本書中的主要論證做一個對

話。你同意作者在這本書中的問題意識嗎？你同意作者在這本書中

的主要論證方式嗎？請說明之。  

 

4. 期末考試：本堂課有一個「帶回家的期末考試」

(take-home-final-examination)。我將在期末考的前一週(2009/01/06)將考試題

目交給大家，請大家用一個禮拜的時間來完成這份試卷，並在期末考週

(2009/01/13)準時到課堂上繳交試卷。請注意，由於這是「帶回家」、「可以

自行參閱參考書籍」(open book)的考試，所以請勿與你的同學就考試內容

進行討論。如果我在各位的答案中發現完全一樣的答案，我不管你是「原

始答案」的寫作者或者是抄襲者，我將一律將考試成績視為零分。  

 

四、小組讀書會運作方式 

 

1. 分組：每組以 5-6 人為原則，採用「志願結社」的方式進行分組。但是，

如果你沒有在上課的第一個禮拜於「小組讀書會分組名單」上寫上自己

所選擇之組別及組員的話，則將由授課教師來隨機決定分組名單。 

 

2. 時間：為了方便助教和授課教師對這些「小組讀書會」進行參與和「技

術諮詢」，讀書會的時間將統一於每星期一的晚上七點舉行。進行時間以

一小時為最低要求，最晚則請於晚上九點半以前結束。 

 

3. 地點：讀書會的地點在工二館的 107 室和 108 室。 

 

4. 工作分配：原則上，除了「聽眾」以外，每次讀書會至少還有三個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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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擔任超過「聽眾」這個位階的「特別角色」：主持人、報告人、和記錄

人。這些人的工作分別如下： 

 

a).主持人：主持讀書會的進行。主要工作在於妥善安排讀書會的時

間分配，並在發生紛爭的時候(比如說有一個以上的人同時搶著要

發言)讓會議能夠繼續順利進行下去。 

 

b). 報告人：報告人的主要工作是就該次的閱讀進度作口頭報告。

為了幫助其他讀書會成員能夠更清楚你的報告內容，報告人同時也

應準備一份書面報告大綱，以便將你所想傳達的訊息清楚地告訴其

他讀書會成員。這份大綱至少必須包括以下三大部分的內容：(1). 

閱讀材料之作者的主要「問題意識」是什麼？；(2). 作者又用了什

麼樣的方式或材料來回答自己所設定的這些問題；(3). 你對作者的

提問或者是回答問題的方式滿意嗎？換句話說，你對這次之閱讀材

料，有什麼覺得要提出批判的地方呢？ 

 

c). 記錄人：記錄人的工作，簡單來講，就是完成一份讀書會的「會

議記錄」，讓不在讀書會現場的「別人」(就是助教和我啦)也能知

道你們這個讀書會大致上發生的事情。 

 

d). 聽眾：聽眾在讀書會的重要性不言可喻，因為，正是透過聽眾

對「報告人」之報告內容的挑戰、補充和提出問題，這整個讀書會

的過程才會那麼有趣。每次的讀書會，每一位參與者(不論你是否

擔任上述任何一個「特別」角色)，都必須認真完成「聽眾」的功

能和角色。 

 

5. 讀書會運作模式：我不對讀書會特定的運作模式作出規範，但是，既然

我們有一位報告人，那麼，報告人透過「書面報告大綱」的配合向所有

讀書會成員就該次閱讀材料進行報告，則應該是最基本的工作。至於「討

論」部分，我建議分兩個階段進行。如果「問題」和報告人直接的報告

內容相關的話，那麼，請在報告人進行報告「時」的適當時機，打斷報

告人的報告，並提出你的問題。如果問題比較不是屬於上述這種「急迫」

性質的話，則可以等到報告人完成其報告以後，再一起進行問題的討論。 

 

6. 讀書會評分：讀書會部分，佔這堂課之學期成績的 45%，而且是完全由

這堂課的助教來負責評分。這個 45%可以再分成以下兩大部分： 

 

a). 出席(15%)：每出席讀書會一次，則可以得到學期總成績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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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b). 小組讀書會會議紀錄(30%)：每次紀錄佔總成績的 2 分。會議紀

錄請至少包括兩個部份：一個是報告人的報告大綱，另外則是記錄

人的會議過程記錄。這份成績所有小組成員的分數都相同，請發揮

團隊精神。  

 

五、評分標準 

 

課前閱讀及出席討論………………………… 25% 

小組讀書會(出席部分)………………………. 15% 

小組讀書會(會議紀錄部分/所有小組成員分數相同) 30% 

閱讀心得報告………………………………… 15% 

期末考試……………………………………… 15% 

總計…………………………………………… 100% 

 

六、教科書 

 

1. 本課程需要修課同學購買以下三本教科書： 

 

Adler, Mortimer J., and  Harles van Doren(阿德勒和道倫)，2003，如何閱讀一本

書，修訂新版，張惠卿編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新版，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台北：允晨文化。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2005，共產黨宣言，David 

Boyle(戴維‧博伊爾)編，左濤譯。香港：三聯書店。 

 

2. 至於其他閱讀材料，我會將之編成一本讀本，請同學自行到科學二館四樓的

影印室購買。不過，如果大家對這門課有興趣的話，我會強烈建議同學購買以下

書籍： 

 

Durkheim, Emile(埃米爾‧迪爾凱姆)，2007，自殺論，馮韻文譯。北京：商務印

書館。 

Weber, Max(韋伯)，1991，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錢永祥等譯。台北：允晨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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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大綱 

 

本學期有 18 週，扣掉第一週的課程簡介、第九週的期中考、以及第十八週的期末

考，實際上課週數有 15 個禮拜。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第一週 2008/09/16 課程簡介及導論 

第一部分：導論 

第二週 2008/09/23 「經典」是什麼東西？我們又為什麼需要讀這些東西？

第三週 2008/09/30  《如何閱讀一本書》 

第二部分：馬克思 

第四週 2008/10/07 Giddens：Marx 部分(一) 

第五週 2008/10/14 Giddens：Marx 部分(二) 

第六週 2008/10/21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第七週 2008/10/28 〈共產黨宣言〉(一)(黃崇憲導讀) 

第八週 2008/11/04 〈共產黨宣言〉(二) 

第九週 2008/11/11 期中考，不用考試，但學生必須到場繳交「閱讀心得報

告」，並向授課教師做一個 3 分鐘內的口頭報告。 

第三部分：涂爾幹 

第十週 2008/11/18 Giddens：Durkheim 部分(一) 

第十一週 2008/11/25 Giddens：Durkheim 部分(二) 

第十二週 2008/12/02 《自殺論》(一) 

第十三週 2008/12/09 《自殺論》(二) 

第四部分：韋伯 

第十四週 2008/12/16 Giddens：Weber 部分(一) 

第十五週 2008/12/23 Giddens：Weber 部分(二) 

第十六週 2008/12/30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一)(吳坤墉導讀) 

第十七週 2009/01/06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二) 

第十八週 2009/01/13 學期檢討 & Party (學生繳交期末考試卷) 

 

八、詳細課程大綱及閱讀材料 

 

第一週(2008/09/16)︰課程簡介及導論 

 

沒有閱讀材料 

第一部份︰導論 

 

第二週(2008/09/23)︰「經典」是什麼東西？我們又為什麼需要讀這些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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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禮拜談這門課最基本的概念 --- 經典。到底什麼是「經典」呢？什麼又

是「社會經典」呢？我們為什麼要學習這些所謂的「經典」？閱讀這些一百年前、

甚至更久以前的著作對於我們進行社會科學研究有什麼確切的幫助？這是我們

在正式進行經典閱讀之前所要處理的議題。 

 

Calvino, Italo(伊塔羅‧卡爾維諾)，2005，為什麼讀經典，見Italo Calvino(伊塔羅‧

卡爾維諾)，李桂蜜譯。台北：時報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原序，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

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

蔡錦昌校訂，新版，頁1-5。台北：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概論，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

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

蔡錦昌校訂，新版，頁7-15。台北：允晨文化。 

 

第三週(2008/09/30)︰《如何閱讀一本書》 

 

既然我們這門課的主要工作，就是「老老實實」地讀幾本經典書籍，那麼，關於

「我們應該如何去讀書」這個議題，就變成這堂課無法迴避的一個重要議題。我

選了敎人如何去讀書的一本重要書籍 --- 《如何閱讀一本書》 --- 當做這個禮拜

和下個禮拜的閱讀材料，希望同學們能夠從這本書中學到一些有趣的「讀書方

法」，並將之應用於之後的閱讀材料上面。 

 

Adler, Mortimer J., and  Harles van Doren(莫提默‧艾德勒和查理‧范多倫)，

2003，如何閱讀一本書，郝明義、朱衣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第二部分︰馬克思 

 

第四週(2008/10/07)︰Giddens：Marx 部分(一) 

 

Marx 在人文學以及社會科學界中的強大影響力不言可喻。在接下來的兩個禮

拜，我們將先透過 Giddens 年輕時的成名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

涂爾幹、韋伯》(以下簡稱《社會理論》)來理解 Marx。這個禮拜的閱讀進度是該

書第一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此外，我也選了石計生所寫的馬克思生平簡介，可以當作他的小傳來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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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計生，2006，第一章 馬克思(Karl Marx)，第一節 馬克思的昇平與學術輪廓，

見石計生，社會學理論：從古典到現代之後，頁22-30。台北：三民書局。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一篇 馬克思，1. 馬克思的早期著作，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21-46。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一篇 馬克思，2. 歷史唯物論，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

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47-71。台北：允晨文

化。 

 

第五週(2008/10/14)︰Giddens：Marx 部分(二) 

 

這個禮拜的閱讀進度是《社會理論》第一篇接下來的兩個章節。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一篇 馬克思，3. 生產關係與階級結構，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 ，新版，頁73-89。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一篇 馬克思，4. 資本主義發展理論，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91-118。台北：

允晨文化。 

 

第六週(2008/10/21)︰〈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關於馬克思的著作，我們選讀的是他早期的兩篇重要作品 --- 〈關於費爾巴哈的

提綱〉以及〈共產黨宣言〉。這個禮拜讀的是〈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 一篇

字數只有不到600個字(原始德文版，中文翻譯版近1,200字)的手稿式備忘錄(根據

後世學者的推測，這可能是Marx自己懸掛在書桌前寫給自己看的備忘錄)。 

 

這幾百個字為什麼這麼重要呢？一般學者認為，這個提綱和之後Marx以及Engels

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識形態》這本書，可以被視為是Marx建立其「唯物史觀」

的重要里程碑。Engels就曾經這樣評論這篇手稿在Marx之思想上的重要性 ---  

「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歷史唯物主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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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恩選集》收了兩個版本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個是馬克

思自己寫的，第二個版本則是恩格斯改過的。 

 

Marx, Karl(馬克思)，1995，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54-57。北京：人民出

版社。 

Marx, Karl(馬克思)，1995，馬克思論費爾巴哈，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

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58-61。北京：人民出版社。 

 

第七週(2008/10/28)︰〈共產黨宣言〉(一)(黃崇憲導讀) 

 

接下來兩週的閱讀材料是Marx和Engels共同書寫的〈共產黨宣言〉。這份宣言最

早係以德文的形式出版於1848年二月的倫敦，是由「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委託Marx和Engels所起草之該同盟的綱領。  

 

不過，雖然Marx和Engels的名字共同出現在這份宣言於1848年所出版之單行本的

封面上，很多後世學者卻相信，它應該是由Marx一個人所完成的。如果和一般

所謂的「宣言」做比較的話，這份宣言的長度不算短(原始德文版在10,000字左右，

中文版則近20,000字)；但是，和很多長篇大論的文章或書籍相比較，這份宣言的

長度實在也不算長。然而，這10,000個字卻對人類近代歷史產生了不言可喻的影

響，不能不說是人類知識史上的重大奇蹟之一。 

 

〈共產黨宣言〉包括引言和正文四章。我所選用的版本，是香港三聯書店《改變

世界的宣言》這個系列叢書中的《共產黨宣言》這本書，原作者叫做David Boyle，

對該宣言的歷史背景以及直接和間接影響，都提供了還不錯的二手詮釋。我們這

個禮拜讀該書的序言、背景和創作者、以及〈共產黨宣言〉的引言、第一章和第

二章。 

 

我們這個禮拜請到了任教於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黃崇憲老師，來帶領我們閱讀

〈共產黨宣言〉的上半部。 

 

Boyle, David(戴維‧博伊爾)，2005，序言，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

思和恩格斯)原著，David Boyle(戴維‧博伊爾)編，左濤譯，共產黨宣言，

頁6-7。香港：三聯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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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le, David(戴維‧博伊爾)，2005，背景和創作者，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David Boyle(戴維‧博伊爾)編，左濤譯，共

產黨宣言，頁8-31。香港：三聯書店。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馬克思和恩格斯)，2005，正文，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David Boyle(戴維‧博伊爾)編，左

濤譯，共產黨宣言，頁32-71。香港：三聯書店。(頁32-57)(引言、正文第

一章和正文第二章) 

 

第八週(2008/11/04 )︰〈共產黨宣言〉(二) 

 

這禮拜的閱讀材料是〈共產黨宣言〉正文的第三章和正文第四章、以及David Boyle

所寫的直接影響、深遠影響和餘響。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馬克思和恩格斯)，2005，正文，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David Boyle(戴維‧博伊爾)編，左

濤譯，共產黨宣言，頁32-71。香港：三聯書店。(頁58-71)(正文第三章和

正文第四章) 

Boyle, David(戴維‧博伊爾)，2005，直接影響，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

克思和恩格斯)原著，David Boyle(戴維‧博伊爾)編，左濤譯，共產黨宣言，

頁72-91。香港：三聯書店。 

Boyle, David(戴維‧博伊爾)，2005，深遠影響，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

克思和恩格斯)原著，David Boyle(戴維‧博伊爾)編，左濤譯，共產黨宣言，

頁72-91。香港：三聯書店。 

Boyle, David(戴維‧博伊爾)，2005，餘響，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

思和恩格斯)原著，David Boyle(戴維‧博伊爾)編，左濤譯，共產黨宣言，

頁110-123。香港：三聯書店。 

 

第九週(2008/11/11)︰期中考，不考試，但請到場交繳交「讀書心得報告」，並向授

課教師做一個 3 分鐘內的口頭報告。 

 

第三部分︰涂爾幹 

 

第十週(2008/11/18)︰Giddens：Durkheim 部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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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要面對的第二位社會學大卡 --- 涂爾幹。我們這個禮拜先讀 Giddens《社

會理論》這本書中和 Durkheim 相關的前兩個章節。  

 

此外，我也選了陳秉璋所寫的一篇涂爾幹小傳當作是背景閱讀材料。 

 

陳秉璋，1990，生平及學術生涯，見陳秉璋，實證社會學：涂爾幹，頁41-54。

台北：風雲論壇出版社。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二篇 涂爾幹，5. 涂爾幹的早期著作，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121-44。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二篇 涂爾幹，6. 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論，

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 ，新版，頁145-63。台

北：允晨文化。 

 

第十一週(2008/11/25)︰Giddens：Durkheim 部分(二) 

 

這個禮拜的閱讀進度是《社會理論》第二篇接下來的兩個章節。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二篇 涂爾幹，7. 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與「職

業團體」，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

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

165-79。台北：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二篇 涂爾幹，8. 宗教與道德紀律，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181-201。台

北：允晨文化。 

 

第十二週(2008/12/02)︰《自殺論》(一) 

 

關於 Durkheim，我們選讀的是他為「社會學」這門學科之正當性(更具體的說法

應該是「社會學獨立於心理學之外」的正當性)建立其基礎的名著 ---《自殺論》。 

自殺論的原始出版年是 18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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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選讀這本書中的四個章節，這個禮拜先讀〈導論〉和〈第一編第一章：自

殺與心理變態〉。 

 

Durkheim, Emile(埃米爾‧迪爾凱姆)，2007，導論，見Emile Durkheim(埃米爾‧

迪爾凱姆)，自殺論：社會學研究，頁7-22。北京：商務印書館。 

Durkheim, Emile(埃米爾‧迪爾凱姆)，2007，第一編第一章：自殺與心理變態，

見Emile Durkheim(埃米爾‧迪爾凱姆)，自殺論：社會學研究，頁23-54。

北京：商務印書館。 

 

第十三週(2008/12/09)︰《自殺論》(二) 

 

這禮拜的閱讀材料是《自殺論》的〈第二編第六章：不同類型自殺的各種形式〉

和〈第三編第一章：自殺的社會原因〉。 

 

Durkheim, Emile(埃米爾‧迪爾凱姆)，2007，第二編第六章：不同類型自殺的各

種形式，見Emile Durkheim(埃米爾‧迪爾凱姆)，自殺論：社會學研究，

頁299-318。北京：商務印書館。 

Durkheim, Emile(埃米爾‧迪爾凱姆)，2007，第三編第一章：自殺的社會原因，

見Emile Durkheim(埃米爾‧迪爾凱姆)，自殺論：社會學研究，頁319-351。

北京：商務印書館。 

 

第四部分︰韋伯 

 

第十四週(2008/12/16)︰Giddens：Weber 部分(一)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最後一位社會學大卡 --- 韋伯。Weber 在社會科學的影響力不

言可喻，尤其是在 1990 年代以後，「文化」又重新回到社會科學的各個領域或次

領域中，成為當紅的研究議題。在這種學術氣氛下，重讀 Weber 的種種概念，通

常都會有意想不到的收穫。Weber 的著作極多，將近 1,500 頁的《經濟與社會》(這

本書在他於 1919 年過世的時候還尚未完稿)算是成其大成的經典之作。 

 

面對 Weber 浩繁的文本和作品，我們選讀的是他於 1917 年 11 月所進行的一場演

講之演講稿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不過，在直接讀他的原典以前，我們一樣

先用兩個禮拜的時間讀 Giddens 之《社會理論》這本書中關於 Weber 的四個章節。  

 

此外，我也選了一篇 Werber 小傳供大家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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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th, Hans H., and C. Wright Mills，1991，韋伯小傳，林振賢翻譯，羅久蓉、錢

永祥校訂修正，見Max Weber(韋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錢永祥

等譯，頁3-42。台北：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三篇 韋伯，9. 韋伯：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

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 ，新版，頁205-24。台

北：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三篇 韋伯，10. 韋伯的方法論著作，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225-43。台北：

允晨文化。 

 

第十五週(2008/12/23)︰Giddens：Weber 部分(二)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三篇 韋伯，11. 社會學的基本概念，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245-77。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三篇 韋伯，12. 理性化、「世界諸宗教」

與西方資本主義，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

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

新版，頁279-302。台北：允晨文化。 

 

第十六週(2008/12/30)︰〈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一)(吳坤墉導讀) 

 

我們這個禮拜請到了巴黎第七大學的政治社會學博士生吳坤墉老師，來帶領我們

閱讀〈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這篇演講稿的上半部。 

 

Weber, Max(韋伯)，1991，學術作為一種志業，見Max Weber(韋伯)，學術與政治：

韋伯選集(I)，錢永祥等譯，頁131-68。台北：允晨文化。(頁131-145) 

 

第十七週(2009/01/06)︰〈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二) 

 

Weber, Max(韋伯)，1991，學術作為一種志業，見Max Weber(韋伯)，學術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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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選集(I)，錢永祥等譯，頁131-68。台北：允晨文化。(頁145-157) 

 

第十八週(2009/01/13)：學生繳交期末考試試卷，並一邊辦 Party 一邊進行學期總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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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社會經典閱讀」課程「閱讀心得報告」書目 

 

許維德編* 

 

2008/08/27 開始整理 

2008/09/14 暫時完成 

 

總說明： 

 

1. 由於考慮到修課同學的年級(大二學生)，以下書目基本上將以已出版的中文版

譯本為主。不過，如果同學有興趣對英文版譯本(這是我唯一有能力進行閱讀

的外國語文)進行閱讀心得，請另外和我聯絡，我會提供另外一份英文版譯本

的書單給有興趣的同學參考。 

 

2. 即使將以下所列之書籍限制在中文版譯本上(同時包括繁體字版和簡體字

版)，由於這三大家的著作在數目上都十分驚人，因此，這份書單並不齊全，

只挑選了這三位大師之著作中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文本。所以，如果同學想要

對下列書目以外之其他中文版譯本進行心得書寫的話，也請事先和我聯絡，

我會和大家一起研究選擇這個版本的適切性。  

 

1. Marx and Engels 

 

說明： 

 

1. Marx 的著作在數量上十分龐大，再加上他又有個「超親密戰友」Engels，因

此，光光是對這兩個人之著作的研讀和詮釋，就已經是一門專門而獨立的學

問。 

 

2. 以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為例(該書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

大林著作編譯局所翻譯)，該全集的第 1 卷於 1956 年出版，到 1985 年底全部

出齊，共包括 50 卷 (53 冊)，總字數約 3,200 萬。該全集收入了 Marx 和 Engels

的 2,000 多篇著作和 4,000 多封書信，同時也還收入了 400 多件文獻資料。 

 

這個全集可分成三大部分：著作卷、書信卷和補卷。第 1-26 卷是著作卷，收

入了這兩個人在各個時期的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歷史、軍事等方

面的著作和各類政論文章。第 27-39 卷是書信卷，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後

11 卷是補卷，共約 600 萬字，又可以再分成兩部分。前 6 卷(即第 40-45 卷)
                                                 
*. 感謝課堂助理舒奎翰在某些書目上的幫忙和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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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50 卷的一部分，收入了他們兩人的早期著作，同時還收入後來陸續發現

而來不及編入前 39 卷的一些著作和書信。後 4 卷(即第 46-49 卷)和第 50 卷

的一部分，集中收集了《資本論》的各種手稿。 

 

另外，該全集的「名目索引」，則於 1996 年分兩冊出版。 

 

該全集可以找到線上的 pdf 版，請見

http://www.marxistsfr.org/chinese/PDF/ME-old.htm。  

 

3. 1986 年 7 月，經中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該國的中央編譯局著手準備《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翻譯出版工作。第二版總計超過 60 卷，從

1995 年開始每年出版 2-3 卷，預計 20-25 年出齊。 

 

4. 由於該全集在數量上過於龐大，對大學生來講，閱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也

是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所編選)可能是比較實際

的閱讀策略。該選集目前有兩個版本，都是分 4 卷出版，一個是 1972 年版，

一個則是 1995 年版。 

 

以 1995 年版的選集為例，該選集共分為 4 卷。第一卷是這兩人在 1843-1859

年的著作，第二卷是 1857-1871 年的著作以及《資本論》節選，第三卷是

1871-1883 年的著作，第四卷是 1884-1895 年的著作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

信。大致上來講，編入選集的文獻是按照寫作或發表時間的順序編排的。 

 

以下的閱讀書目，我主要是以 1995 年版的選集為主，交大圖書館藏有數份這

個版本的選集，有興趣的同學請自行到圖書館翻閱。 

 

5. 以下的書目，我將以作者當作判準再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是 Marx 自己的作

品，第二是 Marx 和 Engels 合著的作品，最後則是 Engels 自己的作品。 

 

6. 關於Engels之名稱的寫法，如果用德文拼法作Friedrich Engels，英文拼法作

Frederick Engels。以下書目遵循德文的拼法。 

 

1-1). Marx 

 

1-1-1).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1843/寫作； 

1927/出版) 

 

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哲學的第一部著作。1843 年夏天寫於萊茵省的克羅茨納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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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又稱《克羅茨納赫手稿》。原稿共 39 張，除了導言部分(於 1844 年 2 月發表於

《德法年鑒》)之外，該稿於馬克思生前並未發表。原稿沒有標題，現在的標題

是 1927 年蘇聯共產黨(布爾什維克)中央馬克思列寧主義研究院發表這一手稿時

加的。 

 

Marx, Karl(馬克思)，1988，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谷風出版社編輯部譯。台北：

谷風出版社。 

Marx, Karl(馬克思)，1995，《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

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1-16。北京：人民出版社。 

1-1-2). 《一八四四年經濟學哲學手稿》(O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1844/寫作；1932/出版) 

 

馬克思第一次試圖從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立場出發，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資

本主義制度作批判性考察，從而論證共產主義歷史必然性的著作手稿。約在 1844

年 4-8 月寫於巴黎，因而也叫《巴黎手稿》。由三個未完成的部分組成。手稿在

馬克思生前沒有問世。1927 年蘇聯把手稿的第 3 部分以《〈神聖家族〉準備材料》

為標題首次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中。1932 年國際版《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1 部分第 3 卷第一次發表了手稿的全文，標題為《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

年)》。它的第一個中譯本由何思敬翻譯，1956 年出版。1979 年由中國共產黨中

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重新翻譯，編入人民出版社 1979 年出版

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Marx, Karl(馬克思)，1989，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台北：[結構群]。 

Marx, Karl(馬克思)，1990，1844年經濟學哲學手稿，伊海宇譯。台北：時報文化。 

Marx, Karl(馬克思)，1995，*1844年經濟學哲學手稿(節選)：[異化勞動和私有財

產]，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39-53。

北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馬克思)，2000，1844年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

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1-1-3). 《哲學的貧困。答蒲魯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Reponse a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de M. Proudhon; 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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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1847/出版) 

 

這是由馬克思在 1847 年以法文同時於巴黎和布魯塞爾出版的書籍，以批判蒲魯

東所著之《貧困的哲學》為主要目的。  

 

Marx, Karl(馬克思)，1964，哲學的貧困，徐堅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馬克思)，1988，哲學的貧困：答蒲魯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台北縣新

店市：谷風。 

Marx, Karl(馬克思)，1995，哲學的貧困(節選)，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

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136-95。北京：人民出版社。 

1-1-4). 《1848年至1850年的法蘭西階級鬥爭》(Die Klassenka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1850/出版) 

 

這是馬克思論述1848年法國革命的著作。寫於1850年 1-11月，以《從1848到1849

年》為總題目連載於該年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論》上。1895年首次在柏林

出版單行本，恩格斯為它寫了導言，並增添他和馬克思寫的《國際述評(三)》中

有關法國事件部分作為第4章。最早的中譯本名為《法蘭西階級鬥爭》，柯柏年

譯，1942年延安解放社出版。本書收入人民出版社1959年出版的中文版《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7卷。 

 

Marx, Karl(馬克思)，1995，1848年至1850年的法蘭西階級鬥爭，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

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376-481。北京：人民出版

社。 

 

1-1-5). 《路易‧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1852/出版) 

 

這是馬克思剖析 1848～1851 年法國革命和路易‧波拿巴反革命政變事件的著

作。這部著作本來是刊登在 Joseph Weydemeyer(1818-1866)於美國籌辦的德文雜

誌《革命》周刊上(？另有資料陳述說，因該刊停刊的緣故，該文後來並未在該

刊上發表。待確認)，1852 年 5 月，該文又另外出版了單行本第 1 版。1869 年在

漢堡出版該文的第 2 版。最早的中譯本是 1930 年 5 月上海南強書店出版的《拿

破侖第三政變記》，譯者為陳仲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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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Karl(馬克思)，1995，路易‧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

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579-689。北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馬克思)，2001，路易‧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

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1-1-6).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The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也稱《大綱》(Grundrisse)或《經濟學手稿(1857-1858年)》(O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57/1858))(1857-8/手稿；1939、1941/出版) 

 

馬克思於 1857 年 10 月至 1858 年 5 月為他的經濟學巨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寫

的一部草稿，通常稱作《資本論》的第一稿。草稿共有七本，長達 308 頁。1939

年和 1941 年用德文原文分兩冊先後在莫斯科公開出版，當時編者加的書名是《政

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1953 年，《草稿》在柏林重新出版，從此，它在全世

界廣泛傳播開來。《草稿》第一個中譯本由劉瀟然翻譯，1961～1978 年由人民出

版社分五個分冊相繼出版。第二個中譯本由中共中央編譯局翻譯，收入《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下冊，分別於 1979 年和 1980 年出版。 

 

Marx, Karl(馬克思)，1995，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摘自1857-1858年經

濟學手稿)，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

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1-30。北京：人民出版社。 

1-1-7). 《政治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1859/出版) 

 

這是馬克思公開發表的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寫成於1857-1858年，1859年6月

由柏林敦克爾出版社出版。全書由三部分組成，即〈序言〉、〈商品〉章、以及

〈貨幣或簡單流通〉章。 

 

19世紀50年代後期，馬克思認為伴隨著1857年爆發的經濟危機必然會出現革命的

新高潮。他立即著手總結自己15年來經濟研究的成果，以便從思想上武裝戰鬥的

工人階級。按照馬克思的計畫，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命名的巨著共六分冊：

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勞動、國家、對外貿易、以及世界市場。這本書是這部

巨著的第一分冊的前兩章。後來馬克思改變了寫作這部巨著的原定計畫，而著手

寫作《資本論》。他把本書的內容加以概括寫進了《資本論》第一卷第一篇中，

並把本書稱為《資本論》的「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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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Karl(馬克思)，1964，政治經濟學批判，第2版，徐堅譯。北京：人民出版

社。 

Marx, Karl(馬克思)，1995，《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

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31-35。北京：人民出版社。 

 

1-1-8). 《資本論》(Das Kapital)第一卷(1867/出版) 

 

《資本論》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主要的目的在於揭示了資本

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律。全書共分成4卷，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

卷《資本的流通過程》，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第四卷《剩餘價值

理論》。頭三卷是理論部分，第四卷則是理論史部分。 

 

為了創作《資本論》﹐馬克思花費了畢生的精力。經過十幾年的準備，馬克思從

1857年下半年起著手撰寫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巨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當時計畫

全書分為六冊﹕《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勞動》、《國家》、《對外

貿易》、和《世界市場》。 

 

第一冊分為四部分﹕〈資本一般〉、〈競爭〉、〈信用〉、以及〈股份資本〉。

第一部分〈資本一般〉，又分為三章﹕〈商品〉、〈貨幣或商品流通〉、以及〈資

本一般〉。第三章〈資本一般〉再分為三篇﹕〈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流

通過程〉、以及〈兩者的統一或資本和利潤〉。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即

《大綱》或《經濟學手稿(1857-1858年)》，大體上包括第一冊第一部分。1859

年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則包括了第一冊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商

品〉和第二章〈貨幣或簡單流通〉。《經濟學手稿(1861-1863)》，則是包括第一

冊第一部分第三章〈資本一般〉。  

 

1862年底，馬克思產生了新的想法，即把第一冊第一部分〈資本一般〉的第一和

第二章併入第三章的第一篇〈資本的生產過程〉，並把第三章作為獨立著作，以

《資本論》為正標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副標題出版。這樣便形成了《資

本論》理論部分三卷的結構計畫。 

 

1863年8月到1867年，馬克思在以前手稿的基礎上，按照新計畫撰寫了《資本論》

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並對第一卷手稿作了付印前最後的潤色。1867

年9月，《資本論》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漢堡問世。全卷共六章﹕第一章《商品

和貨幣》、第二章《貨幣轉化為資本》、第三章《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第四

章《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第五章《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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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研究》、以及第六章《資本的積累過程》。 

 

1867-1870年，馬克思寫了《資本論》第二卷第Ⅱ、Ⅲ、Ⅳ稿，第Ⅲ稿包含有屬

於第三卷範圍的關於剩餘價值率和利潤率的關係的論述。接著，他又開始修訂第

一卷。1872年7月到1873年4月，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分冊出版。第二版把第一版各

章都改為篇，第一版第五章所包含的關於工資的部分獨立出來作為第六篇，所以

總共有七篇。 

 

1872年9月到1875年11月，《資本論》第一卷法文版出版。第一卷法文版係法國

人魯瓦‧J.翻譯，馬克思親自校訂。馬克思不僅對譯文作了大量修改，而且對翻

譯所根據的德文第二版的內容和分篇也作了變動和補充。他把德文第二版第七篇

《資本的積累過程》再分成兩篇，即《資本的積累》和《原始積累》。所以，法

文版共有八篇。它在德文版之外具有獨立的研究價值。 

 

1875年，馬克思寫了一部屬於第三卷範圍的、用數學方法論述剩餘價值率與利潤

率關係的手稿。1877-1881年，又寫了第二卷第Ⅴ稿到第Ⅷ稿。  

 

馬克思於1883年逝世以後，恩格斯在編輯《資本論》第二卷和第三卷上，付出了

相當的辛勞。1885年出版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1894年出版了第三卷德文第一

版。此外，恩格斯還校訂了《資本論》第一卷英譯本(1887年出版)，準備了第一

卷的德文第三版(1883年出版)和第四版(1890年出版)。 

 

Marx, Karl(馬克思)，1990，資本論，第一卷，吳家駟譯。台北：時報文化。 

Marx, Karl(馬克思)，1995，《資本論》第一卷(節選)，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

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2版，頁99-270。北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馬克思)，2004，資本論，第一卷。北京：人民出版社。 

註：《資本論》第二卷和第三卷書目請見以下的1-1-11).和1-1-12). 

 

1-1-9). 《法蘭西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1871/出版) 

 

這是馬克思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所寫、關於普法戰爭和巴黎公社革命問題致

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的宣言。寫於1871年4-5月。5月30日在國際總委員會通過，

6月中旬在倫敦用英文出版，後譯成多種文字廣泛傳播。1938年延安解放出版社

出版吳黎平、劉雲翻譯的《法蘭西內戰》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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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蘭西內戰》是馬克思的重要政治著作之一，它根據公社的經驗，豐富和發展

了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國家、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說。 

 

Marx, Karl(馬克思)，1938，法蘭西內戰，吳黎平、劉雲譯。延安：解放社。 

Marx, Karl(馬克思)，1995，法蘭西內戰，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

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第三卷，2版，頁1-122。北京：人民出版社。 

 

1-1-10). 《哥達綱領批判》(Zur Kriti des sozialdemoratischen Parteiproramms)(1875/

寫作；1891/出版) 

 

〈哥達綱領〉是準備提交「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和「全德工人聯合

會」(拉薩爾派)將於1875年5月在哥達城舉行之合併代表大會的黨綱草案。面對

這個黨綱草案，馬克思特別於1875年4-5月初撰寫了〈對德國工人黨綱領的幾點

意見〉(即後人所稱的《哥達綱領批判》)一文，批判〈哥達綱領〉中的拉薩爾主

義觀點，大力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共產主義理論的重要性。該文首次公開發表

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理論刊物《新時代》雜誌1891年第1卷第18期。中譯本編入

人民出版社1963年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這部著作被列寧稱之為「出色的著作」，運用唯物辯證法考察了現代資本主義的

崩潰和未來共產主義的發展。 

 

Marx, Karl(馬克思)，1965，馬克思哥達綱領批判，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

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馬克思)，1997，哥達綱領批判，第3版，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

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馬克思)，1995，哥達綱領批判，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

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2版，頁293-319。北京：人民出版社。 

 

1-1-11). 《資本論》(Das Kapital)第二卷(1885/出版) 

  

Marx, Karl(馬克思)，1990，資本論，第二卷，吳家駟譯。台北：時報文化。 

Marx, Karl(馬克思)，2004，資本論，第二卷。北京：人民出版社。 



許維德，2008 年，社會經典閱讀，第 23 頁 

Marx, Karl(馬克思)，1995，《資本論》第二卷(節選)，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

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2版，頁271-393。北京：人民出版社。 

 

1-1-12). 《資本論》(Das Kapital)第三卷(1894/出版) 

 

Marx, Karl(馬克思)，1990，資本論，第三卷，吳家駟譯。台北：時報文化。 

Marx, Karl(馬克思)，1995，《資本論》第三卷(節選)，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

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2版，頁394-588。北京：人民出版社。 

 

1-2). Marx and Engels 

 

1-2-1). 《德意志意識形態：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爾納所代表的現代

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asenta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hiedenen 

Propheten)(1845-1846/手稿；1932/出版) 

 

這本書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5年秋至1846年5月左右共同撰寫的，是青年馬

克思思想形成時期的重要著作。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6年到1847年在德國曾多次

為出版《德意志意識形態》尋找出版商，但因故未能出版。除了在1847年《威斯

特伐里亞汽船》雜誌八月和九月號上發表的第二卷第四章以外，全書是以手稿形

式保存下來，沒有總標題。《德意志意識形態。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

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這一

標題源於馬克思在1847年4月6日發表的聲明〈駁卡爾‧格律恩〉中對這部著作的

稱呼。該書直到1932年才以原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歷史考證版第一部

份的第五卷。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1988，德意志意識形態，沫若

譯。台北：問學。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1995，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

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

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62-135。北

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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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2003，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

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史達林著作編譯局編譯。北京：人民出版

社。 

 

1-3). Engels 

 

1-3-1). 《歐根‧杜林先生在科學中實行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

(Herrn Euen Dhrin's Umwlzun der Wissenschaft﹐Philosophie﹐Politische Oeonomie﹐

Sozialismus)(通稱《反杜林論》(Anti-Duhring))(1878/出版) 

 

這是恩格斯在批判德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 Eugen Duhring 之鬥爭中所寫的論

戰性著作。原名《歐根‧杜林先生在科學中實行的變革》。1877 年 1 月-1878 年 7

月以論文形式陸續發表在《前進報》上。1878 年 7 月在萊比錫出了單行本第一

版，書名為《歐根‧杜林先生在科學中實行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

義》(Herrn Euen Dhrin's Umwlzun der Wissenschaft﹐Philosophie﹐Politische 

Oeonomie﹐Sozialismus)。 

 

《反杜林論》部分篇章的中譯文，最早發表在 1912 年上海《新世界》半月刊上，

篇名為《理想社會主義與實行社會主義》。這部著作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是 1930

年 11 月由上海江南書店出版、吳黎平翻譯的《反杜林論》。後來，中國共產黨中

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根據德文重新翻擇，1970 年出版了單行

本，並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31，反杜林論，再版，吳黎平譯。上海：江南書店。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99，反杜林論，第3版，中共中央馬克思列寧恩格斯

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95，反杜林論(歐根‧杜林先生在科學中實行的變

革)，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2版，頁

343-677。北京：人民出版社。 

1-3-2). 《自然辯證法》(Dialectik der Natur)(1878-1886/寫作；1925/出版) 

 

《自然辯證法》是一部沒有寫完的著作，是恩格斯多年來對自然科學研究的總

結。該書在恩格斯生前從沒有發表過，在他去世後1896年發表了其中一篇論文《勞

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1898年發表了其中另一篇論文《神靈世界中

的自然科學》。直到1925年才在前蘇聯出版的德文和俄文譯本對照的《馬克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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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文庫》中全文發表。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40，自然辯證法，杜畏之譯。上海：言行社。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71，自然辯證法，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

林著作編譯局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87，自然辯證法，于光遠等譯編。北京：北京東光。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95，自然辨證法(節選)，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

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2版，頁259-386。北京：人民出版社。 

 

1-3-3).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Die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1884/出版)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關於古代社會之發展規律的著作，副標

題為《就路易斯‧亨‧摩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後，整理馬

克思的手稿時，發現馬克思對摩根之著作《古代社會》所做的摘要和批語，恩格

斯研究後認為有必要進行補充來寫一部專門的著作來闡述唯物主義歷史觀。這部

書是用德語寫作的，寫於1884年3月底-5月26日，並於該年10月在蘇黎世出版，

後來在德國出版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72，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89，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谷風出版社譯]。

台北：谷風。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95，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見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

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2版，頁1-179。北京：人民出

版社。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1999，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北京：人民出版社。 

 

2. Durk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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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 在這所謂「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中，Durkheim 可以說是最標準的一個學院工

作者。至於三大家中的其他兩人，Marx 一生幾乎沒有在學院中擔任正式的教

職過，而 Weber 由於精神上一直有問題，又對教書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因此，

雖然名義上是在學院中工作，但是重要作品都算不上和學院有太「標準」的

制式關係。 

 

2. 然而，Durkheim 卻也是這三大家中在過世以後唯一沒有「全集」出版計畫的

學者。Marx 有不同語言版本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編纂計畫，Weber 也

有德文版之《韋伯全集》的編纂計畫(詳見後述)，只有 Durkheim 沒有這類大

部頭的「全集」出版計畫。 

 

3. 但是，這並不意味著 Durkheim 的作品在數量上會比其他兩人來得少。美國芝

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退休教授 Robert Alun Jones 曾經整理過一

份 Durkheim 的著作目錄(除了 Durkheim 自己的原作之外，還包括英譯本的翻

譯著作，見 http://durkheim.uchicago.edu/Bibliography/Bib01.html)，這份目錄

的長度驚人，同學可以自行上網查看。 

 

4. 至於 Durkheim 著作的中譯版，某些著作的出現時間倒是滿早的。最早的是

1924 年出版的《社會學方法論》，譯者叫做許德珩(不是我的親戚啦)。不過，

這個翻譯的工程一直算是零零星星地進行，不算太有系統。目前在數量上出

版過最多 Durkheim 著作的出版社，是位於中國上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方面，該出版社於 1999 年開始陸陸續續出版了六卷的《涂爾幹文選》，包

括《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道德教育》等書。另一方面，該出版社的《世

紀人文系列叢書》也還另外收有 Durkheim 的其他三本書，包括《原始分類》、

《實用主義與社會學》等。 

 

5. Durkheim 所運用的概念，例如「社會事實」、「常態與病態」、「失序」、「機械

連帶」與「有機連帶」等，都已經是社會學的基本概念，因此他的作品在翻

譯與閱讀上並不難懂，唯獨他最後的一本書，亦是他學術生涯的扛鼎之作《宗

教生活的基本形式》，裡面主要的對話對象是康德的先驗哲學與形上學，因此

在理解上對同學來說比較會有障礙。 

 

6. 在以下的書目中，我將 Durkheim 的主要著作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在

世時就已經正式出版的出版品，第二部分則是他過世後後人幫他整理出版的

出版品(非演講筆記)，第三部分雖然也是他過世後後人幫他整理出版的出版

品，不過在性質上和第二部分不同，是屬於他的演講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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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urkheim 在世時的出版品 

 

2-1-1).《社會分工論》(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1893/出版) 

 

這本是涂爾幹的博士論文，亦是其學術研究的奠基之作。在這本書中，他基本的

學術關懷(社會如何構成)與研究旨趣(如何討論社會現象)，透過探究傳統社會與

現代社會的連帶與運作模式而充分展現。在他的分析中，道德與法律是兩個社會

的連帶象徵，分別代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集體意識與集體情感的再現。 

 

該書在 1893 年出版，並由 1902 年再版，涂爾幹分別為這兩個版本寫了序言。 

 

Durkheim, Emile(涂爾幹)，1934，社會分工論，王力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Durkheim, Emile(涂爾幹)，1966，社會分工論，王了一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

館。 

Durkheim, Emile(埃米爾‧涂爾幹)，2000，社會分工論，渠東譯。北京：生活‧

讀書‧新知三聯書店。 

Durkheim, Emile(埃米爾‧涂爾幹)，2002，社會分工論，渠東譯。台北縣新店市：

左岸文化。 

Durkheim, Emile(埃米爾‧涂爾幹)，2006，社會分工論：涂爾幹社會學的奠基之

作，渠東譯。台北縣新店市：左岸文化。 

 

2-1-2).《社會學方法論》(Les vegles de la methode sociologique)(1895/出版) 

 

這本書算是實證主義學派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的代表作品。Durkheim 主要繼續了

社會學之父孔德的研究工作，主張要以嚴謹的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現象，因此在此

書中，對於何謂「社會事實」作了清楚的闡釋，並強調社會事實有其客觀性，非

主觀性的存在，從而將社會現象裡的某些主觀面向，例如集體意識、道德情感等，

與心裡學強調個人的層面做出嚴格的區分，並使得社會學與心裡學在討論此一問

題時有著基本的不同。 

 

該書在 1895 年出版，算是《社會分工論》研究方法的節錄本，但自成一體系。 

 

Durkheim, Emile，1924，社會學方法論，許德珩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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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kheim, Emile(迪爾凱姆)，1988，社會學研究方法論，胡偉譯。北京：華夏出

版社。 

Durkheim, Emile，1990，社會學方法論，許德珩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Durkheim, Emile(涂爾幹)，1990，社會學研究方法論，黃丘隆譯。台北：結構群

文化事業公司。 

Durkheim, Emile(E‧迪爾凱姆)，1996，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北京：

商務印書館。 

Durkheim, Emile(埃米爾‧迪爾凱姆)，1999，社會學方法的規則，北京第2版，胡

偉譯。北京：華夏出版社。 

 

2-1-3).《原始分類》(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1903/出版)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杜肯和牟斯)，2000，原始分類，汲喆譯。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愛彌爾‧涂爾干和馬賽爾‧莫斯)，2005，原

始分類，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1-4).《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ele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1912/

出版) 

 

這本書是 Durkheim 生涯最後一本作品，也是最具學術份量的一本鉅著。說他有

份量，不僅是因為頁數夠多，而且是因為這本書對於所謂的社會集體意識的再現

(representation)有著突破性的闡發。在先前的幾本著作中，Durkheim 所探究的社

會事實儘管包含道德、風俗習慣等不易界定的對象，但卻未曾明確處理過象徵與

符號的議題，而在這本書中，他對此一現象的研究不僅清晰明確，並由此開此了

之後社會學門探究象徵與符號體系的領域。 

 

這本書主要處理的對象是宗教生活，他在第一章就界定了宗教的三大要素：圍繞

神聖事務所產生的信仰、與維持此一信仰所必要的儀式、以及集體共享此一信仰

與願意遵守集體儀式的宗教群體 --- 教會(church)。在透過對澳大利亞初民部落

的人類學研究的整理中，Durkheim 試圖論證他所堅信的觀點，宗教是集體性的

事務，並且人類所崇拜的對象，就是社會本身。 

 

但他要探討的問題不僅是宗教而已，構成宗教現象的核心即在於神聖事務，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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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神聖事務，人們不僅產生了神聖與凡俗的二元對立思維，並且為了要使神聖的

概念具體化，與神聖事務相關的象徵與符號具有重要的功能，而這些功能的維繫

則必須和相關的崇拜儀式一起觀看，才能理解其中的社會意涵。 

 

除了對宗教與象徵的分析之外，在本書中 Durkheim 也開創了知識社會學的領

域。他在導論時除了探討宗教議題的重要性外，更直接探索人類構成知識的基礎 

--- 分類架構(範疇) --- 是如何產生的。不過，不同於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

所認為範疇的概念是來自先驗的理性，Durkheim 認為分類架構一樣來自社會，

是社會集體意識的再現，而這產生的過程，一樣必須透過對宗教現象的研究方能

看清。因此這本書不僅是宗教社會學的必讀之作，也開創了知識社會學、文化與

象徵的社會研究基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也同時被社會學與人類學視為

必讀的經典作品。 

 

Durkheim, Emile(涂爾幹)，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芮傳明、趙學元譯。台

北：桂冠。 

Durkheim, Emile(E‧杜爾幹)，1999，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林宗錦、彭守義譯。

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干)，199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干)，2006，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2). Durkheim 過世後的出版品(非演講筆記) 

 

2-2-1). 《教育與社會學》(Education et sociologie)(1922/出版)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幹)，2001，道德教育，陳光金、沈杰、朱諧漢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2-2). 《社會學與哲學》(Sociologie et philosophie)(1924/出版)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干)，2002，社會學與哲學，梁棟譯。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2-3). 《孟德斯鳩與盧梭》(Montesquieu et Rousseau, precurseurs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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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e)(1953/出版)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干)，2003，孟德斯鳩與盧梭，第1版，李魯寧、趙

立瑋、付德根譯，渠東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3). Durkheim 過世後的出版品(演講筆記) 

 

2-3-1). 《道德教育論》(L'Education morale)(1925/出版) 

 

Durkheim, Emile(杜爾幹)，1930，道德教育論，崔載陽譯。上海：民智書局。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幹)，2001，道德教育，陳光金、沈杰、朱諧漢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3-2). 《教育思想的演進》(L'Evolution pedagogique en France)(1938/出版)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干)，2006，教育思想的演進，渠東譯。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3-3). 《職業倫理與公民道德》(Lecons de sociologie: physique des moeurs et du 

droit)(1950/出版)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干)，2001，職業倫理與公民道德，第1版，渠東、

付德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3-4). 《實用主義與社會學》(Pragmatisme et sociologie)(1955/出版)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干)，2000，實用主義與社會學，渠東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3. Weber 

 

說明： 

 

1. 和 Marx 一樣，Weber 的著作在數量上十分龐大。他多數的作品在生前是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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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論文的形式發表的，在他於 1920 年過世以後，他的太太 Marianne Weber(還

有其他的一些人)替他編了數本重量級的未出版手稿和論文選集，主要包括

《宗教社會學論文集》三卷(1920-1 年出版，Weber 自己親身參與了第一卷的

編輯工作)、《經濟與社會》(1921-2 年出版)、《政治論文集》(1921 年出版)、《科

學學(方法學)論文集》(1922 年出版)、《經濟史：一般社會經濟史大綱》(1923

年出版)、《社會經濟史論文集》(1924 年出版)、以及《社會學和社會政策論

文集》(1924 年出版)。其中，《經濟與社會》可以算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以下的書目將以上述這個「已出版書籍」的順序為主。 

 

2. 至於 Weber 作品最完整的呈現，則見之於德文版的《韋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簡稱 MWG，相關網站請見

http://www.mohr.de/cgi-bin/parse.pl?filename=./../data/mw/index_e.html&sid=)

。《韋伯全集》的出版是社會學理論研究上的大事情，主要是由「德國研究協

會」(DFG)負責財政支持，萊默斯基金會(Werner-Reimers-Stiftung) 以及 Mohr 

Siebeck 出版社等單位協助出版。《韋伯全集》分三大部分：一是著作和演講、

二是書信、三是課堂講義。該全集現在還在出版中，並未全部完成。 

 

3. 在 Weber 的中文譯本方面，台灣遠流出版社的《新橋譯叢》，也已經翻譯出版

了近 20 本 Weber 的著作。和其他版本的譯本相比，這套書的水準明顯好很多。

因此，以下的書目將以《新橋譯叢》中的 Weber 著作當作是最重要的中譯本

著作。 

 

4. 由於 Weber 的書部頭都不小，同學在選取閱讀心得報告作業之閱讀材料時，

可以只選取這些書中的某些特定章節(詳情請見以下書目說明)就可以了。 

 

3-1). 《宗教社會學論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三卷

(1920-1/出版) 

 

這本書共分成三卷出版，寫作時間約在 1905-1920 之間。Weber 廣為人所引用和

討論的《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也正是收錄在這本書中(該文最早於

1905 年發表)。以下依照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順序來介紹。  

 

3-1-1). 《宗教社會學論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第一

卷(1920/出版) 

 

第一卷的出版年是 1920 年，這也是這三卷書中 Weber 唯一曾經親自校對過的一

本。第一卷共分成六大部分，依序是〈前言〉、〈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

〈基督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世界宗教的經濟倫理〉、〈儒教與道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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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間論：宗教拒世的階段和方向的理論〉。 

 

3-1-1-1).〈前言〉(Vorbemerkung)(1920 年撰寫) 

 

Weber, Max(韋伯)，1989，資本主義精神與理性化，見Max Weber(韋伯)，宗教與

世界：韋伯選集(II)，康樂、簡惠美譯，頁37-52。 台北：允晨文化。 

3-1-1-2).〈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1905年發表/1920年修訂出版) 

 

Weber, Max(偉伯)，1960，基督新教的倫理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張漢裕譯。台北：

協志工業。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1986，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黃曉京、彭強譯。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1987，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

譯。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2001，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譯。

台北：唐山。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2002，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彭強、黃曉京譯。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2005，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等譯。台北

縣新店市：左岸文化。 

Weber, Max(韋伯)，2007，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康樂、簡惠美譯。台

北：遠流。 

說明：我最推薦的是最後這一個版本。 

 

3-1-1-3).〈基督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n Sekten und der 

Geist der Kapitalismus) 

 

Weber, Max(韋伯)，2007，第二部 基督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見Max 

Weber(韋伯)，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康樂、簡惠美譯，頁229-61。

台北：遠流。 

3-1-1-4).〈世界宗教的經濟倫理〉(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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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 Max(韋伯)，1989，比較宗教學導論：世界諸宗教之經濟倫理，見Max 

Weber(韋伯)，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II)，康樂、簡惠美譯，頁53-99。台

北：允晨文化。 

3-1-1-5).〈儒教與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Weber, Max(韋伯)，1989，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簡惠美譯。台北：遠流。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1993，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1995，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北京：商務印書館。 

 

3-1-1-6).〈間論：宗教拒世的階段和方向的理論〉(Zwischenbetrachtung: 

Theorie der Stufen und Richtung religioser Weltablenung) 

  

Weber, Max(韋伯)，1989，中間考察：宗教拒世的階段與方向，見Max Weber(韋

伯)，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II)，康樂、簡惠美譯，頁101-50。台北：允

晨文化。 

3-1-2). 《宗教社會學論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第二

卷(1921/出版) 

 

這本書是 Weber 過世以後由他太太 Marianne Weber 所整理出版的，主要內容是

處理印度教與佛教的問題。 

 

Weber, Max(韋伯)，1996，印度的宗教：印度教與佛教I，康樂、簡惠美譯。台北：

遠流。 

Weber, Max(韋伯)，1996，印度的宗教：印度教與佛教II，康樂、簡惠美譯。台

北：遠流。 

說明：選擇這本書的同學，可以只選擇該書中譯本的第一冊或第二冊。 

 

3-1-3). 《宗教社會學論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第三

卷(1921/出版) 

 

這本書也是由 Marianne Weber 所整理出版的，主要的處理對象變成是古猶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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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 Max(韋伯)，2005，古猶太教I，康樂、簡惠美譯。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2005，古猶太教II，康樂、簡惠美譯。台北：遠流。 

說明：和上一本書一樣，選擇這本書的同學，也可以只選擇該書中譯本的第一冊

或第二冊。 

 

3-2). 《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21-2/出版) 

 

這本書可以算是 Weber 除了《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外最重要的一本

著作。由於數量太大，本書不得不分成兩卷發行。該書主要分成兩大部分，第一

部份為概念的闡述，在這部分中討論了社會學的基本概念(terms)，經濟行動的社

會學諸範疇、合法性支配的類型，以及身份團體與階級。第二部分則是一個詳細

的社會學概念目錄，這部分的標題是：經濟與規範性的領域和事實上的諸權力

(The economy and the arena of normative and de facto powers)。在這部分 Weber 幾

乎分析了社會學理所有熟悉的領域，包括經濟與社會規範、親族關係、族裔群體、

宗教群體(宗教社會學)、經濟與法律(法律社會學)、政治社群、官僚體系、神魅

型支配、城市與城邦等等。 

 

在這本書中 Weber 充分展露了其博學的程度，可以說是一份無所不包的比較社會

學研究。但他在這本書中最傑出的貢獻，則是透過一系列的比較研究做出一系列

的理念類型，對於各種基本社會學研究對象作了精確的概念界定，例如何謂社

會、何謂社會行動、何謂經濟行動、何謂支配、何謂身份與階級、何謂宗教等等。

並且在這一系列的大概念之下，又再區分許多的概念，例如在支配的類型中，

Weber 又再度區分為三種支配類型，即傳統的、法理型、與神魅型。在對官僚體

系的研究中，他又界定了理性化官僚體系的諸多特徵。 

 

我們都知道 Weber 研究方法上的特徵，除了詮釋性的理解社會行動者的內在精神

意義之外，在這就是透過理念化的方式界定研究的對象，並由此一理念類型對歷

史上的人類活動做出比較研究，並探究其餘社會行動(領域)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為

何。 

 

Weber, Max(韋伯)，1997，經濟與社會(二卷)，Johannes Winckelmann(約翰內斯‧

溫克爾曼)整理，林榮遠譯。北京：商務印書館。(此書為全譯本) 

 

至於部分的節譯本，則依照譯本的出版年份順序分列如下： 

 

Weber, Max(瑪克斯‧韋伯)，1989，支配的類型：韋伯選集(III)，康樂編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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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1990，經濟與社會：韋伯選集(IV)，康樂譯。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1993，宗教社會學，康樂、簡惠美譯。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1993，支配社會學I，康樂、簡惠美譯。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1993，支配社會學II，康樂、簡惠美譯。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1993，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的類型學，康樂、簡惠美譯。

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1993，社會學的基本概念，顧忠華譯。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1993，宗教社會學，劉援、王予文譯。台北：桂冠。 

Weber, Max(韋伯)，1997，經濟、諸社會領域及權力，甘陽編選，李強譯。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Weber, Max(韋伯)，1998，論經濟與社會中的法律，張乃根譯。北京：中國大百

科全書出版社。 

Weber, Max(韋伯)，1999，經濟行動與社會團體，康樂、簡惠美譯 。台北： 遠

流。 

Weber, Max(韋伯)，2000，社會學的基本概念，胡景北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Weber, Max(韋伯)，2003，法律社會學，康樂、簡惠美譯。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2004，經濟行動與社會團體，康樂、簡惠美譯 。桂林：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Weber, Max(瑪克斯‧韋伯)，2006，支配的類型：韋伯選集(III)，修訂版，康樂

編譯。台北：遠流。 

 

3-3). 《政治論文集》(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1921/出版) 

 

這本書也是由 Weber 的太太 Marianne Weber 所編輯出版的，收錄的多半是和

Weber 之現實政治關懷相關的著作，其中也包括了鼎鼎有名的〈政治作為一種志

業〉這篇演講稿。現有的 Weber 中文譯本中，和這本書相關的文本不算多。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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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所知道的兩篇文本。 

 

Weber, Max(韋伯)，1991，政治作為一種志業，見Max Weber(韋伯)，學術與政治：

韋伯選集(I)，錢永祥等譯，頁169-242。台北 ：允晨文化。 

Weber, Max(韋伯)，1991，帝國總統，見Max Weber(韋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

集(I)，錢永祥等譯，頁273-80。台北：允晨文化。 

 

3-4). 《科學學（方法學）論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1922/出版) 

 

這本書也是由Weber的太太Marianne Weber所編輯出版的，收錄的多半是和Weber

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思考的一些論文。這本書有好幾篇在討論Weber時經常

被引用的論文，比如說〈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知識的客觀性〉(Die Objektivita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1904)、〈文化科學的邏輯

的範圍的批判研究〉(Kritische Studien auf dem Gebiet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Logik)(1905)、以及〈社會學和經濟學中「價值中立」的意義〉(Der Sinn der 

“Wertfreiheit” der soziologischen und okonomischen Wissenschaften)(1917-8)等。 

 

Weber, Max(韋伯)，1991，「倫理中立」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含義，見Max 

Weber(韋伯)，社會科學方法論，黃振華、張與健譯，頁11-59。台北：時

報文化。 

Weber, Max(韋伯)，1991，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客觀性」，見Max Weber(韋

伯)，社會科學方法論，黃振華、張與健譯，頁61-125。台北：時報文化。 

Weber, Max(韋伯)，1991，對文化科學邏輯性的批判研究，見Max Weber(韋伯)，

社會科學方法論，黃振華、張與健譯，頁127-210。台北：時報文化。 

 

3-5). 《經濟史：一般社會經濟史大綱》(Wirtschaftsgeschichte: Abriss der 

universal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23/出版) 

 

這本書是在 1923年由 Marianne Weber委託Weber的學生S. Hellmann 和H. Palyi

合編而成的，基本上是以 Weber 逝世前最後授課的學生筆記為主要材料。全書的

主要要旨在於從經濟史之角度討論資本主義起源的問題。 

 

Weber, Max(韋伯)，1934，世界的社會及經濟史大綱，周咸堂譯。np：譯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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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 Max(韋伯)，1936，社會經濟史，鄭太樸譯述。上海：商務印書館。 

Weber, Max(韋伯)，1977，社會經濟史(上、下)，鄭太朴譯。台北：台灣商務印

書館。 

Weber, Max(韋伯)，1977，世界經濟通史，姚曾廙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Weber, Max(韋伯)，2003，世界的社會及經濟史大綱，周咸堂譯。台北：京華。 

Weber, Max(韋伯)，2004，社會經濟史，台二版，鄭太朴譯。台北：台灣商務印

書館。 

 

3-6). 《社會經濟史論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24/出版) 

 

Weber, Max(韋伯)，1934，世界的社會及經濟史大綱，周咸堂譯。np：譯者刊。 

Weber, Max(韋伯)，1936，社會經濟史，鄭太樸譯述。台北：商務印書館。 

Weber, Max(韋伯)，1977，社會經濟史(上、下)，鄭太朴譯。台北：台灣商務印

書館。 

Weber, Max(韋伯)，1977，世界經濟通史，姚曾廙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Weber, Max(韋伯)，2003，世界的社會及經濟史大綱，周咸堂譯。台北：京華。 

Weber, Max(韋伯)，2004，社會經濟史，台二版，鄭太朴譯。台北：台灣商務印

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