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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本課程按照課名拆成三部分。第一部份，我們將先概括性的探討現代國家的特

色。接下來，我們將介紹民族主義的興起過程，同時，我們將把焦點拉回日治時

代的台灣，看看台灣民族主義是如何出現在日治時代。第二部份，我們將探討，

社會科學如何理解「現代國家」。我們將介紹多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論點。第

三部分，我們將討論現代社會。我們將從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開

始。然後，我們以博藍尼的《鉅變》來討論西方社會所經歷的巨大轉變。同樣地，

在討論現代社會的過程當中，我們也必須審視台灣所發生的事。我們將以矢內原

忠雄所寫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為文本來討論日治時代台灣社會被資本主

義化的過程。最後，我們將花點時間來討論現代社會的另一個重要特色：規訓。 
 

指定教材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的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 
矢內原忠雄 （2003）《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Anthony Giddens (2002) 《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台北：左岸 
Sebatian Haffner (2009)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台北：左岸 
B.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 
Wu, Rei-ren （吳叡人）（2003）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 Dunleavy and B. O’Leary（1987）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New Amsterdam Books. 
Karl Polanyi.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 
Max Weber.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左岸 
Michel Foucault. 《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 
 

課堂要求與評分標準 
一、分組報告：佔學期總分之 20％，輪到該組報告的同學必須於上課之前對每



週上課之教材事先閱讀，並在課堂上向全班同學口頭報告。 
二、閱讀心得：共三次，每次佔學期總分之 10％。每篇字數以五百至一千字為

原則。繳交的日期分別是 4 月 7 日、5 月 5 日、6 月 2 日。 
三、期末考一次：2007 年 6 月 23 日舉行，佔學期總分之 50％。 
 

每週進度 
一、 2/24 課程說明與分組 
二、 3/3 老師公假，停課一週 
三、 3/10 現代民族國家的特性：通論 

Anthony Giddens (2002) 《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台北：左岸 

四、 3/17 德國的例子 
Sebatian Haffner (2009)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台北：左岸 

五、 3/24 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散佈（一） 
B.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 

六、 3/31 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散佈（二） 
B.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 

七、 4/7 台灣民族主義的誕生（一） 
Wu, Rwei-ren （吳叡人）（2003）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八、 4/14 台灣民族主義的誕生（二） 
Wu, Rwei-ren （吳叡人）（2003）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九、 4/21 如何理解現代國家（一） 
P. Dunleavy and B. O’Leary (1987)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New Amsterdam Books. 
十、 4/28 如何理解現代國家（二） 

P. Dunleavy and B. O’Leary（1987）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New Amsterdam Books. 

十一、 5/5 現代社會的形成：資本主義 
Max Weber.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左岸 

十二、 5/12 現代西方社會的巨變（一） 
Karl Polanyi.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 

十三、 5/19 現代西方社會的巨變（二） 
Karl Polanyi.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 



十四、  5/26 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一） 
 矢內原忠雄 （2003）《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十五、 6/2 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二）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的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 
群學 

十六、6/9 現代社會是一個規訓的社會 
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 

十七、6/16 端午節放假一天 
十八、6/23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