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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社會學專題討論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Method 

姚人多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2022年春 

 

課程說明 

 

1. 這門課很重，它涉及了歷史社會學上煩悶的方法論討論，以及幾本重量級著

作的閱讀。 

2. 歷史之所以有趣，一方面是來自於它變化無窮，另一方面又隱隱透露規則。

我們這學期會透過文字在腦袋裡造訪許多歷史場景，包括法國大革命、英國

的憲章運動、中國的義和團拳亂，以及清代時期的台灣等。我期待修課的同

學在回到這些歷史現場時，能激發出自身的問題意識。 

3. 課程主要分成幾部分。第一部分是方法論上的討論，我將談到三場西方歷史

社會學的爭辯。我喜歡看這些爭論的文章，一來一往之際，往往能讓我們的

思緒更加清晰(當然也有可能更混亂)。第二部分是西方歷史社會學的經典，

這學期我挑的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這兩

本。這兩本書的學術重量不用我多說，我期待修課的同學能把握這次修課的

機會好好把它們從頭到尾看一遍。第三部分我們回到台灣，我選的是中研院

社會所特聘教授柯志明的兩本著作，《米糖相剋》和《熟番與奸民》。柯老師

是國內歷史社會學的重量級學者，本學期我特別邀請他來課堂上演講，而且

是在閱讀他的兩本著作之後，這種安排的用意無非是希望修課的同學能與大

師擦出一些火花。課程的最後一個部分，我們會到中國去看看。我選了兩本

漢學家的著作，一本在談明朝末期的軍事制度，另一本在談義和團。這兩本

著作並非歷史社會學的專著，不過，我們可以透過閱讀它們激發我們的歷史

的了解與想像。 

 

 

評分標準 

 

1. 這是研究所的課，所以大家應該知道該怎麼做。 

2. 期末評量方式我們會在課堂上討論後決定。 

 

每周進度 

 

»Week 1 (2/18)  課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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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2/25) 歷史與社會學的相遇 

 

柯志明，2005，〈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臺灣社會

學》，第10期，頁149-170。 

 

Griffin, Larry J. 1995. “How Is Sociology Informed by History?”. Social Forces, Vol. 

73, No. 4 (Jun., 1995), pp. 1245-1254 

 

Skocpol, Theda, 1984, “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ek 3 （3/4） 歷史社會學重大論戰之一：敘事 

 

Stone, Lawrence. 1979.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 85 (Nov., 1979), pp. 3-24 

 

Hobsbawm. E. J. 1980.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Some Comments”, Past & 

Present, No. 86 (Feb., 1980), pp. 3-8 

 

Abrams, Philip. 1980. “History, Sociology, Historical Sociology”, Past & Present, 

No. 87 (May. 1980), pp. 3-16 

 

»Week 4（3/11）歷史社會學重大論戰之二：理性選擇的理論大戰 

 

Kiser, Edgar and Hechter, Michael. 1991.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No. 1 

(Jul., 1991), pp. 1-30 

 

Calhoun, Craig. 1998.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 pp. 846-71 

 

»Week 5（3/18） 歷史社會學重大論戰之三：巨型歷史社會學之戰 

 

Goldthorpe, John H.1991. “The Use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2, No. 2, pp. 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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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t, Joseph M.1994.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and Sociology: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Goldthorpe’s Critique of Historic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No. 1, pp. 3-19. 

 

Mann, Michael. 1994. “In Praise of Macro-Sociology: A Reply tp Goldthorp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No. 1, pp. 37-54. 

 

Goldthorpe, John H. 1994. “The Uses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A Repl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il. 45, No. 1, pp. 55-77. 

 

»Week 6（3/25） 事件與時間 

 

William H. Sewell, Jr. 1996.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5, No. 6 (Dec., 

1996), pp. 841-881 

 

William H. Sewell, Jr. 1990.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Event”,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ctober 1990. 

 

»Week 7（4/1）路徑依賴的概念及其應用 

 

Mahoney, James.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 (4): 507-548. 

 

林國明 2003. ＜到國家主義之路：路徑依賴與全民健保組織體制的形成＞， 

《台灣社會學》，第五期，頁1-71 

 

»Week 8（4/8） 西方歷史社會學經典選讀之一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中譯本，《英國

工人階級的形成》，台北：麥田（2001) 

 

»Week 9（4/15） 

 

（續）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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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0 (4/22）西方歷史社會學經典選讀之二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中譯本，《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

源》，台北：遠流（1995) 

 

»Week 11（4/29） 

（續）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 

 

»Week 12 (5/6) 台灣歷史社會學經典選讀之一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

北：群學出版社 

 

»Week 13（5/13） 台灣歷史社會學經典選讀之二 

 

柯志明，2021，《熟番與奸民：清代台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台北：國

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Week 14 (5/20) 柯志明教授專題演講 

 

»Week 15 (5/27) 中國歷史的初步考察之一 

 

Szonyi, Michael. (宋怡明) 2017.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鐘逸明譯，《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

治》，新北市：聯經 (2021)。 

 

»Week 16 (6/3) 端午節彈性放假 

 

»Week 17 (6/10) 中國歷史的初步考察之二 

 

Esherick, Joseph W.(周錫瑞) 1988.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張俊義、王

棟譯，《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 

 

»WeeK 18 (6/17) 綜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