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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主要研究焦點放在社會團體、組織與社會結構下個人行為及心理歷程，關

心社會制度與文化運作下的個人心理歷程，是屬於宏觀層次的分析，亦即是研

究社會過程與個人心理間的關係，例如：角色理論、人格形成、參考團體、文

化、社會化與人格、語言、社會規範與互動、社會價值與制度等。

4. 社會學與歷史學：歷史學（history）是一門分析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的學科，它

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縱貫面。歷史學包含了史料、史學、史識。史料著重在史實

的發現與考證，史學牽連到歷史的演變與歷史因果關係的敘述，史識則是關於

歷史意識與見解。不可否認的，歷史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背景，而社會是社

會科學研究的主體，離開了「歷史」與「社會」，社會科學不可能存在。晚近

興起的歷史社會學，結合了歷史與社會的研究，以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歷史。

歷史社會學對歷史的研究至少有四個重要突破：

(1) 歷史社會學對歷史事件與過程的研究企圖建構模型加以解釋。

(2) 利用一些概念（concept）來解釋歷史。

(3) 試圖分析歷史中的因果關係之規律性。

(4) 提供對歷史分析的比較研究。因此，當今歷史學在社會學的影響下，不僅

要描述過去事蹟與事件，同時也要解釋有關社會動力引起的歷史事件。

5. 社會學與人類學：人類學（anthropology）包括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體

質人類學研究人類的起源、進化與發展，而文化人類學則研究人與文化間的關

係，其研究主題是文化，研究初民社會文化與結構，以及不同文化間的比較研

究。人類學較傾向於自然科學研究，而文化人類學屬於文化與社會的研究。一

般來說，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議題包含文化的起源、語言、象徵、溝通、宗教儀

式、親屬關係、家庭與婚姻、種族性格等。人類學與社會學最大的差異點，乃

在於人類學經常以親身參與和深入觀察的方法進行研究，其獨特的研究方法稱

之為「田野調查工作」（field work），對一部落或社區文化進行長時期的觀察

研究，實際體會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而社會學則兼以問卷或訪談法，對較高

度文明的社會進行探討。雖然人類學與社會學皆重視社會學，但是社會學較重

視文化的社會功能，將文化放入社會體系與結構下來分析，而人類學家則重視

文化的起源、形成與發展。將文化放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來探討。

6. 社會學與法律學：法律學（l a w）研究的是社會中的社會行為規範如何制約個

人，以及如何執行，以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很清楚地，法律學是一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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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油

站

1. 與美國社會學家對於微觀──巨觀的知性整合成長相平行，歐洲社會

學家則關注於施為者──結構的整合。在當代歐洲的社會學論中，對

於施為者──結構的整合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了紀登斯、艾雪兩位

針對二元性想法的爭論外，另外還有布迪厄、哈伯瑪斯兩位學者對施

為者──結構有相關的研究，一併整理如下供考生延伸準備：

①	布迪對於施為者──結構的議題轉變為對於慣習（Habitus）和場

域（Field）之間關係的關注。慣習（Habitus）是一種已內化的心

智（international mental）、認知與結構，人們經由慣習來面對世

界。慣習既生產社會，也會被社會生產。場域則是指在客觀位置

之間的關係網絡。場域的結構對施為者產生限制，無論施為者是

個體或是集體，整體來看，布迪厄是關注於慣習與場域之間的關

係。場域制約了慣習，而慣習構成了場域。所以，在慣習和場域

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的關係。

②	哈伯瑪斯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的標題來處理施為──結構的議題，生活世界是一個微觀

的世界，人們在裡頭互動與溝通，系統在生活世界中有著自己的

根源，不過，它最終逐漸發展出它自己的結構特徵。由於這些結

構是在獨立與權力中成長，它們逐漸對生活世界施加愈來愈多的

控制。在現代世界中，系統逐漸「殖民」生活世界──亦即，對

生活世界施加控制。

2. 以上對於施為者──結構之補充說明，係出自於喬治．雷瑟（Feorge 

Ritzer）等著、柯朝欽等譯之《社會學理論（上）》這本書，以上的觀

念雖較為難懂，但考生多讀幾次即可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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