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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要考研究所的時候，我發明了一

套讀書方法。每一科找一本當時最好的教科

書當作閱讀與筆記摘要的主軸，其他坊間可

見的教科書，則全找來當補充資料，建立起

一本本體系完備的筆記本，後來，順利以這

幾本筆記本考上研究所，此套讀書考試方法

也陸續傳授給不少人，也都幫這些人拿下高

分，順利考上研究所。

因為準備研究所考試的大量閱讀（加上

後來寫碩士論文時，有一部分需要分析社會

學教科書的章節），對於社會學教科書的類

型與寫作方法，自認還算了解。

以大一社會學入門教科書來說，可以

分為三種，一種是對學科知識作系統性的介

紹，這種類型的教科書都是大部頭；一種是

大師級人物寫的學科問題意識探索與反思；

還有一種，是應用社會學知識，介紹、討論

某一個民族國家之社會現象與概況。前兩種

教科書，過去在臺灣很常見，以社會學

來說，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

剛好兩種都有寫過，前者是《社會學》

（注1），後者是《批判的社會學導論》

（注2），第三種在過去只有《社會學與臺

灣社會》（注3），但還不能算是完成版，

直到這本來自東瀛的《基礎社會學》現身，

才算完備了三種社會學入門教科書。

上述三種社會學入門教科書都有其市

場需求，第一種適合本科系大一新生或需要

準備社會學學門考試的考生。；第二種是對

社會學有了一定程度的興趣和理解之後，想

要更全面的瀏覽社會學學科的發展與問題意

識，尋找自己的切入領域。至於第三種，我

認為，最適合當作一般大學生的通識教育教

科書，教導學生如何以社會學知識／思考方

法，剖析解讀自己所立足的社會，更加了解

自己所身處之社會的樣貌與成因。

可惜的是，至今的臺灣仍然沒能有屬於

自己的第三類型社會學教科書，通識課多使

用第二類型的教科書，本科生多以第一類型

的教科書來上課。就算是本地社會學者所撰

寫的教科書，內容也多半和臺灣社會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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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背誦來自西方社會學研究成果所累積的系

統性知識，是可以引領學生進入社會學門，但

對於以社會學解釋自家社會，卻還相當遙遠。

本書的作者群雖然是日本的社會學者，

書籍也是翻譯自日文，主談的也是日本社會，

但該書的引進，對於臺灣自行編寫第三類型社

會學本土教科書，極具參考價值，因此，本書

實在有介紹給臺灣社會的必要性。

本書捨棄西方社會學入門教科書常用的

系統性知識整理（這套寫作手法背後的邏輯

是：讀完此書，你能全面的掌握社會學研究領

域和最基礎的知識與分析工具），改以分析日

本現代社會作為核心主軸，前4章介紹社會學

是什麼？（從社會學譯名的演變，帶出日本社

會學者對於社會學基本元素的理解，界定社會

學學門牽涉的範圍），社會學的方法（實證主

義、詮釋主義），社會學研究調查方法（從社

會調查的價值與重要性入手，回頭介紹社會學

研究的基礎知識），社會學基本概念（此部分

簡介幾種社會學常用的理論與分析工具，例如

韋伯的社會行動，齊墨爾的社會型態）。

 讀完前4章，還有譯者序／跋，我心裡突

然了悟，日本出版界之所以充斥各種日本人／

社會論的研究作品，與社會學一開始引進日本

時就被廣泛應用到社會調查，日本各時期累積

大量的統計資訊與調查報告有極大的關係。

從第5章開始，作者群們分別就家庭、都

市／空間、學歷與社會（教育）、社會的病理

（偏差行為與犯罪學）、現代社會與脫序（現

代性、現代社會）、私我主義的社會、高齡社

會與福利、身心障礙與社會、歧視、性別、風

俗（文化）等次領域切入，以前述4章所介紹

的社會學基本概念，配合社會統計資料，解析

現代日本社會各種社會現象。

如果讀過一般社會學教科書的朋友，一

定會發現，這本書裡談了好幾個主題，例如殘

障、高齡與社會福利，是來自西方的社會學教

科書所沒有處理，或者說不會花那麼大篇幅來

處理的問題（原因可能是這些問題在西方社會

沒有那麼重要），而某些西方的社會學課本處

理的問題，在此卻被忽略了（理由同上）。

本書沒有系統性的紀錄社會學各次領域

的知識成果，而是以實際解析社會現象的需要

來應用社會學知識／工具。所以，你不會了解

教育的功能論有幾個重點，衝突論又有哪些命

題，但卻能夠從作者實際解讀日本教育的問題

中，看見「社會學的想像力」的解析能力，例

如面對少子化，日本的教育制度該做出什麼樣

的應對，社會學可以提供什麼解釋？再例如談

到殘障（一個幾乎沒有半本臺灣既有的社會學

教科書會談的議題），人們對於殘障的誤解有

哪些？日本社會對於殘障人士，做了哪些幫助

他們融入社會的工作？。

本書的作者們，透過情境式教學法，用

陌生社會學知識／工具解讀自己所以為熟悉的

社會，看見其中的差異，體會社會學的價值所

在。本書對於如何使用社會學知識／方法解析

社會，做了最好的示範。

不要以為教科書都很無聊，像這本《基

礎社會學》，有趣的程度不會比三浦展的《下

流社會》或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差，但解

析卻更全面而深入，讀起來也更發人深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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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他還會教你怎麼學會書中所用的分

析方法。

眼下臺灣的社會學教科書雖然多，但基

本卻是西方社會學知識的系統性複製，探討

的是西方社會學者關心的問題，解讀的是西

方社會的社會現象，以致於培育出一堆能夠

侃侃而談西方社會現象，卻漠視自己所立足

之土地所發生的嚴重社會問題的「社會學人

才」，這對於重視反思與社會分析的社會學

來說，實在是諷刺的弔詭。

如果我們自己也有一本以社會學方法／

概念工具解析臺灣社會現象出發的社會學教

科書，做為一般大學生的通識教育，不是相

當合適嗎？透過社會學，幫助人們看清楚自

己所身處的社會裡的各種問題，不媚俗於主

流媒體與大眾文化所建構的偏見或迷思，學

習獨立思考與分析社會的方法，不是能夠培

育出更多關懷自家社會的人嗎？

據說，這本教科書每4年就會做一次修

訂，換掉一些章節，使其更符合教導學生以

社會學知識解析「現代」日本社會的題旨。

在我們還沒能有此福分擁有一本以社會學知

識解析現代臺灣社會的教科書之前，且先讓

我們使用《基礎社會學》，一方面學習社會

學概念與分析方法，一方面學習一本合適自

家社會的教科書該怎麼做，一方面等待這樣

一本適合臺灣的社會學教科書問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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