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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 年代以來台灣社會出現社會科學中國化的聲音，隨著解嚴前後本土化

意識的開展，台灣作為主體想像的認同意識開始出現，社會學界與歷史學界都開

始重視台灣歷史的研究。同一時期隨著翻譯出版事業的興盛，年鑑學派與韋伯理

論的流行造就了些許社會學與歷史學結合的呼聲。然而，三十年過去，社會學與

台灣歷史(尤其戰前歷史)研究的交流程度仍然非常有限，這對於社會學本土化與

台灣史研究的深化都構成一定的限制。本文首先，透過台灣社會學史與史學史的

討論，說明這種交錯而過局面造成的歷史原因；其次，統計社會學博碩士論文有

關戰前台灣史研究的比例，說明目前社會學界僅關注戰後民主化與現代到後現代

變遷的議題，而忽視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化的現象；其三，透過目前社會學教

科書與相關書籍有關台灣現代性歷史形構的認識限制，以及社會學界的課程規劃

問題，說明輕忽戰前台灣史研究對於社會學進一步本土化可能造成的侷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