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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有無理論與建立本土理論的一些想法 

 

湯  志  傑 

 

要回答台灣有沒有理論，首先牽涉到如何界定或使用理論一詞的問題。從

較寬鬆的意義來說，我同意本土理論一直存在的講法。但這種用法的流弊之一是

極易與日常的或學界的各種過於寬鬆的用法相混，以致反而阻礙了對本土理論的

嚴肅追求。因此，我比較傾向從較嚴格的判準來說台灣社會學界目前尚未提出一

套特徵鮮明到足以為國際學界辨識的本土社會理論（湯志傑，2008；2010）。 

事實上，台灣甚早便有學界先進呼籲建立本土理論，可惜迄今成果累積仍

有限，尚難得到多數學界同仁的欣賞與贊同。同時，儘管所謂的理論（教學與研

究）在台灣社會學界或許是對新殖民主義最具反省能力的分支部門，但在複雜的

歷史過程中，其影響力卻有日益衰退的趨勢。我認為這不只與國內學術場域的生

態，包括對理論作為知識形式的某種輕忽甚或貶抑有關，更涉及國內外的政治、

經濟、科學、大眾媒體、教育…其他系統，但因不曾研究，此處就不多說。 

我比較想回應的是如何透過「把台灣作為方法」來激發創建本土理論的行

動。我相當贊同〈「知識／台灣」學群宣言草案〉中提到的，把台灣放到世界史

的脈絡裡來思考的做法，而且，我主張不只是從台灣特殊的地理條件來思考，更

應從其社會位置來思考，也就是不再把台灣定位為單純地保存、模仿的邊緣，而

是改從不斷實驗、創新的前沿的角度來理解台灣過往與當下的發展（湯志傑，

2011c）。以世界史為定位、理解台灣的背景，比較容易帶出台灣有著豐富的多元

傳統的問題意識。此處所說的傳統，自然不是現代化理論預設的傳統／現代二分

中的傳統，而是詮釋學意義下的傳統。換句話說，所涉及的是個歷史性的問題。

畢竟，「現實」雖然一直在轉變，但也會抵抗我們對它的觀察與描述。在此，我

是從社會實際運作的角度來說，而不是強調所謂與本土現實的符應或契合，更非

預設傳統有不變的本質。 

這背後牽涉到具有主體性的本土理論與所謂內生（indigenous）或土著的

（native）本土理論的細微區辨。外來理論是有可能在台灣適應良好，變成在地

或本土理論的，而這跟從台灣的傳統中提煉出來的本土理論，是有區別的。這裡，

有個表達上難以精準的困難，因為這兩種理論用系統理論的術語來說必定都只能

是個「再進入」（re-entry）的形式，或後殖民所說的混雜（hybridity）。一定意義

上，理論能具有主體性正表示它成功地回應了台灣當下的現實，其中當然也就包

括了前面提及的傳統這個歷史性的問題。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強調，對了解我們

自己以及貢獻於整體人類文明來說，所謂內生的本土理論有其無可取代之處。因

為，就像屬民研究（subaltern study）的主體位置不必然座落於印度一樣，身為台

灣出身的社會學家，在關心建立台灣社會理論的主體性之餘，我以為追求台灣社

會理論為其他理論所無或難以取代的特色也是我們必須思考的課題。 

就達成這個目的而言，目前我依然認為，從同時關照到語意與社會結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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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的本土概念史研究做起（湯志傑，1998；2009b；2009c），把相關成果累

積放在比較研究，特別是晚近日益興盛的文明比較研究架構下思考（湯志傑，

2000；2004；2006；2009a；2011a；2011b；2011c），是條值得集體努力嘗試的途

徑。而且，一定意義下，我以為過去的毛病之一在於欠缺行動，也就是反省（可

能性條件）遠多於行動，似乎唯有先在「理論上」想清楚了（建構本土理論的前

提），才足以保證行動的成果（湯志傑，2010）。考慮到行動與觀察的辯證，我的

建議是，大家就放膽一起做吧，把成敗留給後人評斷。雖然我們不見得能成功，

但就是留下失敗的足跡，對後人來說應當也有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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