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Sociologists                  2024.2.4                                           
         張宏輝（hunghui@gms.ndhu.edu.tw ＆ a9237868@ms17.hinet.net） 
 

（刊載在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官網首頁下方的「社會圖書館」專區的本篇書

目，增補版不定期更新） 
（本篇社會理論家文獻目錄，係按以下分類次序編輯而成。由於個人所知有

限，多所遺漏，若有增補資料，懇請諸位不吝賜與。同時，感謝李錦旭、葉春

榮、楊碧川、鍾漢清、劉后安、鄭祖邦等友人的資料協力與提供）   
 
（※※※ 中文文獻可上「Jiumodiary E-Book Search鸠摩搜书－电子书搜索引

擎」、「《念》.zip_微盘下载」和「新浪爱问」網站搜尋，到「豆瓣」網上的「读

书」類別檢索相關書單，關連新書上「卓越亚马逊」查詢；外文文獻除了「微盘

下载」網站可能取得，另外還有四個不用登錄即可免費直接下載的俄羅斯和哈薩

克網站亦能取得：「Library Genesis」（專書、單篇論文）、「Sci-Hub」（單篇論

文）、「Zlibrary」（專書）和「BookSC」（單篇論文）；或自行上「Google」先

以關鍵詞「無產階級圖書館」搜尋再找出「電子書下載地圖」；或自行上「YouTube」

以關鍵詞「download ebooks」搜尋其他網站。或上「Google」以簡體字輸入「書

名＋pdf」也可能取得。以及特別推薦藍江教授蒐集上網的電子書（先上「百度」

再搜尋「九月虺的分享－微盘」））。 

 

   破解電子書 epub 格式可下載 Icecream Ebook Reader 
   破解電子書 djvu 格式可下載 SumatraPDF 
   破解電子書 mobi 和 azw3 格式可下載 Calibre 64bit – E-book  

                                                
A. 總論（戰後兩岸三地社會理論發展：綜合論述） 
B. 社會思想史、社會學史與社會科學哲學 
C. 各論 

一、孔德（Comte, Auguste） 
二、托克維爾（Tocqueville, Alexis de） 

  三、馬克思（Marx, Karl）   
  四、韋伯（Weber, Max） 
  五、涂爾幹（Durkheim, Emile） 
  六、齊美爾（Simmel, Georg） 
  七、帕累托（Pareto, Vilfredo） 
  八、佛洛依德（Freud, Sigmund） 
  九、實用主義（Pragmatism）、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與象徵互動論 

（或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十、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與布勞岱（Braudel, Fer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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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發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y）、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後殖民

論述（Post-colonialism）、文化帝國主義論（Cultural Imperialism）和印

度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y） 
  十二、西方馬克斯主義（Western Marxism） 
  十三、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十四、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Post-structuralism）和符號學（記

號論，Semiotics） 
十五、塔爾德（Tarde, Jean Gabriel de）、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Theory，ANT）、技術哲學、技術與人類學、物質與

社會、氣候變遷與社會、環境與社會、技術與社會史、工廠、工業社會

與後工業、技藝與工匠 ＆ 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 
Sociology，STS）、女性主義科學論、知識社會學 

  十六、媒介學（Mediology）、文學社會學、視覺文化、藝術社會學、影像與

文化產業、遊戲與視覺、聲音與媒介、音樂社會學、時間、 
        數字與度量衡、貨幣、資訊社會與未來學、數字媒介與數字文化、網際

網路（互聯網）、社群媒介（Social Media）、平台、網路安全、後真

相、監控與大數據、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機器人（Robot）、

智慧經濟 
十七、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信賴（Trust）與風險（Risk）研究、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控制論（Cybernetics）、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系統動 

力學（System Dynamics）、羅馬俱樂部與布達佩斯俱樂部（Club of Rome  
＆ Club of Budapest）、複雜性與自組織理論（Complexity ＆  
Self-organization）、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自生系統（Autopoesis）、 
社會系統理論（Social System Theory）、進化論 

十八、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賽局理論（Game Theory）＆分析社會學（Analytical Sociology） 

  十九、實證主義（Positivism）、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新社會物理學 
（New Social Physics）＆ 數學社會學（Mathematical Sociology） 

  二十、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 
  二十一、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 
  二十二、衝突理論（Conflict Theory）  
  二十三、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二十四、詮釋學（Hermeneutics） 
  二十五、現象學、現象學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與後現象學

（Postphenomenology） 
  二十六、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與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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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二十八、語言 ＆ 分析哲學（Linguistic ＆ Analytic Philosophy） 
二十九、認知社會學（Cognitive Sociology）與集體記憶、文化記憶 
三十、神經社會學（Neurosociology） 

  三十一、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 
  三十二、情緒與感情社會學（Sociology of Emotion ＆ Affection） 
  三十三、身體與五感（Five Senses）  
  三十四、心理分析與社會學（Psychoanalysis） 
  三十五、女性主義（Feminism） 
  三十六、酷兒理論（Queer Theory） 
  三十七、性、生命政治、生命技術與文化、人口、醫療與社會 

三十八、型態或過程社會學（Figurational Sociology or Process Sociology）   
  三十九、文明分析與比較歷史（Civiliza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History） 

四十、韋伯式觀點（Weberian Perspective） 
四十一、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  

四十二、現代、後現代、晚期現代與全球化、後全球化社會理論（Modern、

Postmodern、spätmoderne and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市民社

會、第三部門、共享經濟與社會企業 
四十三、後人類（Post-human）、超人類（Trans-human）、非人（Non-human） 
四十四、思辨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 
四十五、關係社會學、社會建構主義、新物質主義 ＆ 基礎設施（Relational 

Sociology、Social Constructionism、New Materialism ＆ infrastructure） 
四十六、道教社會學（Taoist Sociology）      
四十七、佛教社會學（Buddhist Sociology） 
四十八、民俗學（Folklore、Folkloristics） 
四十九、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 
五十、社會學與政策（Sociology and Policy） 

D. 世界各國社會學發展（未列入前項 C.各論中的學者） 
 一、法國社會學 
二、德國社會學 
三、英國社會學 
四、義大利社會學 
五、歐陸、以色列和土耳其社會學 

 六、非洲社會學 
七、澳紐社會學 
八、美國社會學 
九、加拿大社會學 

  十、美洲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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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本社會學 
  十二、南韓社會學 

十三、東南亞社會學 
十四、印度社會學 
十五、其他國家代表人物 

 
 
A、總論（戰後兩岸三地社會學理論發展：綜合論述） 
     1.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蘇聯高教部社會科學教學管理局編 
       1958 《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關于“社會變遷問題”的批判：第三屆國際

社會學大會報告評述》.李今山譯，北京；科學. 
     2. Sorokin, Pitirim A. 

1935 《當代社會學說》.黃文山譯，上海：商務.    
1971 《今日社會學學說》.黃文山譯，台北：台灣商務. 

     3. Timasheff, Nicolas S.    
       1967 《社會學理論：其本質及成長》.謝康譯，台北：台灣商務. 
     4. 郭為藩 
       1969 《社會學理論大綱》.台南：開山書店. 
     5. 蔡文輝 
       1979 《社會學理論》.台北：三民書局.  

 1990 《社會學理論》（增訂版）.台北：三民書局.  
 2006 《社會學理論》（修訂第 3 版）.台北：三民書局. 
 2014 《社會學理論》（修訂第 4 版）.台北：三民書局. 
 2020 《社會學理論》（修訂第 5 版）.台北：三民書局. 

     6. 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編著 
       1980 《社會學與現時代》.潘培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7. 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編著 
       1981 《現代資產階級理論社會學批判》.鄭杭生、賈春增、張進京 

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8. Koh, H.C.（ed.）. 

1982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社會學史》.粱逸譯，上海︰ 
上海譯文. 

     9. 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編著 
       1982 《社會學與社會發展問題》.復旦大學分校社會學系譯，杭州： 

浙江人民. 
    10. 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編著 
       1983 《社會學手冊》.唐學文等譯，杭州：浙江人民. 
    11. 陳秉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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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社會學理論》.台北：三民書局. 
    12. 黃瑞祺  
       1985 《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 
       1996 《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 
       2001 《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修訂第 2 版）.台北： 

三民. 
2007 《批判社會學》（修訂第 3 版）.台北：三民.   

    13. Turner, Jonathan H. 
       1985 《社會學理論的結構》（第 3 版）.馬康莊譯，台北：桂冠. 
       1987 《社會學理論的結構》（第 4 版）.吳曲輝等譯，杭州：浙江人民. 
              1992，台北：桂冠. 
       1988 《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第 4 版）.范偉達主譯，天津：天津人民. 
       2001 《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上、下）（第 6 版）.邱澤奇譯，北京： 

華夏. 
       2006 《社會學理論的結構》（第 7 版）.邱澤奇、張茂元等譯，北京： 

華夏.      
14. Mitchell, Geoffrey Duncan（ed.）  

   1986 《新社會學詞典》.劉光華等編譯，上海：知識.  
15. Craib, Ian 

       1986 《當代社會理論：從帕深思到哈伯瑪斯》.廖立文譯，台北：桂冠. 
    16. Coser, Lewis A. 
       1990 《社會學思想名家》.石人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07 《社會思想名家》.石人譯，上海：上海人民. 
1986 《古典社會學理論：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節譯本）. 

              黃瑞祺、張維安譯，台北：桂冠. 
    17. Aron, Raymond 
       1988 《社會學主要思潮》.葛智強、胡秉誠、王滬寧譯，上海： 
              上海譯文.   1991，台北：五南.   1999，北京：華夏. 

1986 《近代西方社會思想家：涂爾幹、巴烈圖、韋伯》（節譯本）. 
              齊力、蔡錦昌、黃瑞祺譯，台北：聯經. 
    18. 安東諾維奇, H. H. 

1986 《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批判》（上、下）.哈余燦、孫士明等譯， 
              武漢：湖北人民.   
    19. 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編著 
       1987 《二十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社會學史》.畢裕華、蔡振揚譯， 
              上海︰譯文. 
    20. 鄭也夫 ＆ 李強主編 
       1987 《西方社會學史》.北京：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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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wingewood, Alan 
1988 《社會學思想簡史》.陳瑋、馮克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00 《社會學思想史》（增訂版）.彭懷恩、張力可譯，台北：風雲論壇. 
    22. Johnson, Doyle Paul 
       1988 《社會學理論》.南開大學社會學系譯，北京：國際文化. 
    23. Giddens, Anthony 
       1989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簡惠美譯，台北：遠流.  
       2007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郭忠華、潘華凌譯，上海： 

上海譯文. 
    24. Ritzer, George 
       1989 《社會學理論》（第 2 版）（上、下）.馬康莊、陳信木譯， 

台北：巨流. 
 Ritzer, George ＆ Douglas Goodman 

2004 《社會學理論》（第 6 版）（上）.柯朝欽、鄭祖邦譯，台北：巨流. 
2007 《社會學理論》（第 6 版）（下）.柯朝欽、鄭祖邦、陳巨擘譯， 

台北：巨流. 
       2011 《社會學理論》（第 6 版修訂譯）（上）.柯朝欽、鄭祖邦譯， 

台北：巨流. 
2011 《社會學理論》（第 6 版修訂譯）（下）.柯朝欽、鄭祖邦譯， 
       台北：巨流. 

    25. Poloma, Margaret M. 
       1989 《當代社會學理論》.孫立平譯，北京：華夏. 
    26. 賈春增主編 

1989 《外國社會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0 《外國社會學史》（修訂第 2 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8 《外國社會學史》（修訂第 3 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7. 宋林飛 
       1990 《當代西方社會學》.沈陽：遼寧教育. 
    28. 袁方編 
       1990 《社會學百科辭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29. 葉啟政 
       1991 《制度化的社會邏輯》.台北：三民.. 
       1991 《社會、文化和知識份子》.台北：東大. 
    30. 葉啟政主編 
       1991 《當代思想先河： 19 世紀的思想家》.台北：正中書局. 
       1992 《當代社會思想巨擘》.台北：正中書局. 
    31. 珀杜, W.D. et al 
       1992 《西方社會學：人物．學派．思想》.賈春增等譯，石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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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人民. 
    32.（何）景熙編著 
       1992 《歐美現代社會學說新編》.成都：四川大學. 
    33. 于海 

1993 《西方社會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 
2004 《西方社會思想史》（第 2 版）.上海︰復旦大學. 
2010 《西方社會思想史》（第 3 版）.上海︰復旦大學. 
2022 《西方社會思想史》（第 4 版）.上海︰復旦大學. 

    34. 劉玉安、林聚任主編 
       1993 《西方社會學史》.濟南︰山東大學.  
    35. 張維安 
       1993 《古典社會學思想》.台北：幼獅. 
    36. 張宏輝主編 
       1994 《今日社會理論專號》.台北：《思與言》32 卷 2 期夏季號. 
    37. 程繼隆編 
       1995 《社會學大辭典》.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 
    38. 何景熙．王建敏主編 
       1995 《西方社會學說史綱》.成都：四川大學.    
    39. 黃瑞祺主編 
       1996 《歐洲社會理論》.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003 《歐洲社會理論》（第 3 版）.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2008 《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杭州：浙江大學. 

    40. 王養沖 
       1996 《西方近代社會學思想的演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41. Durand, Jean-Pierre ＆ Robert Weil 

1996 《當代社會學》.蔡筱穎、郭光予譯，台北：遠流. 
    42. 宋林飛 
       1997 《西方社會學理論》.南京：南京大學. 
    43. 洪鐮德 

1997 《社會學說與政治理論：當代尖端思想之介紹》.台北：揚智.  
              1998，增訂版. 

44. Robertson, Ian 
1998 《現代西方社會學》.趙明華等譯，鄭州：河南人民. 

45. 劉少杰 
       1998 《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長春：吉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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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走在城市裏〉.馬海良譯，收於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 
            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01 〈日常生活實踐〉.戴從容譯，收於陸揚、王毅編選，《大眾文化研 

究》.上海：上海三聯. 
     2001 〈米歇爾．福柯的笑〉.陳永國譯，收於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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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因為正是這種關係的規定性

形成一種特殊的、現實的肯定方式。眼睛對對象的感覺不同於耳

朵，眼睛的對象是不同於耳朵的對象的。每一種本質力量的獨特

性，恰好就是這種本質力量的獨特的本質，因而也是它的對象化

的獨特方式，它的對象性的、現實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獨特方式。

因此，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因為，不僅五官感覺，而且連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

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於它的對

象的存在，由於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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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重慶大學.（未出版） 

     2013 〈馬克思主義的流亡：阿蘭‧巴迪歐的轉向〉.       譯，收於張一 
兵主編，《社會批判理論紀事》（第 5 輯）.南京：江蘇人民. 

     2014 〈反思辨，或者批判批判之批判：評昆汀‧梅亞蘇的《有限性之後》〉. 
            郭峰譯，收於汪民安、郭曉彥兵主編，《生產》（第 10 輯：邁向思 

辨實在論）.南京：江蘇人民. 
     Toscano, Alberto ＆ Jeff Kinkle 

2021 《“絕對”的製圖學：圖繪資本主義》.張艷譯，武漢：長江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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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新實在論宣言》.王成兵、魏飛、耿博雅、潘越、貝啟鳴譯， 
          北京：北京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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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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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Object-oriented sociology and organizing in the fa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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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usser, Louis ＆ Étienne Bali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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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松涉（見十二、西方馬克斯主義 （23）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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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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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一兵 
     2020 《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第 4 版）.南京： 
            江蘇人民. 
  ◎ Simmel, Georg      
     Frisby,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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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don：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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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millan.  
     Pyyhtinen, Olli 
     2010  Simmel and ‘the Social’.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8  The Simmelian Legac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Kemple, Thomas ＆ Olli Pyyhtinen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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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mple, Thomas 
     2018  Simmel. Cambridge：Polity Press. 
     Fellmann, Ferdinand 
     2021  Rethinking Georg Simmel’s Social Philosophy.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Mannheim, Karl（見十五、知識社會學） 
     2000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北京：商務. 

 2011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上海：上海三聯. 
 2001 《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艾彥譯，北京：華夏. 
 2007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全 2 冊，英漢對照）.姚仁權譯，北京：九州. 
 2009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姚仁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14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姚仁權譯，南昌：江西教育. 
 2013 《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霍桂桓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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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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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個體的社會》.翟三江、陸興華譯，南京：譯林. 
     Kaspersen, Lars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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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ual-Rel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Routledge. 

  ◎ Donati, Pierpaolo（義大利，1946 —  ） 
     2018 《關係社會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新範式》.劉軍、朱曉文譯， 
           上海：上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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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B%C0%A4%AF%C5v%20%20%C4%B6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B%C0%A4%AF%C5v%20%20%C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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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The Reflexive Imperative in Late Modernity. 
Donati, Pierpaolo ＆ Margaret S. Archer  
2015  The Relational Subjec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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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flamme, Simon（法國，—  ） 
   1995  Communication et émotion. Essai de microsociologie relationnelle. 
◎ Tilly, Charles.（美國，— ，見四十、歷史社會學） 

2010 《信任與統治》.胡位鈞譯，上海：上海人民. 
     McAdam, Doug，Sidney G.Tarrow ＆ Charles Tilly 

   2006 《鬥爭的動力》.李義中、屈平譯，南京：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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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New York：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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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社會結構》.允春喜譯，長春：吉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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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Interactions, Juxtapositions, and Tastes: Conceptualizing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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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Conceptualizing Relational Sociology：Ont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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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1), 65–85.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text=Margaret+S.+Archer&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Margaret+S.+Archer&sort=relevance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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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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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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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Millan.  
  ◎ Abbott, Andrew（美國，1948 — ，芝加哥學派） 
     2016 《職業系統：論專業技能的勞動分工》.李榮山譯，北京：商務.     
     2018 《數字論文：運用圖書館、互聯網資料研究與寫作指南》.余慧明 
            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過程社會學》.周憶粟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23 《社會科學的未來》.邢麟舟、趙宇飛譯，北京：商務. 
     2023 《學系與學科：芝加哥社會學一百年》.邢宇宙譯，北京：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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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Social Change in a Material World. New York：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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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真實之復興：極度現代的世界中的身體、自然和地方》.張妮妮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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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Relational Reality：New Discoveries of Interrelatedness That Are 
           Transforming the Modern World.Topsham, ME：Green Horizon Books. 

Capra, Fritjof ＆ Charlene Spretnak 
1987 《綠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譯，北京：東方.  

◎ Jackson, Patrick T. ＆ Daniel H. Nexon 
   1999 “Relations Before States：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3):   . 
     2013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aradigmatic Era: From Substantive  

Wagers to Scientific Ontolo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54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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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Seth+Abrutyn&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Seth+Abrutyn&sort=relevancerank
http://www.amazon.com/s/ref=ntt_athr_dp_sr_1?_encoding=UTF8&field-author=Francois%20Depelteau&search-alias=books&sort=relevancerank
http://www.amazon.com/Charlene-Spretnak/e/B001J3LCOK/ref=dp_byline_cont_book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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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50 
◎ Berger, Peter L.＆ Thomas Luckmann（見二十六、現象學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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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社會構建的邀請》.許婧譯，北京：北京大學. 
2020 《社會建構的邀請》（第 3 版）.楊莉萍譯，上海：上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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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關係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宋文里譯，台北：心靈工坊. 
2017 《關係性存在：超越自我與共同體》.楊莉萍譯，上海：上海教育. 
2010 “Beyond the Enlightment：Relational Being”.in Suzanne R. Kirschner 

＆ Jack Martin（eds.），The Sociocultural Turn in Psychology：The 
Contexual Emergence of Mind and Self. New York：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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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gen, Kenneth J. ＆ Mary Gergen 
2019 《社會建構：進入對話》.張學而譯，上海：上海教育. 
McNamee, Sheila ＆ Kenneth J. Gergen 
2017 《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宋文里譯，台北：心靈工坊. 
2019 《關係的責任：永續對話的資源》.吳菲菲譯，台北：心靈工坊. 

  ◎ Corcuff, Philippe（法國，1960 —  ） 
2000 《新社會學》.錢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Onuf, Nicholas Greenwood（美國，1941 — ，constructivism） 
2017 《我們建構的世界：社會理論與國際關係中的規則與統治》.孫吉勝 
       譯，上海：上海人民.  
Kubalkova, Vendulka、Nicholas Greenwood Onuf ＆ Paul Kowert（eds.） 

http://library.lol/main/8C903D0E61002E15E650AE8EAD02A3EC
http://library.lol/main/8C903D0E61002E15E650AE8EAD02A3EC
http://gen.lib.rus.ec/book/index.php?md5=1EAF671564B0E2C23B06E093F8B265B8
http://gen.lib.rus.ec/book/index.php?md5=1EAF671564B0E2C23B06E093F8B26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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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b9%f9%bb%db%c1%e1&zyando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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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psygar
http://www.laisbook.com.tw/ProductBrowse/ProductDetail.aspx?ProductNo=9787300130118&DataKind=A&CategoryID=A03&MainMenuID=C&SubMenuID=C000&RowID=1&TenPage=1&ProductRecomPage=0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AE%8B%E6%96%87%E9%87%8C&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psy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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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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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Splintering Urbanism：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New York：Routledge.  
  ◎ Hauck, Thomas、Regine Keller ＆ Volker Kleinekort  
     2016 《基礎設施城市化》（Infrastructural Urbanism：Addressing the In- 
           between）.朱蓉、徐怡麗、陳宇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   
  ◎ Varnelis, Kazys 
     2016 《洛杉磯基礎設施的生態網絡》.秦紅嶺、劉曉光譯，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   
  ◎ Townsend, Anthony M. 
     2014 《智慧城市：大數據、互聯網時代的城市未來》.賽迪研究院專家組 
            譯，北京：中信. 
  ◎ Goldsmith, Stephen ＆ Susan Crawford 
     2019 《數據驅動的智能城市：打造城市快速響應、數據共享、高效服務的 

  核心競爭力》.車品覺譯，杭州：浙江人民.   

  ◎ Klinenberg, Eric 
     2021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運用「社會性基礎設施」扭轉公民社會的失溫 

與淡漠 》.吳煒聲譯，台北：臉譜. 
 

 
四十六、道教社會學（Taoist Sociology） 
  ◎ 上田信 
     1992 〈道教社會學〉.何培忠編譯，《國外社會科學快報》1992 第 5 期. 
           （註：此文譯自《現代思想》1991 年 11 月號，東京：青土社.）         
 

      
四十七、佛教社會學（Buddhist Sociology） 
  ◎ Ratnapala, Nandasena 
     1993  Buddhist Sociology. Columbia, Missouri：South Asia Books. 
  ◎ Loy, David 
     2003  The Great Awakening：A Buddhist Social Theory. 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 
  ◎ Schumacher, Ernst Friedrich（1911 — 1977） 
     1976 《美麗小世界》.蔡伸章譯，台北：遠景. 
     1988 《美麗的小世界》.    譯，台北：久大. 
     1984 《小的是美好的》.盧鴻鈞、鄭關林譯，北京：商務. 

1997 《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著作》.李華夏譯， 
南京：譯林. 

https://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Volker+Kleinekort&text=Volker+Kleinekort&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ric+Klinenberg&f=author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0%B3%E7%85%92%E8%81%B2/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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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小即是美：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著作》.李華夏譯，台北： 
立緒.   2019，重印. 

◎ Payne, Richard K. 
   2020 《佛教經濟學救地球》（第 2 版）（How Much is Enough? Buddhism, 

Consumerism, and the Human Environment）. 梁永安譯，台北： 
立緒. 

  ◎ Priest, Graham 
     2021  Capitalism--its Nature and its Replacement：Buddhist and Marxist 

Insights. New York：Routledge. 
 
 
 四十八、民俗學（Folklore、Folkloristics） 
  ◎ 柳田國男（1875 —1962） 

A、原著 

   1970 《日本民間故事》.美葉譯，台北：東方文化. 
     1985 《傳說論》.連湘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2010 《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王曉葵、王京、何彬譯，北京：  
            學苑. 
     2013 《日本怪談錄：民俗民家筆下的妖怪秘錄》（第 2 版）.印祖玲譯， 

重慶：重慶大學. 
2012 《遠野物語，日本昔話》.吳菲譯，上海：上海三聯. 
2014 《遠野物語•拾遺》.徐雪蓉譯，台北：聯合文學. 
2017 《遠野物語拾遺》.王華懋譯，成都：四川文藝. 
2014 《妖怪談義》.賈勝行譯，重慶：重慶大學.  
2016 《明治維新生活史》.潘越、吳垠譯，北京：時代文藝. 
2014 《妖怪談義》.賈勝行譯，重慶：重慶大學. 
2017 《妖怪談義》.呂靈芝、張琦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2017 《遠野物語》.張琦、劉晗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2017 《日本的傳說》.李鳳霞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2017 《日本的昔話》.李鳳霞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2018 《日本傳說》.曹珺紅譯，西安：陝西人民. 
2017 《巫女考》.姚奕崴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2017 《女性的靈力》.姚奕崴、張琦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2020 《女性的力量》.彭偉文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17 《日本怪談錄》.印祖玲譯，重慶：重慶大學. 
2018 《鄉土日本》.楊田譯，北京：清華大學. 
2018 《食物與心臟》.王京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18 《獨目小僧及其他》.西村真志葉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How%20Much%20is%20Enough%3F%20Buddhism%2C%20Consumerism%2C%20and%20the%20Human%20Environment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How%20Much%20is%20Enough%3F%20Buddhism%2C%20Consumerism%2C%20and%20the%20Human%20Environment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A2%81%E6%B0%B8%E5%AE%89/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newcentury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5%90%B4%E5%9E%A0&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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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木棉以前》.彭偉文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18 《海上之路》.史歌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18 《孤猿隨筆》.周先民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20 《都市與農村》.王京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20 《關於婚姻》.史歌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21 《關於先祖》.王曉葵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21 《桃太郎的誕生》.西村真志葉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B、柳田國男研究導論 
   川田稔 
   2008 《柳田國男描繪的日本：民俗學與社會構想》.郭連友譯，上海：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福田亞細男 

2010 《日本民俗學方法序說：柳田國男與民俗學》.於芳、王京、彭偉文

譯，北京：學苑. 
福田亞細男、菅豐、塚原伸治等 
2021 《超越 20 世紀民俗學：對話福田亞細男》.趙彥民、陳志勤、彭偉文 
       譯，濟南：山東畫報. 
王曉葵、何彬編著 
2010 《現代日本民俗學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學苑. 
王曉葵 
2011 《民俗學與現代社會》.上海：上海文藝. 
孫敏 
2013 《日本人論：基於柳田國男民俗學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烏日古木勒 
2016 《柳田國男民間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關敬吾編 

     1986 《民俗學》.王汝瀾、龔益善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 
  ◎ 宮家准 

     2008 《日本的民俗宗教》.趙仲明譯，南京：南京大學.   
  ◎ 沖浦和光 

     2008 《極樂惡所：日本社會的風月演化》.桑田草譯，台北：麥田. 
2015 《惡所民俗志：日本社會的風月演化》.張博譯，上海：上海三聯. 
2015 《日本民眾文化的原鄉：被歧視部落的民俗和藝能》.王禹、孫敏、

鄭燕燕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山折哲雄 
     2015 《民俗學中的死亡文化：日本人的生死觀與喪葬禮儀》.熊淑娥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島村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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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isbook.com.tw/Book_Show.asp?Author=%E7%8E%8B%E6%9B%89%E8%91%B5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6%B2%96%E6%B5%A6%E5%92%8C%E5%85%89
http://www.laisbook.com.tw/ProductBrowse/ProductDetail.aspx?ProductNo=9787542652126&DataKind=A&CategoryID=A03&MainMenuID=C&SubMenuID=C000&RowID=12&TenPage=1&ProductRecomPage=0
http://www.laisbook.com.tw/ProductBrowse/ProductDetail.aspx?ProductNo=9787509777077&DataKind=A&CategoryID=A07&MainMenuID=C&SubMenuID=C000&RowID=17&TenPage=1&ProductRecom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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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大家的民俗學》.陸薇薇、魏金美譯，杭州：浙江大學. 
◎ Propp, Vladimir Iakovlevich（俄國，1895－1970，結構主義傳統） 

1998 《滑稽與笑的問題》.杜書瀛譯，沈陽：遼寧教育.  2011 重印. 
2007 《故事形態學》.賈放譯，北京：中華書局. 
2007 《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賈放譯，北京：中華書局. 

  ◎ Bausinger, Hermann（德國，1926 —，現象學傳統） 
     2014 《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盧曉輝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14 《日常生活的啟蒙者》.吳秀杰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Cocchiara, Giuseppe（義大利，1904—1965） 
     2021 《歐洲民俗學史》.魏慶征譯，北京：商務. 
  ◎ Dundes, Alan（美國）（ed.）   
      1990 《世界民俗學》.陳建憲、彭海斌譯，上海：上海文藝. 
  ◎ Burne, Charlortts Sophia（美國） 
     1995 《民俗學手冊》.程德祺等譯，上海：上海文藝. 

◎ Brunvand, Jan Harold（美國，1933 —） 
   1993 《美國民俗學》.李揚譯，汕頭：汕頭大學. 

     2006 《消失的搭車客：美國都市傳說及其意義》.李揚、王珏純譯，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18，北京：北京三聯. 
     2020 《都市傳說百科全書》（增補版）.李揚、張建軍譯，北京：北京三聯. 
     2011 《新編美國民俗學概論》.李揚譯，上海：上海文藝. 
     2020 《白頭鷹的隱形羽毛：新編美國民俗學概論》.李揚譯，北京： 
            北京三聯. 

◎ Haring, Lee（美國）（ed.） 
     2018 《民俗學的宏大理論》.程鵬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國分直一 

     1980 《台灣民俗學》.林懷卿譯，台南：莊家出版社. 
  ◎ 林承緯 
     2018 《台灣民俗學的建構：行為傳承、信仰傳承、文化資產》. 

台北：玉山社. 
  ◎ 張政遠 
     2022 《物語與日本哲學：哲學的民俗學轉向》.台北：五南. 
 
 四十九、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 

◎ Du Bois,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迦納，美裔黑人，1868 — 1963） 
     1953 《為和平而戰鬥》.辛華譯，北京：世界知識.      
     1959 《約翰. 布朗》.貝金譯，北京：三聯. 
     2018 《黑人的靈魂》.何文敬譯，台北：聯經. 
  ◎ Myrdal, Gunnar（瑞典，1898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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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s, C.Wright（1916 —1962） 

     1999 《社會學的想像》.張君玫、劉鈐佑譯，台北：巨流. 
     2001 《社會學的想像力》.陳強、張永強譯，北京：三聯. 
     2017 《社會學的想像力》.李康、李鈞鵬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20 《社會學的想像：從「個人的煩惱」連結到「社會的公共議題」，歡

迎來到社會學的世界！》.洪世民譯，台北：商業週刊. 
◎ Riseman, David（1909 — 2002） 

     1974 《寂寞的群眾》.蔡源煌譯，台北：桂冠. 
     1989 《孤獨的人群：美國人性格變動之研究》.劉翔平譯，沈陽： 
             遼寧人民. 
     2002 《孤獨的人群》.王崑、朱虹譯，南京：南京大學. 
  ◎ Bellah, Robert et al（見        ） 
 
  ◎ Burawoy, Michael（見十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國） 
     2007 《公共社會學》.沈原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Hossfeld, Leslie、E. Brooke Kelly ＆ Cassius Hossfeld（eds.） 
     2021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ublic Sociology.  
           New York：Routledge. 
 
 
五十、社會學、福利國家與政策（Sociology and Policy） 
  A、福利國家 
  ◎ Offe, Claus（德國，1940 — ，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 
     2006 《福利國家的矛盾》.郭忠華、陳志杰、譚兵譯，長春：吉林人民. 
  ◎ Espin-Anderson, Gøsta（丹麥， — ） 
     1999 《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古允文譯，台北：巨流. 
     2003 《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鄭秉文譯，北京：法律. 
     2010 《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苗正民、滕玉英譯，北京：商務. 
     2017 〈福利國家的三種政治經濟學〉.郭台輝譯，收於郭忠華 ＆ 郭台輝 
            編，《當代國家理論：基礎與前沿》.廣州︰廣東人民.  
     Espin-Anderson, Gøsta（ed.） 
     2003 《轉變中的福利國家》.周曉亮譯，重慶：重慶出版社. 

2010 《轉型中的福利國家：全球經濟中的國家調整》.楊剛譯，北京： 
商務. 

  ◎ Kaufmann, Franz-Xaver（德國， — ） 
     2004 《社會福利國家面臨的挑戰》.王學東譯，北京：商務.  

◎ Seeleib-Kaiser, Martin（英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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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福利國家的變遷：比較視角》.文姚麗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B、政策社會學 
◎ Ball, Stephen J. 
   2003 《政治與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會學探索》.王玉秋、孫益譯，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 
 

  C、社會政策 
  ◎ Titmuss, Richard M.（1907 — 1973） 

1991 《社會政策十講》.江紹康譯，台北：台灣商務. 
2011 《蒂特馬斯社會政策十講》.江紹康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 
1957  Essays on ‘the Welfare State’ . 

  ◎ Noddings, Nel〈教育學） 
     2006 《始於家庭：關懷與社會政策》.侯晶晶譯，北京：教育科學. 
     2013 《女性與惡》.陸文彬譯，北京：教育科學.  
  ◎ Mishra, Ramesh（加拿大） 
     2007 《社會政策與福利政策：全球化的視角》.鄭秉文譯，北京：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 Powell, Martin 

2011 《理解福利混合經濟》.鍾曉慧譯，北京：北京大學. 
     Powell, Martin（ed.） 

2010 《新工黨，新福利國家？︰英國社會改革中的第三條路》.林德山等 
譯，重慶：重慶出版社. 

  ◎ Ginsberg, Norman 
     2010 《福利分化：比較社會政策批判導論》.姚俊、張麗譯，杭州： 

浙江大學. 
◎ Annetts, Jason、Alex Law、Wallace McNeish ＆ Gerry Mooney 
   2011 《解析社會福利運動》.王星譯，上海：格致. 
◎ Deacon, Alan 

   2011 《福利視角：思潮、意識形態及政策爭論》.周薇等譯，上海： 
上海人民. 

◎ Deacon, Bob、Michelle Hulse ＆ Paul Stubbs（eds.） 
   2013 《全球社會政策：國際組織與未來福利》.苗正民譯，北京：商務.   

◎ Palmer, Tom G.（ed.） 
   2017 《福利國家之後》.熊越、董子雲譯，海口：海南. 
◎ Alcock, Pete、Margaret May ＆ Karen Rowlingson（eds.） 
   2017 《解析社會政策（上）：重要概念與主要理論》. 
   2017 《解析社會政策（下）：福利提供與福利治理》.彭華民、黃葉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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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 《都市論》.林肇民譯，     ：新生命書局. 

《現代文化概論》.王璧如譯，    ：北新書局. 
  ◎ 遠藤隆吉（1874 —1946） 
     1911 《社會學》.歐陽鈞編譯，上海：商務. 
     1920 《近世社會學》（附社會史論）.覃壽公譯，上海：泰東書局.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6%96%B0%E6%B8%A1%E6%88%B7%E7%A8%BB%E9%80%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6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33%E5%B9%B4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87%8E%E4%B8%AD%E6%A0%B9%E5%A4%AA%E9%83%8E%2F%E8%A7%A3%E8%AA%AA&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htph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E%8B%E6%80%9D%E7%A9%8E/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D%99%E9%8E%A7%E7%80%9A/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irstpress
http://www.laisbook.com.tw/ProductBrowse/ProductDetail.aspx?ProductNo=9787543045255&DataKind=A&CategoryID=A03&MainMenuID=C&SubMenuID=C000&RowID=103&TenPage=1&ProductRecomPage=9


 814 

  ◎ 關榮吉（— ） 
     1930 《文化社會學》.張資平譯，上海：樂群書店. 
     1941 《文化社會學》.吳鳳聲譯，上海：中日文化協會.   
  ◎ 高田保馬（1883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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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黃耀進 

譯，台北：聯經. 
     2017 《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黃耀進

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15 《如何改變社會：反抗運動的實踐與創造》.陳威志譯，台北：時報.   

   2016 《改變社會》.王俊之譯，上海：上海譯文. 
     2020 《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系譜》.文婧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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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平成史》.歐文東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 

2015 《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邱靜譯，北京： 
       北京大學.  

  ◎ 大塚英志 
     2015 《“御宅族”的精神史：1980 年代論》.周以量譯，北京：北京大學.  
     2023 《戰時日本的媒體組合：《翼贊一家》與社會動員》.彭雨新譯，北京： 

北京三聯. 
  ◎ 富田和曉 ＆ 藤井正編 
     2015 《圖說 大都市圈》.王雷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       
  ◎ 榎本博明 

     2016 《暴走社會：鄉民正義、網路霸凌與媒體亂象，我們如何面對反應過

度的社會》.王榆琮譯，台北：時報出版. 
  ◎ 竹村民郎 
     2016 《阪神地區與大眾休閒：近代日本現代性再考》.羅成唇、張碧惠、 
            何源湖譯，台北：玉山社. 
  ◎ 上田寬 

      2016 《犯罪學》.李世陽、戴波譯，北京：商務. 
  ◎ 佐伯順子 

     2016 《愛欲日本》.韓秋韵譯，北京：新星. 
  ◎ 岡田武彥 
     2000 《簡素的精神：日本文化的根本》.錢明譯，杭州：西冷印社. 
     2016 《簡素：日本文化的根本》.錢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田中成明 
     2016 《現代社會與審判：民事訴訟的地位與作用》.郝振江譯，北京： 
            北京大學.  
  ◎ 小森陽一 
     2011 《日本近代國語批判》.陳多友譯，長春：吉林人民. 
     2015 《作為事件的閱讀》.王奕紅、賀曉星譯，南京：南京大學. 
     小森陽一 ＆ 高橋哲哉 
     2017 《超越民族與歷史》.陳高峰譯，南京：南京大學. 
  ◎ 高橋哲哉 
     2001 《德里達：解構》.王欣譯，石家莊：河北教育. 
     2007 《靖國問題：理解戰後日本社會的一個參照系》.黃東蘭、孫江譯， 
            北京：三聯. 
     2008 《戰後責任論》.徐曼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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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國家與犧牲》.徐曼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11 《反•哲學入門》.何慈毅、郭敏譯，南京：南京大學. 
     2014 《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李依真譯，台北：聯經. 
     小森陽一 ＆ 高橋哲哉 
     2017 《超越民族與歷史》.陳高峰譯，南京：南京大學.  

◎ 佐藤雅彥 
   2016 《可愛的哲學》.鄧超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 
◎ 森田洋司 
   2017 《霸凌是什麼：從教室到社會，直視你我的暗黑之心》.李欣怡 

譯，台北：經濟新潮社. 
◎ 大矢根淳、浦野正樹、田中淳、吉井博明 
   2017 《災害與社會 1：災害社會學導論》.蔡驎、翟四可譯，北京：商務. 
◎ 岩本茂樹 
   2017 《寫給每個人的社會學讀本：把你的人生煩惱，都交給社會學來解決

吧》.李尚霖譯，台北：時報. 
   2019 《鍛鍊思考力的社會學讀本：為什麼努力沒有用？戴上社會學的眼

鏡，幫你解決人生的疑難雜症》.簡捷譯，台北：時報. 
   2019 《我的第一本社會學入門》.趙海濤譯，廣州：廣東人民.  
◎ 駒込武 

     2017 《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台北：  
            臺大出版中心. 
     2019 《「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 
            》.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譯，台北： 臺大出版中心. 

◎ 水島治郎 
   2018 《民粹時代：是邪惡的存在，還是改革的希望？》.林詠純譯，台北：

先覺. 
  ◎ 內村鑑三 
     2018 《代表的日本人：深植日本人心的精神思想》.陳心慧譯，台北： 

遠足文化. 
  ◎ 岡倉天心 

     2018 《茶之書：日本文化的神髓所在》. 鄭夙恩譯，台北：遠足文化. 
  ◎ 出井康博（Yasuhiro Idei） 
     2018 《絕望工廠 日本：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的「現代奴工」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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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神話與日本人的心靈》.王華譯，北京：新知三聯. 

  ◎ 安藤丈將（Ando Takemasa） 

     2018 《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〇年代的思想之路》.林彥瑜譯， 
            台北：左岸. 
  ◎ 橘木俊詔 

     2019 《格差社會》.丁曼譯，北京：新星. 

◎ 藤田正勝 

   2019 《日本文化關鍵詞》.李濯凡譯，北京：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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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過勞時代》.米彥軍譯，北京：新星. 

2020 《過勞時代》.米彥軍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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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藤玲 
     2022 《廉價日本：消費變便宜，為何不好？什麼都漲的時代？為什麼只 
            有薪水不漲？》.呂丹芸譯，台北：好優文化. 
  ◎ 丸山俊一、NHK“欲望資本主義”製作組 

     2022 《欲望資本主義 1：當規則將要改變時》.袁志海、范婧譯，杭州： 
            浙江人民. 
     2022 《欲望資本主義 2：黑暗力量覺醒之時》.袁志海、梁濟邦譯，杭州： 
            浙江人民. 
     2022 《欲望資本主義 3：超越虛偽的個人主義》.袁志海、張蠡譯，杭州： 
            浙江人民. 
     2022 《欲望資本主義 4：論欲望中的貨幣》.田中景譯，杭州：浙江人民.  
  ◎ 牧內昇平 
     2023 《過勞死：這份工作比命還重要？》.梅新枝譯，上海：上海譯文.  
 

十二、南韓社會學 
  ◎ 孫洛龜 

     2012 《房地產階級社會》.蘆桓譯，南京：譯林.   
◎ 新社會研究院 
   2016 《憤怒的數字：韓國隱藏的不平等報告書》.宋佩芬譯，台北：高寶. 
◎ 李亨錫 
   2017 《B 級時代》.林侑毅譯，台北：光現出版. 
◎ Klassen, Thomas R.（加拿大）、梁允禎 
   2024 《老齡化的老虎：韓國的退休困境》.劉雪蓮譯，南京：江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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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志明（馬來西亞）、公維軍 
   2017 《東南亞的華人飲食與全球化》.孫鳳娟譯，廈門：廈門大學. 

  ◎ Plüss, Caroline（新加坡）、Chan Kwok-bun（陳國賁）（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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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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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State Against Democracy：In Search of Humane Governance. 
 ◎ Nandy, Ashis 
    1983  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1987  Traditions, Tyranny, and Utopia：Essays in the Politics of Awarenes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8%AD%E8%97%A4%E7%8E%B2/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1%82%E4%B8%B9%E8%8A%B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goodpublish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6%B0%E7%A4%BE%E6%9C%83%E7%A0%94%E7%A9%B6%E9%99%A2&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AE%8B%E4%BD%A9%E8%8A%AC&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highbaby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D%8E%E4%BA%A8%E9%8C%AB&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E%97%E4%BE%91%E6%AF%85&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hizashi


 826 

二、Subaltern Studies（庶民研究） 
 ◎ Guha, Ranajit（1923 —  ，長住澳洲） 
 ◎ Chatterjee, Partha（1947 — ） 
三、其他 
 ◎ Krishna, Daya 
    1979  Political Development：A Critical Perspective. 
 ◎ Rajan, Sundara 
    1986  Innovative Competence and Social Change. 
    1987  Toward a Critique of Cultural Reason. 
 ◎ Mehta, Jarava Lal（1912 —  ） 
    1985  India and the West：The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 Mukherji, Partha Nath（1940 — ） 

     2001 〈普遍化，本土化，全球化：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羅力群譯，收 
            於馬戎、周星主編，《二十一世紀：文化自覺與跨文化對話（一）》. 

          北京：北京大學. 
 ◎ Sarkar, Saral（1936 —，1982移居德國）  
    2008 《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資本主義》.張淑蘭譯，濟南：山東大學.  

 
 
待處理的著作： 
蘇國勛 ＆ 劉小楓主編 
2005 《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理論文選》（四卷）.上海：上海三聯.  
        《社會理論的開端和終結》（卷一） 

《社會理論的諸理論》（卷二） 
《社會理論的知識學建構》（卷三） 
《社會理論的政治分化》（卷四） 

吳曉明等編 
1999 《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四卷）.上海：復旦大學. 
Bové, Paul A. 
2001 〈人文主義的終結：米歇爾‧福柯與規訓的權力〉.陳永國譯，收於汪民安、 

陳永國、馬海良編，《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藝術. 
Wolin, Richard 
2000 《存在的政治：海德格爾的政治思想》.周憲、王志宏譯，北京：商務. 
2005 《海德格爾的弟子：阿倫特、勒維特、約那斯和馬爾庫塞》.張國清、 
       王大林譯，南京：江蘇教育. 
2006 《非理性的誘惑：向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知識份子》.閻紀宇譯， 
       台北：立緒. 
2017 《非理性的誘惑：從尼采到後現代知識份子》.閻紀宇譯，上海： 

http://www.shanghaibooks.com.tw/basic/class3_cart_default.asp?Bookcast=5&kndno=%E6%94%BF%E6%B2%BB%E5%AD%B8&classname2=&product_author=%5b%E5%8D%B0%5d%E8%96%A9%E6%8B%89%C2%B7%E8%96%A9%E5%8D%A1
http://www.shanghaibooks.com.tw/basic/class3_cart_default.asp?Bookcast=4&kndno=%E6%94%BF%E6%B2%BB%E5%AD%B8&classname2=&companyname=%E5%B1%B1%E6%9D%B1%E5%A4%A7%E5%AD%B8%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827 

       上海社會科學院. 
2007 《文化批評的觀念》.張國清譯，北京：商務. 
2008 《瓦爾特•本雅明：救贖美學》.吳勇立、張亮譯，南京：江蘇人民. 
2017 《東風：法國知識份子與 20 世紀 60 年代的遺產》.董樹寶譯，北京： 
       中央編譯. 
2001 〈福柯的審美決定論〉.麥永雄譯，收於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編，《福 

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藝術. 
2003 〈《拱廊計畫》中的經驗與唯物主義〉.郭軍譯，收於郭軍、曹雷雨編，《論 

瓦爾特．本雅明：現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長春：吉林人民. 
2005 〈文化戰爭：現代與后現代的論爭〉.周憲譯，收於周憲編，《文化現代性 

精粹讀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Walzer, Michael 
2000 《論寬容》.袁建華譯，上海：上海人民. 
2002 《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褚松燕譯，南京：譯林. 
2008 《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任輝獻譯，南京： 

江蘇人民. 
2010 《闡釋和社會批判》.任輝獻、段鳴玉譯，南京：江蘇人民. 
2011 《論戰爭》.任輝獻譯，南京：江蘇人民. 
2012 《猶太政治傳統：卷一》. 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2012 《猶太政治傳統：卷二》. 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2016 《清教徒的革命：關於激進政治起源的一項研究》.王東興、張蓉譯， 
       北京：商務. 
2017 《東風：法國知識份子與 20 世紀 60 年代的遺產》.董樹寶譯，北京： 
       中央編譯. 
2017 《解放的悖論：世俗革命與宗教反革命》.趙宇哲譯，北京：商務. 
2001 〈米歇爾‧福柯的政治觀點〉.遲慶立譯，收於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編， 

《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藝術. 
Rajchman, John 
2001 〈福柯之後的倫理學〉.于立亭譯，收於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編，《福

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藝術. 
Brown, Richard Harvey 
1998 〈修辭性﹑文本性與社會學理論的后現代轉向〉.吳世雄、陳維振、王峰、    

陳明達譯，收於 Steven Seidman 編，《後現代轉向：社會理論的視角》.
沈陽：遼寧教育. 

http://www.laisbook.com.tw/ProductBrowse/ProductDetail.aspx?ProductNo=9787214074171&DataKind=A&CategoryID=A04&MainMenuID=C&SubMenuID=C000&RowID=68&TenPage=1&ProductRecomPage=0

	2006 《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研究》.周曉亮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
	114. 劉少杰主編
	136. 劉少杰主編
	2009 《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及其影響》.北京：人民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
	142. Sachsenmaier, Dominic ＆ Jens Riedel等編著
	2009 《多元現代性的反思：歐洲、中國及其他的闡釋》.郭少棠、王為理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143. Wagner, Peter
	2013 《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台北：遠流.
	2000 《社會哲學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
	2003 《最新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Sociological Practice : Linking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簡守邦譯，台北：韋伯文化.
	2021 《如何做好研究論文？成為知識生產者，從提問到輸出的18個步
	驟》.涂紋凰譯，台北：三采.
	1991 《從新馬到韋伯》.台北：聯經.
	2007 《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台北：唐山.
	2002  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The Recent Mediterranean Experiences.
	Farge, Arlette ＆ Jacques Revel
	2017 《謠言如何威脅政府：法國大革命前的兒童失踪事件》.楊磊譯，
	杭州：浙江大學.
	◎ Farge, Arlette
	2018 《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輿論與謠言》.陳旻樂譯，北京：文匯.
	Farge, Arlette ＆ Jacques Revel
	2017 《謠言如何威脅政府：法國大革命前的兒童失踪事件》.楊磊譯，
	杭州：浙江大學.
	◎ Burguière, André（1938 —  ）
	2009  The Annales School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Burguière, André et al（eds.）
	1998 《家庭史：第一卷──遥遠的世界、古老的世界》.袁樹仁、姚靜、肖桂譯，北京：三聯.
	1998 《家庭史：第二卷──现代化的衝擊》.袁樹仁、姚靜、肖桂譯，
	北京：三聯.
	Corbin, Alain（ed.）
	2002 〈文本、印刷術、解讀〉.收於 Lynn Hunt（ed.），《新文化史》.江政寬譯，台北：麥田.
	2003 〈過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訪談錄〉.沈堅譯，收於李宏圖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聯.
	1989 《新史學》.姚蒙編譯，上海：上海譯文.
	Chartier, Roger ＆ Daniel Roche
	1988 〈書籍史〉.收於Jacques Le Goff ＆ Pierre Nora（eds.），《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法國新史學發展趨勢》.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Chartier, Roger ＆ Thierry Marchaisse（eds.）
	2011 《中歐思想的碰撞：從弗朗索瓦•于連的研究說開去》.藺素偉、
	董斌孜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9 《馬克思主義入門》（最新增訂版）.向青譯，台北：連結雜誌社.
	2013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社會現實》.顏岩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2018 《卡爾‧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形成：從1843年到《資本論》》.
	呂佳翼譯，北京：光明日報.
	◎ Sparks, Colin
	2002 《文化霸權概論》.石家莊：河北人民.
	8. 2018 《政治與歷史：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思（1955－1972年高等師範學校講義）》.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
	9. 2019 《論再生產》.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
	10. 2020 《孟德斯鳩：政治與歷史》.霍矩、陳越譯，西安：西北大學.
	11. 2021 《無盡的焦慮之夢：夢的紀錄（1941—1967）附《一樁兇手為兩人的兇殺案》（1985）》.曹天羽譯，南京：南京大學.
	12. 2022 《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吳子楓譯，北京：北京出版社.
	13. 2023 《怎麼辦？》.陳越、王寧泊、張靖松譯，西安：西北大學.
	2015 《斯賓諾莎與政治》.趙文譯，西安：西北大學.
	2005 《文學與資本主義︰戈德曼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
	2002 《全球化：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萬毓澤譯，台北：唐山.
	Linden, Marcel van der
	2013 《馬克思主義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論研究》.張秀琴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008 《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關係》.姜海波、王貴賢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9 《政治性寫作：後現代視野中的馬克思形象》.張秀琴譯，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
	◎ Wheen, Francis（1957—）
	2001 《資本主義的先知馬克思》.洪儀真、何明修譯，台北：時報文化.
	2009 《馬克思《資本論》傳》.陳越譯，北京：中央編譯.
	2017 《遊蕩世界的幽靈：馬克思，《資本論》的誕生》（Marx’s Das Kapital: A Biography）.陳均逢譯，台北：聯經.
	2008 《馬克思主義與人性》.馮顏利譯，北京：東方.
	2020 《馬克思與異化：關於黑格爾主題的論述》.程瑤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2019 《馬克思主義與 21世紀史學編纂》.段愿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7 《文化研究的用途》.李慶本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1 《女性主義與青年文化》.張岩冰、彭薇譯，開封：河南大學.
	2017 《創意生活：新文化產業》.何道寬譯，北京：商務.
	韋伯文化.
	Grossberg, Lawrence、Ellen A. (Ann) Wartella、 D. Charles Whitney ＆ John Macgregor Wise
	◎ Storey, John（1950 —，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碩士）
	2003 《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第3版）.李根芳、周素鳳譯，台北：巨流.
	2002 《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張君玫譯，台北：巨流.
	B、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導論：
	張華編
	2008 《伯明翰文化學派領軍人物述評》.濟南：山東大學.

	2022 《班雅明：多重面向——詹明信重讀班雅明》.莊仲黎譯，台北：
	商周.
	2022 《雷蒙德‧錢德勒：對總體性的探索》.王逢振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2002 《拉克勞與穆芙》.台北：揚智.
	曾枝盛
	2002 《後馬克思主義》.台北：揚智.
	2015 《後馬克思主義（解構還是僭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周凡 ＆ 李惠斌主編
	2007 《後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
	2009 《新社會運動與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後馬克思主義研究》.
	濟南：山東大學.
	2011 《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 ＆ 推翻手冊》.隱形委員會‧台灣分部譯，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2016 《致我們的朋友：資本主義反抗宣言》.鄧逸晴譯，台北：
	行人文化實驗室.
	◎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1941 — ，文學論）
	2020 《新聯合主義運動原則》（第三版）（附：資本之「力」與跨越資本
	之「力」／兩種遊動性）.鄧寧立、吉琛佳、陳時雨譯，台北：
	打交道出版社.
	2010 《阿多諾美學論：雙重的作品政治》.台北：五南.
	2009 《赫爾墨斯的口誤︰從話語政治到詩學交往》.曹衛東譯，南京：
	譯林.
	29、Habermas, J(rgen et al
	2013 《對於缺失的意識：一場與哈貝馬斯的討論》.Michael Reder ＆ Josef Schmidt 編，郁喆隽譯，北京：商務.
	30、Borradori, Giovanna
	2014 《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爾根．哈伯馬斯 ＆ 雅克．德希達對話》.
	葉佳怡譯，台北：南方家園.
	31、Habermas, J(rgen et al
	2014 《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陰雲？德國歷史學家之爭》.逢之、崔博譯，北京：三聯.
	2015 《正常與病態》.李春譯，西安：西北大學.
	2016 《意義的形式：建模系統理論與符號學分析》.余紅兵譯，成都：
	四川大學.
	2013 《傅柯：危險哲學家》.羅惠珍譯，台北：麥田.
	Zarka, Yves Charles
	2014 《權力的形式：從馬基雅維利到福柯的政治哲學研究》.趙靚、楊嘉彥等譯，福州：福建教育.
	2015 《重建世界主義》.趙靚譯，福州：福建教育.
	2020 《霍布斯的形而上學決斷：政治學的條件》.董皓、謝清露、王茜茜譯，北京：北京三聯.
	王樹生
	2014 《權力的迷宮：埃利亞斯、布迪厄與福柯的比較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
	馬漢廣
	2014 《論福柯的啟蒙批判》.哈爾濱：黑龍江大學.
	魯明軍
	2014 《視覺認知與藝術史：福柯、達彌施、克拉里》.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
	張成華、朱亞錚、張詩婷 ＆ 馬晶
	2014 《技術統治與審美自由：福柯與波德里亞思想研究》.天津：
	天津大學.
	Revel. Judith
	2015 《福柯思想辭典》.潘培慶譯，重慶：重慶大學.
	Post, Mark
	2015 《福柯、馬克思主義與歷史：生產方式與資訊方式》.張金鵬譯，
	南京：南京大學.
	Lagasnerie, Geoffroy de
	2016 《福柯的最後一課：關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潘培慶譯，
	重慶：重慶大學.
	張錦
	Macherey, Pierre（1938 — ，見十二、西方馬克斯主義―法國結構主義）
	2017 《福柯的生命政治學圖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17 《福柯的生存美學思想研究：從“關懷自身”到女性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Mills, Sara
	2017 《導讀福柯》.潘偉偉譯，重慶：重慶大學.
	趙燦
	Fort, Jeff ＆ Francois Cusset
	Roudinesco, Elisabeth（法國，1944 — ）
	2018 《風暴中的哲學家》（Philosophy in Turbulent Times: Canguilhem,
	Sartre, Foucault, Althusser, Deleuze, Derrida）.湯明潔譯，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
	◎ Veyne, Paul（法國，1930 —  ，法蘭西學院院士）
	2018 《福柯：其思其人》.趙文譯，鄭州：河南大學.
	2023 《福柯：其思其人》.趙文譯，成都：四川人民.
	2013 《古羅馬的性與權力》.謝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2014 《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論構建的想像》.張竝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2018 《人如何書寫歷史》.韓一宇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2009 《德勒茲．巴洛克．全球化》.台北：唐山.
	程黨根
	2010 《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台北：巨流.
	韓桂玲
	2011 《吉爾‧德勒茲身體創造學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
	周冬瑩
	2012 《影像與時間：德勒茲的影像理論與柏格森、尼采的時間哲學》.
	北京：中國電影.
	黃小惠
	2013 《欲望‧遊牧‧政治：吉爾‧德勒茲的政治哲學思想研究》.北京：
	知識產權.
	徐輝
	2014 《有生命的影像：吉爾‧德勒茲電影影像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
	Colebrook, Claire
	2020 《混沌互滲》.董樹寶譯，北京：中央編譯.
	？  《逃逸線》.   譯，重慶：重慶大學.（未出版）
	張成華
	2014 《技術統治與審美自由：福柯與波德里亞思想研究》.天津：
	天津大學.
	王曉升
	2016 《走出後現代社會困境：《象徵交換與死亡》導讀》.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
	Lane, Richard J.
	2016 《導讀鮑德里亞》（第2版）.柏愔、董曉蕾譯，重慶：重慶大學.
	宋德孝
	2016 《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鮑德里亞早期思想研究》.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
	于騏鳴
	2017 《波德里亞網絡符號思想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
	魯傑
	2021 《鮑德里亞的身體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Toffoletti, Kim（義大利）
	？  《解讀藝術：鮑德里亞》.  譯，重慶：重慶大學.（未出版）
	2010 《音樂的文化、政治與表演》.台北：華滋. （Bourdieu 應用）
	2015 《音樂的文化、政治與表演》（第2版）.台北：華滋.
	王樹生
	2014 《權力的迷宮：埃利亞斯、布迪厄與福柯的比較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
	高強
	2014 《布迪厄體育社會學思想研究》.北京：知識產權.
	陳秀
	2016 《翻譯研究的社會學途徑：以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為指導》.杭州：
	浙江大學.
	Benson, Rodney
	2017 《布爾迪厄與新聞場域》.張斌譯，杭州：浙江大學.
	Webster, Helena
	◎ Passeron, Jean-Claude（法國，1930 — ）＆ Pierre Bourdieu
	Borradori, Giovanna
	2014 《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爾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
	葉佳怡譯，台北：南方家園.
	◎ Mitry, Jean（1907 — 1988）
	2012 《電影美學與心理學》.崔君衍譯，南京：江蘇文藝.
	2012 《電影符號學質疑：語言與電影》.方爾平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
	2002 《雲的理論：為了建立一種新的繪畫史》.董強譯，台北：揚智.
	2014，南京：江蘇美術.
	2007 《落差：經受攝影的考驗》.董強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Cobley, Paul（ed.）
	2013 《勞特利奇符號學指南》.周勁松、趙毅衡譯，南京：南京大學.
	2017 《敘述》.方小莉譯，成都：四川大學.
	◎ Hall, Sean
	2010 《這是什麼意思：符號學的75個基本概念》.郭珊珊譯，北京：
	中央編譯.
	2015 《這就是符號學﹗探索日常用品、圖像、文本，76個人人都能讀懂的符號學概念》.呂奕欣譯，台北：積木文化.
	2019 《符號崛起：讀圖時代的意義遊戲》.皮永生、段于蘭譯，重慶：
	重慶大學.
	◎ Hénault, Anne
	2005 《符號學簡史》.懷宇譯，天津：百花文藝.
	Hénault, Anne ＆ Anne Beyaert（eds.）
	2011 《符號學對哲學的衝擊》.周勁松譯，成都：四川教育.
	2012 《符號學基礎》（第 6版）.張祖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Hodge, Robert ＆ Gunther Kress
	2012 《社會符號學》.周勁松、張碧譯，成都：四川教育.
	◎ Wiley, Norbert（美國，— ）
	2011 《符號自我》.文一茗譯，成都：四川教育.
	◎ Coquet, Jean-Claude
	1997 《話語符號學》.王東亮譯，北京：北京大學.
	◎ Vernant, Denis
	2014 《符號學：從話語到動作》.曲辰譯，成都：四川大學.
	Vernant, Denis（ed.）
	2014 《符用學研究》.曲辰譯，成都：四川大學.
	◎ Molinie, Georges
	2014 《符號文體學》.劉吉平譯，成都：四川大學.
	◎ Ryan, Marie-Laure
	2014 《故事的變身》.張新軍譯，南京：譯林.
	◎ Jhally, Sut
	1992 《廣告的符碼》.馮建三譯，台北：遠流.
	2004 《廣告符碼：消費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學和拜物現象》.馬姍姍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Williamson, Judith
	2021 《解碼廣告：廣告的意識形態與含義》.馬非白譯，南京：南京大學.
	◎ Johnson, Fern L.
	2021 《廣告的形象構建：商業中的語言與視覺符碼》.龐惠蓮譯，重慶：
	重慶大學.
	◎ Stemp, Richard（英國）
	2015 《教堂建築的秘密語言》.蕭萍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5 《文藝復興的秘密語言：解碼義大利藝術的隱秘符號體系》.吳冰青
	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 Crow, David
	2018 《視覺符號：視覺藝術中的符號學導論》（第3版）.宮方琳譯，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
	◎ Bal, Mieke（荷蘭）
	2015 《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第3版）.譚君強譯，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
	2017 《繪畫中的符號敘述：藝術研究與視覺分析》.段煉編著，成都：
	四川大學.
	◎ Schechter, Madeleine（以色列）
	2015 《符號學與藝術理論：在自足論和語境論之間》.余紅兵譯，成都：四川大學.
	◎ Stam, Robert
	2012 《電影理論解讀》.陳儒修、郭幼龍譯，台北：遠流.
	Stam, Robert、Robert Burgoyne、Sandy Flitterman-Lewis
	1997 《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張梨美譯，台北：遠流.
	◎ Buckland, Warren（英國）
	2012 《電影認知符號學》.雍青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宇波彰（日本，1933 —   ）
	2014 《影像化的現代：語言與影像的符號學》.李璐茜譯，成都：
	四川大學.
	◎ Ehrat, Johannes（義大利，1952 —）
	2015 《電影符號學：皮爾斯與電影美學》.文一茗譯，成都：四川大學.
	2016 《醜聞的力量：大眾傳媒中的符號學》.宋文譯，成都：四川大學.
	2011 《酷：青少年符號學》.孟登迎、王行坤譯，成都：四川教育.
	2012 《香煙, 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東西：符號學導論》.肖惠榮譯，成都：四川教育.
	2016 《Kiss！吻的文化史：從中古世紀傳説神話到網路時代影音文化，浪漫吻的前世今生》.陳湘陽譯，台北：麥田.
	Sebeok, Thomas A. ＆ Marcel Danesi
	2016 《意義的形式：建模系統理論與符號學分析》.余紅兵譯，成都：
	四川大學.
	◎ Tarasti, Eero（芬蘭，—  ）
	2012 《存在符號學》.魏全鳳、顏小芳譯，成都：四川教育.
	2015 《音樂符號》.陸正蘭譯，南京：譯林.
	2017 《音樂符號學理論》.黃漢華譯，上海：上海音樂學院.
	◎ Pekkila, Erkki（芬蘭，—  ）、David Neumeyer、Richard Littlefield（eds.）
	2012 《音樂‧媒介‧符號：音樂符號學文集》.陸正蘭譯，成都：
	四川教育.
	◎ Bignell, Jonathan
	2012 《傳媒符號學》.白兵、黃立譯，成都：四川教育.
	◎ Kull, Kalevi（愛沙尼亞）＆ Riin Magnus（愛沙尼亞）（eds.）
	2014 《生命符號學：塔爾圖的進路》.彭佳、湯黎譯，成都：四川大學.
	◎ Petrilli, Susan（義大利）
	2014 《符號疆界：從總體符號學到倫理符號學》.周勁松譯，成都：
	四川大學.
	2019 《維爾比夫人與表意學：符號學的形成》.宋文、薛晨譯，成都：
	四川大學.
	Petrilli, Susan ＆ Augusto Ponzio（義大利）
	2015 《打開邊界的符號學：穿越符號開放網路的解釋路徑》.王永祥、
	彭佳、余紅兵譯，南京：譯林.
	◎ Leone, Massimo（義大利）
	2018 《宗教的文化符號學》.魏全鳳、黃藍、朱圍麗譯，成都：四川大學.
	2019 《論無意味：後物質時代的意義消減》.陸正蘭、李俊欣、黃藍譯，
	成都：四川大學.
	◎ Juschka, Darlene M.
	2015 《性別符號學：政治身體／身體政治》.程麗蓉譯，南京：譯林.
	◎ Berking, Helmuth（德國）
	2016 《餽贈的社會符號學》.魏全鳳、廖陽昇蘭譯，成都：四川大學.
	◎ Gill, Rosalind（英國）
	2016 《性別與傳媒》.程麗蓉、王濤譯，成都：四川大學.
	◎ Wenner, Lawrence A.（ed.）（美國）
	2015 《墜落的體育明星、媒介和名流文化》.魏偉、梅林譯，成都：
	四川大學.
	◎ Wagner, Anne ＆ Vijay K. Bhatia
	2012 《社會法學的多樣性與包容性：法律符號學之探索》.張法連等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 Neiva, Eduardo（巴西裔美國籍，1950 —  ）
	2016 《傳播博奕論：文化符號學基礎》.王澤霞、寧海林譯，杭州：
	浙江工商大學.
	◎ Hutton, Frankie
	2015 《玫瑰解密：文化史和符號學》.丁占罡、錢亞萍、王愛英譯，北京：北京大學.
	◎ Singh, Simon
	2000 《碼書：編碼與解碼的戰爭》（The Code Book）. 劉燕芬譯，台北：
	台灣商務.  2018，南昌：江西人民.
	◎ 胡易容、陳文斌主編
	2016 《當代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潮文選》. 譯，成都：四川大學.
	◎ 張碧、唐小林主編
	2016 《歐洲馬克斯主義符號學派》.周勁松等譯，成都：四川大學.
	◎ 懷宇
	2016 《論法國符號學》.天津：南開大學.
	◎ Hoppál, Mihály（匈牙利）
	2003 《話語與社會變遷》.殷曉蓉譯，北京：華夏.
	◎ Halliday M.A.K.（韓禮德，英國）
	2001 《作為社會符號的語言：從社會角度詮釋語言與意義》.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5 《作為社會符號的語言：語言與意義的社會詮釋》.苗興偉譯，北京：
	北京大學.
	2015 《科學語言》.張克定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5 《語言與社會》.苗興偉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5 《語篇和話語的語言學研究》.潘章仙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5 《論語言和語言學》.向明友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5 《語言與教育》.劉承宇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5 《語言的可計算性與可量化研究》.劉世鑄、張征、賈磊譯，北京：
	北京大學.
	2015 《論語法》.楊炳鈞譯，北京：北京大學.
	2007 《漢語語言研究》.胡壯麟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5 《英語語言研究》.何偉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5 《嬰幼兒的語言》.高彥梅譯，北京：北京大學.
	◎ Dijk, Teun A.van（荷蘭，—）（ed.）
	2015 《話語研究：多學科導論》（第2版）.周翔譯，重慶：重慶大學.

	2011  Putting Information First：Luciano Floridi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New York：Wiley-Blackwell.
	◎ Wright, Gwendolyn
	◎ Wilkinson, Tom
	2015 《建築與人生：從權力與道德，到商業與性愛，十座建築、十個文化面向，解構人類文明的發展》.呂奕欣譯，台北：馬可孛羅.
	◎ Forty, Adrian

	2018 《人類文明史：8000年來六大人類文明轉折》（「空間」から読み解
	く世界史 : 馬・航海・資本・電子）.顧曉琳譯，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7 《超負荷時代：即將崩潰的流通世界》.吳煒聲譯，台北：新樂園.
	◎ Cross, Gary
	◎ Altraide, Dagogo
	2020 《進擊的科技：從愛因斯坦到人工智慧》.唐源旃譯，北京：中信.
	◎ 鳥越皓之
	2009 《環境社會學：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宋金之譯，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

	改名《螺絲起子與螺絲：一定用得上的工具與最偉大的小發
	明》. 2020，再次改名《轉動世界的小發明：螺絲釘與螺絲起子演
	化的故事（增訂中文版獨家收錄＜機械發明天才小史＞）》.
	◎ Veltz, Pierre（法國）
	2018 《超工業時代：工業、服務業的下一步——全球價值鏈如何革命性重
	組，催生前所未見的經濟地理藍圖》.林詠心譯，台北：臉譜.
	（Masters of Craft: Old Jobs in the New Urban Economy）.馮奕達譯，
	台北：八旗文化.
	◎ Collins, Harry M.（英國，巴斯（Bath University）學派，1943 — ，見三十五、愛、性、婚姻、生命）
	2010 《科學革命：一段不存在的歷史》.許宏彬、林巧玲譯，台北：
	左岸文化.
	2004 《知識與權力：走向科學的政治哲學》.盛曉明、邱慧、孟强譯，
	北京：北京大學.
	2010 《涉入科學：如何從哲學上理解科學實踐》.戴建平譯，蘇州：
	蘇州大學.
	◎ Fuller, Steve（美國，1959 —   ）
	◎ Pickstone, John V.（英國，—  ）
	2008 《認識方法：一種新的科學、技術和醫學史》.陳朝勇譯，上海：

	陳碩譯，南京：南京大學.
	2015 《福柯、馬克思主義與歷史：生產方式與資訊方式》.張金鵬譯，
	南京：南京大學.
	2010 《傳媒、現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學》.郭大為譯，北京：
	◎ Hassan, Robert（澳大利亞，1959 —）
	2009  Empires of Speed：Tim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 Clanchy, Michael T.
	2022 《從記憶到書面記錄：1066-1307年的英格蘭》（第3版）.吳莉葦譯，上海：格致.
	◎ Brookfield, Karen
	2006 《書寫的故事》.謝儀霏譯，台北：貓頭鷹.
	◎ Drucker, Johanna
	1995  The Alphabetic Labyrinth: The Letters in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 Kurlansky, Mark
	2018 《紙的世界史 : 承載人類文明的一頁蟬翼，橫跨五千年的不敗科技成就》.王約譯，台北：馬可孛羅.
	2019 《一閱千年：紙的歷史》.吳奕俊、何梓健、朱順輝譯，北京：中信.
	2005 《鹽》.夏亞良譯，北京：機械工業.
	2017 《萬用之物：鹽的故事》.夏亞良譯，北京：中信.
	2005 《鱈魚》.韓卉譯，北京：機械工業.
	2017 《一條改變世界的魚：鱈魚往事》.韓卉譯，北京：中信.
	2009 《1968：撞擊世界的年代》.程洪波、陳曉、黃源竟譯，北京：三聯.
	2016 《1968：撞擊世界之年》.洪兵譯，北京：民主與建設.
	◎ Bagnall, Roger S.
	2007 《閱讀紙草，書寫歷史》.宋立宏、鄭陽譯，上海：上海三聯.
	◎ Gaudet, John
	2020 《法老的寶藏：莎草紙與西方文明的興起》.陳陽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
	◎ Orsenna, Erik（法國，—）
	2014 《紙之路：一個老書蟲的紙文明溯源行旅》.李淑寧譯，台北：野人.
	2017 《一張紙鋪開的人類文明史》.林盛譯，廈門：鷺江出版社.
	◎ Monro, Alexander
	2017 《紙的大歷史：從蔡倫造紙到數位時代，跨越人類文明兩千年的世界
	之旅》.廖彥博譯，台北：聯經.
	2018 《紙影尋踪：曠世發明的傳奇之旅》.史先濤譯，北京：三聯.
	◎ Gitelman, Lisa
	2020 《紙知識：關於文檔的媒介歷史》.王昀譯，上海：復旦大學.
	◎ Müller, Lothar（德國，—）
	2022 《紙的文化史》.何瀟伊、宋瓊譯，廣州：廣東人民.
	◎ Standage, Tom
	2010 《歷史大口吃：食物如何推動世界文明發展》.楊雅婷譯，台北：
	行人.
	2014 《舌尖上的歷史：食物‧世界大事件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楊雅婷譯，
	2016 《社群媒體前兩千年》.林華譯，台北：行人.
	2016 《從牆書到臉書：二千年的社群媒體史》（Writing on the wall social media, the first two thousand years）.楊仕音譯，台北：行人.
	2017 《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2014  The Victorian Internet :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Telegraph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Bloomsbury.）.多綏婷譯，南昌：江西人民.
	2017 《經濟學人104個大解惑：從紙鈔面額、廣告祕辛，到航空公司如何
	節省成本的全面揭密》（Go Figure: Things You Didn’t Know You
	Didn’t Know）.范堯寬、吳慧珍譯，台北：商周.
	2021  A Brief History of Motion：From the Wheel, to the Car, to What Comes Next. New York：Bloomsbury.
	◎ Moller, Violet
	2019 《知識地圖 : 古典理念的遺失與發現》.黃書英譯，台北：廣場.
	2020 《火種：人類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個城市之間傳承》（The map
	of knowledge : how classical ideas were lost and found : a history in seven cities）.郝靜萍譯，杭州：浙江文藝.

	◎ Sansom, Ian
	◎ Johnson, Steven
	2017 《我們如何走到今天？印刷術促成細胞的發現到製冷技術形塑城市
	樣貌，一段你不知道卻影響人類兩千年的文明發展史》.黃中憲譯，
	台北：麥田.
	◎ 組論小組
	2021 《紙還有未來嗎？：一部印刷文化史》.傅力譯，北京：北京聯合.
	2012 《拯救傳播》.劉昶、蓋蓮香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
	2003 〈媒介生態學在北美之學術起源簡史〉.陳星譯，崔保國校。（網路）
	林文剛編
	王冰
	2010 《北美媒介環境學的理論想像》.北京：光明日報.
	李明偉

	1998  Becoming Virtual: Reality in the Digital Age.
	◎ Headrick, Daniel R.
	2016 《追溯信息時代》.崔希芸、陳秀丹、胡曉姣譯，石家莊：河北教育.
	◎ Burke, Peter（見三十九、歷史社會學）

	◎ Lyons, Martyn
	2016 《書的演化史：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大變遷》.胡宗香、魏靖儀、查修傑譯，台北：大石國際文化.
	2017 《書的歷史：西方視野下文化載體的演化與變遷》.龔橙譯，北京：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
	◎ Houston, Keith
	◎ Blair, Ann
	2014 《工具書的誕生：近代以前的學術資訊管理》.徐波譯，北京：商務.
	2013 《視覺文化的讀本》.南京：南京大學.
	Latour, Bruno et al
	2018 《現代性的視覺政體：視覺現代性讀本》.唐宏峰編，汪瑞等譯，
	鄭州：河南大學.
	三、圖像學（Iconology）
	◎ Mâle, Emile（法國藝術史，1862－1954）
	四、視覺裝置
	D、藝術社會學
	◎ Friche, Vladimir M.（俄國，1870 ― 1929，見十二、西方馬克思主義）
	2017 《藝術社會學》.劉吶鷗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Hauser, Arnold（匈牙利，1892 — 1978，見十二、西方馬克思主義）
	◎ Velthuis, Olav（荷蘭， —）
	2017 《藝術品如何定價：價格在當代藝術市場中的象徵意義》.何國卿譯，
	南京：譯林.
	2012 《美學的經濟：美國社會變遷的32個微型觀察:Ⅱ》（The Substance
	of Style）.馬林梅譯，北京：中信.
	◎ Böhme, Gernot（德國，1937 —）
	2018 《氣氛美學：課程、美學和藝術的社會生活》.賈紅雨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
	◎ Schapiro, Meyer
	2016 《藝術的理論與哲學：風格、藝術家與社會》.沈語冰譯，南京：
	江蘇鳳凰美術.
	2020 《繪畫中的世界觀：藝術與社會》.高薪譯，南京：南京大學.
	2015 《現代藝術：19與20世紀》.沈語冰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
	2022 《詞語、題銘與圖畫：視覺語言的符號學》.沈語冰譯，北京：
	商務.
	2023 《印象派：反思與感知》.沈語冰、諸葛沂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
	2023 《畢加索藝術的統一性》.王藝臻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
	E、影像與文化產業
	◎ Turner, Greme（澳大利亞，1947 —）
	1998 《英國文化研究導論》.唐維敏譯，台北：亞太.
	2010 《電影作為社會實踐》（第4版）.高紅岩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1 《普通人與媒介：民眾化轉向》.許靜譯，北京：北京大學.
	◎ Miller, Toby、Nitin Govil、John Mcmurria ＆ Richard Maxwell
	2003 《全球好萊塢》.馮建三譯，台北：巨流.
	◎ Kolker, Robert
	2013 《電影、形式與文化》（第3版）.董舒譯，北京：北京大學.
	◎ Branston, Gill
	2012 《電影與文化的現代性》.聞鈞、韓金鵬譯，北京：北京大學.
	◎ Maltby, Richard
	2011 《好萊塢電影：美國電影工業發展史》.吳菁、何建平、劉輝譯，
	北京：華夏.
	◎ Schatz, Thomas
	2013 《舊好萊塢‧新好萊塢：儀式、藝術與工業》（修訂版）.周傳基、
	周歡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4 《當代好萊塢電影工業》.范志忠、許涵之譯，杭州：浙江大學.
	◎ Dubois, RÃ©gis（法國， —）
	2014 《好萊塢：電影與意識型態》.李丹丹、李昕暉譯，北京：商務.
	◎ Epstein, Edward Jay
	2016 《製造大片：金錢、權力與好萊塢的秘密》.宋偉航譯，北京：台海.
	◎ Baumann, Shyon
	2020 《高雅好萊塢：從娛樂到藝術》.車致新譯，南京：譯林.
	2011 《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姜冬仁等譯，台北：
	遠流.
	◎ Power, Dominic ＆ Allen J. Scott
	2016 《文化產業與文化生產》.夏申、趙詠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
	◎ 松田武編
	◎ Chauvier, Stéphane
	2016 《什麼是遊戲？》.蘇威任譯，台北：開學文化.
	◎ 付立峰
	2012 《游戲的哲學：從赫拉克利特到德里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高田公理
	◎ McGonigal, Jane
	中國人民體育大學.
	2015 《體育神話是如何煉成的》.喬咪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9 《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15講》.蘇碩斌譯，台北：群學.
	H、音樂社會學
	◎ Jordania, Joseph（人類學）
	2014 《人為何歌唱：人類進化中的音樂》.于浩、畢乙鑫譯，上海：
	上海音樂學院.
	2017 《音樂和文化理論》.謝鍾浩譯，上海：上海音樂學院.
	◎ Kneif, Tibor、Heinrich Besseler ＆ Vladimir Karbusicky
	◎ Weber, Max（見   ）
	西南師範大學.
	◎ Elias, Norbert（   見   ）
	2015 《製造音樂》.陳錦慧譯，台北：行人.    2016，杭州：浙江人民.
	◎ Solie, Ruth A.（人類學）（ed.）
	2011 《音樂學與差異：音樂研究中的社會性別和性》.謝鍾浩譯，上海：
	上海音樂學院.
	2017 《八個城市的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秦展聞、洛秦譯，上海：
	上海音樂學院.

	1993 《搖滾樂的藝術》.林芳如譯，台北：萬象.
	I、時間
	◎ Marx, Karl
	◎ Simmel, Georg（1858 —1918）
	◎ Durkheim, Emile（1858 —1917）
	2011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北京：商務.
	1979  Seasonal Variations of the Eskimo.
	◎ Gurvitch, Georges（俄裔，1894 — 1965，法蘭西學院院士）
	◎ Elias, Norbert（1897 — 1990）
	◎ Moore, Wilbert E.（美國，1914 — 1987，結構功能論）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 Baert, Patrick
	2014  Our Broad Present: Tim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Šubrt, Jiří（捷克）
	2021  The Sociology of Time: A Critical Overview.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 鄭作彧
	2018 《社會的時間：形成、變遷與問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Padova, Thomas de（德國，1965 —）
	2019 《萊布尼茨、牛頓與發明時間》.盛世同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20 《宇宙的奧秘：開普勒、伽利略與度量天空》.盛世同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
	◎ Hammer, Malcolm（法國，哲學）
	2018 《時間》（Perdre Son Temps）.史燁婷譯，北京：新星.
	◎ Rosenberg, Daniel ＆ Anthony Grafton
	2018 《時光的製圖學：由時間軸拉開的人類文明史》.葉品岑譯，台北：麥田.
	2020 《時間圖譜：歷史年表的歷史》.楊凌峰譯，北京：北京聯合.
	◎ Hunt, Lynn
	2020 《史學的時間之維》.熊月劍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 Mazur, Joseph
	2021 《解剖時間：從科學、哲學、歷史到個人經驗，我們如何看待、研究
	與感受時間，思考時間的真實與虛幻？》（The Clock Mirage: Our Myth of Measured Time）. 張宛雯譯，台北：臉譜.
	2017 《縮時社會：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Pressed for Time：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王寶翔譯，台北：新樂園.
	◎ Agger, Ben（美國，1952 — 2015）
	2004  Speeding Up Fast Capitalism: Cultures, Jobs, Families, Schools, Bodies.
	◎ Hassan, Robert（澳大利亞，1959 —）
	2009  Empires of Speed：Tim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2020  The Condition of Digitality: A Post-Modern Marxism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Life. 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5（2005）《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
	北京大學.
	◎ Tomlinson, John（見   ）
	J、數字、度量衡與會計
	◎ Dantzig, Tobias（立陶宛，移居美國，1884 —1956）
	2000 《數：科學的語言》.蘇仲湘譯，上海：上海教育.
	◎ Crump, Thomas（荷蘭，—）
	2007 《數字人類學》.鄭元者譯，北京：中央編譯.
	2023 《製造為王：發明、製造業、工業革命如何改變世界》（A Brief History
	of How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anged the World）.陳音穩譯，
	北京：中國科學技術.
	◎ Guedj, Denis
	2002 《數字王國：世界共通的語言》.雷淑芬譯，台北：時報文化.
	2004，上海：上海教育.
	2003 《鸚鵡定理：跨越兩千年的數學之旅》.漢斯譯，台北：究竟.
	◎ Hemme, Heinrich（德國，—）
	2015 《數字的秘密：數字、數目、度量衡與符號的由來》.劉于怡譯，
	台北：稻田.
	◎ Everett, Caleb
	2018 《數字起源：人類是如何發明數字，數字又是如何重塑人類文明的？
	》.魯冬旭譯，北京：中信.
	◎ Mazur, Joseph
	2015 《啟蒙的符號：數學符號的誕生、演化和隱藏的力量》.洪萬生、洪贊天、英家銘、黃俊瑋、黃美倫、鄭宜瑾譯，台北：臉譜.
	2018 《人類符號簡史》.廣西南寧：接力出版社.
	◎ Weil, André（法國）
	◎ Derbyshire, John
	2010 《代數的歷史：人類對未知量的不捨追蹤》.馮速譯，北京：
	人民郵電.
	◎ Dowek, Gilles
	2017 《計算進化史：改變數學的命運》.勞佳譯，北京：人民郵電.
	◎ Oliveira, Arlindo
	2020 《數字思維：科學將如何重新定義人類、思維和智能？》（The Digital
	2018 《度量世界：探索絕對度量衡體系的歷史》.盧欣渝譯，北京：
	◎ Schwenk, Ernst
	2005 《亨利國王的鼻尖：19個發明度量衡的故事》.薛文瑜譯，台北：
	商周.
	◎ Alder, Ken（美國，—  ）
	◎ Sobal, Dava
	1998 《尋找地球刻度的人》.范昱峰、劉鐵虎譯，台北：時報.
	2007 《經度︰一個孤獨的天才解決他所處時代最大難題的真實故事》.
	肖明波譯，上海：上海人民.
	◎ Jardine, Lisa
	2001 《顯微鏡下的科學革命》.陳信宏譯，台北：究竟.
	◎ Borden, Louise
	2005 《改變世界的鐘：關於經度的故事》.陳雅茜譯，台北：天下.
	◎ Segrè, Gino
	2005 《溫度，決定一切》（A Matter of Degrees: What Temperature Reveals about the Past and Future of Our Species, Planet, and Universe）.
	田靜如譯，台北：天下文化.
	2017 《迷人的溫度：溫度計裡的人類、地球和宇宙史》.高天羽譯，上海：上海譯文.
	◎ Coen, Deborah R.
	2021 《帝國、氣象、科學家：從政權治理到近代大氣科學奠基，奧匈帝國如何利用氣候尺度丈量世界》（Climate in Motion: Science, Empire, and the Problem of Scale）.翁尚均譯，台北：麥田.
	◎ Hoskin, Keith W. ＆ Richard H. Macve
	1999 〈會計學：一門學科規訓，被忽略的補充〉.黃燕堃譯，收於Immanuel Wallerstein等著，《學科•知識•權力》.劉健芝等編譯，pp.85-129.
	北京：三聯.
	K、貨幣
	◎ Marx, Karl
	Brunhoff, Suzanne de
	1976  Marx on Money.
	Nelson, Anitra
	1999  Marx’s Concept of Money：The God of Commodities.
	Moseley, Fred
	2016  Money and Totality: A Macro-Monet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ogic in Capital and the 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
	Moseley, Fred（ed.）
	2017  Marx’s Theory of the Genesis of Money : How, Why, and through What is a Commodity Money? Chicago：Haymarket Books.
	◎ Simmel, Georg（見六、齊美爾）
	◎ Parsons, Talcott
	1975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ymbolic media of interaction”,in Peter Blau（ed.），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Action.
	1977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 Dodd, Nigel
	2002 《社會理論與現代性》.陶傳進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1994  The Sociology of Money：Economics, Reason ＆ Contemporary Socie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2014  The Social Life of Mone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spers, Patrik ＆ Nigel Dodd（eds.）
	2016  Re-Imagining Economic Sociolog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ruthers, Bruce G.
	Carruthers, Bruce G. ＆ Laura Ariovich
	2010  Money and Credi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Polity Press.
	Carruthers, Bruce G. ＆ Sarah Louise Babb
	2013  Economy∕Society : Markets, Meanings, and Social Structure.
	London：Sage.
	◎ Ingham, Geoffrey
	2004  The Nature of Money. Cambridge：Polity Press.
	2020  Money：Ideology, History, Politics.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9  “Money is a social relation”,in Steve Fleetwood（ed.），Critical Realism in Economics：Development and Debates. New York：Routledge.
	◎ Doyle, Kenneth O.

	2020 《世界史就是一部貨幣史》.朱悅瑋譯，杭州：浙江人民.
	1993 《女性大趨勢》.    譯，台北：台視文化.
	2009 《中國大趨勢：八大支柱撐起經濟強權》.侯秀琴譯，台北：天下.
	2011 《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第2版）.魏平譯，北京：
	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2011 《成都調查》.魏平、畢香玲譯，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2011 《中國大趨勢：成都模式》.魏平、畢香玲譯，北京：
	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2015 《全球大變革：南環經濟帶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    譯，
	台北：天下.
	2015 《大變革：南環經濟帶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張岩、梁濟豐、
	遲志娟譯，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2015 《全球大變局：南環經濟帶將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張岩、梁濟豐、遲志娟譯，香港：中和出版.
	2017 《掌控大趨勢：如何正確認識、掌控這個變化的世界》.西江月譯，北京：中信.
	2017 《定見未來：正確觀察世界的11個思維模式》.魏平譯，北京：中信.
	Naisbitt, Doris ＆ John Naisbitt
	2017 《世界新趨勢：一帶一路 重塑全球化新格局》.張岩譯，北京：
	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Naisbitt, John、Doris Naisbitt ＆ 趙啟正
	2010 《對話：中國模式》.張洪斌、許靖國譯，北京：新世界.
	◎ 水越伸
	2009 《數字媒介社會》.冉華、于小川譯，武漢：武漢大學.
	2006 《我++︰電子自我和互聯城市》.劉小虎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
	2017 《重組的眼睛：後攝影時代的視覺真相》.劉張鉑瀧譯，北京：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
	Moore, Charles W.、William Turnbull, Jr. ＆ William J. Mitchell
	1999 《庭園詩學：景観建築的詩意手法》.侯錦雄、吳樹陸、吳介禎譯，
	2014 《數位世代的愛情：科技對交友與擇偶的影響》.楊路譯，台北：
	五南.
	◎ Andrews, Lori
	2015 《我知道你是誰 我知道你做過什麼：隱私在社交網路時代的死亡》.
	李貴蓮譯，北京：中國友誼.
	O、社群媒介（Social Media）
	◎ Pyne, Lydia
	2022 《明信片串起的交流史：世界上第一個社群網絡的誕生與發展》（Postcard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ld’s First Social Network）.
	羅亞琪譯，台北：台灣商務.
	郭亞文譯，北京：中信.
	◎ Fraser, Matthew ＆ Soumitra Dutta
	2013 《社交網絡改變世界》.談冠華、郭小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Zuckerberg, Randi
	2016 《社交的本質：扎克伯格的商業秘密》.謝天譯，北京：中信.
	◎ Schawbel, Dan
	2016 《自品牌：社交媒體時代如何打造個人品牌》.佘卓桓譯，長沙：
	湖南文藝.
	P、協定（協議，Protocol）與平台（Platform）
	◎ Galloway, Alexander R.
	2006  Protocol :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
	◎ DeNardis, Laura
	2007  Protocol Politics :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
	◎ Amidon, Debra M.
	2005 《創新高速公路：構築知識創新與知識共享的平台》.陳勁、朱朝暉
	譯，北京：知識產權.
	◎ Gawer, Annabelle ＆ Michael A. Cusumano
	2007 《平台領導：英特爾、微軟和思科如何推動行業創新》.袁申國、
	劉蘭鳳譯，廣州：廣東經濟.
	◎ Fingar, Peter
	◎ Hyatt, Michael
	2013 《平台：自媒體時代用影響力贏取驚人財富》.趙杰譯，北京：
	中央編譯.

	2016 《平台經濟模式：從啟動、獲利到成長的全方位攻略》.李芳齡譯，
	台北：天下雜誌.
	2017 《平台革命：改變世界的商業模式》.志鵬譯，北京：機械工業.
	台北：天下文化.
	2017 《人機平台：商業未來行動路線圖》.林丹明、徐宗玲譯，北京：
	中信.
	◎ Srnicek, Nick
	2018 《平台資本主義》.程水英譯，廣州：廣東人民.
	2016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Polity Press.
	◎ Bloom, Peter
	2021 《隱形牢籠：監控世代下，誰有隱私、誰又有不受控的自由？》
	（Monitored: Business and Surveillance in a Time of Big Data）.
	T、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機器人
	2014 《如何創造思維：人類思想所揭示的奧秘》.盛楊燕譯，杭州：
	浙江人民. 2016，改名《人工智能的未來：揭示人類思維的奧祕》.
	2015 《人工智慧的未來：揭露人類思維的奧祕》.陳琇玲譯，台北：
	經濟新潮社.
	◎ Moravec, Hans（奧地利，1948 —）

	◎ Hendler, James ＆ Alice M. Mulvehill
	◎ 古明地正俊 ＆ 長谷佳明
	2018 《AI人工智慧的現在‧未來進行式：一目了然！最新發展應用實例
	，6大核心觀念全面掌握AI，生活‧商業‧經濟‧社會大革新！》.林仁惠譯，台北：遠流.
	2020 《AI大局：鳥瞰人工智慧技術全貌，重塑 AI 時代的領導力》.
	沈鄉吟、郭漢遜譯，台北：旗標.
	◎ 三津村直貴
	2018 《圖解 AI 人工智慧大未來：關於人工智慧一定要懂得 96 件事》.
	陳子安譯，台北：旗標.
	譯，台北：天下雜誌.
	2018 《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嗎？：智能時代的人類未來》.閭佳譯，北京：北京聯合.
	◎ Husain, Amir
	2018 《AI創世紀：即將來臨的超級人工智慧時代》.溫力秦譯，台北：
	寶鼎.
	2018 《人機共生：智能時代人類勝出的5大策略》.李盼譯，杭州：
	2018 《生命3.0：人工智能時代，人類的進化與重生》.汪婕舒譯，杭州：
	2018 《企業人工智能戰略》.黃笛譯，北京：機械工業.
	◎ Nikkei Top Leader ＆ Nikkei BigData
	2018 《AI同僚：我的同事不是人！AI進入企業早已成真，人工智慧正在 做什麼，我們又能做什麼？》.郭家惠譯，台北：PCuSER電腦人文化.
	◎ 坂本真樹
	2018 《AI必修課：日本情感研究權威的人工智慧秒懂攻略》.陳朕疆譯，台北：世茂.
	2019 《深度學習：智能時代的核心驅動力量》.姜悅兵譯，北京：中信.
	2017 《科技4.0：網路串聯時代的新商業模式》. 陳美瑛譯，台北：
	》.謝敏怡譯，台北：大牌出版.
	A World Without Work: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How We Should Respond）.周玉文譯，台北：天下文化.

	◎ 野村直之
	2018 《人工智能改變未來：工作方式、產業和社會的變革》.付天祺譯
	，北京：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2018 《人機共生：智能時代人類勝出的5大策略》. 李盼譯，杭州：
	2004 《我們為什麼不再信任？》.黃孝如譯，台北：早安財經.
	2020 《真理機器：區塊鏈與數位時代的新憲法》.林奕伶譯，台北：大牌.
	2005 《全球化與風險社會》.   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Gardner, Dan
	2009 《販賣恐懼：脫軌的風險判斷》（Risk: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李靜怡、黃慧慧譯，台北：博雅書屋.
	◎ Taylor-Gooby, Peter
	2010 《新風險‧新福利：歐洲福利國家的轉變》.馬繼森譯，北京：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
	2010 《重構社會公民權》.郭爍譯，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
	Taylor-Gooby, Peter ＆ Jens O. Zinn
	2010 《社會科學中的風險研究》.黃覺譯，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
	◎ Pidgeon, Nick、Roger E.Kasperson ＆ Paul Slovic
	◎ Kasperson, Jeanne X. ＆ Roger E.Kasperson
	2010 《風險的社會視野》（上、下）.童蘊芝譯，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
	◎ Matthewman, Steve（紐西蘭）
	◎ Rosenberg, Charles E.
	2016 《當代醫學的困境》 （Our Present Complaint: American Medicine, Then
	and Now）.張大慶譯，北京：北京大學醫學.
	◎ Blastland, Michael ＆ David Spiegelhalter
	2017 《一念之差：關於風險的故事與數字》.威治譯，北京：三聯.
	◎ Goldin, Ian＆ Chris Kutarna
	2017 《發現的時代：21世紀風險的指南》.李果譯，北京：中信.
	◎ Biesta, Gert（荷蘭，—）
	2018 《教育的美麗風險》.趙康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 Burgess, Adam、Alberto Alemanno、Jens Zinn（eds.）
	2016  Routledge Handbook of Risk Studies. London：Routledge.
	◎ Hoffman, Susanna. M.（人類學）＆ Anthony Oliver-Smith
	2022 《災難與文化：災難的人類學》.彭文斌譯，重慶：重慶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 Venter, J. Craig
	2016 《生命的未來》.賈擁民譯，杭州：浙江人民.
	2009 《社會系統動力學︰政策研究的原理、方法和應用》.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 Hayles, N. Katherine（1943 —  ，見四十一、後人類）
	2017 《我們何以成為後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
	秦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8 《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 賴淑芳、李偉柏譯，台北：時報出版.

	2017 《直視全貌：穿越過度簡化的迷障，從複雜理論探索科學、商業與社會文化的新視角》.蔡承志譯，台北：臉譜.
	2017 《複雜之美：人類必然的命運和結局》（A Crude Look at the Whole）.潘麗君譯，廣州：廣東人民.
	2017 《系統思考Systems One：對系統意識的培養》（第3版）.陳穎堅、
	王少玲譯，台北：：Wow Media.
	2021  On Human Nature: The Biology and Sociology of What Made Us Human. New York：Routledge.
	2001 《人智學啟迪下的兒童教育》.柯勝文譯，台北：光佑文化.
	2010 《人學》.顏維震譯，台北：洪葉文化.
	2011 《神智學：超感官的世界認識與人的天職導論》.廖玉儀譯，台北：
	財團法人人智學基金會.
	2013 《實用教學指引：華德福學校1- 8年級課程的圖像》.林綺珊譯，
	台北：洪葉文化.
	2014 《人的普遍智識：作為教育學基礎的人的普遍智識》.廖玉儀、
	李澤武、芮虎、許星涵譯，台北：財團法人人智學基金會.
	2014 《童年的王國：華德福教育的兒童觀》.潘定凱譯，深圳：
	深圳報業集團.
	的思考與初心（華德福100週年紀念版）》.李宜珊譯，台北：
	小樹文化.
	2015 《人為什麼會生病：史代納對健康與疾病的演講集》.李佩玲譯，
	台北：小樹文化.
	2019 《秘修學徒的高等靈性修練法門：接通靈性世界、領悟生命真義的靈
	修指南》.鄧捷文譯，台北：柿子文化.
	2020 《奧密科學大綱》.李怡達（丹尼爾）譯，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2020 《人是一座橋：從物質世界通往精神道德世界的橋樑》.韋萱譯，台北：宇宙織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成為宇宙心魂：關於疫苗、關於大流行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的一些想法》.宇宙織錦編輯部譯，台北：宇宙織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自由的哲學：從自然科學通往靈性覺醒的奧秘》.張家瑞譯，台北：柿子文化.
	2022 《靈性修練守護組：《秘修學徒的高等靈性修練法門》＋〈心。守護金字塔〉》.張家瑞譯，台北：柿子文化.
	2023 《從孩子的天性開始》.徐明佑譯，台北：小樹文化.
	Steiner, Rudolf ＆ Ita Wegman
	2020 《人智醫學療癒的祕密：以靈性科學開展治療藝術的基礎》.韋萱譯，台北：宇宙織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從萊布尼茲出發的邏輯學的形而上學始基》.趙衛國譯，西安：
	西北大學.
	2015 《海德格爾自述》.方向紅譯，南京：南京大學.
	2017 《海德格爾自述》.丁大同、沈麗珠譯，天津：天津人民.
	2016 《德國觀念論與當前哲學的困境》.莊振華、李華譯，西安：
	西北大學.
	2017 《海德格爾文集：什麼叫思想？》.孫周興譯，北京：商務.
	2017 《海德格爾文集：形而上學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獨性》.
	趙衛國譯，北京：商務.
	2017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趙衛國譯，南京：南京大學.
	2017 《黑格爾》.趙衛國譯，南京：南京大學.
	1991 〈詩中的語言：關於特拉克爾的詩的探討〉.   譯，收於劉小楓編，
	2009 《赫爾墨斯的口誤︰從話語政治到詩學交往》.曹衛東譯，南京：
	譯林.
	2009 《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黃煜文譯，台北：商周.
	2011 《胡塞爾思想概論》.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Ferguson, Harvie（英國，  —  ）
	2003 《幸福的終結》.徐志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9 《現象學的社會學意味：現代社會的經驗與洞見》.陶嘉代譯，台北：韋伯文化.
	◎ Schegloff, Emanuel（1937－ ）
	◎ Welzer, Harald（ed.）
	◎ Nora, Pierre（法國，1931 —，法蘭西學院院士）
	2015 《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艷紅等譯，南京：
	南京大學.
	2012 〈歷史與記憶之間：記憶場〉.韓尚譯，見馮亞琳 ＆ Astrid Erll編，
	Nora, Pierre、Christian Amalvi、Michel Vovelle、Mona Ozouf、Michel Winock、 Henri Loyrette、Georges Vigarello ＆ Antoine Compagnon
	2012 《記憶所繫之處》（三卷）.戴麗娟譯，台北：行人.
	中國人民體育大學.
	2015 《體育神話是如何煉成的》.喬咪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Nora, Pierre、Christian Amalvi、Michel Vovelle、Mona Ozouf、Michel Winock、 Henri Loyrette、Georges Vigarello ＆ Antoine Compagnon
	2012 《記憶所繫之處》（三卷）.戴麗娟譯，台北：行人.
	馮亞琳 ＆ Astrid Erll編
	◎ Lynch, Zack
	2011 《第四次革命：看神經科技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暴永寧、王惠譯，北京︰科學.

	2018 《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莊安祺譯，台北：時報.
	2018 《萬病之王：一部癌症的傳記，以及我們與它搏鬥的故事》.莊安祺
	譯，台北：時報.
	◎ Morris, Desmond（1928 — ）
	1989 《人類行為：由行為語言了解人類》.郭軒盈譯，台北：桂冠.
	1983 《觀人術：由人類的姿勢、動作了解人類》.郭軒盈譯，台北：
	好時年.
	2004 《裸眼：一個動物學家的人類探索之旅》.楊軍譯，台北：馬可孛羅.
	2004 《裸眼：探索人類的旅行》.楊軍譯，上海：上海遠東.
	2005 《裸女︰女性身體的美麗與哀愁》.陳信宏譯，台北：麥田.
	2010 《裸女︰女性身體的美麗與哀愁》（第2版）.施隸譯，北京：新星.
	2011 《裸男》.李家真譯，北京：新星.
	1974 《人類動物園》.李師鄭譯，台北：文皇.
	1975 《人類動物園：都市人及其環境的探討》.葉晨譯，台北：巨流.
	1987 《人類動物園》.周邦憲譯，貴陽：貴州人民.  1990，台北：遠流.
	2010 《人類動物園》.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大學.
	2010 《裸猿》.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大學.

	2016 《人類存在的意義：一個生物學家的思索》.蕭寶森譯，台北：如果.
	2017 《人類存在的意義：探尋社會進化的源動力》.錢靜、魏薇譯，杭州：
	浙江人民.
	2017 《半個地球：人類家園的生存之戰》.魏薇譯，杭州：浙江人民.
	2018 《群的征服：人的演化、人的本性、人的社會，如何讓人成為地球的主導力量》（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鄧子衿譯，台北：左岸文化.
	2023 《社會性征服地球》（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朱機譯，杭州：
	浙江教育.
	2018 《創造的本源》.魏薇譯，杭州：浙江人民.
	2019 《創世記：從細胞到文明，社會的深層起源》.傅賀譯，北京：中信.
	◎ Adshade, Marina
	2017 《愛情市場：你必須了解的性與愛的經濟學》.斯塔夏譯，北京：
	新星.
	◎ Yalom, Marilyn
	2016 《法國人如何發明愛情：九百年來的激情與羅曼史》.王晨譯，上海：
	上海世紀出版.
	◎ Bruckner, Pascal（法國，1948—）
	2018 《愛的悖論》.董子雲、朱珣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 Fisher, Helen
	貓頭鷹.
	◎ Rougemont, Denis de（瑞士）
	2019 《愛情與西方世界》.張文敬譯，北京：商務.
	◎ Turner, Bryan S.（英國‧澳大利亞，1945 — ，見三十六、文明分析與比較歷史）
	2003 〈福柯的眼睛：死亡的顯（隱）形與現代性〉.湯惟杰譯，收於羅崗、
	顧錚主編，《視覺文化讀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11 《身體社會學：體現的抽象化描繪》.謝明珊譯，台北：韋伯文化.
	◎ Duret, de Pascal ＆ Peggy Roussel
	2017 《身體及其社會學》.馬銳譯，天津：天津人民.
	中國人民體育大學.
	2015 《體育神話是如何煉成的》.喬咪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24 《裙子的文化史：從中世紀至今》.劉康寧譯，北京：三聯.
	Nora, Pierre、Christian Amalvi、Michel Vovelle、Mona Ozouf、Michel Winock、 Henri Loyrette、Georges Vigarello ＆ Antoine Compagnon
	2012 《記憶所繫之處》（三卷）.戴麗娟譯，台北：行人.
	Vigarello, Georges（ed.）
	2013 《身體的歷史》（卷一：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張竝、趙濟鴻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Corbin, Alain（ed.）
	2013 《身體的歷史》（卷三：目光的轉變 20世紀）.孫聖英、趙濟鴻、
	吳娟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Vigarello, Georges（ed.）
	《男人的歷史》（卷一：   ）.楊嘉彥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未出版）
	◎ Gimlin, Debra L.
	2010 《身體的塑造：美國文化中的美麗和自我想像》.黃華、李平譯，
	◎ Jütte, Robert
	◎ Ackerman, Diane
	1993 《感官之旅：感知的詩學》.莊安祺譯，台北：時報文化.
	2007 《感覺的自然史》.路旦俊譯，廣州：花城.
	2004 《氣味, 記憶與愛欲：艾克曼的大腦詩篇》.莊安祺譯，台北：時報.
	1996 《愛之旅》.莊安祺譯，台北：時報文化.
	2008 《愛的自然史》.張敏譯，廣州：花城.
	2015 《人類時代：我們所塑造的世界》.莊安祺譯，台北：時報文化.
	2017 《人類時代：被我們改變的世界》.伍秋玉譯，北京：三聯.
	2017 《動物園長的夫人》.梁超群譯，重慶：重慶大學.
	◎ Newhauser, Richard G.（ed.）
	2023 《中世紀感官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the Middle Ages）.錢文逸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Mose, Michael
	2015 《鹽糖脂：食品巨頭是如何操縱我們的》.張佳安譯，北京：中信.
	◎ Hocquet, Jean-Claude（法國）
	2021 《鹽的世界史：從奴隸社會到全球化時代》.陳俠、張健譯，北京：
	◎ Turner, Jack
	◎ Pernstich, Konras ＆ Nathalie Pernstich-Amend
	2013 《香料之王：胡椒的世界史與美味料理; 關於人類的權力、貪婪和樂趣》.莊仲黎譯，台北：遠足文化 .

	◎ 宮崎正勝
	2012 《你不可不知的日本飲食史》.陳心慧譯，台北：遠足文化.
	2013 《你不可不知的世界飲食史》.陳柏瑤譯，台北：遠足文化.
	2014 《你不可不知的酒的世界史》.陳柏瑤譯，台北：遠足文化.
	2016 《酒杯裏的世界史》.陳柏瑤譯，台北：遠足文化.
	2016 《餐桌上的日本史》.陳心慧譯，台北：遠足文化.
	2017 《料理的故事：餐桌上的日本文化史》.許建明譯，重慶：重慶大學.
	2016 《餐桌上的世界史》.陳柏瑤譯，台北：遠足文化. 2018，北京：中信.
	2018 《味的世界史》.安可譯，北京：文化發展.
	2019 《腰帶、咖啡和綿羊：身邊的世界簡史》.吳小米譯，杭州：
	浙江大學.
	◎ Hoffmann, James
	2016 《世界咖啡地圖》.王琪、謝博戎、黃俊豪譯，北京：中信.
	2020 《世界咖啡地圖》（全新修訂第二版）.王琪、謝博戎、黃俊豪譯，
	北京：中信.
	◎ Jacob, Heinrich Eduard（德國）
	2019 《全球上癮：咖啡如何攪動人類歷史》.陳琴、俞珊珊譯，廣州：
	廣東人民.
	◎ 角山榮
	2021 《茶的世界史：綠茶的文化和紅茶的社會》.崔斌譯，北京：台海.
	◎ McQuaid, John
	2017 《品嚐的科學：從地球生命的第一口, 到飲食科學研究最前沿》.
	林東翰、張瓊懿、甘錫安譯，北京：北京聯合.
	◎ Elmore, Bartow J.
	2018 《可口可樂帝國：一部資源掠奪史》.林相森、張雪媛譯，上海：
	上海人民.
	劉于怡譯，台北：遠足文化 .
	◎ Drobnick, Jim（ed.）
	2007 《戀物與好奇》.鍾仁譯，上海：上海人民.
	2014 《公民凱恩》.侯弋颺譯，北京：北京大學.
	1992 〈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周傳基譯，收於張紅軍編，《電影與新方法》.北京：中國廣播電視.
	◎ Dufresne, Todd
	2013 《殺死弗洛伊德：20世紀文化與精神分析的消亡》.王國芳譯，北京：
	2017 《齊澤克與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
	袁小雲
	2018 《“自我”與“他者”：齊澤克的意識形態主體性維度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趙淳
	2002 《女人需要什麼》.余倩、王丹譯，天津：天津人民.
	◎ Zafiropoulos, Markos
	2009 《拉岡與李維史陀：1951－1957回歸佛洛伊德》.李郁芬譯，台北：心靈工坊.
	2016 《女人與母親：從弗洛伊德至拉康的女性難題》.李鋒譯，福州：
	福建教育.
	◎ Evans, Dylan
	2009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龔卓軍譯，台北：
	巨流.
	2021 《拉康精神分析介紹性辭典》.李新雨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 Lavie, Jean-Claude
	2010 《精神分析實作三景：從言語誕生的現實》.賴怡妝譯，台北：
	無境文化.
	◎ Andre, Jacques
	2011 《無止盡的「成為女性」女性 母性 慾望》.吳建芝譯，台北：
	無境文化.
	◎ Assoun, Paul-Laurent
	2013 《男性與女性》.徐慧譯，福州：福建教育.
	◎ Richards, Arlene Kramer ＆ Nancy R. Goodman
	2017 《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劉文婷、王曉彥、童俊譯，北京：
	世界圖書.
	◎ Copjec, Joan
	2022 《讀我的欲望！拉康與歷史主義者的對抗》.王若千譯，上海：
	上海文藝.
	◎ Massie, Henry ＆ Nathan Szajnberg
	2015 《情感依附：為何家會影響我的一生》.童俊等譯，北京：世界圖書.
	◎ Symington, Neville
	2016 《自戀：一個新理論》.吳艷茹譯，北京：中國輕工業.
	◎ Nasio, Juan David
	2009 《一個人的老後：隨心所欲，享受單身熟齡生活》.楊明綺譯，
	台北：時報文化.
	2010 《一個人的老後【男人版】：自在快活，做個老後新鮮人》.楊明綺、王俞惠譯，台北：時報文化.     2012，北京：電子工業.
	2015 《一個人的老後：獨身晚年是女人的第二人生，請大方快樂地享用！
	》.楊明綺譯，台北：時報文化.
	2010 《一個人的老後2（2012年終結版）》.胡菡譯，北京：電子工業.
	2014 《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慢慢變老》.許嵐譯，北京：電子工業.
	2015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楊士堤譯，台北：聯合文學.
	2023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增訂版）.楊士堤譯，台北：聯合文學.
	2015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王蘭譯，上海：上海三聯.
	2023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增訂版）.王蘭譯，北京：光啟書局.
	2017 《一個人的臨終：人生到了最後，都是一個人。做好準備，有尊嚴、安詳地走完最後一段路》.賴庭筠譯，台北：時報文化.
	2021 《一個人最後的旅程》.任佳韞、魏金美譯，杭州：浙江大學.
	2021 《如何做好研究論文？成為知識生產者，從提問到輸出的18個步驟
	》.涂紋凰譯，台北：三采.
	2022 《為了活下去的思想》.鄒韻、薛梅譯，北京：北京聯合.
	2022 《女性的思想》.陸薇薇譯，杭州：浙江大學.
	2022 《女性主義40年》.楊玲譯，長沙：湖南文藝.
	2022 《上野千鶴子的私房談話 : 像女性主義者那樣解決問題》安素譯，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22 《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別》.廖榮發譯，南京：譯林.
	2023 《女性生存戰爭》.郭書言譯，上海：文匯.
	2023 《無薪主婦：以愛為名的剝削》.呂靈芝譯，北京：北京聯合.
	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
	2015 《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邱靜譯，北京：
	北京大學.
	上野千鶴子、田房永子
	2021 《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呂靈芝譯，北京：北京聯合.
	2022 《上野教授教教我！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跟著一場幽默輕鬆的世代對談，看懂一個亞洲國家的女權意識如何萌芽、建構，進進退退走到現在》.蔡傳宜譯，台北：麥田.
	2022 《妳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東大教授寫給女孩與女人的性別入門讀
	本》.陳介譯，台北：這邊.
	2022 《女生怎樣活？上野老師，教教我！》.匡匡譯，上海：上海三聯.
	2023 《上野千鶴子的午後時光：自由、幸福、底氣》.熊韵譯，北京：
	中國友誼.
	上野千鶴子、小笠原文雄
	2022 《一個人可以在家告別人生嗎？》.楊洪俊譯，北京：北京聯合.
	上野千鶴子、樋口惠子
	2023 《關係的羈絆》.潘郁靈譯，北京：國際文化.
	上野千鶴子、水無田氣流
	2023 《結婚由我》.董紓含譯，長沙：湖南文藝.
	上野千鶴子、鈴木涼美
	2023 《始於極限：跨越社會習以為常的「邊界」，當代女性如何活出想要的人生》.曹逸冰譯，台北：悅知文化.
	遙洋子
	2023 《在東大和上野千鶴子學“吵架” 》.呂靈芝譯，北京：北京聯合.
	？  《科學和社會不平等：女性主義和後殖民問題》.      譯，北京：北京大學.  （未出版）
	2015 《後人類》.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
	◎ Arneil, Barbara
	2005 《政治學與女性主義》.郭夏娟譯，北京：東方.
	◎ 蘇紅軍、柏隸編
	2006 《西方後學語境中的女權主義》.  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劉岩、邱小經、詹俊峰編
	A、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
	◎ d'Eaubonne, Françoise（法國，1920 — 2005）
	1974  Le féminisme ou la mort.
	◎ Merchant, Carolyn（美國，1936 —）
	1999 《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等譯，長春：
	吉林人民.
	2007 《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馬天杰、李麗麗譯，重慶：重慶出版社.
	1988 《綠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譯，北京：東方.   台北：南方.
	B、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Marxism-Feminism）
	2012 《哈蘭的旅程：風速王子後傳》（Harlan’s Race）.Joanne Chen譯，
	2013 《性別是條毛毛蟲》.廖愛晚譯，北京：新星.
	◎ 吉野賢治
	2016 《掩飾：同性戀的雙重生活及其他》.朱靜姝譯，北京：清華大學.
	◎ 溝口彰子
	2016 《BL進化論：男子愛可以改變世界!日本首席BL專家的社會觀察與歷史研究》. 譯，台北：麥田.
	◎ 石川大我

	◎ Tamagne, Florence
	2014 《歐洲同性戀史》.周莽譯，北京：商務.
	A、性與婚姻
	2002 《20世紀的性理論和性觀念》.宋文偉、侯萍譯，南京：江蘇人民.
	◎ Scruton, Roger
	2016 《性欲：哲學研究》.朱雲譯，南京：南京大學.
	2013 《現代哲學簡史》.陳四海、王增福譯，南京：南京大學.
	2019 《文化的政治及其他》.古婷婷譯，南京：南京大學.
	◎ Guillebaud, Jean-Claude
	◎ Mottier, Veronique
	2015 《性存在》（Sexualit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劉露譯，南京：
	譯林.
	◎ Kinsey, Alfred C.
	2013 《金賽性學報告（男人篇 ＆ 女人篇）》.潘綏銘譯，北京：中國青年.
	◎ Hite, Shere（1942 — ）
	2016 《海蒂性學報告：女人篇》.林淑貞譯，海口：海南.
	2016 《海蒂性學報告：男人篇》.林瑞庭、譚智華譯，海口：海南.
	2016 《海蒂性學報告：情愛篇》.李金梅譯，海口：海南.
	◎ Baker, Robin
	2014 《精子戰爭》.李沛沂、章蓓蕾譯，廣州：廣東旅遊.
	Baker, Robin ＆ Elizabeth Oram
	2015 《基因戰爭：一切家庭衝突的根源》.方怡雯譯，廣州：廣東旅遊.
	◎ Sigusch, Volkmar（德國）
	2018 《性欲和性行為：一種批判理論的99條斷想》（共二卷）.王旭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Cattan, Nadine ＆ Stéphane Leroy
	2018 《性的世界地圖：自由、歡愉與禁制》.陳郁雯譯，台北：無境文化.
	2012 《被綁架的性：來自A片國度的辛辣報告》.林家任譯，台北：
	八旗文化.
	2014 《性暴力史》（Rape： 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馬凡譯，
	南京：江蘇人民.
	◎ Philippe Brenot
	2021 《性愛大歷史：西洋篇》.石武耕譯，台北：無境文化.
	二、婚姻
	◎ Bologne, Jean-Claude（法國，  ）
	2008 《西方婚姻史》.趙克非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Abbott, Elizabeth
	2014 《婚姻史：婚姻制度的精細描繪與多角度解讀》.孫璐譯，北京：
	中央編譯.
	2014 《婚外：另類女人的歷史》.胡曉陽、吳瑞紅譯，北京：中央編譯.
	◎ Witte.Jr, John
	2011 《西方法律和宗教傳統中的非婚生子女》.鍾瑞華譯，北京：人民.
	2014 《從聖禮到契約：西方傳統中的婚姻、宗教與法律》.鍾瑞華譯，
	北京：中國法制.
	◎ Stone, Lawrence（英國，  ）
	2000 《英國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家庭, 性與婚姻》.刁筱華譯，台北：麥田.
	2011 《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 1500－1800》.刁筱華譯，北京：商務.
	2011 《貴族的危機，1558－1641年》.王俊芳譯，上海：上海人民.
	2018 《英國革命之起因（1529—1642）》.舒麗萍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 Yalom, Marilyn
	2016 《太太的歷史》.何穎怡譯，杭州：浙江大學.
	◎ Whitehead, Barbara Dafeo
	2018 《單身女性的時代：我的孤單, 我的自我》.賀夢菲、薛軻、管燕紅譯，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19 《單身，不必告別：獻給所有正要踏進婚姻、離開婚姻，和不考慮婚姻人們的箴言》.高紫文譯，台北：行人.
	◎ Lake, Roseann
	2019 《單身時代：旅居中國五年的美國記者探訪中國單身女性》.楊獻軍譯，北京：中國友誼.
	◎ Richmond, Mary E.
	2019 《女性喪偶者研究：基於1910年某慈善組織會社所知的985人》.
	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
	◎ 雨宮處凜
	2023 《單身女性》（非正規・単身・アラフォー女性 「失われた世代」の
	絶望と希望）.汪詩琪譯，上海：上海譯文.
	二、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 Eichberg, Henning（德國－丹麥，1942 —）
	2015 《身體文化研究 : 由下而上的人類運動現象學》.
	莊珮琪、李明宗譯，台北：康德.
	1998  Bodily Culture : Essays on Sport, Space & Identity.
	2010  Bodily Democracy: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Sport for All.
	2016  Questioning Play: What Play Can Tell Us about Social Life.
	2019  Play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ought.
	Ryall, Emily、Wendy Russell ＆ Malcolm Maclean（eds.）
	2013  The Philosophy of Play. New York：Routledge.
	Maclean, Malcolm、Wendy Russell ＆ Emily Ryall（eds.）
	2016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Play. New York：Routledge.
	Russell, Wendy、Emily Ryall ＆ Malcolm Maclean（eds.）
	2018  The Philosophy of Play as Life. New York：Routledge.
	◎ Guttmann, Allen
	2012 《從儀式到紀錄：現代體育的本質》.花勇民、鍾小鑫、蔡芳樂譯，北京：北京體育大學.
	B、生命政治
	一、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平均數、標準化
	◎ Canguilhelm, Georges（法國，1904 —1995）
	2015 《正常與病態》.李春譯，西安：西北大學.
	◎ Foucault, Michel（1926 —1984，見十四、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符號學）
	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藝術.
	◎ Macherey, Pierre（1938 — ，Althusser的學生，見十二、西方馬克斯主義
	―法國結構主義）
	2009  De Canguilhem à Foucault : la force des norms. Paris, La Fabrique éditions.
	2014  Le sujet des norms. Paris, Amsterdam.
	三、生命與生命政治
	◎ Brockman, John（ed.）
	2017 《生命：進化生物學、遺傳學、人類學和環境科學的黎明》.黃小騎
	譯，杭州：浙江人民.
	2017 《世界因何美妙而優雅地運行》.龐雁譯，杭州：浙江人民.
	◎ Fassin, Didier（法國，1955 —）
	2022 《生命使用手冊：法桑論生命人類學》.邊和譯，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
	◎ Kantorowicz, Ernst Hartwing（德國，移民美國，1895 —1963）
	A、原著
	2018 《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徐震宇譯，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
	2020 《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尹景旺譯，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
	B、康托洛維茲思想導論
	Lerner, Robert E.
	2020 《天使時間：康托洛維茲傳》.宋寧剛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Arendt, Hannah（德國，移民美國，1906 —1975，Heidegger的學生，1929年與Günther Anders結婚，1937年離婚）
	2013 《暴力與文明：喧囂時代的獨特聲音》.王曉娜譯，北京：新世界.
	2016 《剩餘的時間：解讀《羅馬書》》.錢立卿譯，北京：中央編譯.
	2016 《語言的聖禮：誓言考古學》.藍江譯，重慶：重慶大學.
	2016 《寧芙》.藍江譯，重慶：重慶大學.
	2016 《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吳冠軍譯，北京：中央編譯.
	2012 《褻瀆》.王立秋譯，北京：潑先生.
	2017 《瀆神》.王立秋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7 《裸體》.黃曉武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7 《論友愛》.劉耀輝、尉光吉譯，北京：北京大學. （由三篇文章組成
	的一本書：《什麼是裝置？》《論友愛》《教會與王國》）
	？  《什麼是機器》.    譯，北京：北京大學.  （未出版）
	2017 《萬物的簽名：論方法》.尉光吉譯，北京：中央編譯.
	？  《奧斯維辛的殘餘：見証與檔案》.張建華譯，北京：中央編譯.
	2016 《超越帝國》.李琨、陸漢臻譯，北京：北京大學.
	◎ Lifton, Robert Jay（美國，—  ，心理學）
	2016 《納粹醫生：醫學屠殺與種族滅絕心理學》.王毅、劉偉譯，南京：江蘇文藝.
	◎ Gould, Stephen Jay（美國，1941 — 2002，生物學、科學史）
	2017 《人類的誤測（智商歧視的科學史）》.柳文文譯，重慶：重慶大學.
	◎ 陳純菁
	2020 《生老病死的生意：文化與中國人壽保險市場的形成》.魏海濤、
	C、生命技術與文化
	◎ Furth, Charlotte（費俠莉）
	2006 《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960 ~1665）》.甄橙譯，南京：
	江蘇人民.
	◎ Hanson, Clare
	2010 《懷孕文化史︰懷孕、醫學和文化（1750-2000）》.章梅芳譯，北京：
	北京大學.
	◎ Asbell, Bernard
	1999 《改變世界的藥丸：避孕藥的故事》.林文斌、廖月娟譯，台北：
	天下.
	2000 《避孕藥片：一個改變世界藥物的傳奇》.曉明譯，北京：東方.
	◎ Jütte, Robert
	2013 《卑微的套套：安全套文化史》.姜玢譯，上海：上海文藝.
	◎ Naour, Jean-Yves Le  ＆ Catherine Valenti
	2012 《不存在的孩子：19 ~20世紀墮胎史》.高煜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 Timmermans, Stefan  ＆ Mara Buchbinder
	2020 《拯救嬰兒：新生兒基因篩查之謎》.高璐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D、生育
	◎ 小林美希
	2020 《不讓生育的社會》.廖雯雯譯，上海：上海譯文.
	2020 《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呂丹芸譯，台北：時報文化.
	2022 《中年漂流：無法逃離的中年困境》.鄒韵譯，杭州：浙江人民.
	2022 《老公怎麼還不去死：家事育兒全放棄還要人服侍？！來自絕望妻子
	們的深層怒吼》.陳姵君譯，台北：東販.
	2022 《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阿夫譯，北京：中信.
	2023 《就業冰河：被剝奪穩定工作的年輕一代》.趙婧姝譯，北京：
	中國工人.
	2014 《童年社會學》（第2版）.程福財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2016 《童年社會學》（第4版）.張藍予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
	◎ Lancy, David（人類學）
	2017 《童年人類學：小天使、附屬品、換生靈》.陳信宏譯，台北：
	貓頭鷹書房.
	◎ NHK採訪團隊
	2021 《為什麼要拋棄我？：日本「嬰兒信箱」十年紀實》.陳令嫻譯，
	台北：開學文化.
	◎ 阿部彩
	2021 《兒童的貧困Ⅰ：對日本不公平狀況的思考》.王偉譯，北京：三聯.
	◎ Harrison, Robert Pogue
	2016 《我們為何膜拜青春》.梁永安譯，台北：立緒文化.
	2018 《我們為何膜拜青春：年齡的文化史》.梁永安譯，北京：新知三聯.
	H、世代
	◎ 藤田孝典
	I、青年
	◎ Levi, Giovanni（義大利）＆ Jean-Claude Schmitt（法國）
	2022 《西方青年史》（上、下卷）.張強、柳玉剛、申華明、奚瑞森譯，
	北京：商務.
	J、中年
	◎ Bainbridge, David
	2018 《中年的意義》.周沛郁譯，北京：北京聯合.
	◎ Ezrati, Milton
	2014 《晚退休時代：轉型超高齡社會未來關鍵30年，我們如何工作，怎麼生活？》.吳書榆譯，台北：三采.
	2009 〈黑身體，白身體：19世紀末藝術、醫學及文學中女性性徵的圖像學〉.都嵐嵐譯，收於陳永國編選，《視覺文化研究讀本》.北京：北京大學.
	2008 《吸煙史︰對吸煙的文化解讀》.汪方挺、高妙永、唐紅、張薇譯，北京：九州.
	◎ Sheather, Julian
	2020 《醫療對我們仍然有利嗎？》（Is Medicine Still Good for Us？）.
	李海燕譯，北京：中信.
	◎ Blech, Jǒrg（德國，—）
	2021 《過度的醫療》（Heillose Medizin: Fragwürdige Therapien und wie Sie sich davor schützen können）.宋亭歡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
	◎ Meyers, Morton
	◎ Barnes, Colin ＆ Geof Mercer
	2017 《探索殘障：一個社會學引論》（第2版）.葛忠明、李敬譯，北京：
	人民.
	Oliver, Michael ＆ Colin Barnes
	2021 《障礙政治：邁向消弭歧視的包容社會》（The New Politics of
	Disablement）.紀大偉、張恒豪、邱大昕譯，台北：群學.
	◎ Murphy, Robert F.（人類學，1924— 1990）
	2022 《靜默之身：殘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邢海燕譯，上海：上海教育.
	◎ Sandel, Michael J.
	2018 《訂製完美：基因工程時代的人性思辨》.黃慧慧譯，台北：先覺.
	◎ Kaufman, Sharon R.
	2020 《生死有時：美國醫院如何形塑死亡》.初麗岩、王清偉譯，上海：
	上海教育.
	◎ Farmer, Paul、金墉（Jim Yong Kim）、Arthur Kleinman ＆ Matthew Basilico
	2020 《重新想向全球健康：導論》.常姝譯，上海：上海譯文.
	◎ Rothman, David J.
	2020 《病床邊的陌生人：法律與生命倫理學塑造醫學決策的歷史》.
	潘驛煒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每日新聞大阪社會部採訪組
	2020 《看護殺人：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石雯雯譯，上海：上海譯文.
	◎ Ebenstein, Joanna
	2021 《解剖維納斯：獻身醫學的永恆女神》.崔宏立、邵池譯，北京：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
	M、藥品
	◎ Karger-Decker, Bernt（德國）
	2004 《醫藥文化史》.姚燕、周惠譯，北京：北京三聯.
	◎ Rosen, William（1955—2016）
	◎ Allen, Arthur
	2021 《疫苗：醫學史上最偉大的救星及其爭議》.徐霄寒、鄒夢廉譯，
	北京：北京三聯.
	◎ Hager, Thomas
	2022 《食藥史：從快樂草到數位藥丸，塑造人類歷史與當代醫療的藥物事
	典》.陳錦慧譯，台北：聯經.
	2023 《疫苗的故事》（Vaccinated: One Man’s Quest to Defeat the World’s
	Deadliest Diseases）.仇曉晨譯，上海：上海譯文.
	N、病毒與社會
	◎ McNeill, William H.（1917—   ）
	1998 《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楊玉齡譯，台北：天下.
	2020，重印.
	2010 《瘟疫與人》.余新忠、畢會成譯，北京：中國環境科學.
	2018，北京：中信.
	◎ Trostle, James A.
	2008 《流行病與文化》.劉新建、劉新義譯，濟南：山東畫報.
	◎ Barry, John M.
	2013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鍾揚、趙佳媛、劉念譯，上海：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20 《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王新雨、張雅涵譯，台北：台灣商務.
	◎ Garrett, Laurie
	2017 《逼近的瘟疫》.楊岐鳴、楊寧譯，北京：北京三聯.
	O、死亡
	◎ Groot, J.J.M.de（高延，荷蘭，1854—1921）
	2018 《中國的宗教系統及其古代形式、變遷、歷史及現狀》（共6卷，1905
	頁）.芮傳明等譯，廣州：花城.
	◎ Vovelle, Michel
	◎ 宮下洋一
	2021 《安樂死現場》.木蘭譯，上海：上海譯文.
	2022 《生死有時：美國醫院如何形塑死亡》.初麗岩、王清偉譯，上海：
	上海教育.
	王樹生
	2014 《權力的迷宮：埃利亞斯、布迪厄與福柯的比較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
	2015 《飲食行為學：文明舉止的起源、發展與含義》.劉曉媛譯，北京：
	電子工業.
	2010 《一切取決於晚餐：非凡的歷史與神話、吸引與執迷、危險與禁忌，一切都圍繞著普遍的一餐》.劉曉媛譯，台北：博雅書屋.
	2015 《一切取決於晚餐：平凡食物背後的奇聞軼事》.劉曉媛譯，北京：
	電子工業.
	2020  War, Survival Units, and Citizenship: A Neo-Eliasian Processual-Rel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Routledge.
	2007 《山的世界》.賴惠鈴譯，台北：台灣商務.
	伊東俊太郎、梅棹忠夫、江上波夫
	2017 《比較文明研究的理論方法與個案》.周頌倫譯，上海：上海三聯.
	◎ Herzfeld, Michael（美國，人類學）
	2015 《冷漠的社會生成：尋找西方官僚制的象徵根源》.連煦、黃羅賽、鄭睿奕譯，北京：知識產權.
	2009 《誰統治美國：權力政治和社會變遷》（第5版）.呂鵬、聞翔譯，
	◎ Tarrow, Sidney G.
	2005 《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吳慶宏譯，南京：譯林.
	◎ Migdal, Joel S.（美國，1945 — ）
	1996 《農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壓力》.李玉琪、袁寧譯，北京：中央編譯.
	2009 《強社會與弱國家：第三世界的國家社會關係及國家能力》.
	2004  The Happy Chance：The Rise of the West in Global Context, 1500－1800.
	上海三聯.
	◎ Ertman, Thomas（美國，1959 —  ，Theda Skocpol的學生）
	2010 《利維坦的誕生：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
	郭台輝譯，上海：上海人民.
	1999 《解釋過去了解現在：歷史社會學》.王辛慧等譯，上海：上海人民.
	2002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Hobden, Stephen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London：Routledge.
	2002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Watson, James L.（人類學）（ed.）
	2015 《金拱向東：麥當勞在東亞（從麥當勞在5個東亞城市扮演的角色考察全球化過程》（第 2 版）.祝鵬程譯，杭州：浙江大學.

	2011 《人類思想史︰沖擊權威——從阿奎那到杰斐遜》.
	◎ Robertson, Roland（美國， — ）
	2000 《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梁光嚴譯，上海：上海人民.
	Robertson, Roland、Jan Aart Scholte ＆ 王寧（eds.）
	2009 《全球化理論︰研究路徑與理論論爭》.王生才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
	Held, David、Marika Theros ＆ Angus Fane-Hervey（eds.）

	2016 《全球化的故事：商人、傳教士、探險家與戰士如何形塑今日世界》.劉波譯，台北：八旗文化 .
	2021 《大流動》（Bound Together: How Traders, Preachers, Adventurers, and Warriors Shaped Globalization）.顧捷昕譯，北京：北京聯合.
	◎ Koren, Yoram
	2015 《全球化製造革命》.倪軍、陳靖芯等譯，北京：機械工業.
	◎ King, Stephen D.
	2018 《大退潮：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吳煒聲譯，台北：寶鼎.
	◎ Patel, Raj ＆ Jason W. Moore
	2018 《廉價的代價：資本主義、自然與星球未來》.吳文忠、何芳、
	趙世忠譯，北京：中信.
	2018 《廉價的真相：看穿資本主義生態邏輯的七樣事物》.林琬淳譯，
	台北：本事.
	◎ Standing, Guy
	2019 《不穩定無產階級：一個因全球化而生的當代新危險階級，他們為何產生，造成什麼問題，社會又該如何因應？》.劉維人譯，台北：臉譜.
	◎ Ritter, Henning（德國）
	2020 《無處安放的同情：關於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實驗》.周雨霏譯，
	廣州：廣東人民.
	◎ Orsenna, Erik ＆ Isabelle de Saint Aubin
	2020 《蚊子、病毒與全球化：疫病與人類的百年戰鬥帶給我們的啟示》.
	陳太乙譯，台北：馬可孛羅.
	◎ Sachs, Jeffrey D.
	2020 《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從舊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地理、技術與制度如何改寫人類萬年的歷史》.魏嘉儀、洪世民、林琳譯，台北：大塊文化.
	◎ Semau, Scott
	2020 《全球時代的社會不平等》（上、下）.李宗義、許雅淑譯，台北：群學.
	◎ 玉木俊明
	2020 《移動的世界史：從智人走出非洲到難民湧入歐洲，看人類的遷徙如何改變世界！》.林巍翰譯，台北：聯經.
	◎ Bernstein, William J.
	2018 《繁榮的背後：財富如何形塑世界， 跨越千年的富饒之旅》.潘勛譯，
	台北：大牌.
	2020 《貿易大歷史：貿易如何形塑世界，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跨越人類五千年的貿易之旅》.潘勛譯，台北：大牌.
	2022 《貿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會、文化與世界經濟》（第4版）.
	黃中憲譯，上海：上海人民.
	◎ Darian-Smith, Eve ＆ Philip McCarty
	2021 《全球轉向：全球學研究的理論研究設計和方法》.俞君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
	◎ Osterhammel, Jürgen（德國）
	Osterhammel, Jürgen（德國）＆ Niels P. Petersson（英國）
	2012 《全球化簡史》.魏育青譯，台北：商務.
	◎ Gruzinski, Serge（法國，1949 —  ，歷史學）
	2018 《鷹與龍：全球化與16世紀歐洲在中國和美洲的征服夢》.崔華杰
	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20 《歷史何為？》.盧夢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2021 《梅斯蒂索人的心智：殖民化與全球化的思想動力》.宋佳凡、季發
	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Hansen, Valerie
	2021 《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開端》（The Year 1000: When Explorers Connected the World-and Globalization Began）.劉雲軍譯，北京：
	北京日報.
	◎ Eyal, Nadav（以色列）
	2021 《逆流年代》.吳曉真譯，長沙：湖南文藝.
	◎ Abbenhuis, Maartje（紐西蘭）＆ Gordon Morrell（加拿大）
	2022 《萬國爭先：第一次工業全球化》（The First Age of Industrial Globalization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815-1918）.孫翱鵬譯，
	北京：中國科學技術.
	◎ Kalleberg, Arne L.（美國）、Kevin Hewison ＆ Kwang-Yeong Shin（韓國）
	2023 《有工作的窮人：全球化與亞洲地區不穩定就業》.張凌譯，北京：
	中國科學技術.
	◎ Inglis, David ＆ Anna-Mari Almila（eds.）
	2019  The Globalization of Wine. 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
	◎ Livesey, Finbarr
	2018 《後全球化時代：世界製造與全球化的未來》.王吉美、房博博譯，
	2013 《公民社會》.張義東、吳根明、王慧蘭、林育諄譯，台北：
	開學文化.

	2016 《社群分享經濟的力量：把分享打造成新型態的購買，推特、臉書、Linkedin、Instagram、Youtube的人本分享術》.林宜萱譯，台北：
	高寶.
	◎ Hyde, Lewis
	A、後人類（Post-human）、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超人類主義
	（Transhumanism）
	◎ Hayles, N. Katherine（1943 —  ）
	2017 《我們何以成為後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
	秦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8 《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賴淑芳、李偉柏譯，台北：時報.
	2013 〈虛擬身體與閃爍符徵〉.   譯，見林建光、李育霖合編，《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台北：Airiti Press Inc.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生物技術暴政與尼采哲學的最後階段〉.曹榮湘譯，收於曹榮湘選編，《視點 9：後人類文化》.上海：上海三聯.
	〈電子人國家〉.張立英譯，收於曹榮湘選編，《視點 9：後人類文化》.上海：上海三聯.（均選自2001 Cyborg Citizen：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 L0ndon：Routledge.）
	1995  The Cyborg Handbook. London：Routledge.
	◎ Braidotti, Rosi（義大利出生，澳大利亞成長，1954 —  ，女性主義）
	2015 《後人類》.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
	？  《游牧主體》.  譯，鄭州：河南大學.（未出版）
	◎ Ferrando, Francesca（義大利）
	2019  Philosophical Posthumanism. 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
	◎ More, Max（英國，1964 — ）
	〈超越主義者原理：超人類主義宣言〉.張立英譯，收於曹榮湘選編，
	〈人類進化的未來〉.陳英濤譯，收於曹榮湘選編，
	B、非人（non-human）
	Grusin, Richard（ed.）
	2015  The Nonhuman Turn.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ffe, Jon ＆ Hannah Stark（eds.）
	2015  Deleuze and the Non∕Huma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Maoilearca, John Ó
	2015  All Thoughts Are Equal: Laruelle and Nonhuman Philosoph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工具―存在》.  譯，鄭州：河南大學.（未出版）

	2012 “Object-oriented sociology and organizing in the face of emergency：Bruno Latour, Graham Harman and the material turn.”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63, No.4
	2020  War, Survival Units, and Citizenship: A Neo-Eliasian Processual-Rel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Routledge.
	2021  Transcending Modernity with Relational Thinking. New York：
	Routledge.
	◎ Powell, Martin
	2011 《理解福利混合經濟》.鍾曉慧譯，北京：北京大學.
	◎ d'Appollonia, Ariane Chebel
	2015 《種族主義的邊界：身份認同‧族群性與公民權》.鍾震宇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
	◎ Deleule, Didier
	2015 《足球教會了我們什麼？》.楊昆譯，桂林：廣西科學技術.

	2016 《什麼是政治行動？》.李沅洳譯，台北：開學文化.
	◎ Bouchilloux, Helene
	2018 《什麼是惡？》.郭俊逸譯，台北：開學文化.
	◎ Vautrelle, Hervé
	2018 《什麼是暴力？》.李沅如譯，台北：開學文化.
	◎ Berner, Christian
	2019 《什麼是世界觀？》.李沅如譯，台北：開學文化.
	2022 《什麼是城市？》.李崇瑋譯，台北：開學文化.
	◎ Dufour, Dany-Robert
	2017 《西方的妄想：後資本時代的工作、休閒與愛情》.趙颯譯，北京：中信.
	◎ Cuche, Denys
	2017 《社會科學中的文化》.張金岭譯，北京：商務.
	◎ Huyghe, Édith
	2017 《青樓小史》.馬源菖譯，南昌：江西教育.
	◎ Rosenfeld, Jona M. ＆ Bruno Tardieu
	2017 《民主藝匠：公眾、赤貧家庭與社會體制如何結盟，攜手改變社會？
	》.楊淑秀譯，台北：心靈工坊.
	◎ Dugain, Marc ＆ Christophe Labbé
	2018 《裸人：數位新獨裁的世紀密謀，你選擇自甘為奴，還是突圍而出？
	》.翁德明譯，台北：麥田.
	◎ Mension-Rigau, Éric
	2018 《貴族：歷史與傳承》.彭祿嫻譯，北京：三聯.
	2018 《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劉道捷譯，台北：衛城.
	◎ Rivière, Tiphaine（小說）
	2018 《唸書還是工作：這是一個問題》.潘霓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
	◎ Garcin, Jérôme
	2019 《《新神話學》：向羅蘭‧巴特致敬，從布爾喬亞的價值迷思到21世紀大眾符號解讀，法國社會精英的新時代趨勢觀察錄》.翁德明譯，台北：麥田.
	2018 《母權論：對古代世界母權制宗教性和法權性的探究》.孜子譯，
	北京：三聯.
	◎ Wulf, Christoph（ed.）

	2009 《媒介、文化與社會理論》.趙偉妏、陳晏茵、陳秉逵譯，台北：
	韋伯文化.  2013改名 《大眾傳播理論：文化與社會的面觀》
	2011 《文化公民身份：全球一體的問題》.王曉燕、王麗娜譯，北京：
	北京大學.
	Stevenson, Nick（ed.）
	2011 《理解社會公民身份：政策與實踐的主題和視角》.蔣曉陽譯，北京：
	北京大學.
	◎ Steenbergen, Bart van（ed.）
	◎ Green, David G.
	2011 《再造市民社會︰重新發現沒有政治介入的福利》.鄔曉燕譯，西安：
	陝西人民.
	2011 《文化理論：古典與當代》.林佳誼譯，台北：韋伯文化.

	2017 《愛與熱情的網球史：從布爾喬亞的花園派對到大滿貫頂尖對決》.
	鍾玉玨譯，台北：木馬文化.
	◎ Löfgren, Orvar（瑞典，1943 — ）
	2001 《度假》.朱耘譯，台北：藍鯨.
	Löfgren, Orvar ＆ Jonas Frykman
	2011 《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趙丙祥等譯，北京：北京大學.
	1972  Surrender and Catch.

	◎ Orum, Anthony M.（1939 — ）
	1989 《政治社會學：主體政治的社會剖析》（第 2版）.張華青、孫嘉明等
	譯，上海：上海人民.  1991，台北：五南.
	1989 《政治社會學：對政治實體的社會剖析》（第 2版）.董雲虎、李雲龍譯，杭州：浙江人民.
	2006 《政治社會學導論》（第 4版）.張華青等譯，上海：上海人民.
	Orum, Anthony M. ＆ John G. Dale
	2012 《政治社會學：當代世界的權力和參與》（第 5版）.周維萱等譯，
	台北：巨流.
	2018 《政治社會學》（第5版）.王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Orum, Anthony M. ＆（美）陳向明
	2005 《城市的世界：對地點的比較分析和歷史分析》.曾茂娟、任選譯，上海：上海人民.
	◎ Sherraden, Michael

	2019 《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李祐寧譯，台北：八旗文化.
	◎ Scanlon, Thomas M.
	2019 《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陸鵬杰譯，北京：中信.
	◎ Scheidel, Walter
	2019 《不平等社會：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人類如何應對不平等》.顏鵬
	飛等譯，北京：中信.
	◎ Payne, Keith
	2019 《斷裂的階梯：不平等如何影響你的人生》.李大白譯，北京：中信.
	◎ Scheidel, Walter
	2022 《平等的暴政：戰爭、革命、崩潰與瘟疫，暴力與不平等的人類大歷史》.堯嘉寧譯，台北：聯經.
	◎ Galor, Oded
	2022 《人類的旅程：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顧淑馨譯，台北：商周.
	2009 《媒介‧社會：產業、形象與受眾》（第3版）.邱凌譯，北京：
	北京大學.
	◎ Gitlin, Todd（1943－）
	2011 《制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邵红松譯，北京：北京大學.
	2010 《社會學家何為？》.劉陽、張倩譯，北京：北京大學.
	◎ Krause, Sharon R.
	◎ Fisher, Robert
	2016 《讓人民來決定：美國的鄰里組織運動》.林猛譯，北京：商務.
	◎ Harris, Sam
	2013 《道德風景：穿越幸福峰巒與苦難幽谷，用科學找尋人類幸福的線索
	》.于嘉雲譯，台北：大塊文化.
	2015 《信仰的終結：宗教、恐怖行動及理性的未來》.孔繁鐘譯，台北：
	八旗文化.
	◎ George, Susan
	2016 《思想的鎖鏈：宗教與世俗右翼如何改變美國人的思維》.藍胤淇譯，
	北京：商務.
	◎ Hall, David D.
	2016 《改革中的人民：新英格蘭新教及公共生活轉型》.張媛譯，南京：譯林.
	◎ Gordon, Milton M.
	2012 《不懂流行文化就不要談創新》.賈曉濤譯，海口：南海.
	◎ Jacobs, Mark D. ＆ Nancy Weiss Hanrahan（eds.）
	2012 《文化社會學指南》（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劉佳林譯，南京：南京大學.
	◎ Stearns, Peter N.
	2015 《世界歷史上的消費主義》.鄧超譯，北京：商務.
	◎ Johnson. Allan G.
	2001 《見樹又見林》.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台北：群學.
	2016 《見樹又見林：社會學與生活》.喻東、金梓譯，北京：中央編譯.
	2008 《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台北：群學.
	◎ Newman, David M.
	2011 《日常生活的社會學》.陳榮政譯，台北：學富文化.
	◎ Rohall, David E.、Melissa A. Milkie ＆ Jeffrey W. Lucas
	2015 《社會心理學：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清社會心理現象》（原書第3版）.
	譯，北京：機械工業.
	◎ Campbell, Marie L. ＆ Frances Gregor
	2012 《為弱勢者畫權力地圖︰建制民族誌入門》.王增勇、唐文慧、陳伯偉、許甘霖、徐畢卿、陳志軒、梁莉芳譯，台北：群學.
	◎ Waller, Bruce N.
	中國人民大學.
	◎ Lindsay, D. Michael ＆ H.G. Hager
	2015 《頂層視野：塑造我們世界的領導力》.譚安奎譯，北京：北京大學.
	◎ Venkatesh, Sudhir
	2015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流氓社會學家的貧民窟10年觀察》.賴盈滿 譯，台北：時報出版.
	◎ Bartlett, Jamie
	2016 《黑暗網路：匿名地下社會的第一手臥底調查》.廖亭雲譯，台北：行人.
	◎ Desmond, Matthew
	2017 《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胡訢諄、鄭煥昇譯，台北：時報出版.
	2018 《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胡訢諄、鄭煥昇譯，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
	◎ Deckert, Sharon K. Deckert  ＆ Caroline H. Vickers
	2015 《社會語言學導論：社會與身份》.何麗譯，北京：中國書籍.
	◎ Box, Richard C.
	2015 《公共行政中的批判社會理論》.戴黍譯，北京：中央編譯.
	◎ Alinsky, Saul D.
	2015 《叛道︰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黃恩霖、郭姵妤譯，台北：
	公共冊所.
	◎ Tirado, Linda
	2016 《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走向貧窮化的年輕人，正面臨什麼樣的困境
	？被困在低薪、低保障、高物價的「新貧世代」，為什麼無法脫貧？》.
	2015 《大停滯：科技高原下的經濟困境：美國的難題與中國的機遇》.
	王穎譯，上海：上海人民.
	2016 《再見平庸時代：在未來經濟中贏得好位子》.賀巧玲譯，杭州：
	浙江人民.
	Cowen, Tyler（ed.）
	2010 《創造你自己的經濟：無序世界的繁榮之路》.陳培蓓、周婕然、
	宋非譯，沈陽：遼寧科學技術.
	◎ Michaels, F. S.（心理學）
	2015 《單一文化的陷阱：經濟效益掛帥的時代，我們失去了怎樣的生活方式和多元價值？》.黃煜文譯，台北：木馬文化.
	2022 《難逃單調：當人遭遇經濟浪潮》.黃煜文譯，南京：南京大學.
	2006 《十封信︰寫給膽敢教書的人》.熊嬰、劉思云譯，南京：江蘇人民.
	◎ 梅原猛（1925 —，哲學）
	1989 《學海覓途》.張琳譯，北京：三聯.
	1990 《人類文明啟示錄：幾爾加美休》.卞立強譯，北京：
	中國國際廣播.
	1993 《日本人的靈魂：世界中的日本宗教》.卞立強、李力譯，北京：
	文化藝術.
	1993 《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點》.卞立強、李力譯，北京：
	中國國際廣播.
	1999 《諸神流竄：論日本古事記》.卞立強、趙瓊譯，北京：
	經濟日報.
	2005 《地獄的思想》.劉瑞芝、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
	2008 《佛教十二講》.雷慧英、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
	2016 《日本的森林哲學：宗教與文化》.徐雪蓉譯，台北：立緒.
	梅原猛 ＆ 稻盛和夫
	2009 《拯救人類的哲學》.曹岫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梅原猛 ＆ 稻盛和夫編
	1996 《回歸哲學：探求資本主義的新精神》.卞立強譯，上海：學林.
	井上靖、東山魁夷、梅原猛等
	1991 《日本人與日本文化》.周世榮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田村芳朗 ＆ 梅原猛等
	1987 《天台思想》.釋慧嶽譯，台北：華宇.
	2005 《日本文化中的惡與罪》.孫彬譯，北京：北京大學.
	中村雄二郎 ＆ 山口昌男（人類學）
	2011 《帶你踏上知識之旅》. 譯，南京：南京大學.
	◎ 堺屋太一（1935 —    ）
	1988 《如果現在是歷史》.東正德譯，台北：遠流.
	2008 《何謂日本》.葉琳、莊倩譯，南京：南京大學.
	◎ 今田高俊（1948 —    ）
	2016 《高達的女人們》.蔡青雯譯，台北：黑眼睛文化.
	2016 《革命青春：高校1968》.詹慕如、陳麗珣譯，台北：黑眼睛文化.
	2019 《李香蘭與原節子》.詹慕如譯，台北：黑眼睛文化.

	◎ 中野雅至
	2010 《日本的社會病：富人的傲慢‧窮人的怠慢》.張俊紅、任貝貝譯，
	北京：現代.
	◎ 竹內郁郎編
	2009 《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15講》.蘇碩斌譯，台北：群學.
	2010 《博覽會的政治學》.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台北：
	群學.
	2013 《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邱振瑞譯，台北：群學.
	◎ 福嶋亮大
	2012 《當神話開始思考：網路社會的文化論》.蘇文淑譯，台北：大藝.
	◎ 橋元良明
	2013 《傳媒學》.江暉譯，南京：東南大學.
	2013 《媒體與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演變》.何慈毅、陳唯譯，南京：
	南京大學.
	◎ 六本佳平
	2006 《日本法與日本社會》.劉銀良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 河西宏祐 ＆ 羅斯‧摩爾（澳大利亞）
	2010 《日本勞動社會學》.袁曉凌、陸留弟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 筑島謙三
	2008 《『日本人論』中的日本人》.汪平、黃博譯，南京：南京大學.
	◎ 中西進（文學）
	2013 《日本文化的構造》.彭曦譯，南京：南京大學.
	◎ 鶴見濟（1954 —  ）
	2000 《完全人格改造》.沈立仙譯，台北：新雨.
	2014 《脫資本主義宣言：拒絕全球化經濟腐蝕我們的生活》.李道道譯，台北：貓頭鷹.
	2011 《為什麼我少了一顆鈕釦？：社會科學的寓言故事》.邱振瑞譯，
	台北：經濟新潮社.
	2017 《多樣性：認識自己，接納別人，一場社會科學之旅》.邱振瑞譯，
	台北：經濟新潮社.
	◎ 東浩紀（Hiroki Azuma）
	2012 《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褚炫初譯，台北：大藝出版.
	2015 《遊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動物化的後現代2》.黃錦容譯，台北：
	唐山.
	2023 《觀光客的哲學》.黃錦容譯，台北：唐山.
	◎ 町村敬志、西澤晃彥
	2012 《都市的社會學：社會顯露表象的時刻》.蘇碩斌譯，台北：群學.
	2008 《Miya字解日本：食、衣、住、遊》.台北：麥田.
	2013 《字解日本：食、衣、住、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14 《漢字日本：日本人說的和你想的不一樣，學習不勉強的日文漢字豆知識》.台北：麥田.
	2015 《戰國日本I-時間的滋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15 《戰國日本II-敗者的美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松本哉（1974 —）
	2012 《素人之亂：日本抗議天王寫給22K崩世代的生存祕笈！》.
	陳炯霖譯，台北：推守文化.
	2015 《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邱靜譯，北京：
	北京大學.

	2018 《代表的日本人：深植日本人心的精神思想》.陳心慧譯，台北：
	遠足文化.
	2018 《茶之書：日本文化的神髓所在》. 鄭夙恩譯，台北：遠足文化.
	◎ 出井康博（Yasuhiro Idei）
	2018 《絕望工廠 日本：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的「現代奴工」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