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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伦纳 (Tom L. Chung) 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学士、硕士； 波士顿大学博士 (医疗社会学). 曾任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中国

事务主任、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副教授、辛辛那提生物医学研究和教育基金会执行主任、马萨诸塞州老人部

研究主任、华/亚裔研究和训练所创办人、大辛辛那提区中国商会主任、达傅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 国际领

袖训练所资深主任等.  曾经向北京大学、香港和欧美名校的学生和华埠机构提供领袖训练, 及在数所港美大学

讲授研究方法等课程. 早期在中文大学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从事多项社会研究. 

义务工作包括美国国家健康所研究申请书审议员、波士顿华埠诊所董事、辛辛那提理性思考会会长、俄亥俄

州州长亚太裔顾问、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会长等. 长期致力于客观知识的研发、应用、和普及.希望以多科际和多

角度的开诚态度, 来报导和分析世事、尤其是去重新理解华夏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中文著作包括<华夏文化辨析>、 <华夏历史的重构> 、<花旗美国面面观---美国社会分析> 、 <应用社会科

学研究法>、 <民主议决和组织策略> 等书;  在中港台美多份学术期刊、报章和杂志中关于中港欧美社会和文

化的论文;  “诗词与现代生活”、“华夏源略组诗（史前、历代）”、“童诗集:华夏神话与传说＂、“孺牛

集”、“医疗和保健＂、“小人颂”、“服务人员颂＂、世情、景物、气候、遊记、科学、民主、和艺术等

诗文.  

受邀讲题包括华人与美国高等教育、华夏历史与文化（在考古、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上重新分析华夏发

展方向和主要观念的古今意义）、美国华/亚裔现狀与趋势、美国华/亚裔疾病模式与趋势、老人的社区照顾、

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 

 

部分关于华人的著作 

 

1. 社会研究方法：科学在生活和职业上的应用, 快将由一大学出版社出版. 

2. 读《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源 (新加坡), 2016, #4 

https://www.sfcca.sg/sites/default/files/yuan/122.pdf 

3. “同族异梦怎同德？ ——从关怀、思辨、和沟通方式看华人寻向”, 海外华人与中国梦 （中英文版）, 北

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The Chinese Pursuit of Common Dreams – New Approaches for 

Concerns, Reason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Drea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5. 

4. 华夏文化辨析,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 华夏历史的重构, 香港三联, 2011; 长沙：岳麓书社, 2015.  

https://cread.jd.com/read/startRead.action?bookId=30418820&readType=1 

6. “序言: 岐异性与中美发展模式--发展史略和岐异性的研究/应用方法”, 黄枝连, 发展模式新论, 澳门大学, 

2012. 

https://www.sfcca.sg/sites/default/files/yuan/122.pdf
https://cread.jd.com/read/startRead.action?bookId=30418820&read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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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國大學的改革方向”,   明報月刊  2013年一月號.   

8. Greater Cincinnati Asian American Needs Assessment – 2010 (大辛辛那提区亚裔需求评估), 

Cincinnati: Asian Community Alliance, 2010 (中、英、韩、越文的简撮可见于

http://www.acacinci.org/index.php?page=health-survey). 

9. “Discrepancies, Convergence, & Enclave-specific Trends”, in W. Bateman, et al. eds., Praeger 

Handbook of Asian American Health,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9. 

10. 民主议决和组织策略, 香港: 三联, 2008. 

11. 花旗美国面面观, 香港: 三联,  2006. 

12.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Massachusetts -- Report of the Statewide Needs Assessment Survey,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Elder Affairs (1993 to 2005 年间, 351座城镇的随机抽样调查, 每四年重

新抽查一次). 

13. Health and Disability Issues of Asian Residents on Malden, Massachusetts, Healthy Malden Inc., 

The Great Wall Center and Tri-Community Action Program, Inc., 2005. 

14. “郑和不再下西洋最重要的原因”, 南京: 郑和研究, 2005, #4, 编入李思名等编, 全球化与区域合作,香港教

育图书公司, 2013. 

15. “广东与中国”,中美社会与文化, 第四卷第一期, 2001. 

16. "Asian Americans in 'enclaves', they are not a 'community',” in Asian American Policy Review, 

Harvard U. & UC-Berkeley, #5, 1995. Also in T. Fong & L. Shinagawa, (eds .,) Asian Americans: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Prentice Hall, 2000. 

17. “从大波士顿市华裔聚落新型态看海外华人一些新动向”,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 第 80期, 

1996a. 转载于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 2, # 4, 1998. 

18. One Step-Closer to the Mainstream?  The Quincy Coali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Alcohol, Tobacco 

& Other Drug Problems, 1998. 

19. Hate Crimes and The Glass Ceiling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n Massachusetts, Governor's Asian 

American Commission and MA Office of Refugees & Immigrants, 1996. 

20. 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法, 香港: 商务, 1992; 台北: 商务, 1993. 

21. GBCCA Membership Survey, with YM Ge), Greater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1992 

22. "长期性社区照顾的量度,” 台北: 社区发展季刊., 9/1991. 

23. Under-utilization” of physician service and the Chinese Health Culture, with Albert Yee,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Gerontology Institute, 1991. 

24. Needs Assessment for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Center (Parcel C) Project, with the Henderson's 

Planning Group, Bosto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and South Cove-Chinatown Neighborhood 

Council, 1989. 

25. Job Expect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of Asian American Clients, Boston: Bosto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and the South Cove – Chinatown Neighborhood Council, 1988. 

http://www.acacinci.org/index.php?page=health-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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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文化留与失, 华埠调查的启示,” 明报月刊, 7/1988 年. 

27. "知识传播与中国的现代化,” 香港: 信报月刊, 10/1986. 

28. "从邮票看中国近代发展,” 香港: 信报月刊, 3/1986. 

29. Ethnic Difference in Home Care Client Satisfaction,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Gerontology 

Institute, 1986. 

30. 香港老人需要全面抽样调查/Needs 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in Hong Kong, (中英文版),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1975. 

 

 

鍾倫納部分演说 

上海复旦大学 2014: http://www.econ.fudan.edu.cn/newsdetail.php?cid=7535 

    (English trans. by Money Weekly）http://news.cnfol.com/huiyihuodong/20141124/19532844.shtml 

香港中文大学 2015: http://www.cuhk.edu.hk/soc/prdsrc/pdf/talk_nov_18.pdf 

波士顿 2002: http://www.cccalumni.hk/uploads/newsletters/online/File/enewsletter/el2007064.pdf 

雪梨 2011: http://www.alumni.cuhk.edu.hk/aaaus/news/2011June/dr_chung_talk_summary.htm 

华盛顿 2017: http://newworldtimes.us/newspaperfiles/20170407/p58c.pdf  

2006: http://news.sinovision.net/portal.php?mod=view&aid=13264;  

福州 2014: http://sh.fjut.edu.cn/s/80/t/418/62/e2/info25314.psp 

 

 

 

簡介 <華夏歷史的重構>、 <華夏文化辨析>、《花旗美國面面觀--- 美國社會分析》、 

和《應用社会科学研究法》 

 

<華夏歷史的重構> (香港三聯, 2011, 繁體; 湖南岳麓書社, 2014, 簡體) 和 <華夏文化辨析>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這兩本書前身是我數年前在波士頓所作的十六個公開講稿, 每本約 30 萬字, 三百多頁.   

 兩書目的: 依賴客觀資料, 透過對多方面專家研究成果的整理, 以平實的態度和文字, 來探討、澄清、描

述、重新分析、和衡量一些關鍵性觀念和結構, 幫助讀者依據科學態度, 從多元角度去把握全局. 

 兩書特色: 

一.  時間跨度長, 從中國人種的來源到二十世紀. 

二.  分析的基礎是多門學科的資料, 書目精選, 範圍廣闊. 

三.  立論是歸納的後果, 而非任何理論的演繹,本書把頗多前人和個人的洞識, 合邏輯地組織進宏觀和細

緻的體系. 

http://www.econ.fudan.edu.cn/newsdetail.php?cid=7535
http://www.cuhk.edu.hk/soc/prdsrc/pdf/talk_nov_18.pdf
http://www.alumni.cuhk.edu.hk/aaaus/news/2011June/dr_chung_talk_summary.htm
http://newworldtimes.us/newspaperfiles/20170407/p58c.pdf
http://news.sinovision.net/portal.php?mod=view&aid=13264
http://sh.fjut.edu.cn/s/80/t/418/62/e2/info25314.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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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華夏歷史的重構>分章的標準是華夏文化發展中最重要的階段, 而非硬性的斷代史、編年史、或

地方史. 各章突出各代和各階段的特色, 及其在華夏發展中的關鍵, 而非泛泛的循環或起承轉合. 

五.  <華夏文化辨析>選材是華夏文化最重要卻頗多誤解的意念和結構, 澄清其源流, 有助於抽取適合現

代生活的啟示和厘訂將來的發展方向 

六.  在適當場合, 點出當時當地的關鍵和背景、跟西方的比較、和對華夏現代發展的啟示. 

  

<華夏歷史的重構> 

 中國人是土生的還是外來的? 三皇五帝只是八個人嗎?  這些傳說可靠嗎? 他們跟考古發現有什麼關係? 

 黃帝是好戰的領袖/族團嗎? 從種種關於他/他們的傳聞看來, 華人應該接受他作祖先嗎? 在黃帝出現前

後的事蹟, 如何有助於華夏一體的形成? 

 唐虞夏商周秦漢各朝對中國政體和社會的發展產生過什麼獨特的作用? 

 “封建” 的實質和效果如何? 除了 “餘孽”, 對華夏有沒有正面作用? 跟歐洲封建有何不同? 

 戰國時的科技、經濟、軍事、和思想動向如何透過理性主義推動君國主義? 

 漢代怎樣成了各種政治思想的實驗塲? 

 漢唐軍事和外交成敗原因何在? 

 唐宋元明清各朝對中國政體和社會的發展產生過什麼獨特的作用? 宋代真的是那麼弱嗎? 宋代為什麼

在多方面成為華夏重整的分水嶺? 為什麼華夏的優勢開始下降? 

 元和清的異族統治有何不同? 在什麼程度上影響華夏盛衰? 

 廣東在華夏發展史中担當了什麼角色? 從廣東跟中國的關係, 可以看到華夏發展過程中遇上什麼問題? 

 華夏在什麼時候落後於西方? 什麼是歐洲和中國力量消長的主要根源? 

 

目錄: 

 1. 三皇五帝之間、之外、及之前 / 三皇五帝之间、之外、及之前   (The Era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3 Kings and 5 Emperors”) 

1．三皇五帝观念的源流 

2．三皇五帝之前 

3．起源期 

4． 分头发展期 

5．激烈碰撞期 

6．结语 

2. 唐虞夏商周與國家的建立 / 唐虞夏商周与国家的建立  (Nation building through the Tang, Yu, 

Hsia, Sheng and Zhou Periods) 

 1.  邦國出現前的中原 

 2.  中原以外有盛況 

 3.  中原王國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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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邦國聯盟穩定化 --- 唐堯的號召 

    3.2邦國聯盟鞏固化 --- 虞舜的承傳 

    3.3邦國聯盟私有化 --- 夏禹的催生 

    3.4神權盟國 --- 商王的神權和暴力 

    3.5封建王國 --- 周公的整體設計 

 4. 王國形成期對華夏文化的影響擇要 

    4.1 權力轉移的穩定化與持續王權的樹立 

    4.2 天佑德政, 自覺哲學和君子性格 

    4.3 婦女地位的下降 

    4.4 家、族、和階層的制度化 

 5. 結語 

3. 周秦漢分合的歷史意義 / 周秦汉分合的历史意义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visions 

and integration in Zhou, Qin and Han) 

1. 封建王國的新分合 

2. 春秋的急遽分合 

3. 戰國競爭與專制統一 

4. 秦的統一和崩潰 

5. 秦漢異同 

6. 結語 

4. 漢唐間的中外關係 / 汉唐间的中外关系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the Han and Tang Periods) 

1. "中” 的歷史和觀念背景 

2.”外” 的觀念落後於外間發展 

3. 邊疆和中部的適應 

4. 軍事行動 

5. 外交活動 

6. 中外商貿的曲析發展 

7. 文化交流 

8. 結語 

5. 宋代 --- 自覺的擴張和馬虎的漫延 / 宋代 --- 自觉的扩张和马虎的漫延  (Significance of the Song 

Period in society, economy, and philosophy) 

1. 王權過度自覺的政治表現 

2. 儒生自覺擴展對朝野的影響 

3. 王權高漲對軍事的異常影響 

4. 經濟上的大變和不變 

5. 改革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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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民生活 

7. 自覺與矛盾的文化 

8. 結語 

6. 元和清對中華民族的意義 / 元和清对中华民族的意义  (Significance of The Mongol and 

Manchurian reigns in Chinese history) 

1. 併合和保土 

2. 種族利害與融合 

3. 登峰造極的王權 

4. 儒式運作的極限 

5. 小農經濟的極限 

6. 結語 

7. 從廣東看中國 / 从广东看中国  (Guangdo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1. 水運文化的自然環境 

2. 戰國以來的越族文明 

3. 秦漢之間廣東的漢化 

4. 明清以後廣東的漢化和”化漢” 趨勢 

5. 結語 

8. 宋明清期間中西文明的消長 / 宋明清期间中西文明的消长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during the So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1. 消長的根源和概略 

 2. 王權擴展的異向策略 

 3. 儒生和西歐精英的同異 

    3.1 西歐官僚的多元背景 

    3.2 儒生的共同背景 

    3.3 宋代以後的儒式運作 

 4. 財經的殊途殊歸 

    4.1斗爭中發展的西歐商業和稅收政策 

    4.2 無節制的中國收支習慣 

    4.3 微弱的中國積累機制 

    4.4 被忽視的商貿 

 5. 武力的消長 

    5.1 以戰養戰的西歐 

    5.2 防內重於攘外 

    5.3 以文統武 

    5.4質量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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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放棄主動 

6. 人的質與量 

    6.1 人口壓力的同異 

    6.2人口質素 

    6.3 對個人權利的抑制 

    6.4 對次層群體的抑制 

7. 結語 

 

各章大旨 

第一章  “三皇五帝之間, 之外, 之前” 把古籍中繁複錯雜的傳說和胡說清理, 抽出比較可靠的說法, 

作為配合考古和人類學對史前研究的一些線索. 基於目前科學證據, 本書接受中國人種來自五萬年前的非洲的

說法 (藍田人和北京人等皆早巳絕種, 不是中國人的祖宗). 這批現代智人的頭顱容量在一萬二千年前左右突然

膨脹 (中亞和歐洲人種亦然), 跟著分頭在東亞大陸上急速發展, 他們在中原的遺蹟, 多見諸於距今約九千多至七

千年前的斐李崗至仰韶中期的文化. 接續而來的是各大文化之間的激烈碰聚, 在中原大略是距今七千至四千年

前的龍山時期, 亦即傳說中一些三王五帝時期. 

 

第二章  “堯舜夏商周與華夏建國” 交待華夏如何匯出主流的雛形, 包括邦國聯盟出現前的中原、中原以外的

情況、和中原王國的形成過程, 從唐堯把邦國聯盟穩定化、虞舜把邦國聯盟鞏固化、夏禹把邦國聯盟私有化、

商王以神權和暴力把邦國同盟建成神權盟國、以至周公設計的封建王國. 沒有這連串發展, 便沒有華夏特色的

國家. 這串連續的王國形成階段對華夏文化的影響極大, 導致了權力轉移的穩定化、持續王權的樹立、德政和

自覺哲學的興起、 婦女地位的下降、以及家、族、和階層的制度化. 

 

第三章 “周秦漢分合” 分析王權、重農、和儒式運作三大支柱的確立, 及分後能合的底蘊. 歐洲在神聖羅馬帝

國消亡以後, 散裂了近二千年, 在近數百年斗爭中茁壯的英法德意西等幾個特強國家, 今天皆各自標榜其民族獨

特, 相繼興亡的大中小型政體更多. 商代建立的神權盟國滅亡後, 若無周初第二次分封, 東亞大陸上也可能出現

歐洲那種分而難合的情況. 分封把鬆散的聯盟組成空前的一個整體, 同時方便了個別封國併合鄰族. 但分封也直

接削弱大宗和導致分化. 詭吊的是分化之勢到了春秋末期回彈, 競爭的激烈化讓理性原則無限擴張, 這種理性主

義是以強君與強國為出發點的, 專制王權因而不斷膨脹, 秦恃之以推行特強的效率, 亦因過度奴役個體而速合速

崩. 漢初兼行郡國制, 希望在封建諸藩以翼衛王權的同時, 能保持中央的效率. 但諸藩驕恣, 被削後, 王權一方面

復升, 一方面屢被外戚和宦官把持, 內部矛盾迭出, 國策搖擺, 藥石紛投, 儒道陰陽學說的實施, 都可說是為了節

制王權的表現. 在法家的堅持下, 君國理性主義得到貫徹, 但改為以擁王的儒式運作代替了封建制度, 明儒暗法

成了華夏此後的治國基策, 一君獨尊的重申,強化了天下統合的共識. 

 

第四章談 “漢唐的中外關係”.  漢唐是華夏文化的再度擴張期. 

儒生雖然強調中庸之道、堅信農業生產沒有擴張的需要、輕視農業社會以外的需要、和強調先內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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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權卻不時跳出國界、農業人口也過不了幾代便得找尋新的耕地, 這是漢唐軍事特盛的動機. 史實顯示出華夏

幅員不斷膨漲和充實、有些外族不能從貿易得到所需而走向對抗、為了防範邊遠入侵而讓藩鎮坐大、內部經

常為了外患而民窮財盡. 在外界需要中國的時刻, 由於內亂或無知, 錯過了多次和好或壯大的機會. 中唐以後, 陶

瓷輸出大增, 海上絲路也擴展為海上陶瓷之路和香料之路, 中國無論在科技、生產力、海運、內外市場等各方

面都佔據優勢, 有機會發展出多元經濟, 卻被內部原因拉回小農主義. 

 

第五章是 “宋代 ---自覺的擴張和馬虎的漫延”. 跟初生多病、藥石紛投的漢帝國比較, 跟不知有病、或諱疾

忌醫的其他王朝比較, 宋代是個一開始便實行大規模預防措施、不斷有全盤或全新改善行動、在朝廷和基層都

實踐過改革的朝代, 這些自覺行動的預期和意外後果, 在華夏歷史和文化多方面形成了分水嶺. 宋初自覺地採用

了空前的重文輕武綱領, 扭轉了邊鎮強而中央弱的傾向, 以分治和互相牽制的策略, 來削減各種潛在威脅力. 宋

廷又大大擴寛了儒生入仕的門檻, 不但爭取到知識份子的認同, 和提升政府的溝通和解決問題的信心, 還因大量

未能入仕的儒生留在基層從事教化, 令儒家的自覺精神開始在向全民滲透. 可是, 自覺習慣既容易發現問題, 也

因為解決不到問題而加深挫折感. 宋代經濟的上揚帶來了失調和相應而起的規制衝擊, 財富的增加又造成了不

平等和動亂, 新舊制度和政策的爭持不下, 往往成為社會運作失調的起源, 問題愈來愈盤根錯節, 官員敷衍塞責

愈來愈普及. 宋代的空前自覺, 竟然大幅助長了華夏的馬虎態度. 與此同時, 儒式自覺偏重了從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總體角度、看不到經濟發展的潛力、欠缺工商也可以成為新型經濟根本的洞識、也欠缺以南方經濟加上良

將和新式武器足堪北伐的信心, 宋代雖然達到了不少被忽視的成就, 卻終於在頽弱的形象下退出歷史舞台, 並留

下了普遍擴散的馬虎態度. 

 

第六章是 “元和清對中華民族的意義”.  元和清以異族入主, 因而每每被歸咎為造成中國衰落的朝代. 把種族

岐視政策視為它們覆滅的主因, 便掩蓋了兩個更基本的問題. 一是華夏政體的週期性衰落, 另一個更嚴重, 那是

華夏歷史循環的打斷, 不能單靠改換政權來恢復, 也不能透過鎖起國門來解決. 華夏的衰頹雖然在清代顯得份外

顯著, 很多問題卻是長期積累的後果, 元清的處理大體上不離舊習, 清廷的效率事實上比一般的印象高出很多. 

近年資料顯示: 十八九世紀間中國的工業產值, 比整個歐洲總和還高. 清代不但出現過迅速的經濟增長, 而且採

用的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 而是傳統的華夏途徑. 王權、儒式運作、和小農經濟, 到了清代都如願地

發展得淋漓盡致. 料不到的是過度成功的結果, 竟然導致整個華夏傳統的崩塌: 人口猛增、小農經濟到達了地理

的盡頭、平均畝產量在人口持續劇增後不斷下跌、自然生態嚴重失調、社會長期陷入貧困化. 競爭激化後, 與

鄰為壑的情況普遍, 民間械鬥和反政府行為愈來愈頻密, 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無法維持, 加上外敵環伺、外貨打

擊了農村副業、種族關係緊張, 幾種危機同時互相激盪, 終致帝制下台、科舉不再, 華夏被震離歷史循環的軌道, 

再也難恢復昔日的慣性, 華夏必須摸索新的方式和架構. 

 

第七章 “廣東與中國” 從廣東的獨特性看它對中國走向一個有機性社會的作用. 華夏在齊一化過程中雖然容

忍了不少地方上的岐異性, 廣東卻長期間幾乎是唯一被指定為引進外物的機掣. 可是, 由於廣東在秦始皇時才併

入中國版圖, 極少受成書於東周的典籍提及, 而中國傳統學術大多是闡釋先秦古典作品, 廣東經驗遂長期受忽視. 

本章把廣東的漢化和 “化漢” 過程, 分作三個階段 (進入中國版圖以前、 秦漢至宋元、明清至今), 從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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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實 (跟中央的關係、農業、商業、和文化風俗), 來鈎劃出中央政策對地方和全國興衰的作用. 

 

第八章 “宋明清間中西文化的消長” 探索一個導致中西消長的最重要因素. 以宋代作中西力量消長的開端並

非由於它的孱弱, 而是因為它能夠自覺地重整了華夏的發展方向. 如果唐後沒有宋, 中國可能早巳分裂. 正是宋

的努力, 華夏才有以後的發展, 也才會以癱瘓而非以崩潰的方式消沉. 中國被歐洲打敗, 不全因華夏傳統架構和

運作的無效、或當事者的腐敗無能, 事實上, 這個系統曾經長期生效. 在宋代之前二千年, 華夏巳經建立起一個

在意識型態和組織上皆嚴密結合的政治經濟體系, 相當有效和穩定地運作, 即使有間歇性的分裂, 仍能回復統一, 

並陸續擴充領土、開發農地、和溶匯出共同的文化. 唐代在軍事、科技、經濟、外貿、和國際聲望等多方面巳

居世界前列. 宋代在這基礎上再自覺地改善, 在經濟和技術發展、共同意識的維持、行政規模、和動員能力等

各方面, 繼續深化. 但從宋至清的總方向, 是本來巳盛的王權愈來愈無節制地膨漲、防內心理愈來愈甚於防外、

軍力愈來愈弱、農產潛力開發過盡、工商業的束縛愈來愈多、儒式倫理觀愈來愈廣披、大臣對皇帝要自稱奴

才、一般民眾的生命財產更少保障. 這個自戰國以來不斷提高效率的君國體制, 終於製造出自己不能解決的問

題, 連國內民亂和零散的倭寇都無法應付, 更不要說久經戰陣的西歐列強了. 本章在種種原因中, 找出一個最終

根源 --- “個體權利的萎縮”. 個權萎縮源自君權和族權高漲、個人和次層團體的權利欠缺保障、與及個體消

極或 “自律”. 它本來是華夏以往成功的主要因素, 到了宋代, 這個因素的負面作用開始超過其正面作用. 

西歐也跟中國一樣出現過天災、人口過多、重農抑商、土地兼併、外族入侵、踐踏人權、反科學甚至反知識

等種種問題. 天災人禍對歐洲的破壞往往更甚於中國, 恢復也較慢, 但人口壓力也遲些回來, 讓歐洲多了累積和

再投資的機會. 西歐跌到谷底後能夠再站起來的原因很多, 但源頭皆可追遡至 “個體權利的伸張”. 西歐王權

跟教會和封建領主之間的長期爭奪, 令基層人民和非政府組織得到喘息和發展機會, 為經濟發展積累起必需的

資源和動機, 帶動了工業化、軍事、科技、和政治改革. 一旦權利受到某種保障, 個體便強硬起來, 不必次次對

來自各方的統治者賣帳. 統治者必須比中國君主用上更多心思, 來取得個體的屈就. 西歐個體因而較易組織起

來, 可以發揮出較大的動能. 

  

  

 

 

<華夏文化辨析> 簡介: 

  

 東亞大地上可証的動物圖騰大都是實存的動物, 龍非實物, 它是一種例外的圖騰嗎? 有沒有實物是它的

前身? “龍” 怎樣會成為華夏的象徵? 

 “龍” 跟華夏文化有什麼關係? 以祖先崇拜見稱的華人, 為什麼連龍的起源和意義也未弄清楚, 便自認

是祂的子孫? 龍在以後還可以代表華夏嗎? (請看本書第一章) 

 在今天變化迅速的社會, 道德意識青黃不接, 傳統道德觀念還有啟示嗎? 仁義道德只是殘腐而且糾纏不

清的觀念嗎? 它們的真諦何在? 能夠重新歸類嗎? 能夠應用到什麼方面去? 

 有什麼是孔子不知的、知而不說的、說了而門徒不推廣的?他的教導還合時嗎?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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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經>長期被華人捧作天下第一經, 受到知識份子、術士、官方和平民普遍擁護. 天下間竟有這麼一

本書: 在許多字句的意義還未清楚的情況下, 既可作預測用的技術手冊或推理的根據、又可作治國秘笈

和人生哲理嗎?  

 到底這是一份卜辭編集還是一本專門著作? 編者或作者是誰? <易> 跟卜辭和八卦的關係如何? <易傳>

對<易經>的解釋產生了什麼後果? 易學推理的方法有何特色和缺陷? 對華人的心理和思考方法有什麼

影響? (第三章) 

 <詩經>是否出自一人之手 (若否, 如何解釋十六國風和風雅頌之間音韻及語法的高度一致性?) 國風到

底是各地民歌的輯集, 還是一位詩人的思行記錄? 它如何在被斷章取義和曲解的情況下, 成了華夏千多

年間的教材? 一份教材怎會產生多種教義? 

 為什麼一位詩經研究者羅列了堅實的考據, 提出了合理的新見解後三十年, 仍未在學府和社會裡引起熱

烈的辯論? (對如此重要典籍的新見解, 無論在猶太 、日本 、英美、和拉丁文化區裡, 都早巳引起社會

哄動了.) 傳統的詩經教育方法對華人帶來什麼影響? (第四章) 

 華人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嗎? 華人和鄰邦怎樣理解中國幅員遼闊這個事實? 為什麼漢字中有那麼多跟

戰爭有關的元素、古籍中有那麼多兵書?  

 <孫子兵法> 的真正優點在那裡? 它的局限呢? 它跟其他古典兵書的比較如何? 如果作戰雙方都讀過能

令人百戰百勝的 <孫子兵法>, 誰會失敗? 古典兵書對備戰、選將、練兵、軍紀、佈陣、應變、和軍隊

以外的關係有何啟示? 它們對騎兵、水軍、和火器的處理生效嗎? (第五章) 

 華人是個安土重遷的民族嗎? 今天在國外生活的華人超過五千萬, 比二百多個國家的人口還大, 各行各

業各層都有. 國內遷移的人數更多, 次數更密. 為什麼移民心理在文學中有那麼多描述, 在官方文獻中卻

罕見如鳯毛麟角? 

 華人遷移之前如何生活? 傳統社區的常態和理想有何關係? 社區解體時華人如何應變? 長期的貧困化過

程如何影響華人的行為思想? 遷移後如何重組新環境? (第六章) 

 中國的農工商關係如何? “重農輕工忌商” 的態度如何影響城墟鎮的發展? 經濟發展是否必須沿著歐

美現代化過程那樣展現: 只有透過城市化才能促動工商業起飛? 遠程和海外貿易對村鎮運作有什麼影

響? 中小型市鎮在中國城鄉佈局中担任過什麼角色? (第七章) 

 華夏民族只喝用清澈無波的井水、只航運於黃色東流的河水、很少閱歷藍色的海水嗎? 一個文明如果

有過二千多年的國際貿易、千年間在造船和航海技術方面皆執世界牛耳、海軍實力一度超過歐洲所有

海軍總和、海戰大多數獲勝、在全盛那二百多年間產品遍輸歐亞非美洲, 大量白銀源源運入, 這還可以

說是一個欠缺海洋經驗的文化嗎? 

 “華僑” 一辭如何從 “王民”、 “華商”、和 “華工” 、演化到到 “海外華人” 和 “華

裔” ?  (第八章) 

 

內容大旨 

第一章   “人傳的龍”?  --- 龍的藝術形態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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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 “龍” 這個常用的民族自稱的來龍去脈, 和找出它可以肩負的現代啟示. 在考古資料和社會科學基

礎上,  追析 “龍” 在歷代政治、宗教、經濟、和藝術表現之間的關係. 

<人傳的龍?>  摘獵漁撈餐即時, 農期播割賴先知. 觀天望物求徵兆, 遁地吟空示早遲. 

四野龍興祖輩仰, 中原鱷盡子孫疑. 圖文屢變忘追辨, 枉教傳人唱曲詞. 

 章內還以五首詩, 分撮在潛龍期、成龍期、游龍期、帝龍期、和矇矓期的龍形和意涵. 

 

第二章: 仁義道德四字的古今意義 

在價值失調的今天, 傳統文化真的腐朽到無法應用嗎? 本文引入較多的民族學/人類學角度,在傳統的文

史哲資料之間, 追遡出幾個核心觀念的流變, 並從中提錬對現代生活的新啟示. 

仁義道德的現代啟示: 

1. <為仁由己>: 天倫順序泛愛人, 克己承擔態度真. 自覺不休常向善, 凡塵實踐永求新. 

2. <合宜行義>: 主動幫人要及時, 不求報答不謀私. 同情奮慨犧牲易, 棄舊迎新險就宜. 

3. <辨道適性>: 萬水分流各匯川, 沿途改道自思遷. 援形度勢調緩急, 大局常情一線牽. 

4. <明鵠敬德>: 說德經常忘目標, 單談手段志難超. 釐清鵠的增功效, 敬業修身不斷調. 

 

第三章  易經並不神秘 

易經借卦序和卜辭形式而寫成, 是一本以實例來啟導做人處世的專著, 最重要的主題不在 “變易”, 而

是在變易不居的情勢下如何 “堅貞不懈”. 本文除了辨識作品的背景、旨意、和寫作方式、後世對它的期望和

註解, 還分析易學背後的思想方法和局限. 

<易頌>: 遠慮深謀避忌疑, 堅貞不懈勝先知. 借身卦卜傳深意, 吉莫忘憂凶莫移 

  

第四章   奇情和真情的詩經 

透過環繞詩經的三個奇情故事 (作者和作品的真相、詩經以往的社會歷程、和一位現代研究者的待遇), 

本文分析了一批原來以實描為主的作品, 如何被用來影響政治、外交、文學、教育、意識型態, 以及華夏治學

方法和思考態度. 

<詩嘆>: 傳情遞意慣純真, 喜頌怨悲怒難伸. 穿鑿斷章失本意, <詩經>竟種亂思因! 

  

第五章     <武經七書>和中國兵法 

孫武不會認為自己的著作可以放諸四海而準, 百年後孫臏的標準便不一樣. 古典兵法不但無法預知千多

年後水戰的規模、軍種的變化、和火器的發展, 就是對成書當年的實例也欠客觀而全面的分析. 宋代國防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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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須面對大批騎兵, 火藥亦巳大量應用, 武舉考試採用的 <武經七書>,  卻大都是騎兵和熱兵器作主力之前的著

作. 清軍用大炮轟倒漢人的城牆後, 竟然為了保持騎兵優勢而禁制了火器的應用和發展. 

<古典兵法原則>: 

     作戰豈單判敵軍, 時空勢變慎區分. 不贏不利毋行事, 聚氣針虛迅猛奔. 

 <武經七書的本質與缺漏>: 

     <武經七書>宋儒編, 護主偏農百代延. 火器水師騎術弱, 冀憑意志可移天. 

 

第六章     傳統社區的貧困化與重塑 

中國版圖的擴闊和家族生活的緊密, 都透過傳統小農社區這個機掣進行. 在大同小康理想的指導和儒式運作的

適應下, 這個效率奇高的機掣增加了華夏的內附力和持久力, 也帶出了特長的貧困化過程, 培養出華人多方面的

生活態度, 和拖延了經濟轉型.  

<華農社區>:  華農聚落豈長封, 墟市官場步步通. 鄉族援延貧特久, 遷移人口壓舒鬆.. 

 

第七章  城、墟、鎮與工商轉型 

華夏經濟發展走上了一條跟西方現代化迴然不同的路.  不少中小型市鎮曾經大力促進了工商業, 為大都市工商

過度擠迫引起的種種問題, 提供出另一條發展方向. 

<城墟鎮與工商>: 農重工輕疑妒商, 圍城限市亦欺鄉, 儒求均穩王揮霍, 墟鎮轉型舉國昌. 

  

第八章     藍色中國 ----- 海外活動的興衰 

中國雖然一直以農為主, 卻在大部份時間內, 同時也是一個超級海洋大國.  無論在海軍實力、海內外市場、國內

生產力、造船和遠航技術、和華裔關係網等方面,  都無以倫比. 但相對於遠較龐大的農業收入, 不斷受朝廷輕率

壓制, 雖曾數度消沈, 卻也能數度復起. 

<誰謂中華無海運?>: 中華水運遠源流, 千載海軍盛勝歐. 航技磁絲天下仰, 儒臣強制讓耕牛. 

第一章   “人傳的龍”?  --- 龍的藝術形態與背景 
 

0. 引言 : 人傳的龍?  

1. 潛龍期 

2. 成龍期 

3. 游龍期 

4. 帝龍期  

5. 矇朧期 

6. 總結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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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仁義道德四字的古今意義 
 

1. 為什麼要澄清仁義道德這四個字? 

2. 德 

    2.1 德字的流變 

2.1.1 德徵 

2.1.2 德政 

2.1.3 德行 

   2.2 “德” 字的整體概念架構和新意 

3 道 

3.1 途、道、和導引  

3.2 多元的民風俗道 

3.3自然規律和道術 

3.4 眾道的結合 

4. 義* 

4.1  “義” 字的流變和概念架構 

4.2 非建制的義 --- 義氣 

4.3 半建制的義: 忠義、結義、和道義   

4.3.1 “忠義”  

4.3.2 結義 

4.3.3 道義 

5. 仁 

5.1 “仁” 的東夷背景 --- “天倫” 的初意 

5.2 “仁” 以復禮, 最終為公 

5.3 仁求實踐, 不斷向上 

5.4 “仁” 的現代意義 

6. 仁義道德的概念架構 

 

 

 

第三章  易經並不神秘 
 

0. 導言 

1. “易” 的社會歷程 

  1.1卜辭、八卦、與 <易經> 

  1.2 “易” 的興衰略歷 

2. <易經> 與儒道的關係 

  2.1 <易經>與老子 

  2.2 <易經>與孔子 

  2.3 <易傳>與<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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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易” 的文字、象數、和推斷模式 

  3.1 <易經>的文字 

  3.2 “易” 的象數 

  3.3 “易” 的推斷模式 

4. 一套全面解 “易” 的假設 

  4.1<易經>的實物和史跡 

  4.2作者是誰? 

  4.3作者的歷史背景和<易經> 的具體內容 

  4.4 作者的身份和用意 

  4.5 <易經>和<書經>的互相補證 

5. 結語 

  5.1 <易經>裡有個比 “易” 更重要的觀念 

  5.2 “易” 跟華夏心態、認知、和策略的可能關係 

 

 

第四章    奇情和真情的詩經 

1. 三個奇情故事 

2. <詩經> 的社會歷程:  

2.1 <詩>的性質和起源   

2.2 <詩>的禮樂淵源   

2.3 孔子詩教意義的轉變   

2.4 經典化與附會化 

2.5 政教化和利害衝突帶來的混亂    

2.6 文學面目的出現   

2.7 <詩>的道德責任   

2.8 <詩>的考據與求真  

2.9 外來理論與文化傳承 

3. <詩經> 的表達方式   

3.1 賦比興 

3.2 篇章模式和音樂淵源 

3.3 標準化的聲韻  

3.4 共通的詞語特色 

3.5 異篇同名同句 

4. 詩經作者的真相和真意   

4.1 尹吉甫的生平和創作生涯 

4.2 純真的表達 

5. 現代生活與<詩經>教育 

5.1 詩教的平白化 

5.2 詩教與表達的精簡化 

5.3 詩教與類比的適當運用 

6. <詩經>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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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深化從賦的角度來研究<詩> 

6.2 多用 “組詩” 作為研究單位 

6.3 組詩例子 

 

 

第五章     <武經七書>和中國兵法 
 

1. 兵書出現前的華夏經驗 

1.1 自古多戰, 兵書特多 

1.2 王權的軍事意義 

2. <武經七書>的觀念流轉 

2.1 <六韜>: 陰謀行義, 守柔保王 

2.2 <司馬法>: 有節有制, 破而不滅 

2.3 <孫武兵法>: 計較得失, 自保伺機 

2.4 <吳子>: 治內謀外, 積極進取 

2.5 <尉繚子>: 重葯紛投, 刑殺是賴 

2.6 <三略>: 防內更甚, 陰陽猛濟 

2.7 <李衛公問對>: 問答精練, 陣法通達 

3. <武經七書>的總體傾向 

3.1 心態和原則 

3.1.1 基本心態 

3.1.2 基本原則之一: 應變用變  3.1.3基本原則之二: 理性指導 

3.2 人事 

3.2.1 忠君不渝  3.2.2 遠佞寡援  3.2.3 聖將難求 

3.2.4 輕視中下級軍官  3.2.5 岐待基層士兵 

3.3 氣和勢 

3.3.1 氣    3.3.2 勢 

4. <武經七書> 與實戰的關係 

4.1 騎射 

4.1.1 元代以前騎兵的起落 4.1.2 弓弩對騎兵 

4.1.3 蒙滿入華騎轉弱 

4.2 水戰 

4.2.1 忌水傳統    4.2.2 被忽視的水戰優勢 

4.2.3 海軍衰弱的內外原因 

4.3 火器 

4.3.1 從燃燒、爆炸、到投射 4.3.2 被忘懷的火器優勢 

4.3.3 火器優勢的消失 

5. <武經七書>跟華夏架構的關係 

5.1 農業社會的習慣 

5.2 王權削弱國家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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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儒式運作的慣性 

6. 結語 

 

 

第六章     傳統社區的貧困化與重塑 
 

1. 傳統社區與 “大同” 意向 

2. 傳統社區的宗族背景 

3. 傳統社區的常態運作 

4. 持續力與貧困化 

5. 移民、傳統社區重塑模式與 “土著化” 

6. 移民和非傳統社區 

7. 結語 

 

 

第七章  城、墟、鎮與工商轉型 
 

 

0. “重農輕工忌商” 下的城和市 

1. 西周以前 --- 從多元經濟到分區而治 

1.1 西周以前的多元經濟 

1.2 都邑內外的功能分解 

2. 東周至隋 --- 君權起落對經濟和城市的影響 

2.1 動亂與發展 

2.2 抑制工商的動機和措施 

3. 唐代以來的經濟轉型 

3.1 經濟轉型的潛力 

3.2 王權的作用和反作用 

3.3 儒家對工商的反對 

4. 城內市的突破和鄉間草市的冒興 

4.1 城內市的突破 

4.2 鄉間草市的冒興 

4.3 宋代草市的建制化 

4.4 草市的運作 

5. 市鎮的宏觀透視 

5.1 市鎮的脈絡 

5.2 中小市鎮數目、規模、和分佈 

6. 市鎮轉化與經濟改組 --- 從消費到輔助手工業 

6.1 工業性質與市鎮規模 

6.2 從消費到輔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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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工商的外向趨勢 

7. 大都市、中小市鎮、和農村的關係 

7.1 大都市的成敗 

7.2 中小市鎮的成功之道 

 

 

第八章     藍色中國 ----- 海運的興衰 
 

 

1. 海洋文化亦源遠流長 

2. 王權和儒臣對海洋的態度 

3. 佛教對海事的推動 

4. 海上優勢的形成 

4.1 漢隋之間的醖釀 

4.2 唐宋元間的擴展 

5. 從頂峰到谷底之一: 鄭和下西洋與海禁 

5.1 海禁的開始 

5.2 鄭和下西洋的背景 

5.3 鄭和不再下西洋最重要的原因 

5.3.1 空前的海事, 錯愕的罷航 

5.3.2 含混的決定 

5.3.3 一般所說理由的不足 

5.3.4 一個文化體制上的缺陷 

5.4 罷航後的新舊問題 

6. 從頂峰到谷底之二: 海商、海盜、與海禁 

6.1 應對外國海上霸權 

6.2 清代海禁和內遷 

6.3 限內甚於禁外 

6.4 從出超到入超 

7. “華僑” --- 從 “王民”、 “華商”、“華工” 、到 “海外華人” 和 “華裔” 

7.1  早期的零散出海 

7.2  “華商” 

7.3  “華工” 

7.4  “華裔” / “海外華人” 的經歷 

7.4.1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7.4.2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8.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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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華夏文化會中斷嗎? 
 

 

1. 持久的支柱 

1.1王權 

1.1 小農經濟 

1.2 儒式運作 

2. 文化的基因 

3. 循環的中止 

4. 傳統的應用 

5. 暫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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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美國面面觀--- 美國社會分析》 

UNDERNEATH THE AMERICAN FLAG OF DIVERSITY ---  AN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1. 七彩的種族關係 The Colorful Racial Relationship 

1.1萬國風習匯花旗 racial heterogeneity underneath the flag of diversity 

1.2 白內分黑白 racial spectrum within the Whites 

1.3 黑中多清白 decency among the Blacks 

1.4不白也不黑 neither Black nor White 

1.5 黃禍? Yellow Peril? 

1.6 紅黃棕白黑的分合 mixing and segregating colors  

1.7 調色的努力和阻力 efforts and obstacles of integration 

1.8 華人如何應對異族 the Chinese way in dealing with other races 

 

2 美國人的個性和群體意識 America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2.1 肯定自我 self-assertion 

2.2 肯定不同的自我 affirmation of “the multiple-self” 

2.3 從當下的自我到集體形象的轉化 transformation from“me-at-this-moment” to a collective image  

2.4 零碎湊合的群體形象 the fragment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2.5 理性主義普及化 secularization and widespread of rationalism 

2.6 對華人的啟示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Americans 

 

3 美國人自由嗎? Are Americans Free? 

3.1 隱形人身上的扎布 binding cloth on the Invisible Man 

3.2 美國式的自由和社會干預 freedom and social intervention ---- the American style 

3.3 自律風氣 self-discipline 

3.4 法治的特色 rule by legislation  

3.5 美式自由的啟示 inspirations from American freedom 

 

4. 開拓精神 The Spirit of Exploration 

4.1 開拓和優勢 exploration and dominance 

4.2 開拓活動不限於少數人 mass participation in exploration 

4.3 開拓活動不限於 “正業” exploration beyond the day-time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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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心智和感官的開拓 exploration of mind and sensibility 

4.5 開拓精神的制度化: 成本保障化、 方法科學化、 途徑普及化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xploration spirit: limited liability for explorers, scientific exploration, and the de-mystification of 

exploration approaches 

4.6 美國開拓優勢的全面性和持續性 the systematic and consistent domination of American 

 

5. 美國家庭大潰退? Major Retreat of the American Family? 

5.1 生殖功能 the reproductive function 

5.2 集勢功能 the coalition function 

5.3 照顧功能 the caring function 

5.4 生產功能 the economic function 

5.5 教育功能 the education function 

5.6 慰藉功能 the emotional support function 

5.7 統合功能 the integrative function 

 

6. 柳暗花明又社區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Community 

6.1 社區的失落 the decline of the community 

6.2 新時代的主功能 major role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6.3 社區重建 to rebuild the community 

 

7. 衣食住行 Daily Life 

7.1 多樣化、 簡便化、 和附加值化. Diversific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and 

adding added-values 

7.2 衣 clothing 

7.3 食 food 

7.4 住 housing 

7.4 行 transportation 

7.5 結語 an overview 

 

8. 大開大合的美國教育 Unsettling Arguments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 

8.1 捉摸容易、 把握困難 easy to touch but hard to grasp 



 

21 
 

8.2 推廣媚眾、 提升絕倫 popularity competition vs. pursuits of excellence 

8.3 全面發展、 專門突破 general education vs. specialization 

8.4 分權自主、集中統籌 autonomy vs. centralization 

8.5 相爭相承、 活力四射 the energetic competition and mutual reinforcement 

 

9. 從慈善到服務 From Charity to Service 

9.1 慈善和服務 charity vs. service 

9.2 節制福利的傳統 a tradition of welfare containment 

9.3 服務業的擴張 expansion of the human service sector 

9.4 服務業的生態 ecology of the human service sector 

9.5 結語 an overview 

 

10. 嫦娥應悔偷靈藥? --- 美國醫療展望 Doing Better But Feeling Worse in  

10.1 比神蹟更靈驗 more effective than miracles 

10.2 超越中醫 the rapid success of American Medicine 

10.3 領藥不領情 getting the cure but not the care 

10.4 假若人人都長生不死 if no one dies 

 

11. 管理、 英雄、 和領導 Management, Heroes and Leadership 

11.1 從空疏的經世之術到 “科學的” 管理意識型態 from high sounding ruling strategies to  

11.2 美式管理的特色 features of the American style of management 

11.3 管理的困局 constraints facing by the American management 

11.4 英雄何其多 too many heroes 

11.5領袖、 管理、 和時勢 leadership, management and the situations 

 

12. 結論—對岐異性的駕馭 Conclusion – Monitoring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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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社会科学研究法》 

第一章 社會研究 應用日廣 

1.1 引言 

1.2 應用範圍廣 

1.3 方法種類多 

1.4 普遍化勢成 

1.5 誤會要澄清 

1.6 小結 

 

第二章 應用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性 

2.1 引言 

2.2 '科學' 方法的特性 

2.2.1 有清楚的定義 

2.2.2 要求驗証出來 

2.2.3 要經得起客觀考驗 

2.2.4 要不斷探新 

2.2.5 要列明假設 

2.2.6 推論要嚴謹 

2.3 什麼是 '社會' 科學研究方法 

2.3.1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同異 

2.3.2 社會科學與其他方法的分別 

2.4 什麼是 '應用'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2.4.1 應用研究和理論研究的比較 

2.4.2 對誰有用? 

 

第三章 不慎毫釐謬千里 

3.1 題目豈自天上來 

3.2 利害關係離不開 

3.3 結論會依範圍轉 

3.4 過程要隨陷阱改 

3.5 逐步提練毋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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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社會經驗必具材 

 

第四章 倒序式的籌備工作 

4.1 弄清楚發表的對象和形式 

4.2 談妥發表的內容 

4.3 製訂倒序式的時間表 

4.4 預算要充份而有效率 

4.5 建立專業化的人際關係 

4.6 小結 

 

第五章 概念的形成和評價 

5.1 概推 ('抽象') 的普遍性 

5.2 概念不清的抽象 

5.3 概念的發展 定義 和修訂 

5.4 評價概念的標準 

5.4.1 概念的清淅性 

5.4.2 概念的針對性 

5.4.3 概念的關鍵性 

5.5 評價科學概念的標準 

5.6 小結 

 

第六章 概念的量度和運作化 

6.1 概念 變項 和變值 

6.2 變項的量度層次 

6.2.1 定類層 

6.2.2 定序層 

6.2.3 定距層 

6.2.4 定比層 

6.3 變值的歸類和層次考慮 

6.4 概念的運作化 

6.5 運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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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單項直接指標 

6.5.2 單項間接指標 

6.5.3 累加指標 

6.5.4 自評指標 

6.5.5 複合投射指標 

6.6 評價標度的標準 

6.6.1 完整性 

6.6.2 決斷性 

6.6.3 適度性 

6.6.4 可靠性 

6.6.5 有效性 

 

第七章 研究假設和研究設計 

7.1 轉題目為假設 

7.2 單元定量假設 

7.3 單元定性假設 

7.4 多元定量假設 

7.5 多元定性命題 

7.6 抽樣 

7.7 研究設計 

 

第八章 抽樣 

8.1 平庸比冠軍更難得 

8.2 不知概率的抽樣 

8.2.1 碰巧性抽樣 

8.2.2 定額性抽樣 

8.2.3 適意性抽樣 

8.3 概率抽樣 

8.3.1 簡單隨機抽樣法 

8.3.2 系統抽樣法 

8.3.3 分層抽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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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分區抽樣法 

8.3.5 多階段抽樣法 

8.4 樣本的大小 

8.4.1 要求的可靠度 

8.4.2 預期的準確度 

8.4.3 研究特徽的變異性 

8.4.4 樣本與母体大小之比 

8.4.5 次層類別分析的要求 

8.4.6 非抽樣性因素 

8.5 結論 

 

第九章 實驗設計和方法 

9.1 引言 

9.2 實驗的古典設計 

9.3 要兩組比較 

9.4 要前後比較 

9.5 可操縱變因 

9.6 結論 

 

第十章 普查 

10.1 普查的特性 

10.2 普查的過程 

10.3 自填 面談 和電話普查 

10.4 問卷設計 

10.4.1 問卷設計的一般原則 

10.4.2 問答的格局 

10.4.3 字眼和語氣 

10.4.4 輔助性設計 

10.5 訪員訓練 

10.6 搜集過程 

10.7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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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獻研究 

11.1 為什麼要鑽營文獻 

11.2 文獻的作用 

11.2.1 指導性資料 

11.2.2 直接資料 

11.2.3 襯扥性資料 

11.3 文獻的種類 

11.3.1 正規紀錄 

11.3.2 專題報告 

11.3.3 側面管錐 

11.3.4 統計數字 

11.3.5 二手報導 

11.3.6 非紀錄性資料 

11.4 文獻研究的步驟 

11.4.1 發掘文獻 

11.4.2 辨別真偽 

11.4.3 估計份量 

11.4.4 鑑定準確性 

11.4.5 掌握搜集方法 

11.4.6 時間分配 

 

第十二章 系統化觀察和表格的運用 

12.1 系統化的觀察 

12.2 表格的作用和濫用 

12.3 系統觀察的籌備 

12.3.1 估計素材的作用 

12.3.2 選擇重點和樣本 

12.3.3 留神定義 

12.3.4 觀察單位的量度層次 

12.4 表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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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填核簡便 

12.4.2 標誌客觀 

12.4.3 兼顧行政 

12.4.4 補充定義 

12.4.5 表頭清楚 

12.5 表格的推行 

12.5.1 物色填表者 

12.5.2 施行前會議 

12.5.3 質量控制 

12.6 結語 

 

第十三章 深度訪問 

13.1 性質和作用 

13.2 題材和對象的選擇 

13.3 預備深訪要目 

13.4 深訪的技術 

13.4.1 開端自然, 情緒安定 

13.4.2 鼓勵而不推波助灛 

13.4.3 收放有度, 承轉無跡 

13.4.4 指示和挑戰 

13.5 小結 

 

第十四章 參予觀察法 

14.1 參予觀察的性質和作用 

14.2 參予的形式 

14.3 初步假設和思想準備 

14.4 實地參予觀察的過程 

14.4.1 入場 

14.4.2 發展關係 

14.4.3 筆記 

14.4.3.1 筆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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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2 不同種類的筆記 

14.4.3.3 作筆記的方法 

14.5 結語 

 

第十五章 定性資料的整理和分析 

15.1 資料整理的重要性 

15.2 定性資料的分析和整理 

15.3 個案刻劃 

15.4 預訂概念作比較 

15.5 發展新概念 

15.6 建構理念型 

15.7 定性資料的電腦化 

 

第十六章 電腦化和定量資料整理 

16.1 電腦的作用 

16.2 軟硬件的配備 

16.3 資料編碼 

16.4 定量資料的輸入 

16.4.1 強調編碼簿 

16.4.2 交待工序和期望 

16.4.3 檢查原始資料 

16.4.4 輸入所需的電腦操作 

16.5 覆核定量資料的輸入 

16.5.1 製訂覆核計劃 

16.5.2 檢查個別變項 

16.5.3 檢查變項關係 

16.6 錯漏的處理 

16.7 資料併合和延伸 

16.7.1 重新編碼 

16.7.2 調整變值 

16.7.3 創造新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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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定量分析之一: 統計敘述 

17.1 統計分析的性質 

17.2 單變項敘述性統計技術 

17.2.1 單項定類敘述技術 

17.2.2 單項定序敘述技術 

17.2.3 單項定距敘述技術 

17.2.3.1 平均值 

17.2.3.2 標準差 

17.2.3.3 正態分佈 

17.3 雙變項關係的敘述 

17.3.1 分類百分表 

17.3.2 選擇雙變項關係統計的標準 

17.3.3 量度定類與定類間關係 

17.3.4 量度定序和定序間關係 

17.3.5 量度定類和定序間關係 

17.3.6 量度定距和定距間關係 

17.3.7 量度定類和定距間關係 

17.3.8 量度定序和定距間關係 

17.4 多變項分析 

17.5 怎樣理解統計數值 

17.6 怎樣選擇統計工具 

 

第十八章 定量分析之二: 統統推論 

18.1 統計推論的作用和性質 

18.2 推論統計的原理 

18.3 參數估計 

18.4 假設檢驗 

18.4.1 假設驗驗的基本概念 

18.4.1.1 對立假設 

18.4.1.2 顯著度和否定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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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3 一端還是兩端 

18.4.1.4 甲種還是乙種誤差 

18.4.1.5 參數還是非參數檢驗法 

18.4.2 單變項的推論 

18.4.2.1 單樣本定類比例的推論 

18.4.2.2 單樣本定距平均值的推論 

18.4.2.3 雙樣本比例差距的推論 

18.4.2.4 雙樣本平均值差距的推論 

18.4.2.5 多樣本平均值差距的推論 

18.4.3 雙變項的推論 

18.4.3.1 定類與定類間關係的推論 

18.4.3.2 定序與定序間關係的推論 

18.4.3.3 定類/定序與定距間關係的推論 

18.4.3.4 定距與定距間關係的推論 

18.5 結語 

 

第十九章 研究報告和行動 

19.1 廣義的研究活動 

19.2 書面報告 

19.2.1 書面報告的內容 

19.2.2 書面報告的表達方式 

19.3 口頭報告 

19.4 直接由研究衍生的行動 

19.5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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