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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生於台北，台灣 

地址：（公）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宅）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一路60-2號15樓之6 
電話：（公）03-5712121x58252  （宅）04-23506361    
傳真： 03-5734450   
E-Mail：yhchu@mail.nctu.edu.tw 

學歷： 

1990 年 8 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社會學 博士 

1985 年 8 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社會學 碩士 

1980 年 6 月 東海大學 社會學 學士 

經歷： 

2002/8—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2018/2—2018/8 烏干達馬凱雷雷大學社會研究所(MISR)訪問教授 

2011/8—2012/1 台北藝術大學，「關渡講座」講座教授 

2010/2—2010/8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訪問學者 

2004/8—2008/7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2002/12—2009/1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召集人 

2000/9—2002/7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997/10—1998/9   德國法蘭克福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訪問學者 

1990/8—2000/9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1984/1—1989/1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社會學系助教 

學術期刊論文： 

2018  紀念包曼：一位永遠的異鄉人評論家，《文化研究 》，第 
27期 ( 12月) ， P244 - 257  

2016  說真話與民主，傅柯的最後一課，《思與言》，第54卷第2

期，頁57-91。 

2015  「只有那不是藝術的才還能是藝術」：論布希亞的時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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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現代美術學報》，第29期，頁67-79。 

2014  半島禮讚，《傳播研究與實踐》，第四卷第二期，頁1-24。 

2010 如果美式自由民主不該是中國未來的夢想，《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第33期，頁1-46。 

2007 偶微偏：一個古老偶然的當代奔流，《文化研究》第五期，

頁87-118。 

2006 保羅復興：當代基進政治的新聖像？《文化研究》第三期，

頁205-229。 

2005 阿岡本例外統治理的薄暮或晨晦，《文化研究》創刊號，頁

197-219。 

2004 碧落黃泉共同體，未應鑄成殘人間 (Review Article on Jean-
Luc Nancy, Inoperative Community)，《新聞學研究》第78期，

頁187-199。 

2002  希臘佛陀：從一個雕像造形的旅程論博物館與藝術史的神話

創作，《台灣社會學刊》，廿八期，頁7-76。 

2000  文化工業：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台灣產業研

究》，第三期，頁11-45。 

1998  告別式已結束：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嗎？——紀念孔恩，

《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二期，頁29-65。 

1998  娼妓問題的另類提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卅期，頁

1-34。 

1997  這雙腳所經驗的階層——審美判斷初探，《國科會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彙刊》，七卷一期，頁111-129。 

1997 背叛/洩密/出賣：論民族誌的冥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廿六期，頁29-65。 

1996  從病理到政略：搞歪一個社會學典範，《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廿四期，頁109-142。 

1995  風險知識與風險媒介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十九期，頁195-224。 

1994  “Avant-garde for People's Sake──A Misrecognition or A 
Game?”（with Shih-ming Li）The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Double Issue: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sia Pacific, 
vol.22: 94-100. 

1993  正當的（只不過是）語藝：從前蘇格拉底到後尼采，《傳播文

化》創刊號，頁81-102。 

1992  實用封建主義：集體記憶的敘事分析，以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

陸為參考，《中國社會學刊》第十六期，頁 1-23 。 

1992  “The Trends of Childlessness in Taiwan: 1966-1980,”《東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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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報》第十一期，頁 227-245。 

1991  “Scholarly Feudalism: Historical Discourse as Revolutionary 
Enterpri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30's,” 《東海社會科學學報》第十期，頁 257-276。 

專書： 

2014 《西方與東方：高承恕與台灣社會學，卷一：社會理論》，王

振寰、朱元鴻、黃金麟、陳介玄合編。台北：巨流。 

2011  Biopolitcs, Ethics and Subjectivation. Co-edited with Alain Brossat, 
Rada Ivekovic, Joyce C. H. Liu. Paris: L’Harmattan.   

2001 《孔恩：評論集》，朱元鴻、傅大為合編。台北：巨流。 

2000  《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記》。台北：台灣社

會研究出版社。 

專書之篇章 

2021 〈我暈！〉序論 Alain Brossat 著《遭撞翻的哲學家：哲學評

論集》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頁7-42。  
2019  “The African Age: Elsewhere and Elsewhen amid Retrotopia and 

Rediscovery,” in Luca Salza and Orgest Azizaj (eds.) Orient, 
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 Reorientation. (Milan: Mimesis): 143-
153.  

2019 〈錯開交會的未來：傅柯與中國〉，Alain Brossat 著《傅柯與

中國：錯開的交會》，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頁107-115。 

2018 〈緒：重探幽暗群島〉，Edith Sheffer著，吳哲良、黃明慧譯

《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新竹，交通

大學出版社，頁7-19。 

2017  “Sensory Threshold and Embodied Sociality: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the Autistic Body,” Orgest Azizi (ed.) Përdorimet Politike Të 
Trupit: Filozofi, Esthetikë, Anthropologji. (Tiranë: Botim Zenit): 
237-253. 

2014 “The Wayward Great Firewall and China’s Internally Displaced 
Grievance,” Joyce C. Liu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eds.) 
European-East Asian Borders i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pp. 147-165.  

2014 〈未成熟科學的魅力〉，《西方與東方：高承恕與台灣社會

學，卷一：社會理論》，王振寰、朱元鴻、黃金麟、陳介玄

編。台北：巨流，頁1-39。 

2014 〈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戰爭與社會》，汪宏倫

編。台北：聯經，頁97-155。 

2014 〈正義與寬恕之外：戰爭、內戰與國家暴行之後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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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社會》，汪宏倫編。台北：聯經，頁349-392。 

2012 〈跟著他，那危險的〉，序 Alain Brossat著《傅柯/危險哲

家》，羅惠珍譯。台北：麥田，頁3-7。 

2011 “Neoliberalism and Recent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Biopolitcs, 
Ethics and Subjectivation. Alain Brossat, Yuan-Honrg Chu, Rada 
Ivekovic, Joyce C. H. Liu (eds.). Paris: L’Harmattan. Pp. 147-164. 

2008 “Jus post bellum: Pardon et dénis, historiques en Asie de l’Est et en 
Europe après 1945” Traduit de l’angais par Catherine Pinguet, 
Pierre Bayard et Alain Brossat, Les dénis de l’histoire: Europe et 
Extrême-Orient au XXe siècle, (Editions Laurence Teper): 101-122.  

2008 〈娼妓研究的另類提問〉，朱偉誠編《批判的性政治》。台

北：台社，頁87-113。  

2006 〈第四次世界大戰及其共謀，見過嗎？〉，序 Jean Baudrillard
《恐怖主義的精靈》，黃宏昭譯。台北：麥田，頁7-28。 

2006 〈拉伯雷與我們的世界〉，拉伯雷《巨人傳》導讀，桂冠世界

文學名著。台北：桂冠。 

2004  〈戰爭，思維與知覺的模式〉，序 Paul Virilio《欺矇的戰

略》，陳惠敏、蕭旭智譯。台北：麥田，頁7-28。 

2003 〈那場不曾發生的戰爭，眼熟了！〉，序 Jean Baudrillard
《波灣戰爭不曾發生》，邱德亮、黃建宏譯。台北：麥田，頁

7-20。 

2002 〈台灣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王振寰編《台灣社會》。台

北：巨流，頁493-540。 

2002〈兩派胡言的獨特愉悅〉，序 Jean Baudrillard and Jean Nouvel, 
《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林宜萱、黃建宏譯。台

北：田園城市，頁8-17。 

2001〈科學與藝術之間―補遺代序〉，《孔恩：評論集》，朱元

鴻、傅大為主編。台北：巨流，頁7-18。 

2001 〈不幸少女幾多牆〉，何春蕤編《性工作：妓權觀點》。台

北：巨流，頁327-333。 

1997  “The Counter-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 in J. Turpin and 
L. R. Kurtz (ed.) The Web of Violence: From Interpersonal to 
Global.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69-89. 

1996 〈歐洲？社會？理論？——布希亞的消逝藝術〉，黃瑞祺編

《歐洲社會理論》。台北：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頁1-45。 

學術研討會論文： 

2021 “Mingong Tells both How China Has Risen and  
Why China Will Not Continue to Rise,” CHCI-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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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INSTITUTE 2020-2021: Migration, Logistics and 
Unequal Citizen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ontext Webinar Series, 
Final Event, July.  

2020  “COVID-19 and the Uncertain Situation of Mingong（民工）in 
Mainland China,” CHCI-GLOBAL HUMANITIES INSTITUTE 
2020-2021: Migration, Logistics and Unequal Citizen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ontext Webinar Series, Session II 
Pandemic, Border Politics, and Xenophobia, October.  

2019 “Behind the Facade of B&R Generosity: Uncharitable Chinese, 
Ungrateful Africans,” One Belt, One Road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ao-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3rd October. 

2019 “The Fragil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BRI Conference, 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Czech, 10-11 March. 

2018 “Aging Modernity Questioning Liberal Bio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Social Innovativeness in Europe and Asia,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FiS PAN), Warsaw, Poland, 10-
11 October. 

2018 從批判返回教義問答：馬克思．主義的弔詭，《當代義大利

激進理論：第三屆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南京，南京大

學，2018年9月22-23日 
2018 “The African Age: Elsewhere and Elsewhen amid Retrotopia and 

Rediscovery,” International Summer University on « Orient, 
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 », Galatasaray University, Istanbul, 
Turkey, 3-6 September. 

2016 “The Coloniality of Power that Failed, With Reference to Current 
World Events: the Sykes-Picot Syria, Brexit, and the Chavismo 
Venezuela,” paper read at Imagin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Civil Society from East Asia: UTokyo-NCTU 
Summer Camp,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8-11 September. 

2016 “The Coloniality of Power that Failed, With Reference to Current 
World Events: the Sykes-Picot Syria, Brexit, and the Chavismo 
Venezuela,” a keynote paper presented at European Philosophies 
and Decolonization of Thought: A Summer School for the ten 
years of the Erasmus Mundus EuroPhilosophie program (2006-
2016), the University of Toulouse, France, 24-27 August.  

2015  難以解釋的熱情：傅柯的伊朗革命，《主體政治-政治主體：

第二屆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新竹，交通大學， 2015 

年11 月20-22 日 
2015  智能障礙與公正對待的聲求：社會正義認知的變遷，《正

義、自由與平等──現代性規範涵蘊》，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

心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南港，台北，11月5-6日。 
2014 只有那不是藝術的才還能是藝術，《布希亞：思想與藝術》

專題論壇，台北市立美術館，10月5日。 
2014 “Sensory Threshold and Embodied Sociality,” Political Uses of 

Bod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Korça, Albania, 25-30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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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說真話與民主，傅柯的最後一課，《第一屆海峽兩岸社會批

判理論論壇》，南京大學，南京，中國，4月26-7日。 
2013  未成熟科學的魅力，《西方社會理論的多元探索與東亞資本

主義的經驗研究》研討會，東海大學，台中，5月18日。 
2011 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戰爭與社會》研究工作

坊，台北，中研院社會學所，12月9日。 
2011 “Wayward Great Firewall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Grievance,” 

European-East Asian Critical Border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5-6 September.  

2011 “Wayward Great Firewall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Grievance,” 
Borders, Displacement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orto, Portugal, 29 
August- 5 September.  

2011 葡萄牙帝國網絡與中國首度遭遇的全球化，《台灣海洋文化

的吸取、轉承與發展國際研討會》，新竹，交通大學，5月
27-28日。 

2010 我們神經典型社會學家:自閉症現象的啟問，《預見下一個台灣

社會？》台灣社會學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輔仁大

學，台北，十二月。 
2010  天才的寓言，《陽明藝文工作坊──社會學如何研究藝術》，

陽明大學，台北，十二月。 
2009 如果美式自由民主不該是中國未來的夢想，《全球正義與世

界秩序》學術研討會，南港，中研院，十二月。 
2009  “Neoliberalism and Recent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keynote 

paper presented at《Biopolitics, Ethics, and Subjectivation: 
Questions on Modernity》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24-28 June. 

2007 “Politics of Memory in the Entwintment of Democracy with 
Ethnic Nationalism : In memory of the lifting of Taiwan’s martial 
law in 1987 ,” Politique et Culture, Summer Research Institue, 
Chilhac, Auvergne, France, 2-8 septembre.  

2007 正義與寬恕之外：戰爭、內戰與國家暴行之後的倫理，《戰

後正義，寬恕，歷史否認》學術研討會，台北，交通大學台

北校區，六月。 
2006 “Jus Post Bellum, Forgiveness and Historical De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Denials and Falsifications 
(Dénis Historiques et Travail de la Mémoire)，Université Paris 
8 –Université de Tokyo, Saint-Denis, Paris, France, décembre.   

2006 見證：藝術的一個政治向度─感受關達那摩營與巴格達地

牢，《藝術社會學》研討會，南港，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十

一月。 

2006 戰後正義與寬恕，《戰爭與現代性》學術研討會，台中，東

海大學，五月。 
2006 偶微偏：一個古老偶然的當代奔流，《眾生眾身》文化研究

學術會議，中壢，中央大學，一月。 

2005 民主之下的排外政治與本土神話，《現代性之政治反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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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十

二月。.  
2005 “Grotesque Sovereignty and War,” paper presented at Pólemos, 

Stásis: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Yilan, Taiwan (June). 

2003 巴什拉的科學戰爭，兼論「兩個文化」的法國例外，《邏輯、

方法論與科學哲學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六月。 

2002  希臘佛陀：從一個雕像造形的旅程論博物館與藝術史的神話

創作，《華人社會研究：理論與方法研討會》，北京，清華大

學，一月。 

2002 此潮非一：社會學與文化潮的波峰碎浪，《人文社會學術的文

化轉向》，新竹，清華大學，一月。 

2000  "André Malraux's Extraordinary Sense of the Metamorphoses of 
Apoll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iasporas of Mind/Dilemmas of 
Culture/Diverging Identities: New Direc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London, UK, 21-23 January.  

1999  她讓自己丟人現眼！—詭態與美學判斷再探，第四屆《性教

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

六月。 

1997 田野中的情慾，第二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六月。 

1997 娼妓研究的另類提問，《性別的文化建構：性別文本身體政

治》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五月。 

1997 告別式已結束，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嗎？，《孔恩紀念學術研

討會》，台中，東海大學，四月。 

1996  從病理到政略：搞歪一個社會學典範，第一屆《性教育、性

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六月。 

1996  背叛/洩密/出賣：論田野方誌的冥界，《民族學研究所週一學

術研討會：後現代、後殖民專題》，南港，中央研究院，四

月。 

1995 “Reversible Crystal: An Upkeyed Game or a Flooding Out of the 
Reflex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conferehnce: Culture and Identity: City, Nation, World., 
Berlin, Germany（August）. 

1995 這雙腳所經驗的階層：審美語言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回

顧與前瞻：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研討會》，東海大學，台中，

五月。 

1995 歐洲﹖社會﹖理論﹖──布希亞的消逝藝術，《歐洲社會理

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台北，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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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風險媒介：技術知識的政治社會學，《媒介與科技：透視傳播

文化與社會》，第四屆電影、電視、錄影國際學術會議，台

北，五月。 

1993 受教育的害處與社會理論的教育用途，《今日社會理論研討

會》，屏東師範學院，十二月。 

1992  “The Counter-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cademic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Power: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ryland, USA. （November）. 

1992  “Pragmatic Feudalism: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National Mem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st-1949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Champion, Pennsylvania, USA（August）. 

1992 電視：內爆社會性的裝置？《電視：文化與批判的探討》，第

三屆電影、電視、錄影國際學術會議，臺北，五月。 

1992  實用封建主義：集體記憶的敘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行為研就組小型專題研討會系列之七《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

--歷史社會學的探討》，三月。 

1990 史詩與聖徒傳—革命的自敘體裁，《文化批判研討會》，清華

大學臺北月涵堂，十二月。 

1990  “Scholarly Feudalism: Historical Discourse as Revolutionary 
Enterpri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Fort Worth, Texas,
（March）. 

1988  “Silence and Violence: Dialectic of Libe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Houston, Texas,（March）. 

網路期刊論文（選） 

2004 〈微偏（Clinamen）：注記一個秘密連結〉，《文化研究月

報》第35期。 

2001〈聽不清的切分音〉，《文化研究月報》第10期。 

翻譯： 

1994 《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著, 
朱元鴻、馬彥彬、方孝鼎等譯，臺北，巨流。 

書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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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    "Sovereignty at the edge: Macau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ness," Asian Ethnicity. Vol.14, No.1: 110-137.  

2006/12 他說的，可不就是你！評 E. Goffman, Stigma，《台灣

社會學刊》，第37期，頁243-250。  

1998/11 68年五月:事件與再現：評 A. Quattrocci and T. Narin
「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趙剛譯，聯經出版社，

《聯合報：讀書人》 

1994/11/21  被誘拐的女性主義﹖評「豪爽女人」，何春蕤著，皇冠

出版社，《自立早報：讀書生活》。  

1993/6/27 異議筆記，楊照著，張老師出版社，《自立早報：讀書

生活》。 

1993/4/9 Alan Swingewood 《大眾文化的迷思》，馮建三譯，遠

流出版社，《中國時報：開卷》。 

邀請學術演講（選）： 

2020  瘟疫：精神性與宗教的回應，《Covid 19 密集課程》，交通

大學，新竹，八月。 
2019  “Taking Fun Seriously: The Fun We Enjoyed Should Never Be 

Taken For Granted”  澳門大學，澳門，十月。 
2019 “The Fragil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基調演講 The 

BRI Conference, 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捷克, 三月。 
2010  〈自閉症與社會性的循環建構〉，陽明大學，台北，八月。 
2010  “The Auti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ity: Subjectivation Beyond 

Disorder and Disability,” invited lecture at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 May, Porto, Portugal.  

2010  “Becoming Autistic in China: Making Kinds of People Across-
Borders,” invited lecture at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16 March, Paris, France. 

2009 「新自由主義的受援助人口，互動類別迴路效應的社會機

制」，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北京，十一月。 
2007 Litige, conflits, différend- l’enjeu d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invited 

lecture at la Maison de l’Europe de Paris, 11 septembre, Paris.  
2006 「詭態美學」，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法語中心，十月。 
2002  「二維四象多層，Bourdieu場域分析策略」，中研院史語所，

五月。 
2001  「希臘佛陀：從一個雕像造形的旅程論博物館與藝術史的神

話創作」，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十二月。 
2000 「詭態與展示：美學與社會」，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五月。 
1999  「從馬爾候的阿波羅變形記論現代感受性」，台灣大學社會

學系，十二月。 
1999 「八十年雲淡五四」，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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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方誌底面—情緒、倫理與書寫」，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

所，四月。 

1994 「高夫曼：社會學後現代的一支低調﹖」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十一月。 

1993  “The Avant Garde and the Rhetoric of Populism,” Sociology 
Department and the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eptember. 

1991 「娼妓作為一種身分」，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十一

月。 
1991 「封建主義—革命的它論」，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五

月。 

評論（選）： 

2017   巴迪悟．318《文化研究》第24期，頁168-177。 
2016       脫歐狂想，《文化研究》第22期，頁285-291。 
2013 「立名探聲」：追索難民故事的倫理想像，《文化研

究》第17期，頁236-241。 
2012/12     「公背私也」議，《文化研究月報》第135期。 
2011 世界的茉莉，《文化研究》第11期，頁236-49。 
2010 等待席孟冬，《文化研究》第10期，頁308-19。 
2006/8/22 民主的公共藝術，《聯合報：民意論壇》 
2006/4/24 東亞不曾後冷戰，〈文化批判論壇第36第36場〉台北：

紫藤盧，《文化研究月報》第57期。 
2004/4/11 情緒能量的出口，《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以作者原

標題〈為何麼不放聲嘲笑？台灣人！〉轉載於《文化研

究月報》第37期(2004/4/15)。 
2004/3 在什麼交換結構下看台灣所謂的「軍購」，《文化研究

月報》第36期。 
2001/9/26,27 官僚、市場與中產階級的三角習題—藝文空間規劃背後

的權力關係《台灣日報：台灣副刊》。 
1998/4/23 紀慧文的田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996/12 妓影朦朧《Playboy國際中文版：菁英觀點》第6期。 
1996/1/27 侃痞之聳，《聯合晚報：大地》。 
1994/2 受教育的害處與社會理論的教育用途，《當代》94期。 
1993/4/12 文化善意與羞恥感，《自立早報：新人文》。 
1993/3/15 讓臺灣塑膠造就大自然，《自立早報：新論壇》。 
1993/2/22 幸福中毒症與無聊徵候群，《自立早報：地球村》。 
1993/2/15 快樂是陰謀，《自立早報：地球村》。 
1993/2/8 不識落魄酒神，《自立早報：地球村》。 
1993/1/30 當純粹快樂碰上鄙俗歡笑，《自立早報：地球村》。 
1992/7 布希亞科幻劇場，《當代》第75期。 
1991/11 消費—政治經濟學之外，《當代》第67期。 
1991/10 非人民—人民民主的想像，《當代》第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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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碩士論文指導：   

孫佳婷  2021 《跨國大型商業精子銀行作為現代機構之作用與社會結

果》，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獲臺灣

人口學會2021年度博士論文獎） 
蔡恩翔  2021 《探論Anthony Giddens 歐洲政治社會計畫：失落工人為線

索》，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Hazem Almassry  （安海正） 
     2021 The Role of Political Islam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fter the 

Arab Spring Ennahda Movement of Tunisia as a Model.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Taiwan. 

Nicholas Burkdull （白洛克） 
     2018 The Dark Side of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 An Analysis of 

the Alt-right in Cyberspa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Taiwan. 

Jean-Claude Noȅl （強克） 
     2018 The 120 Days of Sodom of Marquis de Sade, or Nature in all 

Its State: Beyond Physis and Metaphy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Taiwan.   

薛熙平  2016 《例外狀態之戰：施密特與阿岡本的法哲學對話》，交通大

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成瀚  2016 《（不）令人讚賞的靈光對象：數位獨體劃時代的藝術←→

政治研究》，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 
李惠敏  2016 《工具、工序與認知-屠宰場牲口管理者行為序列中的動物生命跡

象》，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孫  賀  2016 《鋼鐵工業地景「文本再現」與「知覺記憶」的 張力關係: 

北京「首鋼」為案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

文。 
舒奎翰  2014 《以情感的角度剖析在敵人陰影底下的民主》，交通大

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 
吳哲良  2013 《重訪神學與主權的寬恕：觸動寬恕的難能之能》，交通大

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 
黃宏昭  2012  《消費、身體、生命政治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東

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惠敏  2010  《偏差治理、自我書寫與生命政治：一個女子監獄的民族

誌》，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研究計畫。 
陳乃禎  2010  《第一夫人的消費政治與政治消費：以台灣（1996-2009）

為參照》，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明慧  2009 《談笑風雲-諷刺之笑做為反對東德共黨治理之藝術》，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旭智  2009 《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羅立佳  2008 《轉型正義的政治性重探：正義之名下的民主、秩序與

時間形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詠梅  2008  《從「性虐待」到「皮繩愉虐邦」──考察台灣愉虐實踐的

社群文化與集結政略》，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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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廖千瑩  2008 《拯救社區死亡大作戰—未來村對社造重生論述的共同

體回應》，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雅萍  2007   《「畫眼」之「正眼」：明代繪畫收藏品在藝術塲域與

藝術市場的流動性與社會性》，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劉允華  2007 《魅影流光：從光的社會學取徑到夜間生活現代性》，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逸凱  2007 《台灣極端金屬研究》交通大學外文所碩士論文。  
柯朝欽  2006 《例外狀態的統治與救贖：論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的兩種例外狀態模式》，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 
楊敏真  2006 《一場生死的談判:器官勸募作為一個死亡說服的場

域》，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進益  2006 《地方博物館內/外的「地方趕」差異：以南方澳漁村為

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斯曼  2006 《我們是誰：國族想像的權利與大陸新娘》，東海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珮玲  2006 《通俗文化表演下的鬼魅魍魎：分析宋元煙粉靈怪類話

本與現代香港鬼怪電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陳炯志  2005 《飆車：規範、快感與文化工業的三螺旋》，東海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舜翔  2005 《象牙塔的人們：台灣學者的類型分析》，東海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麗雯  2004 《從『家』的多重意義分析紅棉新村第一代居民的生命

歷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奕鼎  2003 《檳榔文化作為一個鬥爭的場域》，東海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吳哲良  2003  《蹲佔聚落的日常生活分析：以台中市無尾巷為例》，東

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舒奎翰  2001  《都市庄頭廟的現況與分析，以台中市東西區為例》，東

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剛甫  2001  《Let’s Go Party：台灣銳舞(Rave)文化之研究》，東海大

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方孝鼎  2001 《台灣底層階級研究：以台中市遊民、拾荒者、原住民勞

工、外籍勞工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 
吳文成  1997 《風險社會學初探：以核四建廠一案為例》，東海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宏昭  1997 《符號、擬仿、內爆——布西亞媒介社會論述探討》，文化

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柯朝欽  1996 《歷史分析中的越界之可能性——論傅柯的「當下存有

論」》，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世明  1996 《地下電台的抗爭、表徵與動員》，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紀慧文  1996 《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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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華欽  1996 《二二八歷史敘事權的爭奪及其社會效應——歷史的敘事分

析》，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振富  1995 《自助旅行者的真實建構—以台灣旅歐女性自助旅行者為

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鳳雄  1995 《台灣日據時期解放論述及運動》，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謝青屏  1995 《貧窮文化之傳承？—台中市低收入家庭生活方式的個案研

究》，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東儒  1994 《臺灣媒介休閒論述之權力分析──以「母親節」為例》，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佩娟  1994 《『悲情城市』的論述建構─市場行銷、類型與歷史敘

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淑芬  1994 《兩性文化差異與女性文化：以臺中市生活風格研究為

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德亮  1993 《性高潮與性論述》，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旭宏  1993 《報紙新聞之生產過程：文本轉換、意義與權力》，東海大

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炫元  1993 《臺中市市民的文化、休閒消費：階層品味與文化政策之反

思》，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心聖  1992 《從節慶參與到電視景觀：電視元宵節的文化形式分析》，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報告與目前進行之研究計畫： 

《有問題的社會性：我們時代的自閉症鏡像》，國科會補助專書寫

作計畫編號 102-2410-H-009-020-MY2。 

《不好社交的互動類別，或次人類生命形式：一個生命政治的問

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編號 NSC 98-2412-H-009-004。 

《參照 Ian Hacking 的自閉症研究》，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編號 

NSC 94-2412-H-009-004。 

《後現代思維的現代數學根源》，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編號 NSC 
94-2412-H-009-004。 

《鴉片作為現代性的密語》，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編號 NSC 93-
2412-H-009-003 。 

《台中市鄰里研究：都市民族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編號 NSC 
91-2412-H009-003。 

《台中市生活風格研究（III）:都市空間的文化與衝突》，國科會

補助研究計畫編號 NSC 89-2412-H029-006。 

《傳播科技、資訊結構與民主社會》，國科會補助國外研究計畫，

編號(35014F)，1999年1月。 

《娼妓情境：一項汙名身分的道德生涯》，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編號 NSC 84-2412-H029-003，1997年9月。 



 14 

《台中市生活風格研究（II）:菁英與底層》，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編號 NSC 83-0301-H029-008，1995年8月 

《台中市生活風格研究（I）》，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編號NSC 81-0301-H029-505，1993年4月。 

曾授課程: 

大學部： 

社會互動：Simmel & Goffman 專題  

現代性及其未來 

都市空間的文化與衝突 
感官社會學 

認同與區別 

社會階層 

性別角色 

社會思想史 

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 

研究所： 

文化脈絡中的天才與愚痴 

情感的政治 

樂趣的政治 

老化的現代性 

變遷的性別角色 

動物-人-非人-後人類 

社會理論當代議題：宗教暴力 

Ian Hacking: 醫療概念史專題 

微政治：感動與記憶 

愚癡、文化與人類關係 

戰後倫理與政治 

藝術與政治 

政治暴力的文化研究 

民族國家及其未來 

科技文化研究 

消費社會 

都市民族誌 

詭態：美學與社會專題 

感官社會學 

傅柯：理論專題 

巴赫汀：文化理論專題 

李歐塔：理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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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認識：Goffman, Bourdieu, Baudrillard理論專題 

展示:藝術脈絡與博物館文化 

空間的文化與衝突 

田野觀察：研究法專題 

娼妓與酷兒：理論專題 

民族誌：情緒、倫理、法律面向 

底層社會研究 

傳播科技與資訊社會 

敘事分析 

後現代理論 

學術刊物編輯服務： 

《文化研究》（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創刊主編（2003-2011） 

編輯委員 (2011-現任) 

Journal EPISTROP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mber (2021-現任) 

《台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 (2000-2002; 2014-2016) 

LE SUJET DANS LA CITÉ 國際學術委員 (Conseil scientifique 
international) (2010-現任) 

《理論與當代戰爭》，麥田翻譯書系，主編（2003-2007） 

1. Baudrillard, J. 《波灣戰爭不曾發生》(2003) 

2. Virilio, P.《欺矇的戰略》(2004) 

3. Baudrillard, J. 《恐怖主義的精靈》(2006) 

4. Zizek, S. 《歡迎光臨真實荒漠》（2006） 

5. Agamben, G. 《例外狀態》 (2009) 

《博物館學季刊》（Museology Quarterly）編輯委員（2003-2006） 

《現代美術學報》（Journal of Taipei Fine Arts Museum）學術委員

（2004-2005）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Executive Advisory Board 
Member, Academic Press（1995-1999; 2nd edition 2005-2009）.   

《台灣社會學研究》編輯委員（1995-1997） 

《東海學報》編輯委員（1994-1995, 1999-2000） 

學術期刊專題主編: 

2002 〈演作一齣旅程〉，《台灣社會學刊》，廿八期，頁1-151。 

1998 〈紀念孔恩專題〉，《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二期，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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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學術會議籌辦： 

2019 《其餘的興起：文化研究第廿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交通

大學，新竹，3月9-10日。 
2015 《主體政治-政治主體：第二屆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 交

通大學 新竹，11 月20-22 日。 
2014   Political Uses of Bod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Korça, 

Albania. 25th - 30th, August 籌備諮詢委員 
2011 Borders, Displacement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orto, Portugal, 29 
August- 5 September. 籌備諮詢委員 

2009 《生命政治、倫理與主體化：現代性問題|國際研討會》新竹

交大，6月24-28日。 

2008 《「政治，倫理，美學」國際講座：Alain Brossat：“The 
Question of Slavery Today,” “La mémoire collective entre 
résistance et gouvernementalité,” “ ‘Europe’ as Concept 
Today”》，新竹交大、交大台北校區，2月27-3月8日。 

2007 《「政治，倫理，美學」國際講座：高橋哲哉：「戰後責任」

與「靖國問題」》，新竹交大、台北月涵堂，12月27-29日。 

2007  Culture and Politics: Summer Research Institute in Chilhac, 
Chilhac Auvergne, France, September 2-8. (交大社文所與巴黎第

八大學哲學系合辦)  

2007  《戰後正義，寬恕，歷史否認》學術研討會，交通大學台北

校區，6月30日。 

2005 Pólemos, Stásis (War, Civil War):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Yilan, Taiwan, 24-27 June. 

2005 《去國，汶化，華文祭》，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交通大

學，1月8-9日。 

2002 《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學術研討會，台中東

海大學，12月14-15日。 

2002 《再會傅柯》學術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12月15日。 

1999 《間別千年：臨界空間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台中東海大

學，12月11-12日。  

1997 《孔恩紀念學術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4月12日。 

1996 《拓邊/扣邊：社會學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11月9-10日。 

學會及學術服務： 

 2007/1-2009/1 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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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2005/12 台灣社會學會理事 

2003/12-2007/12 教育部公費留學社會科學學群諮詢委員 

2002/12-2005/1 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 

2000/12-2007/1 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