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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专题述评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历史社会学的主要发展历程、经典人物、重要问题、路径和方
法，重在揭示近20年来该领域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内容丰富、新颖，尤其适合作为社会学、历史
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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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拉德·德兰迪，利物浦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加拿大约克大学(1998年)、日本同志社大学(2000年)访
问教授，也曾在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的几所大学任教。
他是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杂志的主编，出版了9种著作，包括《创造欧洲：理念、认同
和现实》、《变动世界中的社会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全球时代的
公民权》、《共同体》、以及《民族主义与社会理论》(与Patrick O'Mahony 合著)。
恩靳·伊辛加拿大公民权研究讲座教授。
约克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其著作有：《没有公民的城市》、《公民权与认同》(与PatriciacWood合著)。
《成为政治:公民权的系谱》。
主编有《民主、公民权与全球城市》、《公民权研究手册》(与BryancS.Turner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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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历史社会学的新路线第一部分 基础  第1章 卡尔·马克思与历史社会学  第2章 马克斯·韦伯与阐
释传统  第3章 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的历史社会学  第4章 《年鉴》杂志、布罗代尔与历史社会学  第5章 文
明复合体及其进程：埃利亚斯、尼尔森和艾森斯塔特第二部分 路径  第6章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与革命
 第7章 不死的理论：永不终结的现代化理论的故事  第8章 历史地理学与历史社会学：艰难的跋涉与空
间的转向  第9章 制度史：关于种族和种姓的比较路径  第10章 文化史死了（“九头蛇”万岁）  第11章 
当思想史遭遇历史社会学：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社会学  第12章 战争与和平系谱序论：系谱学的路
径  第13章 底层研究与后殖民史学第三部分 主题  第14章 历史分期的文化逻辑  第15章 东方与西方：从
蔑视性的两分到不完全的解构  第16章 近期历史社会学中的阶级与民族  第17章 现代国家的形成与统治
的制度化  第18章 议会的演变：从比较历史的视角看集会和政治决策  第19章 社会运动与民主化  第20
章 民族主义的持续：现代性与民族话语  第21章 塑造现代民族：建筑与国家  第22章 城市历史社会学  
第23章 历史记忆  第24章 历史社会学中的性别与父权制  第25章 宗教历史社会学：政治与现代性  第26
章 从道德科学到道德规范：社会理论与道德领域的相遇余论 为什么是历史社会学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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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的五章从马克思人手，探讨了历史社会学的经典创立者。
邓肯．凯利撰写的章节对马克思作为历史社会学的一位创立者进行了广泛的阐释。
历史社会学本身对于马克思而言并不是一门特定的学科，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却是更加明显的历
史社会学，并且超越了马克思对于物质生活的关注，进而对现代性的形成进行了更加广泛的分析。
不过在他们两人那里，历史社会学对于理解现在而言都至关重要，在他们眼里，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
也没有明显的学科区别。
这种社会科学知识观在马克思那里还比较含蓄，而在韦伯那里却有了明确的阐发。
罗伯特。
霍尔顿在第2章里着重探讨了韦伯的历史社会学：其特征也体现为阐释和概念路径：对于比较的关注
。
韦伯的比较社会学及其多因果解释路径标志着对启蒙运动激发的种种历史哲学的决定性突破，但依然
留下了进化论和欧洲中心论的痕迹：与同时代的人一样，其社会学背后的关键问题乃是西方历史的独
特性这一理念。
尽管如此，韦伯还是与同时代的人有区别：他试图创建一种推测色彩更淡的哲学路径，倾向于为研究
社会变迁提供一个更具分析基础和经验合理性的框架；他将自己置于与流行的进化路径相反的立场，
并且实际上反对任何创建某种普遍哲学或者历史理论的尝试，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关于社会组
织和社会变迁的比较叙述；他推出了一种多原因的分析路径，意在超越此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
叙述之间的争论。
罗伯特·霍尔顿认为，韦伯虽然没有创立某种特定的传统，但却留下了具有持续意义的遗产。
本书的其他许多作者也充分阐述了这个观点。
约翰．霍姆伍德和莫林·欧马利在第3章考察了历史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传统，表明该传统的发展预
设：从斯宾塞到帕森斯，都是主流历史社会学的标志导致了它在近年来的不流行，结果功能主义和进
化论都被抛弃，这就是历史社会学付出的代价。
他们认为有些批评并不正确，对于进化论功能主义的客观评价表明，如果抛弃其生物学主义和现已被
否定的启蒙／种族中心主义目的论，那么进化概念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变迁的解释并未完全失效，不能
被还原为发展。
尤其是从涂尔干开始，与“目标”或“目的”相对的“功能”概念标志着理论上的突破。
问题不在于普遍规律及其导致的线性历史观念基础上的作为发展预设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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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社会学在西方是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
近20年来，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新语境下，历史社会学在延续以往发展轨迹的同时，又发生了不
少新的变化。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历史社会学、社会理论显示了强烈的关注．一批西方学者的相关专著已经翻译
成中文出版。
不过，迄今尚无从总体上介绍历史社会学全貌、及时反映该领域最新动向的中文著作，这方面的译著
也寥寥无几。
这本书的特点是内容上比较全面、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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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社会学手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社会学手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