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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从时代背景、学术渊源、现实关怀、基本观点、思想演变和历史影响等
不同方面对托克维尔、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五位经典社会学大师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全面
系统和深入细致的介绍与评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社会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继《当代
西方社会学理论》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既有一定学术深度也有较高质量的社会学理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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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善华，男，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家庭社会学。
主要著作有：《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主编之一）
、《城市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村研究：实证调查》（主编之一）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主编）、《现代社会学理论》（译作）、《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
（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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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林彬第一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背景第二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
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节 法人行动与现代社会结构第四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影响及评价第二章 新功能主
义社会学理论/谢立中第一节 学术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基本思路第二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学方法论
第三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行动理论第四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结构理论第五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过程
理论第六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变迁理论第七节 简要评论：新功能主义的成就与局限第三章 哈贝马斯
的“沟通行动理论”/阮新邦 尹德成第一节 语言本质与沟通理性第二节 西方理性化发展的悖论第三节 
“生活世界”、“系统”与理性化过程第四节 “生活世界”殖民化第五节 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一
个法律与民主的商谈理论第四章 安东尼·吉登斯/李康第一节 吉登斯的生平与学术历程第二节 吉登斯
思想的基本态度第三节 结构化理论基本原則的展开第四节 吉登斯的现代性分析第五节 吉登斯思想的
对象与源泉第五章 乌尔里希·贝克/郑莉第一节 贝克其人及主要著作第二节 风险社会理论第三节 自反
性现代化理论第四节 全球化与世界社会第五节 结语第六章 皮埃尔·布迪厄/李猛第一节 布迪厄的学术
生涯与思想渊源第二节 关系论的思维方式与反思社会学第三节 实践理论第四节 语言与符号暴力第五
节 对布迪厄理论的评价第七章 诺伯特·埃利亚斯/李康第一节 动荡年代的坚定一生第二节 文明化的过
程第三节 过程性视角的发展第四节 投入与超脱：知识的社会生成第五节 整体过程现照下的人类发展
第六节 “过程”社会学——原則与影响第八章 米歇尔·福柯/李猛第一节 福柯的生平与思想渊源第二
节 真理的体制：话语的考古学第三节 监狱与性：权力的谱系学第四节 自我、权力与知识：批判与反
抗第五节 福柯的影响与评价第九章 让·布希亚/夏光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商品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第三
节 模仿世界中的定局与对策第四节 结语第十章 齐格蒙特·鲍曼/郑莉第一节 鲍曼其人及主要著作第二
节 后现代理论视阈下的现代性分析第三节 后现代性的描述性分析与批判性质疑第四节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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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解释包括不平等和犯罪等现象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或社会弊端，并不是
马克思的发明创造。
马克思之前的许多社会主义学说，都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
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后来力图要以一种现代“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理论观点，并试图为这
种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适用性提供一个“科学”的证明。
正由于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在崇尚现代科学、提倡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来从事社会研究、将社会分析及其结果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寄
托于科学方法的采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立场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涂尔干等是一样的（
差别只在于对“现代科学方法”的具体理解有所不同）。
后来列宁也正是依据这一点而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社会学。
　　不过，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马克思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社会分析或“现代性”分析持这种“科
学”的立场的。
从1842到1845年间，马克思的理论与方法论立场经历过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
　　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作为对西方早期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反应、一种问题解决方
案而出现的，但激发青年马克思最初走上理论研究之路的主要问题却并非是“现代性的危机”这样一
个普遍性的时代问题，而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统治下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国家在处理这些
利益冲突时所应该起的作用这样一个特殊时空条件下的问题。
1842年初，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一家由莱茵省的激进资产阶级分子集资创办的报纸《莱茵
报》工作（先是充当报纸的固定撰稿人，但很快便成为报纸的主编）。
根据马克思自己后来的回顾，在这家报纸工作期间，他遇到了一个以前不曾遇过的“难题”：即必须
就当地发生的一系列涉及到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具体社会事件发表意见。
这些社会事件当中最典型的包括以下几个：（1）关于要求出版自由的斗争。
当时莱茵省的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要求制定一项以出版自由为原则的出版法来代替既有的书报检查制度
的请愿活动。
请愿者要求省议会就此进行辩论，并将辩论情况公开。
莱茵省议会对此进行了辩论，但否定了请愿者的要求（包括公开辩论记录）。
（2）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1842年莱茵省议会召开会议时，部分林木占有者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制定一项法律，将贫苦农民到森
林里捡枯枝的行为算作盗窃林木加以惩处。
莱茵省议会竟然同意了这一要求。
（3）摩塞尔地区的许多农民向《莱茵报》投信，反映他们那里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以及官僚压迫及
高利贷盘剥情况。
《莱茵报》就此发表了两篇实地采写的通讯，但却被莱茵省总督冯一沙培尔怒气冲冲的指责为“恶意
造谣中伤”。
作为报纸的主要撰稿人或主编，马克思必须对这些事件进行评论。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地感觉到自己原来信奉的那一套黑格尔主义的哲学与社会理论与现实生活
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和矛盾。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时候，曾经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并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当中
的重要一员。
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社会理论。
按照黑格尔的这一套理论，社会现象的本质是伦理理性，而伦理理性的真谛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
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因为只有这种统一才能确保社会的存在和秩序），家庭、市民社会
和国家都只是伦理理性的表现或自身发展的几个逻辑环节。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

编辑推荐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除了适合于用作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教材及研究生课外阅读材料外，也
适合于对社会学理论感兴趣的其他各类具有大学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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