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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动社会学：论工业社会（1999年修订版）》是一部论述行动社会学的专著，是法国社会学乃至世
界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行动社会学：论工业社会（1999年修订版）》中对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诸如劳动、社会阶层、科层制
、工人运动、民主、大众文化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作者认为，在工业化日益人心所向的今天，不能再把社会分析置于经济制度分析的范畴；整个社会表
现为一种行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集团发展经济的愿望与在控制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竞争中
所付出的努力要么是一致的，要么是矛盾的。
作者在书中意欲对这种行动体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称其方法为
“行动主义的”方法。
在定义这种方法之后，作者力图在众多方法中确立它的位置，并相信这种方法会被广泛应用。
作者阿兰·图海纳还认为，在那些最现代的这会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正在证明必须努力引进一种
新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行动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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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兰·图海纳，1925年出生于法国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
早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50年代曾在雷诺公司作社会学研究，后至哈佛大学进修，受业于功能
主义大师帕森斯门下。
但是，他对帕森斯思想的保守一面多有批评和保留，经过研究思考，于60年代初创立其“行动社会学
”理论，奠基其一生以行动者、行动和社会运动等作为社会观察主要视角的理论脉络。
60年代末，与丹尼尔·贝尔同时但以不同的分析理路，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享誉世界。
70年代以其巨著《社会的生产》奠定其社会学大师的地位。
同时，其对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研究，对环保、女权等新兴社会运动的研究以及社会方法的创新，
确立了他在该领域的世界性权威，开创了新的社会运动研究范式。
从90年代起，他的学术生涯进入第三阶段，将重点转为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思考，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其
《现代性批判》一书中，并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版对我们时代的民主政治、文化认同、妇女、世界的发
展模式等问题的一系列著作。

阿兰·图海纳50年代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后任高等社会科学院指导教授直至退休。
曾任国际社会学会副会长，并获国际社会学会颁发的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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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分历史主体
第一章　主体的发现
一　从劳动到主体
A　劳动
B　行动社会学的诞生
二　行动
A　绝对的批判
B　历史的行动
第二章　社会学分析的主题、方法和层面
一　主题
A　历史行动系统
B　人际关系准则与社会系统
C　人类的境遇
二　方法
A　行动的形式
B　决策
C　符号表达与行动的结构
D　社会分析因素的相互依赖
三　行动中的社会学
A　方法的互补性
B　社会学与历史学
C　总体社会现象
D　结论
第三章　行动者、阶层和运动
一　主体的分析
A　行动主义的方法
B　神圣的意识
二　阶级社会与工业文明
A　社会等级的双重辩证法
B　主体与等级
C　工业文明及其异化
D　历史主体与个体行动者
三　阶级、阶层、利益团体
A　阶级概念的历史界限
B　社会分层
C　认同性、对立性、全体性
四　社会运动
A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B　诉求与行动
C　历史的差距
D　社会运动的形成
第二部分　工业社会
引言
第四章　工业劳动与工人的意识
一　工人劳动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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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理性化
B　职业演变的历程
C　资格认定
D　生产的系统
E　组织与指挥
F　报酬
二　工人的意识
A　工人的意识与态度
B　旧的工人意识
C　职业上的等级意识
D　经济上的等级意识
E　新的工人意识
F　贫困与革命
第五章　组织
一　理性化的模式
二　组织的双重辩证法
A　参与
B　首创精神
C　整合
D　诉求
E　组织的类型
三　组织和历史主体
A　组织与阶级
B　组织与科层制
四　规划与态度
A　从组织到社会制度
B　个人规划
C　规划与反规划
D　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
第六章　工人运动
引言
一　分析的原理
A　理论上的三个观点
B　从诉求到行动
C　三个分析观点之间的历史联系
二　工人运动
A　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类型
B　工业化与社会运动
C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结论
第七章　大众文化
引言　工业文明中的个体
一　工业社会与大众文化
A　文化的去结构化与去社会化
B　劳动与大众文化
二　休闲与大众社会
A　劳动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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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众社会
C　受限的媒体行动
三　文化的异化
A　专家治国论文化
B　文化退缩和野性文化
C　因循守旧的整合
D　文化诉求
结论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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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文化的去结构化与去社会化　　历史主体的个性特征和文化辐射体系的土崩瓦解是工业文明的
固有特性。
为此，人们曾这样表述：如果必须描述工业社会或其他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那么重要的是必
须指出大家关注的差异之处。
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拿没有记载时间顺序的社会和“历史”蒸汽机社会（参见夏尔博尼的《克劳德·列
维-斯特劳斯的访谈》，巴黎，普隆-朱丽亚出版社，1961年版）进行过对比（历史社会并不是指具有
历史或变化的社会，因为人们或多或少都了解各个社会的历史或变化，而是指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因
为发展和进步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其结果是，在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里，首先必须理解他们的平衡
状态尤其是各交易系统之间的联系。
而正是历史主体的动力，首先是社会阶级或组织和它们制度的改编这一双重辩证法才要求人们优先考
虑历史学家的分析，因为历史学家对社会的变化要比文化架构更为敏感。
　　工业文明如果是普罗米修斯社会的产品，那么这种文明当今尚未到达它的终点。
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类型。
弗里德曼在引入技术氛围和技工文明的概念时，以及阿隆在谈到工业社会时，他们都阐明了这种思想
。
自从技术带来丰富的物产开始，技术就不再是成为总体境遇的唯一活动。
工业社会除了努力地工业化以及苦行主义的野蛮积累外已变成消费社会环境。
这是一种新的现象，但蔓延的速度非常快。
它在美国最为明显，通常被称为美国化，这一现象在某些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表现得较为迅猛。
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在进入更为清教徒或按照里斯曼的说法更为内在引导的工业社会前，大众的消费往
往超过生产，在欧洲，尤其西欧对这类运动忧心忡忡，他们试图阻止或推迟这种运动，如在已消逝的
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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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所谓“新社会学”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必得吸取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的知识，才能实现发展和
创新；另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成为其他学科基
本建设的一个环节。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动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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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