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社会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环境社会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2099623

10位ISBN编号：7802099625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作者：鸟越皓之

页数：171

字数：140000

译者：宋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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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社会学>>

前言

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在各大学开始讲授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十多年中，社会本身对环境的期待已经发生了变化，环境社会学也随着时代的要求，不断变化，
不断改进。
社会对“环境”认知所产生的大的变化主要有两点。
一是从公害、环境破坏等“受害性环境问题”向如何将环境改变为更具魅力的“创造性环境”方面的
变化。
例如，以琵琶湖或者霞之浦为例，假设某个湖泊受到了污染，那么，人们关注的焦点会从关注污染导
致的饮用水问题、生态系统破坏、渔业等水产业受到打击等问题，向如何将湖泊改造成对当地居民、
旅游者具有魅力和价值的方面，即向环境的再造计划方面转变。
当然，用“从A向B转变”来表述，人们一般会将其理解为A问题消失了，只剩下B问题的意思了。
但这里所说的转变，是既包含着A，结果又被B占据了表面的转变。
也就是说，不能按生态系统破坏等A课题已经终结来理解，而应该看作是原问题依旧存在，而人们的
意识却朝着湖泊的价值再造方面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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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从生活者视角考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著作。
其特点是不仅向读者展示了环境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同时还以开放式的方式，启发读者自己来探讨生
活中的环境问题，与传统教科书相比．本书更具阅读性。
    本书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丰富中国国内文化教育活动，充实与日本有关的题材，为大学学生提
供的教材，希望能够得到读者广泛的青睐。
本书也是本年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日本财团法人大平正芳纪念财团的共同事业“日本学名著翻译
出版事业”中的一本汉译日本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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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环境社会学1．社会学方法——大家的意愿与社会学人人都想把自己居住的环境搞好。
如果可能的话，也希望将好的环境传给未来的人们。
这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人所应有的礼节吧。
但是，我们正在不断地恶化着环境。
其中的理由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想给“我们自己”带来“利益”。
“我们自己”和“追求利益”本身都不是什么坏事。
然而，当把“我们自己”的范围缩小成“我们自己的家庭”或者“自己的公司”，将“利益”的期限
缩短成“马上就可到手的利益”时，就成为了问题。
关于这些原因，相信每个人都隐隐约约有所察觉。
但人们却很难抵御这样做的诱惑。
人们试图通过社会价值观、社会规范（包括教育）、社会制度、社会运动等所谓社会层面的活动，努
力来予以匡正。
而对社会层面的事实进行分析，正是环境社会学的目的。
当研究环境问题时，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正是我们人类自己，地球上的其他动植物
基本上没有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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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是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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