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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的第三卷，是吉登斯的代表作。吉登斯在该书中秉承以往的克
服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二元论的“二重性”理论思路，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和积极的政治学和社会
学的激进政治框架，试图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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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解构、重构与超越（译者序言一） 李惠斌
能否建构一个安全能动的社会？（译者序言二） 杨雪冬
前言
导论
全球化、传统、不确定性
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
激进政治的框架
尾声：力量问题

第一章 包含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
老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各种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与社会变迁
保守主义与传统概念

第二章 退出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历史问题
社会主义与民主
革命的社会主义
控制模式的局限
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

第三章 当代的社会革命
简单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
结构的影响
生活政治的到来
社会变化与积极信任的作用
人为不确定性和全球风险环境

第四章 两种民主化理论
民主的普及
一个可供选择的观点
参与、代表和对话
民主是什么？
对话民主政治
民主与团结问题
民主、不平等和权力

第五章 福利国家的矛盾
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来源
福利问题：工作和阶级
下层阶级的问题
福利的未来：初步的定位

第六章 能动性政治和积极的福利
福利制度和人为不确定性

Page 4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全球贫困提供的论据
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
钻石结构

第七章 积极福利、贫困和生活的价值
工作、生产主义、生产率
从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
后匮乏社会中的福利
阶级划分和社会冲突
富人反对穷人？一个能动性的平等模式

第八章 现代性的负面：生态问题和生活政治
考虑一下自然
自然：生存之地与共存之物
繁殖问题
后果严重的风险的秩序
环境、人格
结论

第九章 政治理论与暴力问题
国家与和解
男子气概和战争
暴力、族性差别和文化差别

第十章 力量和价值问题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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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政治课作业...
2、只看了福利制度部分，其他部分有机会再读|| 整体框架很好很全面。
3、2013.4.7
4、自由主义进一步，国家福利退一步
5、帮助我完善了我的思考。思路很清楚，重新解读了福利制度。
6、为啥评分那么高，感觉他写东西写的不是很清楚啊。可能是我当做政治课作业来读，其实也没读
进去。带有浓浓的对现代性思索痕迹。
7、全球化、反思性、解传统化，三者合力创造了一个必须以某种方式填满的对话空间。但对话民主
代替自由民主的前提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平等 ，否则对话就会扭曲。
8、花了大价钱买的。
9、第一本吉登斯的书（捂脸，读的时候需要非常专注，不然读着读着就走神了，不过前面对于各个
主义的区分还是为我理清了之前的很多疑惑。面对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巨大鸿沟，不同派系内部之间的
、以至于派系内部理论上、现实层面的分歧，超越如何完成？
10、大致了解了一下冷战之后欧洲左翼的脑回路~
11、终于明白什么是左与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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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保守主义在它自己的演进中走向反面，而向来以激进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却走向了只注重
社会福利的保守主义。2。左和右的说法已经失去意义，已经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
社会主义。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3）左和右，激进与保守，由
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左——&gt;历史中心&lt;——右4）凯恩斯主
义出现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程度的发展
）5）简单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代化进程正在成为一种全球“反思”的时代。6）“反思的
现代化”：a、全球化的冲击，b、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发生的变化，c、后传统社会的出现。7）对市
场社会主义进行批评。瑞典模式的成功不可能说明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普及到所有经济秩序中，因为
：a、资本不可能被废除，b、中央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困难可能重新出现，c、经理的正常选举有可能产
生不利后果，d、公司资本会因倾向于躲避风险而造成企业停滞，e、个人股份的降低而使企业不积极
吸纳新工人，f、由于个人不能带走股份而影响企业间的人员流动，g、社会主义将出现大量的结构性
失业，技术停滞。8）全球化的冲击：a、信息的全球化冲击，b、多向度的文化运动——传统的以保留
和传播；新的东西又在不断引进，产生多样性的要求。9）全球化的冲击——&gt;后传统社会&lt;—
—&gt;全球世界主义秩序。10）布热津斯基：“大失败”。福山：“历史的终结”。11）“重构激进
主义政治的六点框架”：a、修复被破坏了的团结，即重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
利己主义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b、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吉登斯提出的“生活
政治”，关心人类在一个开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c、结合反思社会的出现，推行
积极的信任，提倡一种能动性政治，使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以便解
决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d、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会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种对
话民主的社会制度；e、为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反思的福利国家做好准备，并将其与解决全球贫困联系
起来；f、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等在内的各种暴力问题。12）法兰克福学派：倡
导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批判。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主张价值中立，不问政治。13）“二元”困
境：二元对立在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简单化：或为了批判牺牲了建设性，走向虚无主义；或为
了建设舍弃了批判力，用事务主义阉割了理想主义。14）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为解决“二元”困境所
作出的尝试。15）结构的二重性：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和根本性假设。为了超越“行动”理
论和“制度”理论的对立而提出。“指社会体系同时既是社会行动的中介，又是行动结果的结构化特
征。”16）结构 VS 系统：系统由社会行动者或行动集体间的关系模式组成，可以跨越时、空进行再
生产，因此社会系统由“情景化的实践”组成；结构可以被分为规则和资源，只有在不断参与到社会
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下，结构才能在时空中出现。结构只有一种“具体的”存在。17）结构的二重
性：指社会实践实质的反复性本质。（这把社会互动的生产与社会系统跨越时空的再生产联系起来
）18）结构化理论：a、对注意理解力的强调（既指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也指“原始”社会中的普通
人，强调了社会的连续性和主体的能动性）；b、时-空的坐标系统。19）时空关系：所有社会活动都
是在时间、空间、结构中进行的，社会和秩序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系统如何把时、空“捆绑”在一起
的问题。“在场”/缺席，历史时间/世界时刻，时空伸延，时空交界，跨社会系统。20）时空伸延：
基于社会互动与系统互动机制上的社会关系在时-空意义上的扩展程度。（传统/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区
别之一便是时空伸延程度的不同。全球化是时空伸延最突出的表现）21）时空交界：不同社会结构类
型间的接触形态——经常是相互依存的。（吉登斯这里是用来强调在社会转变的时候不同类型社会的
共存）22）跨社会系统：针对单一性社会以及孤立的社会提出，不仅强调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
强调社会内部的多样性。23）吉登斯的“现代性”：a、吉登斯认为应从多维制度的角度研究现代性—
—四种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军事力量；b、“虽然从时间的发源以及制度的起点
来说，现代性是西方的东西，但是现代性所体现出的制度并不是西方社会特有的。”“这些制度的全
球化倾向使它们扩展到西方以外的社会，并且成为世界性的制度现象。”24）晚期现代性，繁盛现代
性：吉登斯很少使用后“现代”一词，而是用上面两词。25）乌托邦主义，现实主义：吉登斯认为应
放弃“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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