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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
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始终以维护
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宗旨，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唯一科学的观察问题的立场
和视角。 其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观察社会生活、分析社会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认为，社会系统的运动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决定社会精神生活过
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法律、政治、宗教等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反
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等等。马
克思主义主张，要把这些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革命实践，主动地组织人民改造社会，并提出了一
系列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具体思想和方法。正是由于唯物史观的指导，才使得研究社会运行和
发展的社会学，真正具备了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最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深刻剖析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指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弊端的根本途径。它以唯物
史观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并科学地预测了
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很多具
体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构建了严整的、科学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
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所指导的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使社会主义不仅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而且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在这一世界范围的历史性变革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西方任何一种社会学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影响巨大
，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当代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如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也自
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西方大学的社会学系一般都开设作为社会学经典的马克思著作研究的课程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当代世界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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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中大考研给出的社会学理论的必须的参考书，，，
2、封面很脏就是了，另外不是很喜欢内容。
3、很喜欢啦 不错的
4、如果课本专业程度是4，那么这本是4
选读，粗读
5、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6、老司机说这本书意识形态很强，我说我不用看也知道。
7、中大社会学考研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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