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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
1957年生於蘇格蘭，1979年畢業於劍橋大學（主修經濟學與哲學），後進入哈佛大學經濟系就讀
，1985年取得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史丹佛和密西根大學。
現任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教授、《歐洲經濟史回顧》（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主
編、全加大經濟史討論會（All-UC Group in Economic History）指導委員會主席、戴維斯分校貧窮因素
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verty Research）研究員。著有《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Website｜www.econ.ucdavis.edu/faculty/gclark/index.html
譯者簡介：
吳國卿
台北市人，1956年生，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從事翻譯工作十數年，譯有《為什麼國家會失敗》、《跛
腳的巨人》、《聰明網路使用手冊》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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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導論
PART 1————不同時期與地方的社會流動性
2 瑞典——達成流動性了？
3 美國——機會的國度
4 中世紀英格蘭——封建時代的流動性
5 現代英格蘭——追本溯源
6 社會流動性定律
7 先天與後天
PART 2————測試流動性定律
8 印度——種姓制度、同族通婚與流動性
9 中國與台灣——毛澤東後的社會流動性
10 日本和韓國——社會同質性與流動性
11 智利——寡頭間的流動性
12 社會流動性定律和家族動力
13 新教徒、猶太人、吉普賽人、穆斯林與科普特人——流動性定律的例外？
14 流動性異常
PART 3————好社會
15 流動性太低？——流動性與不平等
16 逃脫向下的社會流動性
附錄1——測量社會流動性
附錄2——從姓氏比率估算流動率
附錄3——發現家庭世系的地位
圖表資料來源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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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免费教育 公平就业并不能增进阶级流动...
2、以公式和公开记录的资料做研究基础，证明一个人的宗族和家庭对本人和后代的社会地位有多大
的影响力。
3、政治变迁等冲击也未显著影响代际传承。不过各个国家由于姓氏的命名方式不同，数据来源有差
异，做财富流动性的国别比较会有一些问题。
4、A scary book with a shitty translation. An almost appalling conclusion.
5、经济学家总是简单明了得吓人，翻翻结论即可。
6、非常有趣的书名-------借用了《太阳照常升起》的谐音；非常有趣的观点-------阶级流动性远远没
有常人想的那么大；
是不是和《21世纪资本论》有类同呢，这是个拼爹的世界。好像也有本台湾版的《阶级世代》也是在
讨论这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问题。
作者开创性的使用了姓氏来作为工具，检验一个国家的阶级流动性。哪怕是在北欧瑞典这种福利国家
，流动性和美国一样，0.75，应了“龙生龙凤生凤”的理论，当然这只是统计学上的意义，作为后代
还得努力图强，不然还是会向下流动到底层的；
在想，这种书会不会政治不正确呢？
7、没有买。碰巧昨天路过诚品翻了一下。赶着去下一个地方，所以只看了跟中国有关的那一章。中
国这章其实是要分析毛时代做的那些想促使社会阶层流动的事情，包括WG在内的各种斗，是否有效
。主要抽取的姓氏是清朝的进士，因为他们竟然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姓氏，比如沈，再加上地区交叉，
比如长江下游流域的海宁查氏，再从清朝进士到民国，从国民党官员到共产党官员，再到恢复高考以
后取得大学学士学位，这样的人数变迁来进一步交叉分析。结论就是，虽然经过战争（包括WG等政
治运动针对中上层阶级的杀戮），中国的社会阶级仍然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快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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