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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Requisite citation for SOCI's final paper.
2、再次打开视野
3、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理论
4、花了我将近一个星期。值得
5、2016-60 社会学入门导读，作者将社会比做一场游戏，而我们在玩这场游戏时也要遵守一定的游戏
规则。社会这个大的介质，让我们每个人蒙上一种或几种“角色”，我们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偶尔又
不想继续扮演角色，这时就会觉得社会像个“牢笼”一样，在逼迫我们。但何为身不由己？身不由己
只是一种借口，没有“我必须”怎么样，只是“我也想这样”，但在背后或许隐藏着某些不想说出口
的原因。我们有自由，又不完全自由。社会学是发现全新的领域或着重新揭开过去事情的内因。
6、塑成我三观和脑洞的作品^ ^。
7、翻译的非常好！另外，按照后面的索引对本书进行一个重要概念的梳理非常有帮助。
8、老师推荐的社会学的入门书籍，读完之后感觉还不错，弥补了一些直接进入专业课而没有仔细了
解的常识。
9、第六章写得最好，深得我心
10、一开始真是看不下去，但是后来进入社会即为监狱那章后仿佛突然开窍，收益良多。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游历人生。
11、不嫌不深刻只嫌我未曾系统地模块化地了解过，不了解转型前的社会学就不能太懂转型的妙处，
也许未必适合入门【文笔加一星
12、科普入门，看不太懂
13、an inspiring and illuminating journeys~
14、是很好的社会学入门书。似乎一下子叫醒了在角色中沉睡的我。
15、既抱有同情心又持怀疑态度，不抱偏见去谋求理解——感觉这已经超出了社会学的范畴啊，还是
说，学术精神也有普遍性呢
16、还好坚持读完了，如果卡在第五章说不定会陷进严丝合缝的叙述中最终无比绝望；作者一定和心
理学家有仇，整本书对心理学黑得飞起；明明页脚注释可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放插图，多此一举。
17、人文主义视角的社会学，是否是更为纯粹的社会学？反对纯粹的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是忽视历史学
和哲学对社会学形成中的特殊意义。人文主义的视角实际上是对社会学的本质，包括方法论和研究结
果等等各方面的揭示。追寻人为基础的社会学问题，是心灵的承认。
18、1、社会制度如监狱层层塑造控制人的一切。2、人类在成长过程中内化社会性顺从了外在社会控
制。3、社会定义人，人也定义社会。社会的骗局在于让人以为选择权狭窄在社会框定的那个范围，
人的自欺在于逃避自由将自己困于确定性的因果中。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拒绝社会的控制，利用社会成
就自己。
19、好喜欢这本小书和那令人激动的附赠书单啊。学一门学科，由浅入深，能和所有感兴趣的门外汉
分享知识的喜悦才是大神呀。
20、社会学入门读物，读起来流畅轻松
21、很喜欢这种没那么理论化的入门书，用轻松的写法阐述了很多大家的重要观点。喜欢第四、五、
六章。贴近生活！
22、作者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理解和解释社会，他带领读者思考了人的社会化、人身上附着的社会性
、人在社会中的定位等等。前半本书似乎越来越接近悲观的结论，但是最后，作者提出了近似于存在
主义哲学的观点，强调人的主观选择的自由。总体来看，作者认为我们应当清晰地洞察自身不可摆脱
的社会束缚，并因此更了解自由、珍视自由、善用自由。本书文笔和译笔都很棒，警句频现。
23、相当流畅。带我敲开社会学的大门，来一场“走出洞穴，独自面对黑夜”的冒险。另外，哲学真
是无处不在。得好好补课了。
24、14年买的书现在终于看完了！真的不错！让人对社会学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是有些地方还是有
些不懂，要再看。
25、社会在人，人在社会。
26、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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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和所学专业有关
28、系统又简介的介绍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最关注的几个问题，著名的理论如“角色理论”。一本
有趣又深刻的入门书。以理论为主。
29、很棒的入门书籍
30、挺好！
31、看了一半，觉得这本书并不适合作为入门的书来读，反而有了一些相关积累再读会更容易理解。
且感觉作者本身也是带有对某些理论的偏爱的。
32、没有理由不给这本书打五星，无疑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社会学入门书籍，当然作者本人本来就是
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现象社会学的执牛耳者。作为一本1963年出版的社会学入门书籍，可谓是
经手住了时间的考验，把社会学给人讲的头头是道，深入浅出。而且，我可以说这本书是一本不同阶
段看都会有不同感受的著作。要把数目繁杂、理论抽象，各家还争执不休的理论言简意赅的介绍出来
可见起功力。作者这时就把握住了社会学，人文学科的核心。再看看今天，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唯
数据论，当年的反驳可谓掷地有声。全书章节清晰明了，第一章初步介绍社会学作为个人的消遣，第
二章介绍知识社会学。四五六章写用监狱譬喻、木偶譬喻、戏剧譬喻把社会学的基本观点讲述清楚。
六、七章讲价值中立和科学的方法论与人文主义视角的区别。读来满满的温情与热爱。
33、抛开有时比较轻浮的行文风格来说的话,有些点还是挺有启发性的吧.比如对宗教社会性质的一些描
述.可以自己进一步泛化考虑下...
34、在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面前抱谦虚的态度，在求解过程中使自己不被注意，在方法上力求诚实而
精确，对通过诚实方法得到的结果表示尊敬，耐心并甘心被证明有错误，耐心并甘心修正自己的理论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愿意让他人分享这些价值（伯格，2014：195）。
好一只强心剂！
35、读了四年多的书终于叩到了社会学的大门，希望自己在还年轻的时候能活着走出来。
36、关于参考框架的论述与关于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对自己启发较大，自由在于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
意志在不同的参考框架之间来回转换，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保持对其他参考框架开放性态度的同时
，选定自己赋予其合理性的参考框架。更具有警醒意义的是，我们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地生活
。进一步我认为自由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自由并非是实体而是一种状态。总而
言之，我们追求的是生活，只不过是限定为自由地生活。
37、很好的社会学入门书，稍微有些老，第六章往后作者的个人色彩浓厚。不过我并没有跟社会学同
游，中途换队伍了⋯⋯
38、偶尔听到表弟吐槽，社会学学久了，人变得麻木了。想必他只是知道了更多的“人在社会”和“
社会在人”，徒添了无力感，却不知道“社会如戏”。作者说得很好，社会学应向哲学、历史学科的
人性关怀的视角学习，不知道我们的社会学教育是否该反思？对自由的证成是困难的，但对自由的否
认也是不可能的，应当有更多人向康德所进行的关于自由的研究学习，不应只是智识上的，更是为所
有人之自由的信念。
此书算不上经典，但作为入门书来说，是极佳的，而这显然来自于作者深厚的经典训练与真诚的人文
关怀，所以，仍然给5分。
39、文风个性而飞扬，完全不按传统的入门书套路出牌，心双狗一看到黑心理学的段子简直想仰天大
笑以表爽快！从社会学中重新认识（而不是反思）我们身处其中社会，一路同游，有阴郁有激昂。并
非王者，也非懦夫。
40、这本书太好读了，几乎是我五年里看过最好的一本，几乎为我一直以来的困惑都给予了比较明晰
的线索。社会对我们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深远。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是非观很多都是在社会的预设
下进行的。这让我想到许多八卦或者个人感情事件下很多人非黑即白的评判，也许这是最危险的信号
。真想给全世界安利这本书！！
41、在德国看的 有时间打算整理一下
42、试图勾勒出“气象万千”的社会学。读者：既在徜徉，也在溜达。既要游玩，也要游离。读四、
五（人在社会、社会在人）觉得中规中矩无甚意思，以后的章节又是别有洞天，大概就是自己笨拙地
游了蛙泳自由泳之后看着电视上花泳的美女姐姐们流口水的情形....版本读者设置略低龄，可爱。
43、社会学入门由此书开始。今儿社会学家Zygmunt Bauman去世，还没来得及认识，世界又少了位大
师。

Page 6



《与社会学同游》

44、提线木偶仰头回望木偶线
45、第一本社会学的书。社会学果然名副其实，能够将“社会”看穿，对阶级、爱情的洞察犀利。期
待社会学能够让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受到一定的教化。
46、什么是社会？一个牢笼，一所监狱。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都在你的头上，神在天上，嘲笑着可
怜的人类。如同猪笼里的猪，只是着迷于可怜的渣滓，却不知抬头看那外面的世界。如同，柏拉图所
说的，可怜的囚徒。但是，我们不必过于悲伤，因为，世界的细缝可以容下我们的灵魂。
47、2017-1-13
48、社会与制度这一枷锁，唯有“游离”才能自由
49、停止木偶的演出动作，抬头仰望并感知操纵我们的“木偶线”。
50、回过头估计还要再看一遍，如果对社会学还感兴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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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长久以来（其实没有很久，社会学重建才几年），中国的社会学本科生在刚刚承受了被迫调剂高
考专业志愿的巨大痛苦后，就立刻迎来“什么是社会学”、“什么是社会科学”等等鬼话连篇的专业
导论。大一学生们的目光大都是崇敬的，可在他们崇敬的目光中，那些讲述专业导论的社会学教师中
的不少人却偷偷或不自知的扮演着江湖骗子、无知少女、阳痿丈夫、永动机非民间科学家等等角色。
四年很快过去了，一些学生经过不懈努力，成功前往社会学的起源国家和二半吊子国家继续专业学习
，以海天盛筵外围女式的气魄和毅力来配合死老白男对于东方女人的古怪性癖。一些学生经过充分准
备走上保研考研战场，背完科层制的定义，算完了回归分析，第一次惊讶的发现，大一时那个精神分
裂的老师谈起的要把二者整合到一起的理想竟然在考研试卷中实现了。到了复试时，很多学生都暴露
了自己的籍贯，大家都是新乡人——读过《新教伦理》和《乡土中国》，后者未必认真读，前者肯定
读不懂。没有继续读书走上社会的学生，或是觉得自己熬了四年，总算与渣男离婚；或是带着朴素的
情感来继续无脑的歌颂、宣传自己的专业，朋友圈里总是转载着“学社会学可以让你胸变大”之类的
金坷垃，再附上自己的专业自豪，将当年被同班学霸暴虐的凄惨画面忘得精光。社会学是什么？这个
问题，每一个刚进入这个专业的学生都会问，他们的家长朋友也都会问。教师们有人欲说还休，有人
则确实一脑浆糊。伟光正的没怎么认真读过涂尔干的早期涂尔干主义者和大美国基督教民主人口统计
学家发出了这个时代最强有力的声音，嗡嗡嗡啊啊啊，从实证到实惠，从假设到假装，从变量到变态
，从算数到算命。另一种声音，也就是伯格在这本书中讲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大都在窃窃私语。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人文主义社会学本身就能给出答案。“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使自己认为
理所当然的世界观中性化，他们不容许自己去直面其中的含义”（p204)，人们在拼命的用脑袋来完成
屁股赋予自己的使命，或是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屁股坐在别人的脑袋上，或是用自己的屁股与别人的屁
股一撞高低，而人文主义社会学能做的事情很简单，狠狠踢你屁股一脚，让你的脑袋得到一点点解放
。一个学科的意义就像一条河流，要把握住学科意义，需要学的是游泳，而不是在自己的脚上绑上一
些概念定义或研究方法的铅块，这种做法虽然使你很“稳定”，却会让你迅速淹死。读一读伯格的这
本书，开始学游泳吧。
2、一句话概括：人文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学。读后感：这本薄薄的小书，到处都是隽永的文字。这些
美丽的思考与意象，让我对社会学充满了好感。因为，书中人文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学，可以让人对生
活少一些偏见、在社会旅途中多一点怜悯之心。走在路上，看着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有时候我
会产生一种温情与敬意。诚然，如书中所说，”环顾四周的一瞥就足以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利
用这个可能性“，大多数人认识到的仅仅是社会的借口和伪装，被无形的木偶线牵引而不知。不过他
们和所谓”本真“的人一样，有着相似成长阶段和生活处境，都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下去。只不过
，”本真“的人往往更加幸运，更早意识到社会表面之下的真实情况，能意识”社会界定我们，又反
过来被我们界定“两面神悖论，并能借此逃脱一些根本困境。而非本真的人，往往要到最后一刻，才
会意识到这一切（可见《伊万 伊里奇之死》），忽然才发现，人生真像是一场游戏。在此之前，他们
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虽然这或许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但有着自己的情感与思考、痛苦与欢愉。
成为”本真“的人，便是”非本真“，即便前者对自己追求的目标有更清晰的了解，但也无法诋毁过
去努力的自己。本真的人，能从木偶戏中走出，让人抬头仰望并感知操纵我们的那一套”木偶线“。
而这一过程，并不只有社会学这么一条路。社会学让我们意识到”社会界定我们，又反过来被我们界
定“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可以扩展为”外界界定我们，又反过来被我们界定“的道理。人总是被外界
决定的，但同时也决定着外界，社会只是外界的一个重要层次，其余还有许多层次。比如说，《进化
心理学》就可以告诉我们的基本心理模式，是如何产生的——例如为什么我喜欢长的好看的人——外
界决定了这种模式；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隐藏在神秘情感下面的真实。木偶
线其实就是逻辑链。当我们感知操纵我们的那一套”木偶线“，我们就从中解脱出来。尽管我们是无
法解脱所有的逻辑链，但我们能意识到，便是一种超脱。佛为什么总是会笑？所有的佛像，脸上总带
着一抹微妙的笑容。或许，就是他们意识到这世间一切皆空，但又非空的悖论，正如意识到社会既可
能是逃避自由的借口，也可能是获得自由的机缘一样的两面神悖论。我们总是会被逻辑链操控。我们
自以为自由，终究是有限度的自由，远方总有地平线。但是让人欣慰的是，眼前的现实，是可以超越
的，就像越过监狱一样，人生的地平线可以被一次次刷新。我对本书的一些摘抄和梳理
：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3782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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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毅选集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Selected Works of Li Yi, Volumes I and II李毅选集第一卷《中国复
兴大战略》出版发行http://www.langlang.cc/16533947.htmSelected Works of Li Yi, Volume I:
http://www.amazon.cn/gp/product/B00Y9Q71NA?ie=UTF8&amp;isInIframe=1&amp;ref_=dp_proddesc_0&am
p;s=books&amp;showDetailProductDesc=1#iframe-wrapper李毅选集第二卷《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
出版发行http://www.langlang.cc/16637214.htmSelected Works of Li Yi, Volume II:
http://www.langlang.cc/16637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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