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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文本中的社会学》

内容概要

一本充满思辨色彩同时有富有现实意义的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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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培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村落的终结》、《重新崛起的日本》、《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
结构转型》、《李培林自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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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西学东渐篇】
西方社会的“官僚病”
科学的“思辨”与新的理性
法国学院派寨主雷蒙·阿隆
关于女性的观念变革
未来并非总是美好
共和国真义考
微型权力专家：福柯
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整体观时代的到来
隐喻的思维魔力
法国当代社会学四大流派
分立抗衡的两大学派：布迪厄和图海纳
走出布迪厄主义的博尔坦斯基
经济社会学思潮和罗桑瓦龙
新一代学者的崛起
风险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风险
东方现代化命题
【小题大做篇】
路径依赖·知识生产·社会技术
大陆新娘·女权·三寸金莲
买者定价、社会嵌入及其他
台湾村落走访随笔
中国大葱与日本电器
厕所革命与社会变迁
全球化和汽车左行的制度
中国视角看日本
【书里书外篇】
学术闲书五种
参考文献的功能
谁在改变生活的逻辑
社会流动与中国梦
社会公正、黄金分割与和谐社会
农民的理性
透视“城中村”：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
书斋随笔
调查研究中的故事
【承前启后篇】
我的研究理路
中国社会学的实践取向与理论匮乏
村落终结与中国经验
默顿“中层理论”的启示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
非正式制度：社会学研究的真问题
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
走向终结的村社共同体
劳动关系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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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主的关系运作
探寻“关系地权”的逻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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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没有经济学中的进行理性选择的“个体”或人类学中嵌入生活的“人物”，这本著作的主
题是研究人们的生活境况，探索重要价值领域之间产生不协调的原因和建立协调关系的可能性。传统
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不管是什么学派，实际都声称，尽管人们是出于一些明显的动机并按照理性的原
则来行动，但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被某种客观的隐蔽力量所左右，如看不见的手、历史规律、行动逻辑
等等，而博尔坦斯基的这本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不再把行动者视为由某种力量统治的主体，而
是通过研究主体的行动过程、主体所处的境况来了解日常世界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同的生活领域是如
何建立自己的合理性规则。在该书中，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使用了一种新的分类方式，他们把具有重
要价值的生活领域分成六种形式：即圣灵（宗教）领域、家庭领域、舆论领域、民事领域、商业领域
和工业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最高价值、自己的秩序观念和自己的价值合理性的证实方式，不
同的领域之间往往会产生不一致，如宗教领域的最高价值是信仰，家庭领域的最高价值是情感，市场
领域的最高价值是竞争，商业领域的最高价值是利润，民事领域的最高价值是共同生活，等等；在经
济领域中具有合理性的竞争、个人主义、利润追求等价值很可能与民事领域中的社区、集体、共同生
活等价值相对立。博尔坦斯基认为，过去人们总是试图从某一个领域的重要价值规则出发，赋予这些
规则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把这种规则扩大到整个现实社会，这种企图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就是不同
领域之间价值规则的一致性。而博尔坦斯基要证明的，恰恰是现实社会中价值规则的多元性，他认为
只有在一定的境况中和一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不同领域的价值原则之间达成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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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明文丛:生活和文本中的社会学》从“中国经验”出发，我们才能真实地了解中国发展中诸多社会
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些临界点单凭既有的规则是推论不出来的，不顾前提条件和约束单从原则推
论出的结论往往会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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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一代领军人物的思想小品文，社会学票友可以考虑把玩。。。
2、学者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专业和非专业的人都值得一读
3、有很多法国社会学者的介绍
4、书还没看完，不过内容很好，都是你我能看懂的社会学，其实都是大家身边的一切
5、今天看一篇序中提到，任何一个文明都是由物质，制度，精神三个部分组成的。这本书提到了物
质和制度。那么如何解决书中提到的问题呢？呵呵？
6、社会学随笔，睿智客观，又不乏人情味儿，雅俗共赏。
7、很棒。
8、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先生的学术随笔集，尽管有一些略显凑数的应景之作，但大
多数文章仍然非常耐读，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李先生对于社会生活的诗意情怀，以及对于中国改革
变迁的持续关注，在字里行间时时显现。
9、作者李培林是巴黎索邦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社会学专家，一般来说，这种学院派学者的著作不好
读，因为专业和理论门槛较高。但这本书是作者的随笔和论文，其中许多篇章读起来雅致通畅，却不
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尤其是《隐喻的思维魔力》等几篇文章，既有学术写作之广博和严谨，也有随
笔的智慧。
10、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的学术随笔集，很好读，能雅能俗，能上能下。
11、大家小书
12、学术随笔集
13、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文集大概四十篇文章，看到最后发现竟然连给博士生写的序都加进来
了，也只能在心里默念一句:好吧。李老师提供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学术视角，可以看到学术敏感度强
的前辈是如何捕捉生活细节的，至少在台北捷运有无售票员我是没有思考的
14、里面大段大段地扯哲学史的时候觉得好村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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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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