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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社会企业有了新认识，弱势群体也可以是赚钱流水线
2、社会主义一定有优越性？如何避免类似情形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值得深思
3、关于德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详细解读，很适合于当今社会。读完对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有了不一样的
了解。
4、记者能做的是揭示。
5、揭露了德国社会的平行阶层，描述了一个将中产阶级架空的国家。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在这
种情况下，德国制造还是如此犀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6、听过⋯⋯逻辑思维⋯⋯⋯⋯mark
7、一本很好的了解德国的书   但从中也能看到中国的影子
8、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研究他的过去，会明白他的现在为什么会呈现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
样子。德国在我们传统印象里是一个国家的优秀代表，是我们效仿学习的对象。然而作者独特的视角
让我们发现原来他也要面临严峻的挑战。没有完美的制度，书中德国的问题需要我们警醒。
9、虽写德国，却更好的理解了我们的今天，于是更加悲观，积重难返，当一切制度化后，看不见的
手不再拥有魔法，中西方各自半斤八两，小民唯有买买买
10、1、纳税导致中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2、如果想进入上一个阶层就要付出相当多的代价；
11、虽然在看罗胖节目的时候已经大致了解了主要观点，但是通读之后还是被深深震撼：1.要努力跳
脱所谓“勤劳勇敢”的中产阶级（这个词现在于我已明显不是一个好词了）。2.大而不倒的优越本质
在于：在资本主义中赚钱，却有着社会主义的保障。3. 无法触动的行业和社会问题基本全部涉及政商
勾结的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哪儿哪儿都一样。起码从行业的层面，当商业足够大的时候，必须寻求
到某种程度的政治庇护。
12、作者很简略但又深入地描述了德国社会现有的两个平行阶层，包括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感觉
下层的描述更加清晰一些，而上层的则还是有些飘渺。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来说是个不错的田野调查，
从中也可以获得不少启示。
13、阶级固化，上下层阶级只能在各自平行的社会里继续拉大差距，而中产则需为一切买单。下层阶
级不再是贫穷问题，它被剥夺的是社会参与性。憧憬高福利社会背后的弊病，有点像调查报告，不枯
燥。
14、揭示了很多现实问题，不过有些过于悲观。
15、翻译有点生硬，但读起来无难度。德国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德国～
16、有点意思的一本书，获得了另一个看世界的角度
17、之前看过这本书，没想到最近的罗缉思维专门介绍了它。即便生活在德国这些年，看过还是觉得
震撼。过几天德国老友回来，准备跟他聊聊这本书。
18、1.本书的"社会"实际是一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生活文化方式，反的与其说是"社会"不如说是
文化方式；
2.食利者们不止资本家，还有底层流氓无产者。当然，现在又来了绿绿；
3.金融业冲击实业，对应第一条。可惜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4.福利产业才是大生意，救急不救穷是真理。
19、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德国
20、罗辑思维193：共同体的意义
21、“中产阶级”视角：携带社会大部分资本的上层偷税漏税搞投机（金融行业），以及底层和社会
救助行业（大量的就业人数）通过社会福利政治经济制度，共同侵占了中产阶级的权力，而后者却承
担了前者消极参与的整个绩效社会。充满具有煽动性（夸大）的新自由主义言论。
22、真奇特的德国
23、并没有看到让我为之一振的观点
24、观点犀利，脉络清晰，作者是一位异常清醒的当局者。德国社会的福利体系弊端在其它社会也一
样存在。社会中最上阶层与最下阶层看似截然相反，背后却有很多相同之处。划分社会等级的指标并
非财富而是文化，因此单纯靠经济救助来解决贫穷问题只会适得其反，而对社会救援活动的政策优待
又会让企业家有机会投机获取公共资源，一切压力都扛在了中间的中产阶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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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阶层固化的一个例证，还有看不到希望的中产阶级幻想。。。。
26、个人理解：一方面，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催生旧的共同体的消亡、新的共同体的建构；另一方面
，每一个共同体在其运行过程中，总会存在边缘化的成分。而解体的过程，总是那么触目惊心⋯⋯
27、一个阶层固化已经十分严重的德国
28、有种：1. 【战术&战略】一个福利制度是如何在战胜一个又一个的战术问题上，最后走向战略上
的失败。（联想：《权利的游戏》中 snow 和 小手指 的对比） 2.【圆越大，越极化，贫→穷】如果社
会财富是一个圆，社会效率的提高导致圆圈变大，但是外圈和内点的距离，也在拉大。外圈财富可以
通过钱生钱大资本运作，内点被福利制度圈养惰性养成，自制力丧失，大圈和小圈平行存在，加上全
球化助推之下，大资本不在本国圈流动，富人和穷人互不关心，国之共同体意义渐弱，社会分崩，恶
性循环，圆越大，越极化。贫演化成了穷，贫是没钱，穷是穷途末路的绝望。3. 【共同体的意义】个
体而言，提供了阶级流动的连续道路，而不是像原子模型那样，阶层是固化的，离散的。整体而言，
让社会能够健康发展，因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29、以记者敏锐的目光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德国社会，但千万不要以学术的眼光来审视，不然会失望
的~
30、:无
31、可能民主国家经过过民主平等，因此对此种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但从此种社会过来的人，早就见
怪不怪。社会会自行平衡的，Relax，伍伦韦伯。
32、欧洲好几个国家如此⋯感觉高福利是个陷阱⋯
33、不错
34、瓦尔特·五伦韦伯是一个记者，整篇文章都是在揭露一个社会现象，看了书才发现 逻辑思维这个
节目偏向性问题:不管是金融垄断还是庞大的救助系统，本质上都是资本与资本家对社会的控制~~从
这个角度来讲，整本书的核心与罗胖推崇的他自称的保守派的崇尚市场的观点是相左的，富人在巨富
后决不会反哺社会
35、核心观点已经剧透后再看这书 感觉稍显乏味 纪实文学
36、阶级固化的德国社会，苦是中产苦
37、果然是写下层阶级的那章最精采。
38、让人不禁反思NGO行业的书
39、神秘的上层和下层社会，就当八卦看看
40、上层阶级是脱离社会的存在。喜欢这样不一样的观点和洞察。
41、密度不同，又不相溶的液体，经过搅拌后静止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会分层的，直到下一次搅拌，
又岂独是德国一家？
42、金融行业和社会救助产业这两个平行社会正在加速德国的社会瓦解，正如罗胖在节目中引用的，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启发则是： 要保持一个集体不散摊子，钱当然是不可缺少的，文化（附加的意义）才是更重要的黏合
剂，认同感对于一个组织才是最重要的。
43、精彩
44、有钱人更加有钱，穷人更加穷，资本主义的后路大概都如此吧。
45、社会发达的国家对社会公平公正有执着细腻的追求。不得不感慨我们文明程度的差距，我们划分
阶级最重要的财富，挣钱少就是底层，有钱就是中上层。而在德国，底层人群的组织生活并不难过，
甚至很好。成为他们生活在底层的标志是精神层面上，是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乃至于三观。希望
我们也能尽快从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到关注人的精神世界。
46、两股平行世界的势力正在使得德国社会崩塌。
工作的更大收获是获得了社会参与感，从而为自己的生活获得意义。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但是需要深思的问题是不仅仅狭义上的工作能对社
会有用，自我意识的确立，独善其身也在为社会提供进步的力量。
47、讲述了德国的现状（富人占有巨大蛋糕充当着圣人隐士，穷人拥有蛋糕碎和丰富的国家福利导致
他们宁可失业不愿工作），所以命运共同体才是王道。
48、下层阶级缺的不是钱
49、在听罗胖讲完之后借来细读了一遍。大体内容是富人利用金融业和巨额资本投机，穷人丧失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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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成为社会福利业的赚钱工具，而承担这一切的是中产阶级。很震撼，很发人深省，我们国家的
富人刚刚富起来，还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社会福利制度还未健全，穷人们还有很多机会改变命运，瑾
以此为戒吧。
50、金融行业在为自己制定法律，社会救助产业性质的慈善业基金会亦复如是。人本性逐利、虚荣，
社会分层与阶级固化，千年如此。只是在当今时代被体现在金融之上，成为鲜明的特色。放之过去，
则被体现在武力，教权，机器之上。未来，应该就是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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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反社会的人》的笔记-第12页

        德国上层阶级------躲在暗处的隐形群体------德国上层阶级目前就是一个研究空白

2、《反社会的人》的笔记-第4页

        德国的下层阶级中产阶级文化差异才是鸿沟德国的上层阶级、下层阶级不约而同撤回到各自的平
行中心，从社会的边缘向中心腐败着德国。

3、《反社会的人》的笔记-第5页

        德国经济中最大的吸金者的两个行业：金融行业----上层阶级----银行家----资本社会救助产业----
下层阶级----社会救助者----工作岗位

4、《反社会的人》的笔记-第1页

        哲学家说过，对于一无所知的事情，人们应当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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