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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urgerlicheOffentlichkeit）。研究对象特
别难以把握，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是
难以奏效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范畴放到传统“政治学”曾经关注的那样一个比较开阔的视
野里加以探讨；①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和经济学、宪法
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各学科一体化所带来的难题是很清楚的：从目前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和专
业化水平来看，没有谁能“掌握”多门学科，更不用说“掌握”所有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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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自由，公民，民主⋯⋯这一套。视野犀利，论述有力，是思想而不是科学。
2、觉得我作为一个纯粹的人又完整了一点
3、五个小时怒啃200页，真是云里雾里如天外神游。不过除了第四章是一点没看懂以外，其他章节看
起来还算易懂。要定义哪里是公共领域，首先要区分公私界限。每个人每个领域对公私界限区分不尽
相同，也就很难在公共领域这面大旗下形成一致意见。这不是一本提供解决方法的书，但它提供了一
套全新的思考思路。
4、并不算是严格的历史分析，主要还是本社会理论著作，看得并不是特别明白，以后还是要返工。
5、看懂了皮毛，记录下来以后再看第二遍。
6、那些论文引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简直就是，哈哈哈哈哈
7、黄旦 博士
8、哈贝马斯以难读著称，这个译本居然还能让人读下去。良心译者五星好评。
9、这本书被严重的低估了
10、极为抽象难懂的书，当属哈贝马斯
11、第一遍看，不是很明白。以下是一些关键词：我又看了一章，看到第四章末尾。我真的要吐了，
很晦涩，难懂。都是中文就是不知道它在说什么。还好只有七章，我有迷糊的概念，咖啡馆，资产阶
级对于封建领主的反叛，公共领域的形成，沙龙，报纸和党派；它们的政治功能；它们与法律、道德
之间的关系。
加上 广告的出现对于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毁灭，早期水军利用包装将自己伪装成公共领域的探讨。
12、这本书为公共领域的产生、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性的阐释。同时兼具有社会学理论阐释的风格
。很能体现哈贝马斯早年的批判性的学术洞察力。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也许成为以后哈贝马斯思想进一
步发展的发源地。
13、一到三章其实是历史考察，四是哲学定义，五六讲的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在今天发生的变化，第
七章是对概念的再辨析。这样理解本书的结构会更清楚一些。另外，1990年序言可以考虑在读完本书
后看，因为这个序言里讲了很多哈贝马斯在这本书出版以后的再反思，不读这本书直接读序言，很容
易读迷糊【比如我】
14、#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思潮# 啃了四天终于把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及其转型部分看完惹，不想再碰它
。
15、一口血（建议出本少儿普及版）
16、说实话我没看懂
17、真心比较难懂
18、2016年12月27日，第一遍。
19、硬着头皮看完，不知是哈老先生原文晦涩还是翻译的缘故，阅读体验不佳。
20、kindle上看的，没做摘要，没怎么读懂，
21、国社读的书我怎能忘怀！！！读到吐血
22、理论视野和建设性都超过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政治立场更鲜明，从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福
利国家的对比中，显示出他对回归真实的“公共舆论”的理想，官僚机构和商业公关操纵下的“大众
意见”是一种新的统治，有组织的私人利益通过直接授权，剥夺了个人作为公众对决策的参与。
23、花了两个礼拜终于撸完，语言太生涩了，显然一遍是不够的。哈氏的原意远非时下人们所津津乐
道的那么简单。理解公共领域不仅要从国家-社会关系入手，还要从“私”观念的产生、资本主义政经
制度的变革、技术进步与公众的交往实践等维度考察。
24、把整个人都放到超越个人的目的体系当中的陈旧形式，此时独立个体领域建立起来。
25、哈贝马斯是矢志不渝的。从这最初的课题开始，脆弱但温情的理想之火便已点燃。或许程序主义
终究无法促成人们更好的了解彼此，但与另外几家过肾不过心的“启发性”“洞见性”相比，我更为
哈贝马斯所打动：他理解生而为人的无奈之源。即使一切可能仅是徒劳，他仍旧以笔作刃，只身一人
对抗系统的冰冷和市侩。
26、其实传播学依然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本质上这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previous。
27、真的是好难读啊（哭）可是这书真的好厉害啊，无悔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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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完全看不懂（哭⋯）
29、终于看完一遍。。。好艰难。。。
30、随着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变革，原来代表民主的公共领域渐渐被国家所取代而让步了，所
以现在社会如何让转型的公共领域恢复以前的民主自由的形式，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31、读《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时，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说哈贝马斯是一个马克思
主义者⋯⋯直到读完这本书。说是马克思本人写的我都信。
32、这本书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的课堂能有更深高度的讨论。也让我靠它写了好多作业。
33、居然···比想象中的好读
34、每当哈贝马斯写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 我就蒙圈了
35、以前尝试读过，无感，读不下去，现在也许是时候了。拟几个问题，公共领域趋向于理性么？新
技术为公共领域带来什么影响？
36、想到还一字未动，我就要疯
37、公众的批判意识启蒙于文学、艺术公共领域，最终促成了具有批判性的政治公共领域，而政治公
共领域实则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的膨胀，国家和社会同时要求国家对自由市场进
行干预，社会和国家开始融合，挤占了公共领域的空间，同时公众对于文化的批判取向转向了消费取
向，公众，尤其是有选票的公众成为舆论公关拉拢的目标，议会不再是贤明人士的集会，而是借以争
取选民的公共讲坛。#简直是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
38、用了20天终于啃完第一遍，也就读懂三成吧。。绝望。。
39、以本书的视角来观察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非常恰当。
40、个人认为这是哈贝马斯最精彩的一本书之一。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划分为政治公共领域（介于社
会和国家之间）和文学公共领域并行（俱乐部和新闻界）。后者又划分为：狭小的资产阶级内心世界
，文化商品市场和宫廷。
41、哈贝马斯真牛，这本书还要再读
42、神作。纸上挥斥方遒，看透人世五百年。
43、非常“批判”，非常“辩证”。当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来进行国家福利时，从古典模式来看已经是
伪契约了，因为两者并不在同一层面，权力的不平衡使契约概念发生了消解。
44、不能读的更痛苦，完全不能集中精神。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可能吗？利益的冲突是否能够被合理
性的人通过对话、争论解决？公共舆论可以起到纠错的作用，却难以起到建构的功能，建立在普遍性
和真实性追求的社会政治哲学，无论讨论的多么精细，始终在追求的目标上过于理想，吗？
45、哈哈哈哈看到不止我一个人读得这么撕心裂肺我就安心了:)
46、真是没看懂。。。。。
47、作为一个新传学生，这是我的启蒙书！带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当然就如潘忠党老师所说，哈
氏是扭曲别人的大师
48、作者对公共领域的分析和研究透彻深入，令人折服。
49、只看了第六章，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是否有控制作用/以及偶然翻到了江绪林老师的评论，唏嘘感
慨，又备受激励。
50、把几个翻译有偏差的概念弄明白，框架再拎清，就没有了想象中那么难读。三个阶段，两种领域
，结构颇清楚。略吐个槽，似乎批判家常有“人心不古”的情结，阿伦特怀念着城邦，哈贝马斯怀念
着布尔乔亚，似乎往后经济结构一变，人就要沦陷，公共领域就要萎缩。总觉得哈贝马斯是有几分精
英主义的，叹惋知识分子阶层从civil society里被孤立出来，而文化批判被文化消费所替换。然而理想
化的沟通领域恐怕未必真存在过。刚接触法兰克福学派时，虽然知道争议声很大，也颇为这种视角心
醉神迷过，现在真正读起来，反而渐渐起了疏远之心了。#Anyway，读原典总是烧脑子的过程。大神
就是大神，倒是我，不知道自己消化了多少，又误解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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