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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原著，就是与大师对话。这是无数读书人的经验之谈，也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然而，这个普通道
理却需要经常强调、不断提倡。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l962—1967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当
时北大非常强调读原著，低年级的主要课程都辅之以一门“原著辅导”，到了高年级就直接读原著了
。任课老师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是帮助学生通过读原著去直接与大师们对话的引领者，而不是大师的代
替者，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优秀的传统。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招聘新人，有几位也
算名牌大学的社会学系毕业生前来应聘，在答辩时，当被问到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位社会学家，你读过
他的哪本书时，好几位应聘者竟然无以应答。他们坦言，他们只读任课老师的讲义或教科书，未曾读
过经典作家们的原著。
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主要是由它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由概念体系构成的基本理论、基
本视角和基本方法构成的。而所有这些的最真实、最可靠的表达，存在于那些原创性的著作中13一般
而言，这并不是那些转述和整理原创性知识的讲义和教科书所能代替的。当然，在特殊情况下，有些
经典作家也写教科书，或者有些出色的教科书也称得上是“原著”；并且不可否认，教科书也有把知
识系统化的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原著和教科书之间的区别，以及由这些区别决定的二者之间的
关系是不能颠倒的。原著派生了并且决定着教科书，而不能用教科书去代替原著。同样，一门知识的
传授者不能代替这门知识的原创者，而不论传授者们是否出色和优秀。尽管原著和教科书的关系还可
以去做很多更为详尽的讨论，但基本性质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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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经典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
第一部分 经典社会学（帕森斯以前）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本质
孟德斯鸠：法律在形成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
性格中的作用
奥古斯特·孔德：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
卡尔·马克思：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爱弥尔·涂尔干：个体表现与集体表现
马克斯·韦伯：社会行动的基本概念
马塞尔·毛斯：总体社会事实
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的概念
二、社会关系中的人及其属性
亚当·斯密：两重性的自我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有机体中的人的个体性
卡尔·马克思：异化劳动
爱弥尔·涂尔干：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剩余物
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
三、社会秩序、结构与分层
卡尔·马克思：资产者和无产者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派生物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爱弥尔·涂尔干：分工形成的社会团结
塔尔科特·帕森斯：霍布斯与“秩序问题”
四、社会组织与制度的形态和类型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有机体
圣西门：论实业体系
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爱弥尔·涂尔干：法团
马克斯·韦伯：官僚制
汉娜·阿伦特：社会领域的兴起
五、社会意识、法律及意识形态
卡尔·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一夫一妻制家庭
爱弥尔·涂尔干：集体意识
马克斯·韦伯：禁欲主义与信念伦理
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马克斯·霍克海默：启蒙的概念
六、作为实践的社会行动和社会运动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爱弥尔·涂尔干：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
塔尔科特·帕森斯：单位行动
七、民族国家与政治
让-雅克·卢梭：论人民
孟德斯鸠：英格兰政制
亚当·斯密：论国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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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的文人
爱弥尔·涂尔干：现代国家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八、社会中的宗教
让-雅克·卢梭：论公民宗教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宗教如何维护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
圣西门：新基督教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作为宗教
卡尔·马克思：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爱弥尔·涂尔干：一般宗教原理
马克斯·韦伯：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
罗伯特·贝拉：美国的公民宗教
九、社会学知识的特性
奥古斯特·孔德：社会学与实证精神
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社会”作为互动“形式”
爱弥尔·涂尔干：社会事实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
第二部分 中国社会学（1949年以前）
陶孟和：社会调查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李景汉：社会调查与今日之中国
陈达：解决劳工问题的标准、步骤及办法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昊景超：分配问题
孙本文：礼与行为规则
潘光旦：说“伦”（二篇）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
费孝通：差序格局
下卷 分支学科
一、政治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张静
约翰·斯科特：研究权力
贾恩弗兰科·波齐：形成和形式：国家形成理论
托马斯·汉弗莱·马歇尔：公民资格与社会阶层
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
弗兰·汤基斯：市场与国家：新自由主义
雅诺斯基、格兰：政治的公民身份：权利的基础
斯考波尔：美国公民社会的转型
米歇尔·拉蒙、维莱格·蒙那尔：社会科学中的边界研究
克劳斯·奥菲：现代福利国家的某些矛盾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的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
二、经济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汪和建
马克斯·韦伯：合理的经济行动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
费孝通：江村经济
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
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
罗纳德·伯特：竞争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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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三、制度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李汉林
卡尔·波兰尼：市场模式的演化
布罗代尔：为市场定位
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安德鲁·G．沃尔德：中国工业界的组织依赖及权威文化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派到市场
四、组织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李路路
约翰·梅耶、布莱恩·罗文：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
杰弗里·费弗：组织行为的外部控制
迈克尔·汉南、约翰·弗里曼：组织的种群生态学
詹姆斯·马奇：组织学习中的“探索”和“利用”
乔埃尔·波多尼、卡伦·派奇：组织的网络形式
大卫·米凯尼克：复杂组织中下级参与者的权力来源
尼尔·弗里格斯坦：美国工业的结构性转变：大型公司多元化原因的制度解释
詹姆斯·巴戎、杰弗里·费弗：组织和不平等的社会心理学
五、家庭社会学与性别研究
编选主持人 李银河
贝蒂一弗里丹：女性的困惑
理安·艾斯勒：人类的可能性：两种选择
埃利斯：男与女
林耀华：把种子埋入土里
古德：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
罗斯·埃斯尔曼：严格的家庭理论研究
弗朗索瓦兹·佐纳邦德：寻根求源
让一克鲁德·考夫曼：裸乳实践的演变
六、知识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黄平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
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
诺贝特·埃利亚斯：知识
C．怀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与科学哲学
路易·阿尔都塞：矛盾与多元决定
皮埃尔·布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社会学的遗产，社会科学的前途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思想史中的四个神话
七、历史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李康
彼得·伯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曼达利奥：历史社会学
福柯：无名者的生活
诺贝特·埃利亚斯：时间与定时
塞维尔：三类时间性：迈向事件社会学
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日寸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伊格尔斯：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

Page 5



《社会学原著导读》

八、发展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景天魁
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化的制度框架
列维：现代化与后来者的主要问题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英克尔斯：迈向现代
弗兰克：论新世界发展与不发达的根源：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对韦伯派学者
阿明：依附、不发达的起源与发展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依附概念的形成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位
特伦斯·K．霍普金斯：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九、城市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阎明
恩格斯：大城市
斐迪南·滕尼斯：从传统社区到现代城市社会
乔治·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
罗伯特·派克：人类生态学
路易斯·沃思：论都市性
曼纽尔·卡斯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集体消费与城市的各种矛盾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十、社会政策
编选主持人 彭华民
安东尼·吉登斯：激进政治框架下的积极福利
伊恩·高夫：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成长与社会政策发展
考斯塔·艾斯平一安德森：三种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体制
阿马蒂亚·森：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
兰·多雅尔、伊恩·高夫：人类需要——多面向分析
理查德·蒂特姆斯：社会政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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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
2、痛苦不堪的期中考= =！
3、有翻到过，国图？嗯，反正研院图书馆是没有，真是不如看原著好了，当然你时间不够的话⋯⋯
景老都看过么，原著？
4、内容太多了。还是应该读原著
5、作为开眼增角度的导读很不错  做考试参考书目就有点蛋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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