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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外的社会学》

内容概要

本书稿共六十多篇文章，每篇文章只讲述一个问题，力求讲得清楚和透彻。作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
，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这些切入问题的视角和叙述框架，从全书统摄下来，就构成了作者的社会学
的思维和叙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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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外的社会学》

精彩短评

1、很有用的社会学入门读物
2、150325看过的最浅显易懂的参考书，算是入门书吧。作者分章节把很多现实问题用社会学的视角和
理论去分析，非常好理解。算是我天天啃晦涩难懂的理论书之外的调剂。
3、很浅很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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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外的社会学》

精彩书评

1、作者在前言的那句，啃完理论书后，确实云里雾里，社会学理论离应用到现实的距离，即我们可
以用相关思维去透视我们的生活的距离还是非常大的。然而本书试图在打破这样的隔阂。复习理论书
一蹶不振后，看看此书，感觉好多了呢。作者说这是给社会学专业外的人看的，我觉得，这也适合与
刚入门的小白。啃了一些理论，脑子里有一些概念和模型，但是却感觉跟哲学一样，可以象征的使用
术语，但却不知道理论下的具象是什么。为了了解这具象，去了解那家的生活背景，以及彼此互撕的
观点等等，但是这些背景离我们还是相去甚远。下面是一些读书笔记，主要目的在于提炼相关概念。
作者在展开，那么作为读者只能收紧了，消化完果肉把核留下拼成一个联系理论的地图。0.前言读完
此书后，知道什么是社会学视角。1.讲“民主”的社会学“民主”即多数。少数的定义：个体的、孤
立的事件；多数的定义：群体的、频发的社会现象。社会学的着眼点在于多数，即群体，所以在观察
时，以频率作为最基本的指标。因此，研究频率，研究频率的变化，以及频率变化背后的原因（因素
）。找出其中呈现的模式和趋势。《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提到的想象力，即把个人的不幸提高到社
会的高度。2.社会学的角度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常常因观察分析角度不同而侧重点不同，比如生物学
的角度（基因）、心理学的角度（个体）以及社会学的角度（环境）。而这又可归纳成内在因素和外
在因素。显然社会学属于外在因素。内外因素谁起决定性作用呢？社会学相关者当然认为是外在因素
啦。3.“年轻的”社会学开山鼻祖哲学缘起较早，社会学脱胎于哲学，但这也已经是19世纪的事情了
。1822年，孔德（comte）创造了“社会学”这个名词。孔德作为理科生，相信可以将研究自然科学的
方法类推到人类社会，找出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孔德认为人的认知有三个阶段：神学、玄学、科学
。这三个阶段的控制者，也就可以编写故事让吃瓜群众相信的职业分别是军阀和神职人员、文员和律
师、企业家和科学家。下面几个鼻祖：斯宾塞（Spencer：1820-1903）：社会进化论马克思（marx
：1818-1883）：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比较激进，认为唯有暴力可以改变格局。涂尔干
（durkheim）:实证主义，将社会学理论延伸到了实践。涂尔干的概念：社会事实（social fact），实践
内容：《自杀论》，自杀的调查，结论：越融入群体，自杀率越低。韦伯（weber：1864-1920）：人们
对交往所赋予的主观意义。其认为不但存在社会事实，也存在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即不仅仅将
社会客观化去测量，也需要主观化去感知。比如：马克思将社会地位的因素单单认为是经济地位（经
济地位比较好测量，可直观客观获取）；韦伯认为社会地位的因素包括经济、权力、社会声望、生活
方式（有些不好测量）。客观与主观的相互转化，在19世纪还显得艰难，但是如今，对于韦伯提到的
一些主观因素，完全可以客观化的去测量。在生活方式这个维度中，《格调》与《区分》有做论述
。4.社会学家们的观点社会学范围颇广，研究者的聚焦点不同，解释会不同，但是逃不出下面的四大
基础理论：（1）芝加哥学派：象征互动论代表人物：库利、米德、托马斯主要主张：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不但对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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