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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社会理论从19世纪至今的演变轨迹。第二编考察了社会科学中的一
些核心概念，像选择与决策、行动与制度、社会、文化和政体、现代性等。

Page 2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书籍目录

致谢
序言：用历史的眼光探讨社会科学
第一编 重探社会科学史
第一章 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第一次危机：作为哲学性科学站不住脚，作为经验性科学毫无新意
第二章 现代性第一次危机中的政治分析：政治的时代，而非法律的时代
第三章 社会科学与现代性的组织化：调整社会关系
第四章 社会科学与改革联盟：社会复兴的迷思性承诺
第五章 现代性第二次危机中的社会科学：步调不一
第二编 再思社会科学的一些核心概念
第六章 选择与决策
第七章 行动与制度
第八章 文化
第九章 社会
第十章 政体
第十一章 现代性
参考文献
中外人名索引
中外机构与期刊索引
中外主题索引

Page 3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章节摘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点之一，就是社会计划方面的一次巨大实验。它持续的时间之长出乎意料，
涉及人口之多、贸易中断和供应短缺程度之深也同样难以预见，这些都导致政府加强努力，驾驭社会
经济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措施都会得到雇主、工会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同意，不过有时也并非
如此。待到战争结束，人们普遍有一种印象，这类计划比自由的、市场的调控形式来得优越。布尔什
维克革命的结局，以及魏玛首任政府中的某些官员不那么有力的证明，都让人直接得出上述结论，但
那种体验的后果却是整个西方世界都感受得到的。20世纪20年代，随着自由市场的民主体制似乎东山
再起，对于国家计划的这种热忱也有所消退。但经历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计划情怀再度高涨。
社会科学此时直接参与了这类计划措施（Wagner，1990，第九章）。　　奥地利经济学家鲁道夫·希
法亭，不仅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颇有贡献，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也积极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体制的活
动。早在战前，他就提出了自己有关“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概念。这种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可以
组织起来的，这类组织化活动可以通过改良主义视角来贯彻。20世纪20年代期间，基尔世界经济研究
所（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有一批大体可称左翼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相关观念。该群
体中有些成员还参与了30年代早期的经济计划论争，当时从美国新政自由主义者到苏联计划专家，各
式各样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觉得这类观念很有吸引力。从1932年举行的阿姆斯特丹世界经济
与社会大会（Amsterdam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Congress）就可以看出，那场论争及其国际扩散何
其深广（von Bergen，1995. Alchon，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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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很严肃的书，并不像书名那么文艺。。。
2、译笔和装帧是加了分的。历史梳理部分还比较连贯有重点，后半部分就没啥新东西嘛，“现代性
作为一项问题意识”，呵呵呵。
3、我提前来强烈赞美一下这本书的纸张和印刷质量，真是培文书系里面嗷嗷好的一本...anyway，读个
书敢不这么穷讲究么@@|||读太快，很有害...以及各种论述上的不尽连贯性让偶尔爱开小差的我很快就
跟不上节奏了...btw，为啥要读那么快呢...
4、这大概是今年读得最艰苦的一本著作了。作为一本梳理社会科学历史与理论的书，其中的信息量
和纷繁概念实在很复杂，这对我这样的社会学门外汉而言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读下来受益很
多。到了书的最后，当作者说开放的问题意识才是真正坚固的东西的时候，我想到了西西弗的遭遇—
—现代性之中的人注定只能以这样的体验来构建新的“坚固”吗？ps，李康老师翻译得很讲究很贴切
很节制，偶尔冒出来的口语甚至很可爱。
5、这本看似松散的论文集，实际上有着明确的主题以及思考的路径。上篇从历史性的角度探讨了社
会科学学科建制的过程，以及在建制的过程中，对于社会、政治的一些有意识地知识反应；其中，主
线在于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做出的不同反应，而这些反应与社会科学学科合法性的争夺关系很
大。而这一论点，对于思考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有着启发，比如说新闻传播学科。下篇重新梳理
了一些社会学基本概念，这些概念都与“现代性”牵扯在一起，勾勒出社会学理论在发展形成中的缺
陷所在。一次又一次的理论重建，不仅展示出社会学出现的危机，也彰显了社会科学不断寻求理解的
努力。在概念的梳理中，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性脉络以及不断纳入其中的反思性经历。
总体来说，本书侧重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以及与现代性的诸多关联。下篇较为抽象与复杂。
6、文艺的书名，扎实的内容。难度不小的一本书
7、还没看  应该不错 配合看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8、很一般 
9、真心不适合我这种毫无知识基础的初阶读者，太晦涩了，看了一遍下来，想死的心都有了。
10、学术图书，需要静下来品读
11、该书名字本来已经碉堡了，读完后，至少社会学已经被击溃了.........也难怪罗辑君这个“伪”社会
学家才有救世主的才干~~~建议此书更名为《炮打伪社会科学：我的一张大字报》必然大卖~！非常
值得一读！
12、这本书挺好的  要慢慢看
13、呼 读得真吃力 好吧 我是冲着封面去的
14、单纯显摆一下
15、全书专业术语，很不适合外行来看，前半本尤其云山雾罩，倒是第二编的文章写的比较清晰明了
16、haha
17、1、如此文艺的标题背后是极其变态的晦涩语言，我等小弱压力甚大········2、殊途同
归，社会学又回到了对人类行为的解读和研究。3、社会学中关于行为的界定究其根本必须回到认识
论的问题上，如果说要突破以往认识论的局限，就必须大胆的放开一些假说，甚至包括人类行为的生
物学基础的一些假说
18、旧瓶装新酒，有一些学术史意义，梳理了一些理论脉络，无新意，适合初阶升中阶
19、作者提倡一种更加开放的、经验的、实证的社会科学，以应对第二次现代危机中那些源远流长的
问题意识，秉承法国“新社会科学”的思路，提倡对情境的多元开放解释。对社会学史的梳理很迷人
，尤其是第九章。由作者不同时期的论文辑录而成，因而全书来看行文存在重复和零散的问题。
20、帮助梳理脑中混乱的大脉络，第二编关键词有索引的性质。
21、读过一小部分。
22、这本书的名字屌爆了！！！谁能想到会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
23、新视角，值得一读。
24、“名”不副“实”。
25、比较快地翻完的
26、俩小时翻了一遍，压根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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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读了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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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笔记-欧陆论战六十年：社会学立学战争———经典社会
学与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

             “（社会学是）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胡乱拼凑⋯⋯所谓作为哲学科学的又一门‘新科学’的
讲法是站不脚的，而作为一种经验性学科，又毫无新意。它的新奇之处只在于作为社会学，是基于粗
鄙的实证主义立场，闯入哲学和历史学的领域。”---------贝奈戴托·克罗齐

 

一.序言：一个幽灵，一个社会学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欧陆的建设期和巩固期，那些变换不定的社会政治架构得到了克服，新
的架构经历早期某些关键时期后，似乎开始有效运作了。在法国，是世俗的，以社会为取向的第三共
和；在帝制德国，是威权主义的科层制国家主宰着社会；在意大利，基于北方城市精英集团和南方乡
村精英集团的相互依赖关系关系，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就是这样的架构，孕育出自觉，自
信的社会学运动，一场事关社会学的学术战争迫在眉睫了⋯⋯⋯⋯⋯⋯。

二.马克思·韦伯的困境:来自巴黎的噩耗

         1917年11月15日，埃米尔·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社会学战士，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因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一战战场，受到极大的刺激，在
巴黎去世。他是社会学卓越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在世界社会学发展和社会科学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
的历史地位。

         死讯传到德国，正同样致力于反战活动的另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敏锐的意识到，虽
然他和涂尔干之间存在着传统自然主义立场和反自然主义立场的对峙，但随着涂尔干公千古，这一回
，社会学真的危险了。

         此刻，一场事关社会学存亡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德国社会学界体制化进程仍然毫无进展，韦伯
本人甚至一直未能获得教席。从普法战争之后一战前，德国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各学科的英才层出
不穷，成为了令人瞩目的学术巅峰所在，如果在这里不能取得成功，社会学就如同尚未被加冕成王一
样，始终留有遗憾，甚至无法完全使人认同，获得最终的学术地位。

         饱含忧伤和镇定，深知形势严峻的马克思·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发表了名为《学者的职业和使命》
的报告演讲。报告简单回顾了欧陆各国社会学界、团体及各阶层自社会学正式建立以来引发全面学术
战争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号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开展“立学救亡”运动。

              十九世纪中期，在后世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努力下，社会学确立了
在一般科学分类中的地位，并且初步论述了它的研究对象、一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但是，以“实证
哲学”为基础的孔德“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统称，其内容有许多含混不清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譬如，在研究对象上它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并未明确，标志一门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一般理论
和方法论尚付阙如。

             在1870年到1930年的六十年间，社会学开始面临着科学—建制性困境与政治—建制性困境，社会
科学领域里其他各学科，诸如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同时向草创的社会学展开
了全面进攻，企图将社会学这一概念收编到自己学科的范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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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社会学思维的所有主线，都是要对抗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成为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诉求。

           但各学科领域已经非常稳固，人才济济，建制化成熟，影响力巨大，难以动摇，与社会学根本不
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这时，天降奇才，社会学的救星———涂尔干出现了。

   

三.涂尔干传奇：一个社会学家的史诗  （上）    

          涂尔干上任波尔多大学教授的时间是1887年，他成为巴黎大学教育部终身主席的时间是1912年。 
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四面楚歌，到所向披靡，敌人望风而逃。二十五年间持续不断的战斗
，并一步步取得胜利，在同道们各自为战的情形下，一个人披荆斩棘。 

          他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到今天，也没人想明白。或许用他的一本著作可以解释—————
—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显然，连死亡都已经通透了的人，都有一个特点——————特别能战
斗。

 

           这是属于社会学的光荣，也是属于涂尔干一个人的传奇。

           1858年4月15日涂尔干出生于洛林（时属德国），这个被选中的少年将继承了孔德的自然主义立
场和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前提的社会学，踏上拯救这一学科的道路。

          1887年，涂尔干在法国的波尔多大学夺取了经济学的教学席位，举起了社会学的大旗，社会学立
学战争正式爆发。消息传遍欧陆列国，一众社会学先贤大受鼓舞，1893年，后世以帕累托原则闻名的
维弗雷多·帕累托也在瑞士洛桑大学夺取了教席相呼应。社会学以野火燎原之势迅速扩张开来，1895
年，涂尔干再接再厉，在波尔多大学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的威势横扫法兰西，立足
西极，辐射欧陆。

      一发不可收拾的涂尔干于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
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在涂尔干节节胜利的鞭策刺激下，勒普莱主义者和“反动社会学家
”沃姆斯也开始崭露头角，后者创立了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看似社会学在法国陷入了一场“内战”，
但实际上随着讨论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增进了国际社会学交流，社会学所受的关注度和认可度大大的
提升了。1902年，令人敬畏的涂尔干受邀，进驻巴黎大学执教，至此涂尔干已经成为无人可挡的学术
权威。

     就在这时，灾难性的事件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

四.帕累托的三个关键词：伟大、深刻、悲剧。

         

       维弗雷多·帕累托，伟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是意大利人，却出生在巴黎，成名于瑞士，是
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学界一般认为, 帕累托更多地是一位经济学家,所以他在社会学思想史上往
往被人忽视。相较于他的巨大成就和社会学贡献来说很让人同情，与他同时代的涂尔干和马克 思·韦
伯都被尊称为“社会学三巨头”（另一位是忙于共产主义的卡尔·马克斯），在这些巨擘的光芒笼罩
下，加之他在经济学上同样显赫的声名，注定了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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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瑞士洛桑大学就任之后的帕累托热心于向祖国意大利传播社会学思维，他的精英理论也相当的
独到精辟，他分析指出，当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统治精英固守着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不
思进取时, 下层社会的精英分子就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 推翻统治精英, 打破旧的社会秩序, 实现新的社
会组合, 以取得统治阶层的地位。这种精英分子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因而能够取代前面已经衰落的精
英分子。当这种精英分子同前面的精英分子一样成为日趋保守, 不思进取的贵族阶层时, 就有可能被下
一轮精英分子所取代。所以, 帕累托说: “ 新的精英通过不停的循环运动, 从社会的下层阶级中冒出来, 
登人上层阶级, 在里面发展壮大, 随后衰落, 被消灭, 消失。这一现象是历史的要旨之一, 要理解社会的伟
大运动, 不能不了解这一点。” 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的墓地, 是精英继往开来的历史。

      帕累托的社会学思想的伟大、深刻和悲剧在于:企图以科学精神理解社会学, 努力使社会学成为一门
经验—逻辑科学, 然而他的社会学思想的非理性主义或形而上学结局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失败。

      1906年，在意大利学界和文化上具有支配地位的著名批评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向社会学开
火：“（社会学是）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胡乱拼凑⋯⋯所谓作为哲学科学的又一门‘新科学’的讲
法是站不脚的，而作为一种经验性学科，又毫无新意。它的新奇之处只在于作为社会学，是基于粗鄙
的实证主义立场，闯入哲学和历史学的领域。”意大利的社会学思维没能挺住观念论的大举攻击，帕
累托发展社会学的努力在祖国意大利遭受了沉重打击。       

         当世社会学三大支柱之一的溃败，使得社会学看起来已经岌岌可危了。

 

    

五.涂尔干传奇：一个社会学家的史诗 （下）

       1908年，连续折损教席的经济学家们借势再度发难，他们宣称“社会法则必须想物理法则那样，并
在这个原理上的基础上奠基一门科学。”涂尔干迅速做出回应，他前往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
公开踢馆，并毫不谦虚的放话说“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并非毫无价值，但仅限于研究极少数现象，比如
人口现象。除此之外，它就得让位于一种全面得多的社会视角，也就是社会学的视角。”在涂尔干的
笔下，经济学之于社会学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式的支配关系！

     1912年涂尔干因为可观的影响力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育部终身主席。他随后毫不客气的将这个职位
改名为“教育部和社会学部主席”。到1917年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奠基人去世之际，法国各大学都增设
了三个有社会学称呼的席位。 

 

            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凯姆，你是传奇。

六.最后的斗争：胜利还是失败？

      

            受到涂尔干之死的激励，马克思·韦伯也开始了负起夺取教席，发展德国社会学乃至支撑欧陆
社会学发展的使命，（虽然此时帕累托仍屹立在瑞士的洛桑大学，但经济学家的出身使得他受到法意
学界夹击，身兼洛桑学派中心人物的帕累托双线作战，势力孤危，无法独自坚守社会学立场。）最终
在他去世前不久的1919年，凭借他在凡尔赛和谈中的表现和起草魏玛共和国而取得的巨大威望，他在
慕尼黑大学就任了德国第一个社会学教席。这标志着社会学在大学的成功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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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维也纳引入男女平等选举，从此社会民主主义在城市参议院、州议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中始
终获得绝对多数，维也纳因此被称为“赤色维也纳”，在这一政治背景下，社会学短暂繁荣起来。

          到了1930年，欧陆各国已经设立了好几十个社会学专门教席，但这时，涂尔干，韦伯，帕累托已
经相继去世，失却了灵魂人物和领袖的社会学已经放弃了绝大部分此前的雄心，其倡导者选择了一种
稳妥的制度策略，尽可能的而减少与其他地位稳固的学术领域之间的对抗。无比哀伤的说，这也意味
社会学规划已经失败。

         但在1870年到1930年这六十年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学通过一场在席卷欧陆的强劲的学术
战争，奠立并巩固了一门作为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社会学的“立学战争”至此堪称已经取得胜利
。没有人能否定社会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本文结合作者浅见，加上文学加工，以求达到一片欢乐的效果，偶起兴趣，而作者最近事物繁多
，细节多欠琢磨，学术控见谅。

2、《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笔记-第50页

          “战后的学科发展，既受到“科学化”动力的塑造，比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系统理论或
量化的思路，也几乎在同样程度上受到“职业化”趋向的影响，无论“职业化”指的是行政管理培训
还是政策分析，并以“职业化”作为“政治学科”这门学科和建制的界定标准。”
      
   就此认识看来，在传播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同样出现类似的状况。传播学原本就脱胎于创建不久的
社会学中，其学科创建者多数来自社会学领域。为了得到学科建制的合法性，以美国学者为主流的传
播学界过多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本学科遭遇到抛弃抽象化解释社会现象时，又陷入了以“职业化
”为趋向的学科建构。就当前中国传播学教育来说，“职业化”成为传播学发展前进中的一大阻碍。
    
    第二篇文章虽论述政治学科的发展艰辛，实则勾画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陷入困境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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