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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社会学》

内容概要

《大众社会学(第7版)》由亚历克斯·蒂奥所著，是一部平实、严谨的社会学著作，将社会学的观察和
分析方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读者能够以社会学的批判视角对社会生活
做出理性的解读。
    《大众社会学(第7版)》涵盖了社会学领域的一切基本话题，对初学者宏观地了解社会学、了解社会
架构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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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历克斯·蒂奥(Alex Thio)，俄亥俄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教授“社会学导论”和“越轨行为”等课程
。教学之余，爱好写作。除了本书之外，他所著的《越轨行为》(第9版)一书也极为畅销。

    对于教师和学生的反馈，他总是心怀感激。如果您有任何评论、建议和疑问，请与他联系。

    蒂奥教授现居住于俄亥俄州的阿森斯，爱好旅行、阅读和沉思式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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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理论缩略图前言第1章  社会学要义  社会生活研究  不只是常识  理解社会多样性  全球分析的重要性  作
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  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前沿:解构社会社会学的发展  社会学的奠基人  社会学在
美国主要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关注社会秩序  冲突论：关注社会冲突  符号互动论：关注社会互动  复
合的观点体育：例释三种视角  对社会有利的体育  对社会有害的体育  作为符号互动的体育  一个评估  
时事关注：运动员与球迷殴斗主要研究方法  调查  观察与民族志  实验  对既有数据的分析  创造更美好
的生活：成功与幸福的秘诀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2章  社会与文化社
会的基本构件  地位  角色  群体  制度社会文化演变下的社会  狩猎和采集社会  游牧社会  园艺社会  农业
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今日争论：美国正在丧失世界领先地位吗？文化的构成  知识与信念  规范
与价值观  符号与语言美国文化  基本价值观  多元文化主义  社会学前沿：每况愈下的信任危机全球视
野下的文化  文化共性  文化冲突  文化中心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 时事关注：东欧人为何对美国情有独钟
关于文化的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文化满足人类需求  冲突论：文化维系社会不平等  符号互动论：文化
表述社会共识*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朋友遍天下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
第3章  社会化遗传的重要性社会化的重要性  破坏发展  创造天才社会化的过程  学习如何思考  学习如
何感受  学习发展健全人格  学习社会道德  学习如何获得性别意识* 社会学前沿：青少年性的新领域关
于社会化的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社会、心理和经济功能  冲突论：对儿童的剥削和虐待  符号互动论：
在互动中发展自我意象社会化的社会多样性  美国印第安儿童的社会化  美国非裔儿童的社会化  美国西
班牙裔儿童的社会化  美国亚裔儿童的社会化* 时事关注：谁是啃老族？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化社会化的
代理人  家庭  学校  同龄人群体  功能论：医患双方的角色功能  冲突论：医疗保健的消极方面  符号互
动论：医患互动的重要性全球视野下的人口  如何进行人口普查  人口增长  出生率  死亡率  国际移民  
年龄、性别和婚姻人口变化的模式  马尔萨斯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膨胀的负面影响与人口增长作斗
争  自愿计划生育  强制性人口控制  美国的人口政策* 时事关注：移民的影响* 今日争论：非法移民的
合法化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14章  环境与城市化环境  生态因素  日
益减少的资源  环境污染  首要原因  拯救环境  女性主义视角* 社会学前沿：气候变化对最贫穷国家造成
的伤害最大* 今日争论：对全球变暖的质疑*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绿色生活的几种简单方法全球视野下
的城市化  前工业化城市  工业化城市  大都市和城市带  世界超级大都市美国城市  人口概况  郊区成为
边缘城市  最近的趋势城市环境  空间模式  生态过程城市生活的本质  城市失范理论  合成理论  亚文化
理论  批判性分析导致城市问题的原因  人口减少  财政紧缩  政治困境  住房隔离* 时事关注：老城区得
到振兴关于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的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大众驱动的城市化  冲突论：大企业刺激了城市
化  符号互动论：城市人如何互动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15章  社会变
迁集合行为的研究  普遍特征  社会要素集合行为的形式  恐慌  人群  时尚  谣言  大众舆论  社会运动* 社
会学前沿：为什么会出现道德恐慌？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迁  传统与现代化  趋同与发散  美国正在衰落
吗？功能论：渐变  进化论  循环论  均衡理论冲突论：革命性变迁符号互动论：不断变化的互动* 今日
争论：法官制定法律吗？美国社会是如何改变的* 时事关注：今天，婴儿潮一代如何生活未来会是怎
样*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推动美国前进的三大理念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
源词汇表参考文献著者索引主题词索引图片鸣谢  大众传媒* 今日争论：暴力电子游戏真的能杀人吗？
成年人的社会化  学习新角色  继续社会化  衰老与死亡*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成功抚育的十条准则本章
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4章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互
动  功能论：支持性互动  冲突论：对抗性互动  符号互动论：解释性互动作为符号沟通的互动  人类沟
通的本质  全球视野下的沟通  美国社会沟通的多样性男女之间的沟通  使用不同的性别语言  人际距离
学上的性别游戏拟剧论：互动即演戏  像演员一样行为举止  展示自我  表演互动仪式* 社会学前沿：“
谢谢你不杀我”现实的社会建构  托马斯定理：用定义建构现实  常人方法论：揭露被隐藏的现实  幽默
学：颠覆已确立的现实* 时事关注：我们为什么总是担心小概率事件的发生* 今日争论：吸引力法则真
的奏效吗？*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如何成为派对上的闪光点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
目  其他资源第5章  群体与组织社会群体  内群体和外群体  参照群体  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群体特性  群
体领导  特殊信任  集体从众  群体规模  群体内部差异性* 今日争论：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发生难道仅
仅是因为几个坏人吗社会网络  属性  影响* 社会学前沿：天哪！美国人的社会网络缩小了！正式组织  
正式组织的类型  组织理论的分类功能论：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合作  科学管理理论  人际关系理论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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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组织成功的关键  集体主义模型  女性主义模型符号互动论：组织中的情境界定  组织文化：共
享定义  科层制：理性世界观的体现科层制普遍存在的现实  科层制的优点  科层制的问题* 时事关注：
科层制有利于儿童保育全球视野下的组织*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发挥友善的力量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
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6章  越轨及其控制什么是越轨？越轨举例  杀人  强奸  酗酒  企业犯
罪  心理问题  自杀式炸弹袭击* 时事关注：是什么导致校园枪击事件的发生* 社会学前沿：哪些人会选
择文身？为什么？功能论：功能与功能失调  涂尔干：功能论  默顿：紧张理论  赫希：控制理论  布雷
思韦特：羞辱理论冲突论：社会冲突或社会不平等  冲突理论  权力理论  女性主义理论符号互动论：交
往、反应与解释  差异交往理论  标签理论  现象学理论越轨的社会多样性  种族与越轨  阶级与越轨  性
别与越轨全球视野下的越轨越轨的控制  刑事司法  死刑  反毒品战争* 今日争论：卖淫应该合法化码？*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嗜酒者互诫协会防治酗酒的方法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
他资源第7章  社会分层社会分层的依据  财富  权力  声望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分层体制  均等制  奴隶制  封
建制  种姓制  阶级制社会分层的新视角  女性主义观点  社会多样性美国的阶级结构  阶级识别  各阶级
简况  阶级的影响* 社会学前沿：社会阶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的贫困问题  什么是贫困？  贫困的
女性化  关于贫困的解释理论  谁是无家可归的人？  福利：观念与改革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  模式：富
人越来越富  根源：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 时事关注：近距离观察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全球分层  特征  
后果  依附理论：受富国的剥削  女性主义理论：女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今日争论：消除世界贫困真
的那么容易吗？关于社会分层的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有利于社会  冲突论：有害于社会  符号互动论：
影响层间互动*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成为百万富翁的秘诀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8章  种族与族群社会学的定义  种族  族群  少数族裔* 今日争论：专家们关于种族的争论种
族与族群的多样性  美国印第安人  非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美国人  亚裔美国人  犹太裔美国人  欧裔美国
人  纵观族群多样性* 社会学前沿：今天的美国人不在乎肤色吗？种族与族群关系  功能论：团结的关
系  冲突论：虐待关系  符号互动论：认知与互动偏见与歧视  特征  起因  结果  补救的措施：平权法案
全球视野下的种族与族群  发展中国家  西欧  东欧  前苏联  族群冲突的起因* 时事关注：世界上的种族
灭绝问题*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攀上企业晋升的阶梯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和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
资源第9章  性别与年龄性别角色  美国社会的性别角色  其他社会的性别角色  生理限制  文化的作用性
别的社会化  家庭  同龄人群体  学校  大众传媒性别不平等的领域  性别歧视  教育  工作  政治  宗教  女性
主义* 今日争论:教育中的性别隔离* 社会学前沿:性别趋同在青少年男性爱情生活中的隐性表现性别不
平等的危害  性骚扰  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社会多样性  全球分析* 时事关注:女兵的战争创伤关于性别不
平等的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工具性角色和表达性角色  冲突论：经济剥削与性剥削  符号互动论：两性
间的互动衰老的过程  衰老的生理后果  衰老的心理后果  衰老的社会原因  对年龄的偏见与歧视  全球视
野下的老年人*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健康长寿的秘诀衰老的社会多样性  社会阶级  性别  种族与族群本章
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10章  家庭全球视野下的家庭  家庭构成  配偶选择  
居住与继嗣  权威关于家庭的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家庭的功能  冲突论：暴力与剥削  符号互动论：互
动与幸福美国婚姻的模式  婚前准备  婚姻选择  婚姻幸福* 今日争论：跨种族婚姻仍旧是一个禁忌吗？*
社会学前沿：美满婚姻的消极面美国家庭存在的问题  暴力  离婚美国家庭的变迁  历史背景  双职工家
庭  单亲家庭  混合家庭其他生活方式  保持单身  同居  同性婚姻* 时事关注：同居数量的飙升美国家庭
的社会多样性  美国印第安人家庭  非裔美国家庭  西班牙裔美国家庭  亚裔美国家庭*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改变周围不幸的婚姻家庭的未来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11章  教育
与宗教关于教育的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教育的积极作用  冲突论：社会不平等与文化帝国主义  符号互
动论：教师期望的力量美国的教育  问题透视  早期教育  选择学校  家庭学校  终身学习* 时事关注：不
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教育的多样性  美国印第安人的教育  非裔美国人的教育  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教育  
亚裔美国人的教育*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过好大学生活关于宗教的社会学视角  功能论：宗教是一种积
极的力量  冲突论：宗教是具有压迫性的幻觉  符号互动论：宗教是具讽刺性的信仰美国的宗教状况  宗
教从属  社会多样性  基要派复兴  异教的扩散  新纪元运动  美国的伊斯兰教* 社会学前沿：宗教可以使
男人变成好丈夫与好父亲吗？面对世俗世界：对抗还是妥协？  教会与教派  成功的困境  教会与国家  
公民宗教* 今日争论：在公立学校教授《圣经》全球视野下的宗教  有神论  伦理性宗教  万物有灵论  当
今世界的宗教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目  其他资源第12章  经济与政治关于经济的不
同视角  历史学视角：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世界  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本主义  女性主义视角：女性的经济
地位世界经济体系  经济连续性  全球经济* 今日争论：对全球化的担忧大企业的支配地位  大企业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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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对富人的福利救济  企业腐败  跨国公司美国的工作  职业  工人  工作满意度  不断改善的工作环境* 
社会学前沿：在八小时外工作美国经济的社会多样性  美国印第安人  非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美国人  亚
裔美国人权力与权威  权力的本质  权威的类型美国的政治  政治社会化  政治态度  政治参与  社会多样
性  政党  利益集团谁真正统治美国社会？  多元论：各种利益集团  权力精英论：少数人统治  马克思主
义：资产阶级进行统治  总结全球视野下的政治暴力  革命的起因  恐怖主义* 时事关注：美国为什么要
发动伊拉克战争？*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保持开放，美国！本章回顾关键术语讨论与复习建议阅读书
目  其他资源第13章  健康与人口健康与社会  全球视野下的健康问题  美国人健康的社会多样性  流行病
学  艾滋病  吸烟* 社会学前沿：艾滋病如何改变了美国*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医治肥胖症的社会行动医
疗保健  变革中的医疗行业  医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医疗保健的社会多样性  美国的健康保健系统关于
健康和医疗保健的社会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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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名副其实的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果然还是对性别、家庭和移民生态最有兴趣。
2、为什么书皮弄脏了？13大章，内容还比较全！
3、很容易理解，写得果然很“大众”。
4、托马斯原理。
5、很好的社会学导论教材。图片做得很漂亮。
6、“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源于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各种革命。本书运用功能论、冲突论及互动论
三种社会学视角进行深入分析。作者选择美国文化，以跨文化视角关照全球之社会。心得如下: 1. 可尝
试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文化研究。2. 发现哈利原来是传统型权威与卡里马斯型权威的结合。
7、排版什么的很舒服。。。图书馆到期加书太多了于是弃了...
8、写的很好
9、了解社会的同时，更了解了自我。
10、清晰明了地贯穿了“功能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社会学三大理论，铺开了基本问题
，后面的延伸阅读也很不错。
11、目前买的最贵的一本书，内容很浅但很全面，
12、入门大部头型佳作。全彩印印刷精美。章节的思路清晰，体系合理，概念明确，内容比较贴近（
美国...）社会生活。缺点就是太贵...128软妹币着实不低，如果图书馆有的话还是考虑借阅吧。
13、非常棒的导论
14、通俗易懂，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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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李毅选集第二卷《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开始发行http://www.langlang.cc/16637214.htm本书是作
者多年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汇编。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阐释了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包括
社会分层的概念、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历史沿革等，下篇主要阐述社会学理论方法，包括国际社会
学的主要流派、当今中国社会传统因素的积淀等。
2、【这是一个写作练习所以我就随便说了】这本书每章模式很明显：基础定义+问题介绍+三种视角
（功能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分析。清晰好读。功能论强调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注重某种现象对
社会的积极影响；冲突论强调社会矛盾和变化，最典型是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认为社会充满冲突
而且发展是冲突推动的；符号互动论强调个体之间的互动，认为各微观行为相互反应对宏观现象产生
影响而产生社会秩序。Part 1 貌似略五毛就像我和凌大湿表白时说的，虽然许多人把我党骂了个狗血
淋头，争相和马列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种视角在本质上还是在追随马克思的冲突论视角...【很好笑
怎么办...事实上这也不是应该指责的。功能论，或则其他类似研究事物积极面的东西，与冲突相比很
难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符号互动论则十分微观，需要敏锐的观察并且各种的因果关系很难理清。e.g.我
们都觉得应该努力工作，不能轻易被挫折打败，以及各种娱乐节目是生活中的重要调剂。但是冲突论
者会认为，从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到娱乐产品都是资本家的设计，因为这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付
出劳动力，并且用电视节目充当洗脑工具，为下层阶级建立“榜样”并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当自身利
益受到损害生活难以维持时，他们会认为自己努力不够而并不会怪罪于剥削者。当这两种理论摆在面
前的时候，第二种说法显然酷毙了（当然也很有道理）！冲突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记者喜欢
报导各种坏事。而好事呢，除非好得离谱，否则不会给媒体带来眼球。而如果好得离谱，那也很可能
有鬼了。这三种理论告诉我们，这个充满肮脏与罪恶的世界只是视角之一，我们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
角度来认识社会。一直以来，我们的历史书也把战争当做社会变迁的标志，而文化因素则被忽略，符
号互动更是鲜有（这句不肯定啊，高考历史不及格飘过。反正记忆里是这样...）从功能论来讲，因为
信息传递空前的容易，各种（以吸引注意力为己任+以主持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媒体无孔不入，人们
的言论自由程度也在客观上明显提高，所以坏事（和谣传）总能不断涌现在人们眼前。而在各方面条
件都较落后的更早些时间，坏事发生得再多人们也只能知道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当代媒体与网络
将罪恶挖掘公之于众，只能说明我们看到的比以往更多，并不代表这个时代比以往更差。反之，更有
可能的是悠悠之口制止了大量潜在的不公和犯罪。而从符号互动论来讲，媒体的报道也许在一定程度
上遏制了社会丑恶，同时也宣传了丑恶。最明显的例子是，当一例“砍孩子”的事件被报道之后，全
国各地纷纷出现了砍孩子的案件。在考虑功能、冲突、符号互动三种理论应该并重时，一些常见的受
欢迎或不受欢迎的思想观念似乎也应该一视同仁。“如今世界有八种文明：西方，儒家，日本，伊斯
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美，非洲。西方看重的如人权，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经过研究分析
，正是世界最不重要的 。”初看到这句我和小伙伴惊呆了，但想想的确是这样。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中
国，第一要义是...维稳。传统的中国人更倾向于个人委屈求全而顾全大局，人们看重“礼”而希望将
事情最简化不愿起正面冲突。于是当今的统治者们也是这样想的。许多人相信，将人权自由民主平
等etc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才能在世界各国面前抬得起头，而另一种说法是，这只是将中国文化改造成迎
合西方审美的形式而并非从根本上提高国际地位。当然，稳定和自由平等民主并不矛盾，因而用后者
来抨击“维稳”很容易产生误导。Part 2 貌似略拜金文章标题好像是高中同桌在《中国国家地理》上
看到的，然后她激动了好久，颇有朝闻道的架势。当时我不以为然，而现在才知道，这个“出生地”
指的是...爹。点头。说说传统观念里穷人的形象吧。质朴，老实，勤奋，或者安贫乐道，或者通过努
力出人头地。而实际情况是，穷人因为所处的恶劣环境和缺乏教育，往往素质较低、目光短浅、缺乏
技能、容易不思进取或产生绝望情绪，甚至连低收入成年人的犯罪也多是害人害己的单纯发泄,连损人
利己都做不到（再说下去是不是要被打了...）当然，社会阶层是存在流动的，但是当今人往高处走对
贫困人群看起来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到充分的资源和必要的教育，因此只有中产阶级及
以上的社会阶层才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童话告诉我们，一些自致的特质，如“教育，才能，动力和
努力工作”，能够打破“家庭背景、种族和性别”的先天限制，可现实告诉我们，自致特质也是受到
先天因素影响的。由于缺乏受教育机会，他们的综合素质难以提高，而在充满生活压力和疾病威胁的
条件下，自我挫败的行为也更容易产生。加之美国人普遍相信勤劳就能致富的美国梦，使得大家对没
有就业机会的穷人并没有多大同情心，不愿将自己的税拿来”白养活“他们。占有丰富资源的富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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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多么痛的领悟。功能论认为，贫穷的存在是有作用的，它使社会上有人愿意
去做“无聊、薪酬低、令人讨厌的工作“；为富人的成功提供方便；为社会工作者和公益组织、警察
等保护他们的司法人员提供了工作。我认为这种解释很耍流氓，也没有揭示贫穷产生的根本原因。书
中没有提到其他解释，但总之，贫穷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它很糟糕。学术男神同人于野说，“在某
些人眼中的完美穷人，是安分守己的，以贫穷为乐的穷人。一个中产阶级人士跑到乡下去玩，他希望
看到的可能是那种乐呵呵地赶着牛羊去田野的穷人孩子。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最好还要对他
的跑车表示一下鄙视，那样的话他会感动地把这个经历写在博客上。反过来，如果一个穷人孩子对他
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考上你上的那个大学，将来也买一辆这样的跑车，那就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了
。西方国家的人看西藏和非洲，就是希望这两个地方的穷人永远都是诗情画意的穷人。他们希望藏族
人最好永远都是虔诚的宗教教徒，他们希望非洲人最好永远都过绿色环保的生活。但穷人不想永远当
穷人。”社会学研究证实了各阶层之间宿命般的差异，可如果不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听之任之，也是
不负责任的表现。Part 3 爱情和婚姻终于要说点轻松的了...首先说两个误区。人们可能以为有过多次恋
爱经历的人更会处理婚姻关系，但的频繁的约会会增强人们的社交技巧，却无益于学会维持婚姻的技
巧。另一个误区是，婚前长时间同居会使婚姻更幸福，因为同居如同“试婚”，“是在为成功的婚姻
做准备”。可实际情况是，这种夫妇的离婚率更高，因为婚前同居的夫妇往往对婚姻缺乏强烈的责任
感——它不取决于同居经历，而是由于“缺乏责任感的人经常选择同居”。怎样才能让婚姻幸福哩~
？采用有效的互动：相互尊重，接受对方的不同观点达成妥协（忍耐对方的缺点比让对方改正缺点更
有助于改善夫妻关系）；还有一些重要因素：父母婚姻要幸福；认识对方两年以上；至少约会两年；
结婚时双方到了法定年龄（男人27+女人25+（好晚不开心...））；具有宗教信仰，坚持传统价值观；
把配偶当朋友；有相同的信仰和种族；具有相同的文化水平；具有相同的个性；具有健康的体魄、幸
福的童年、稳定的情绪、父母对婚姻的支持&amp;随和的个性。因为具备这样特质的夫妇能够积极处
理矛盾，互相尊重，从不轻视对方。结语越来越觉得，好书教给我们的都是——宽容和爱。社会学力
图完整地认识世界，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是所有研究者的目的和责任。就像
书中举的栗子，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小心眼，脾气暴躁，有很多让你讨厌的缺点，那么了解一定的社会
学知识，你就能推测出他的生长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也许遭受了很多伤害和苦难。对于这样的人，还
是同情多于厌恶吧。
3、入门比专业更重要，是我对本书最大的理解之处。当下信息爆炸时代，知识纷繁涌起，人并没有
因了解知识的渠道多样而变得对生活游刃有余，反而更显捉襟见肘，无暇阅读严肃读物，这也导致各
种“微”产品逐渐盛行。同时，这更考验出版方对书籍的创意规划，如何让读者在阅读时更愉快更有
收获，那就要设计出既满足功能需求又满足情感需求的产品。《大众社会学》我给了力荐，就是因为
它满足了以上两点。当初借这本书完全是冲着阅读上的用户体验，彩版编排策划，文字简单，配图丰
富，可以很轻松的阅读。比如，书籍为加快读者阅读速度，采取了一页文字对半分模式，文科读物不
比工科，信息并非高度集中。想起吴军老师说过一句话少了30%语义，基本还能差出来句子含义，但
是少了50%语义，就难会其意了。在阅读速度一定和理科比文科信息更集中的前提下，这或许能能解
释为何我读文比读理更畅快，因为前者能猜过去，而后者不能。不过，不知是否有必要把参考资料都
整理成页，书最后竟然把150多页的参考文献记录在尾部，150多页啊，要知道全书也就600页左右，如
果不是必要，无疑冗杂的参考是一项败笔。单增佳制作成本不说，这么厚的书给用户也容易造成心理
上的碾压，这个和本书强调的用户体验是矛盾的。再说《大众社会学》满足的功能需求。很明显，了
解入门的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本是一个复杂宽大的概念，我是学工科的，自己起初并没有深度学习社
会学的冲动（现在有了），但是我又有强烈的好奇心想对社会学有个感性的认识，所以看一本入门读
物比专业读物更实在。这本书定位为非专业人士的社会学科普读物是很适合的。那么，看完该书我得
到的入门社会学知识有哪些呢？我想首先是宏观上的对社会的认识，可以分为文化、群体、种族、阶
级、宗教、教育、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这让我明白社会的大概构成，能从多角度看待社会现象。
例如前期流行的歌曲《小苹果》，这个可归为文化或群体领域上的社会现象，是群体对简单对循环文
化的喜爱，也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群体欣赏浩繁事物耐心的下降，更易受到“微”产品的侵袭。其次是
微观上的三个角度理解社会学，即：功能论、冲突论和符号互动论。我觉得书中提供“左右中”的角
度看待问题很全面，不会有偏见，再根据你自己的理解选择认同的角度，很客观，并不会强奸民意。
也同样举个例子，比如中国本科学生不愿意听课这件事，怎么看？功能论会认为这是好事，有助于加
快老师和学生沟通，推出更适合的教育方式；冲突论则认为这是阶级间（授业者与受业者）的不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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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矛盾，只会导致受业者的连连失利；符号互动论怎么认为呢？说实话，我也不太了解，因为这种
中庸的态度是最耐人寻味的，我还没到领悟的火候。最后看完本书，我内心包容性更强了些，因为小
宇宙放大了，不再是周边局限的校园环境，而是放宽到社会层次，当然我严重缺乏对社会的了解（所
以想深度学习社会学，也想早点进入社会工作）。书里面讲到的很多社会现象，诸如同性恋爱甚至结
婚、日本的女性地位、穆斯林信仰、印度文化以前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现在看来又寻以为常，或
许也是一种心态更包容的表现。谢谢作者亚历克斯·迪奥（Alex T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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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众社会学》的笔记-第353页

               关于宗教，让人受益的启示是，书中提到一种观点即：宗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实际上，我
们通过崇拜上帝而崇拜着社会。”社会比我们的人生要长久很多，这个日益复杂而庞大的体系，虽来
自于人，却又不受控于人，或者准确地说不受控于“普通人”。因此宗教，给人以希望，让人能从内
心找到在这巨大的社会体系中自己的位置，给自己的过往，如意或不如意的经历以启示或解释，让人
内心平静，同时又能对生活有一种希望。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每一位信仰者都是在其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人对于自身的终极
关怀虽过上下五千年却仍然还是最基本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宗教的很大意义在于，
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解释。如同书中所说，“如果没有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人们可能会陷
入一个真空的存在，发现生命毫无意义，只是得过且过。”
    由此所思考的是，宗教对于人生的改变与接受，人生的拿起与放下，究意是在起着促进的作用，还
是拉平的作用，即，更多的主张接受，心平气和的接受，还是更主张改变？如是只是顺应与接受，那
么如何解释有信仰的国家更加努力地创新与变革，更加积极地创造和获取，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改变，
或是“救世主”的降临。如果是主张改变，为何有的教义会谈及一念生或产生诸多不可控的结果，所
以不主张“动念”。
   究竟主不主张改变，主不主张“生生不息”，这是书中没能解释的。或许，这也是宗教的真正信众
才能够明了的内容。普罗大众可能更多是敬之，却不明之。如果有那位朋友能够解释，还请留言指教
。

2、《大众社会学》的笔记-第261页

              看到大众社会学的这一章，心情有些沉闷，原来族群之间的冲突对世界的影响如此的深远，这
其中最让人沉重的是书中提到的，在20世纪，种族灭绝所杀戮的人口，是战争和革命死亡人数的4倍多
。而从1968年开始，世界范围内种族灭绝的死亡人数增长了3倍。
   这里面特别引人深思的是，参于这种血腥与残暴的，“除了受上级指挥的人以外，大部分是正常人
，在参与屠杀之前，之后，他们过着普通的，守法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在大屠杀期间，许多人
经受了压力、失眠、神经衰弱甚至于自杀的痛苦，因为他们并不是精神错乱的杀人者，而是不习惯杀
人的普通人。最后普通市民的无所作为，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卢旺达的一位高校
行政官员..."
    为此，专门就卢旺达事件查找了相关资料。在痛心于同一国家的两个民族“骨肉相残”到了令人发
指的地步之时，不禁要问，两个原先亲如兄弟的族群为什么会在后来的演变中成了有血海深仇的冤家
？起因是比利时人入侵后，让肤色稍白更接近白种的人一族享受到了更多的权益，这种人为因素拉开
的族群“阶层”差距，让两个兄弟族系渐生隔阂，最终在比利时撒手不管越积越重的族系矛盾之后，
血腥的屠杀一旦开始便无人能挡，在短短100天的时间里，卢旺达损失了100万人口，给这个本来就落
后、穷困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痕和打击。
   历史总是以很诡异方式，一再让人类认识自身的问题。只是这代价未免太大。
   由此想到，现实中那存于我们脑中，心中的差距，“等级”不也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心生胆寒的是，人类的恶之花从来都是在等待着，那潜在社会各个层级之间的暗流，只有通过输导，
沟通的方式，预防在先，才不会给历史重演伤害的机会。这或许是普通者所应有的警醒，珍惜之外，
还要多为差距的减少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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