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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主要思潮》

内容概要

《社会学主要思潮》作者雷蒙·阿隆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西方享有盛名。它是法兰西
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院士，哈佛、牛津等大学名誉博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社会学主要
思潮》是他花了十年时间潜心研究写成的，作者按时间先后分章讨论了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托
克维尔、涂尔干、帕累托和韦伯七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及其主要著作，进行了极富创新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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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主要思潮》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西方享有盛名。他是法兰西学院伦
理学和政治学院院士，哈佛、牛津等大学名誉博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本书是他花十年时间潜
心研究写成的，作者按时间先后分章论述了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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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主要思潮》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创始人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
1、政治理论
2、从政治理论到社会学
3、事实与价值
4、可能的解释
生平简介
注释
奥古斯特·孔德
1、孔德思想的三个阶段
2、工业社会
3、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
4、人性和社会次序
5、从哲学到宗教
生平简介
注释
卡尔·马克思
1、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社会——经济分析
2、《资本论》
3、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含糊不清之处
4、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含糊不清之处
5、社会学与经济学
6、结束语
生平简介
注释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1、民主与自由
2、美国的经验
3、法国的政治悲剧
4、民主社会的理想类型
生平简介
注释
社会学家和1848年革命
1、奥古斯特·孔德和1848年革命
2、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何1848年革命
3、马克思和1848年革命
1848年革命和第二共和国编年表
注释
第二部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代
埃米尔·涂尔干
1、《社会劳动分工论》
2、《自杀论》
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4、《社会学方法论》
5、社会学和社会主义
6、社会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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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主要思潮》

生平简介
注释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1、非逻辑行为和科学
2、从表现到感情
3、乘遗物和派生物
4、社会学科学
5、科学与政治
6、有争议的著作
生平简介
注释
马克斯·韦伯
1、关于科学的理论
2、历史学和社会学
3、人类条件的矛盾
4、宗教社会学
5、《经济和社会》
6、韦伯，我们的同时代人
生平简介
注释
结论
注释
附录
英国的鉴赏家：奥古斯特·孔德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马克斯·韦伯的实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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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主要思潮》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过去，科学曾经使人类精神摆脱了神学和玄学的控制。这种控制在人类懵懂时期是不可缺少的，
但接着便力图使懵懂时期无限制的延长下去。今天，科学应当以自己的方法，以自己在各方面的成果
，决定社会理论的重新组织。将来，一旦系统化后，科学就将与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共存，永远成为
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这就是社会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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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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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主要思潮》

精彩书评

1、115页第9行：“在任何社会里，人们可以识别出经济基础（或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基础结构主
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经济基础应该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包括生产力在内。这段是对书中
前文引用马克思的一段文章后对这段文章进行的总结概况，我是初学者，不是非常清楚地“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概念，最初是因为发现了作者的话同他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
所表述的好像不是一个意思，才去查的，发现的确是作者出错了，很容易对我们这种初学者产生误导
啊！导致我云里雾里理解不了马克思的意思，还好我发现了，不然就被误导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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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主要思潮》

章节试读

1、《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孟德斯鸠

        “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那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习俗、礼仪等。由此
形成一个总的精神。”

“在一个国家里，当其中一个因素占了主导地位后，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就相应减弱了。自然条件和气
候左右着未开化的人；礼仪规矩支配着中国人；法律束缚着日本人；道德过去曾经是拉栖第梦的基本
信条；施政的准则及古老的习俗则是罗马的准则。”

2、《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孔德

        人是有感情的、活跃的和有才智的，而人首先是本质上活跃的生物。“人不是为了在投机和无穷
的猜疑中浪费时间而生的，人生来是为了行动。”

由情感而行动，由行动而思考

推动力总是来自感情，才智永远只是一个指挥手段或控制手段。

3、《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孔德

        文明的条件就是世代的持续，活着的人继承死的人的思想。
“人类的组成是死人多于活人”“死人越来越支配着活人”

4、《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孔德

        一旦人类用科学的方法思考时，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就不再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而
成为人与自然的斗争或者是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了。

5、《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第427页

        第二段：任何态度要能为人了解都要求把握全部生存观念。这种观念激励着行动者，也是行为者
所亲身感受的。这就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基点。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是受这个问题支配的：
宗教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
第三段：他想论证人类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里的行为只有在他们对生存的总观念中才是可理解的。此外
，韦伯还想证明宗教观念实际上是经济行为的决定因素，因为也是社会经济变革的愿原因之一。
第五段：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换句话说，每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的独特
性，这种独特性是在同类型的其它社会里所不存在的。这里用得上理想类型的方法。

6、《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第249页

        今天看涂尔干

7、《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第251页

        我认为，他们思考的基本主题是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涂尔干、帕累托、韦伯承认科学的发展
与宗教信仰产生矛盾，而他们又都认为宗教有一种维系感情的作用，这种感情能维护社会的结构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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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主要思潮》

致。涂尔干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科学的道德代替宗教，帕累托认为经济理论的合理性与人类行为的不合
理性存在矛盾，而韦伯则担心官僚主义与理性的社会会窒息他心目中使生存变得有意义的那些东西。

8、《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第4页

        综合的、历史的社会学，实际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经验的、分析的社会学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
社会誌。这两种社会学的对立是滑稽可笑的。

9、《社会学主要思潮》的笔记-孟德斯鸠

        应当承认在实在法之前就已存在公道的关系。如果说除了实在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以外不存在
公道与不公道，就等于说在人们画出圆圈之前所有的半径都是长短不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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