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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冲突》

内容概要

《共识与冲突（增订版）》是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代表作之一，是当代政
治社会学领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紧紧围绕共识与冲突这个当代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课题展开，论
述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相互融合和相互冲突的关系，社会生活中不
同政治力量的整合与分裂之间的关系，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美国社会中的道德主义和暴力主
义的关系等。《共识与冲突（增订版）》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结构和运作，了解当代西方政治
社会学中各派思潮的争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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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冲突》

作者简介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22—2006年）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任
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公共舆论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曾担任美国
政治学会主席、社会学研究学会主席，并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有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共识与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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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冲突》

书籍目录

推荐序
译者序
致谢
第一部分　分析的趋同
第一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
第二章　社会分层与社会阶级分析
第三章　一种观念及其沿革：意识形态的终结
第二部分　冲突与政治
第四章　分裂结构、政党制度与选民联盟
第五章　工业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比较的看法
第六章　激进主义还是改良主义：工人阶级政治的根源
第七章　对现代性的反抗
第八章　价值观和政治结构：美国社会的道德主义、运动和暴力行为
第三部分　结语
第九章　预见未来：社会科学鞭长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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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冲突》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客观的阶级概念 在客观地位中，人们最熟悉的可能是经济结构中的权力位置部分。实际上
，这是马克思划分阶级的标准：人们的位置是由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程度来决定的。这种分析，首
先有助于划分所有者和雇员。不过，所有者会因其经济的稳定和权力的多寡而不同，如大商人不同于
小商人，而工人也会因其技术的相对短缺而根据其所具有的交换能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这一领域的
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经济生活机会的程度。韦伯不仅根据所有制，而且也根据得到既定的经济报酬或收
入的可能性来看待经济地位。这样，两种雇佣角色，如工程师或律师，可以使某个人有可能获得比一
个小商人更多的收入，从而将他置于较高的阶级位置上。实际上，这一维度反映的是市场中的权力。
收入所得上的简单差别确实被看作是一种衡量经济地位的最佳方式。 不同职业间地位上的相对不同，
也被看作是一种用以区分经济等级位置的重要标准。这一方法在社会流动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
用。只要排列高低的是职业，而不是个体或集团，那么，职业理所当然是一种地位所得。 有时，权力
被看作是客观分层的另一个方面。它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影响他人生活命运的能力，或反过来可以被定
义为逃避他人控制的自由度。权力也可以概括成一种可能性，即特定的角色关系允许个体界定自己意
愿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面对他人反对也可以将自己的命令强加于人的可能性。这一维度很难
用操作性概念加以描述：比如，如何比较劳工领袖、最高法院法官、工厂主和教授所拥有权力的数量
和类型？、也有人指出，权力本身不应被看作是分层的一个方面，好像它与经济阶级是可以互相比较
似的，而应该看作是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中起作用的、有生气的合力。权威——正式结构中的合法
权力——虽然是等级制的，但是权威的等级秩序通常只适用于社会内部某一特定的权威结构，而不适
用于社会本身。 最后，许多社会学研究都把教育当作客观地位的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和分层的一个
维度。实证研究揭示了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人，在行为和态度上是存在差别的。在理论层面上，人们
认为教育就像各种经济维度一样，会影响个体的生活命运——影响到他们的稳定程度、他们的地位以
及他们与别人互相作用的能力。人们因其教育水平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尊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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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冲突》

精彩短评

1、简单翻看一下，比较分析型著作，内容散，主题不突出。
2、（1）坚定不移的关注社会学···（2）第四章其实蛮有意思的，不过有点过分纠结于模型了··
（3）但未来仍然是一个未被探明的瀚海，它期待着最大胆的冒险~
3、专业理论性强，出版质量好。
4、买的基本书质量都很不错，会继续支持的
5、发现就是一本论文集，读起来有些重啊，还不错，真知灼见挺多！
6、理论著作，深度够强
7、没认真看完，看了一张还行
8、书的印刷，装帧的质量很好，还没读。
9、拜读中···
10、呵呵，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和工人阶级的关系，貌似没这么乐观。
11、上海世纪图书公司这两套书，国内的和国际的，真的不错。
12、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3、经典 和变革中的社会秩序一起读
14、对作者名字的翻译很是让我这个读者头疼，老是变更，引用起来也不知该怎么统一。不过他的著
作的的确确值得拜读！虽然不比《政治人》经典，但是也不容忽视！
15、刚开始有点不好读，对了理工背景的学生来说，后面就比较好读了
16、久闻李普塞特大名，但是他丝毫没有和政治学小白对话的意愿。
17、这是重译本了，很不错。
18、曾经给我的文章很大启发
19、意识形态是永远终结不了的⋯⋯
20、太学术，浪费钱买这本
21、翻译质量算是可以。李氏被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奉为标杆，而欧陆经典理论和社会哲学一路的
人则不太赞赏，从这本堪称代表其治学方法与思想的文集中可见原因所在：作为美国例外论的旗手，
李氏深受其研究美国时的思维影响，基本以现代化理论、马克思阶级冲突论和功能主义为理论主轴；
经验上对政治制度、权力分配、政党行动、投票行为、政体与制度分类学的重视和系统整理远超一般
政治社会学者，且往往把多样的价值观和行动纲领划入美国式激进—自由—保守—反现代意识形态谱
系中，严整但未必合理。李氏实际从三个角度讨论共识与冲突：理论上，认为功能主义强调共融与马
论强调冲突同时具备张力与调和；工业化历史中的阶级和群体冲突催生力图调和之政党和政治制度，
延伸到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似正在终结但一时无法定论，现代、后现代、保守之争值得深入关注。
22、只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学术作品，但是读起来真的晦涩费脑，而且过多的观点语言引用总让人难
以保持一以贯之的注意力。我懒是一方面，但是我也认为一本伟大的著作不仅应该有深度，还应该用
户友好。
23、李普塞特的两本书都很不错
24、　　
　　
　　
　　　　这是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可能是由于多年没有再版而读者较少被忽视了！
　　　　
　　　　作者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其著作被西方社会学者广泛引用。作者是高产的
，目前被国内译介的仅有《政治人》和本书，但足以代表其主要思想！
　　　　
　　　　本书比伯纳德的《冲突与一致之纷争》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一致与冲突这一主题。是更加有义
的思索与探讨。主要包括，实现民主的社会前提是什么？民主与政治冲突间的关系如何？社会结构与
价值和冲突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当然，作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间进行了适当的调和，对
意识形态与冲突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也分析了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道德主义是如何
造成暴力主义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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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冲突》

　　　　
　　　　作者曾和丹尼尔.贝尔、阿隆等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话题。“意识形态的终结”本源于恩格斯，在恩格斯看来，一旦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现实的物
质基础，所有的意识形态也就终结了。当然，恩格斯的意识是指意识形态的神话终结了，其虚幻的作
用消失了，愚弄人民的作用消失了，而更加现实，更加关注现实，更加注重对现实利益的争夺与占有
了，而不再关注长远的、理想的、高远的、乌托邦式的目标了。
　　　　
　　　　韦伯也曾提到了实质理性即追求最高价值与功能理性即注重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会逐渐货币于功能理性，而导致意识形态必然衰落。曼海姆也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
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但本书的作者以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的终结，也不意味
着乌托邦式的幻想、阶级斗争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立场的终结，而是指一整套支持工人阶级反对现
行政府而斗争的革命学说的终结，即指所谓的“维多利亚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遗产“的终结。
　　　　
　　　　也就是说作者只是把这种遗产当成了意识形态，或其中一种而已。随着社会经济的广泛深入
发展，各阶级都逐渐把目光落实到现实的利益上来后，这种意识形态必然会衰落以致于终结。而意识
形态终结并不意味着社会斗争和冲突消失了，代之以社会的激进运作而已。包括学生、知识分子、恐
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的兴起。由意识形态引发和主导的社会冲突为这些激进的运动所代替也就意味着
意识形态从社会主角中退出了终结了。转了一个大弯才表明。够让人分析的！
　　　　
　　　　但针对于中国现状来说，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作者的意境下反而是没有终结，确切地说还没有
开始，毕竟中国尚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工人阶级，过去一切都是农民意识，都是一种变形的宋明理学的
沉滓泛滥而已，我们国家也没有从本质上真正地使用过马克思主义学说，骨子里仍然是桎梏人民的宋
明理学传统，特别是针对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而随着改革和开放，工人阶级正在形成，知识分子也正
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引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形成。一旦中国真的形成世界工厂格局，中国工人占据了
社会主体，那么工人阶级就自然会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会真正地重新拾起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来与政府进行斗争。这可能是作者想说没说或者我的猜测吧！
　　　　
　　　　其它分析也很精彩，说多无益！
25、经典！研究方法需要认真学习。政治社会学研究在大陆基本上刚开始。
26、最应该出现共产主义的国度是美国
27、等好久的书
28、理论性较强，致力于学术的可以研究
29、楼上说得很对。我也不持乐观态度。但也乐见其成。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社会
主体或许可以根本促进改变社会机制。但可能那时整个世界的形势又不同了。落后于世界的根本性的
东西难以追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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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冲突》

章节试读

1、《共识与冲突》的笔记-第一章、第二章

        基本是社会理论的基础知识，社会分层、价值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异化、阶级、地位等概念和
着马克思、帕森斯、韦伯等的理论取向来共同调和成的论述基础。

2、《共识与冲突》的笔记-译者序

        译者序中最后一段写的很好：

“当今中国社会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从僵滞寂寥到活力迸发，这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社会阶层
和利益群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不无关联。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利益分配的不公、维权渠道的不畅、公
义伸张的缺损，却又导致社会心态失衡及社会关系失调。我以为，解决这种失衡与失调的关键，除了
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之外，更需要形塑和促进一种新的社会共识，而达成共识的生长点是：让科学发
展的实践推进社会福祉，用公平正义的阳光净化人们的心灵，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寻求思想共振，以公
开透明的善治化解民众的疑虑。总之，在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中，同科学发展的共识
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真正夯实变革社会稳定的基础”

译者提出的四个生长点，我认为顺序应该是：公平正义 -&gt; 公开透明 -&gt; 百家争鸣 -&gt; 科学实践。
文化的力量强于制度，而文化的共识是支撑民主的前提条件。

3、《共识与冲突》的笔记-第126页

        无论政体结构如何，政党有助于把一些地方社团整合到一个国家之中，因而总被是做是进行动员
的基本力量，或者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联邦之中。⋯⋯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所起到的整合
作用：它们是真正的国家组织的开端，是使美国人脱离本地团体和本州并在国家整体中发挥作用的最
初的成功努力由此想到托马斯·曼对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的区分，前者随着历史进程摇摆不定而后
者总是不断加强，国家是不断深入到基层以及对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的控制中去的，而由此处李普赛
特的观点，现代政党的组织力正是真正连结起“国家”以及每个独立的“公民”个体之间关系的开始
，是现代政治产生的基本条件，所以理解现代政治必须从政党制度和选民联盟的产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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