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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社会学》

内容概要

关系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在变动逻辑、影响作用的社会学研究。《关系社会学丛书》旨
在向读者呈现关系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推动关系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简历关系社会学的知识
体系。
《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是关系社会学丛书的第一册。其目的在于探讨社会学关系的内在本质，
把握关系现象在迅速变迁的中国社会的不同存在形式，揭示关系机制对社会资本、经济活动、家庭和
民族行为的影响。
从研究中国社会的角度看，关系社会学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
象的理论知识；从方法论层次讲，关系社会学是探索与分析社会行为模式的一种思维方法论和研究方
法论，即从关系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社会和所有其他社会。
《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由边燕杰教授主编，费尔德曼、林南、边燕杰、刘少杰、蔡禾、罗家德
、陈志柔等26位国内外学者、教授撰写的22篇论文组成，全书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8篇文章论述关
系的本质和特性；第二部收集的5篇文章，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讨论社会资本的意义和效果；第三部
分收集了5篇文章，主要讨论了社会阶层和流动中的社会关系作用；第四部分收集了4篇文章，主要研
究了民族关系、社区关系、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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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社会学》

作者简介

边燕杰, 曾为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经济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
著有《中国城市的工作与不平等》(英文, 1994), 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2001)，《华人社会的调
查研究》(2001)，《社会调查实践：论中国经验与分析》(2004)。自2003年起, 与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
教授合作并主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长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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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社会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种梁山泊弟兄对彼此亲热、友好的称谓，并非是一个可以严格规定内涵的名词。这种
称呼的使用并不是为了进行某种品质的认可或者某种规则的认同，而是用来实现网络内部关系的维护
及成员关系的协调。具体而言，这个词义界限模糊的称呼通过其工具性的使用，在最大程度上构建了
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带有封闭性等明显缺点，但也能使由各类社会游民所组成的梁山泊弟兄网
络覆盖更多的群体，使群体内部变得更为稳固和团结，为个人和集体赢得更多的利益（包括物质的和
精神的）。从一个更为狭义的角度来讲，在此书中，“好汉”其实是只属于这一百零八人独有的称谓
，只是这个网络内部所流通的一种辨识语符，它与其他主体问关系流动的因素一起，为整个梁山领导
集团网络的运转服务，同时也为每个网络个体——梁山各弟兄——的利益服务。这种关系本位的现象
是中华文化语境中的常见事例。“好汉”这一语符定义的关系色彩并非仅限于《水浒传》这部小说中
，而是中国文化中“身体－家庭－国家－天下”这一伦理结构的自然延伸，乃是儒家内核中“义”之
思想的流变发展，也是梁漱溟先生所称的“伦理本位”社会的必然产物。从更为具体的角度而言，就
是“悌”所规定的“兄弟”关系的一种世俗化变体。整个中国社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种
家庭关系的泛化产物，或者说，是一种类家庭化的结构关系。这种以家化国、家国同构的思想驱使着
每个个体都将自己周围的其他人家庭成员化。因此，君臣关系成了父子关系的推延，朋友关系是兄弟
关系的推延。而且，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组关系中，父子（君臣为父子的延伸）、
夫妻等明显带有纵向制约性，不对称性比较明显，使得这种社会关系的构建比较困难且易受限制。而
兄弟以及由之延伸出的朋友（泛家庭化的朋友，非西方式的）之情更多是一种大致平等位置上主体问
的彼此认可与认定，相较前者则容易得多。所以，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关系网络的扁
平化发展趋向——既然纵向上的关系发展容易受限，而关系对于国人又意味着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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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是关系社会学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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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社会学》

精彩短评

1、这种论文集结成的书实在是太容易了，说是书本倒不如说是“论文集”，一本看下来就是看了几
十篇论文......
很多道理浅显易懂，一定要做成研究来论证，费时费力费财，文科的通病。比如享有资源更多的人更
容易获得更多资源，文中通过对大学生求职的调查得出此结论，这个不是常识吗？社会学的很多实验
不明觉厉，数据、图表啥的我都是一概而过，毕竟不懂啊！！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对于论文素材的积累、写作参考还是有作用的。。。
2、书很好，搞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必读
3、对这种学者的做法表示谴责
4、不拿过来实在太不给老师面子了！
5、非常强烈推荐的书！大家如果喜欢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加我qq：787803633
6、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在变动逻辑、影响作用的社会学研究的一本书。对关系社会学的文献
综述、针对社会现象运用理论展开讨论的，值得一读。
7、上至史华慈，下至本书
8、坑人，用一个诱惑人的标题！！
9、很好的专业参考书，作者都是大腕
10、对关系的研究，本书是第一号权威之作
11、是一个项目下的论文集，不是很系统的理论。
12、部分作者的确名气很大，但文章质量不如想象的好。另外，定价也不菲。
13、这本书对于关系社会学的讲述很齐全了，是论文集的形式，其中包括学者对关系社会学整理的文
献综述、针对社会现象运用理论展开解读的，总体来说很不错，值得一读。
14、翻过。
15、这个是边燕杰学者最近比较好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看目录，再决定买不买。
16、中国社会，是个关系社会，每个中国人都有体会。相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关系主义被 社会学
者结合中国社会现状提出，的确对中国社会问题是一个直接性的有价值研究视角。本书集合了国内多
位社会学家对关系社会学的不同解读方式，对理解中国社会非常有帮助！
17、综述很清晰
18、置身中国文化氛围的人，对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比别人更深，然而对这种习以为常的事情，从理
论上进行解剖的人不多，看看边先生等人的见解还是颇有收获的。
近年来，边先生等一批国内社会学者对此展开了多层面的研究，总体上还是挺好的。有利于在全球化
、西强东弱的背景下，找到一个本土化特色鲜明的议题跟国际展开对话。
19、这本专业书还不错！对我论文有文献综述的贡献！
20、关系、关系社会学
21、如果你做社会资本的研究，那么这本书会告诉你当前的中国社会学界的学者们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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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社会学》

精彩书评

1、中国社会，是个关系社会，每个中国人都有体会。相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关系主义被 社会学
者结合中国社会现状提出，的确对中国社会问题是一个直接性的有价值研究视角。本书集合了国内多
位社会学家对关系社会学的不同解读方式，对理解中国社会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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