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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生活社会学》

内容概要

《智识生活社会学》内容简介：如今的大学已不再是展现心智生活最好的地方，如今的学者也不再是
社会良知最好的代表，作者直面这样一个不容乐观的世界，通过追述大学的历史、大学的内容、大学
的人群，从社会认识论角度深刻地反思了学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历史分歧，认为学界必须通过实际行
动发挥其“教育引导公众思想”的作用，创造新的民众，才有可能引领社会行动；若是学界仍像现在
一样不作为，不仅会使大学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也会使真正的智识生活随之消亡。书中对大学及大
学教师所做的批判，值得学界中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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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生活社会学》

作者简介

Page 3



《智识生活社会学》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智识生活的场所一一大学
第二章 智识生活的内容一一哲学
第三章 智识生活的人群一一知识分子
第四章 智识生活的即兴性
论点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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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生活社会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相对较为遥远的过去的历史被叠缩了，自古以来像如今的知识社会一样以知识为基础
的复杂而广泛的社会运动，都被瓦解成均匀分布式的理想型，比如“新教”、“启蒙运动”、“社会
主义”（Wuthnow，1989），这些名称主要是因其独特性而非代表性而得来的。当理性的方法准则被
首次用来帮助社会学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普遍性的假设时，它已变成一种在充满档案的世界
上使历史遗忘症合法化的策略。因此，任何对当代发展所做的预测，注定都是徒劳无益。另一方面，
对于相对近一点的历史来说，事件则呈立体状，即挑拨两个紧密关联的事态的关系，使其处于一种编
造的分界线的对立面。这方面最为清晰而恰当的实例可能是，如今欧洲科学界的政策专家（policy
gurus）中颇为流行的，知识生产模式一与模式二之间的明显差别（Gibbonsetal，1994），它主要用于
以实验室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领域，模式一代表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模式二代表一种杂合意义上的探
索，集学术界、国家政府及工业的兴趣和利益于一身。从立体角度来看，模式一的起源可被追溯到17
世纪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建立（如果不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话），模式二则可以追溯到生
产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初期（如果不是追溯到后冷战时期福利国家的权力下放的话）。然
而，从历史意义上来看，直到19世纪后半期，这两种模式才几乎同时在德国出现。实验室由于一种智
能化的阶级势利观（比如说，实验室工作需要灵敏熟练的手工，这与受过高等教育、无需动手的精英
们的工作环境，有着质的差别），而被带有惯性地从大学中剥离出来（仅限于理工学院）。然而，实
验室科学一旦落脚校园，很快就与政府和工业界人事结为联盟，这方面最著名的当属德国的威廉皇室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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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生活社会学》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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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生活社会学》

精彩短评

1、普普通通。
2、可以看以下
3、富勒的作品中译本不多，希望以后会更多
4、还没具体看，但浏览了下目录⋯⋯
5、关于高等教育思想的深刻论述
6、Fuller的新吐槽之作
7、推荐购买，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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