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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政治中寻求第三条道路的观念是最近几个月来广泛的讨论的话题，不仅在英国，而且遍及美国、欧
洲大陆和拉丁美洲。但何谓第三条道路？这个观念的支持这不能够达成一致，批评者也否认其可能性
。而安东尼·吉登斯阐明，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这个世界
上，旧的左派教条已陈旧不堪，新的右派思想苍白无力，第三条道路才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的凤凰涅
磐。正在凸现出来的社会民主机制是全面的、稳健的、广泛的，它重新点燃了政治理想主义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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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世界并非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有“第三条道路”
2、全球化不断创造出新的分层形式与生活情境，传统本身受到质询而不得不与新的生活方式一同为
自身辩护，个体与集体利用有关活动条件的信息重新认识与定义活动的反思性不断增强，当代的社会
变革已然把我们带到了人为风险迅速提高的时代，而“第三条道路”则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复
兴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取代“控制论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以及把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信奉
与对传统家庭价值的原教旨维护融为一体的新自由主义。不断增强的反思性意味着个体自主决策的能
力与需要不断提高，这些在各个层面（个体、家庭、企业、政府）均有体现，而这又进一步意味着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积极信任、能动性政治、对话民主、生活政治等关键词，以应对在不同的“制度丛
结”中存在的风险：资本主义增长价值观和两极分化、环境恶化、极权主义与不同领域的暴力。
3、超越左与右。认为社会主义已然衰落（尤其是其经济管理体系），新自由主义拉大贫富差距，导
致有机社会的瓦解，人的个人主义、相对主义与对历史的虚无感。在民主与开放的大前提下，提出重
构个体、家庭、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方案，涉及公民社会、犯罪与社区、家庭、福利制度、全球化
等诸多议题。附录的访谈亦相当精彩，回顾了吉登斯几本书中的基本观点。
4、终于在九月份读完了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包容性。大到国家之间的包容，小到一个社会群体
。以热情的希望接纳社会的不完美。
5、没咋看明白呀...
6、網上找的電子書翻譯好差=。= 磕磕巴巴寫完讀書報告自己都不想再看第二遍>< 睡覺去，醒來翻譯
剩下的5篇文獻⋯⋯
7、簡單清晰好讀  不過如老師所言  知識上沒有重要貢獻
8、我读完的第一本与专业相关的书啊，纪念一下！
9、好像是第一次看这类书⋯⋯
10、超越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11、对不确定的时代的问题漫谈。。。有时看起来真是乏味。。
12、萨特，也追寻的第三条道路。
13、译文读着比较吃力。有利于厘清自己很多观点：）
14、全球化的部分显得一厢情愿了些
15、和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相比，这本书给的启发要小很多。吉登斯在这本书中阐述
了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可是，第三条道路真的存在？个人持怀疑态度。
16、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
17、作为国际主义视角下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吹者，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中指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
是有争议的，而其中关于权利的转移与更加广泛的全球化的预言似乎从未也永远不会发生。
18、还是做智囊出名容易⋯
19、就记住了一句话“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并非完全来自于、甚至并非主要来自于自由民主制度对其他
各种制度的胜利，而是来自于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社会的那些更深层的力量——包括对个人自主性的需
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体的出现。”
20、救救这个要写读书报告的人吧，非常短的小册子，未读出精妙之处，之后会再读
21、这本书读起来是不合地宜的，无论是对生态、福利社会、家庭问题的反思还是对于现代性的阐述
，总有一种违和感。对于中国人而言，提及政治一词更多的表示“统治”吧。。
22、“第三条道路”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
23、无趣却有理
24、可以算作一本Giddens相关观念的小册子，不过这人的书大多都是小册子（所以斯科特啊你长点心
吧），挺乌托邦的说。。要不要看看他的那本现代性的书呢。。
25、没什么感觉，都忘了，老吉的书不好看
26、积极福利理论
27、对福利国家的改革迫在眉急，同时也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我只能说我对政治还不够敏感。
28、前两章明显好过后两章。kindle版本的错漏之处太多，坑！
29、第三条道路究竟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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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书的结构很混乱，看了记不住在说什么，无奈放弃。。。
31、了解了左翼和右翼的主张和根本区别，了解了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及价值，了解了福利国家向
福利社会的转型及社会投资型国家，赞同平等与包容性、不平等与排斥性的定义。在走向全球化上似
乎只是结合例子轻描淡抹，并未给出具体的实现途径。20141001@理科大楼B222 【学术学习】
32、吉登斯经典，关于社会民主的复兴，超越左右，其中关于有福利社会的论述。可能因为翻译，读
的不太顺畅
33、某人的藏书，偷来看看
34、相当经典！第三条道路的系统阐述！
35、这本书的字真大。。。大家都发现了吧。。。
36、最近是不是政治学方面的书看得略多了些？也许更多地可以看看公共管理学方面的书籍。政治学
更为宏观些。至于这本书，一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的书籍，各人感觉比较多的
理想色彩，也许如作者自己所说，更多的是一种方向，因为主题太大，所以也没有太多篇幅可以论述
。很多方面无法认同，就看看他所提出的方向吧。第100本书，mark一下。
37、看的第一本吉登斯的书。。。从此喜欢上他的作品了。。。虽然看的不多
38、...觉得有些失望 但是不得不承认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在欧洲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和重视 虽然
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39、纲领性的一本书，简单而清晰。
40、打着“民主”和“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愚弄着我们，正义者被迫害，说真话者被“强奸”。好
吧，那我就走自己的第三条道路—灵修来拯救自己吧。
41、吉登斯时不时流露出对自己得意门生托尼·布莱尔的溢美之词。。 "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
极地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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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加入了现代维度的折衷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就是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轮廓吧？有些像进化主义，
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尊重现实的意向。并由此保证整个社会向未来不可知因素演化时的适应能力。看
来，社会存在的哲学内核的开放性是最重要的。
2、历史大背景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兴旺带动了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在七八十年代，撒切尔和里
根的新自由主义斗败了苏联。共产主义苏联的衰落又影响了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
的右派在成功之后有极端化趋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在新形势下，进行了改良。近年来，新的社会民
主主义政党，典型的是布莱尔的工党还有其他国家的工党在很多国家取得政权。而布莱尔和克林顿政
府都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本书就是描述新的社会民
主主义政党的政治思路。吉登斯是所谓“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本书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这是我在
正统的中国政治教育外看的第二本政治书。这本书是欧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过政治是利益冲突
和调和。明面上的东西和实际上的东西又差别太大。看这本书，是”英国帝师“  ”布莱尔导师“这
个噱头让我产生见识一下的想法。研习政治的当读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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