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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学的意识》并不像一般入门作品那样介绍学科的发展历史、学术分支、代表人物，而是努力呈
现一种社会学的意识，集中谈论社会学是什么，不是什么。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作序推荐。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向读者提供一个社会学概述，而在于呈现一种社会学的意识。通过引入对社会阶级
、犯罪与反常、官僚制中的工作方式、宗教和政治组织的变迁等主题的研究，作者深入探究了人在社
会中的角色与社会对个人的塑造之间的张力关系，并且展现了社会学作为一种视角在理解现代世界方
面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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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一本介绍社会学的思维方式的书来说有点冗长，到第五章才算是重点。其实这本书所讲的“
社会学的意识”主要有两点：客观性、中立性，以及这两点是如何互相依存的。
2、激进的老头，还是有点获益。
3、写的不好，但是社会学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科学社会学
4、比较简单的介绍，还是可以一看。
5、还算有点儿意思
6、社会学，有模糊的概念，仍不太懂。最后一张所谓“揭露江湖骗子”更具体，稍微理解了。
7、社会学的吐槽？
8、“不是社会学概述，而在于呈现一种社会学的意识” 
9、“经验科学”，但在形成假设时很难不受“偏见”的影响吧..
10、一方面是涂尔干的经验科学，一方面是伯格的社会建构论，作者的这个社会学意识走得很艰难啊
11、其中有几个例子很好
12、这本黑后现代的一页内容比半本高级迷信都有用⋯⋯
13、可能是我对社会学本身不了解，整本书感觉框架不是很清晰，读完一遍不知所云
14、中文翻译晦涩生硬，对比之下，读英文从未如此顺畅。
15、没有社会学底子就想看，确实是看不懂。等过段时间再来看吧。
16、很多经验性的东西得到了理论依据，希望在以后的社会活动中能互相付出
17、印象深刻的：self awareness带来的注定的miserable，老鼠的欲望是活着，它要么实现自己的欲望要
么死，而人则不同。社会学意识很好地展现出来，作者的态度十分鲜明，语言风格也有独特的启蒙感
，幽默而平缓。内化、秩序、阶层和需求的观点很基础也很发人深省，相对主义的论述的确是相较没
什么亮点。
18、信息量挺大的，薄薄一本书看了两遍
19、提到了很多社会学的概念，但大多一笔带过，主线不是很明晰。个人感觉不太适合入门。
20、看着看着意识到不是自己要找的，可是也没有失望啊，也许我要找的是思想意识吧
21、书是好书，只是从头到尾的翻译腔令人头疼。
22、讲清楚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以及遇到的诸多困境，很好
23、作者卖萌失败的感觉。⋯⋯从美味角度觉得食物vile与从饱腹角度觉得分量太少到底有什么矛盾之
处啊，连这个都理解不了的人逻辑思考能力实在令人存疑←_←
24、偷懒读译本
25、启蒙之作，着实吊起了我的胃口
26、还行吧⋯⋯#带娃刷kindle#
27、很好的一本书，算是总结
28、这个翻译阿 有毒
29、提纲勾要了几个社会学的思考方式 
30、好好玩！
31、晕了～
32、短短的一本小书但是却涵盖了社会学的很多方面，读来让人受益非浅
33、社会学不为解决问题，而是观察。
34、无趣，算是Very short introductions中比较异类的一本，注定只能给出社会学较总括又不全面的介
绍，并且说教性较强，虽然专业性和方法论都没什么问题。
35、一般般吧，不適合了解社會學這個學科
36、虽为通识读本，对于外行或初学者却并不易读。相比于更广为人知的入门读本<社会学的想象力>
，本书对何为社会学想象力的解释更接地气。建议已经有过一定社会学训练的人阅读本书，应该会受
益良多。
37、虽然说是简介但是有的辩解很可疑啊，比如直接否定了后现代主义，我？？？？
38、到第四章为止还是蛮吸引人的，第五章江湖骗子还期待有精彩的例子和论述呢，结果大多看不懂
。而且翻译好拗口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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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英文不好只能忍气吞声吃翻译的屎（读到生气！
40、补课:社会学是经验的，以自然科学为模板;但研究对象是人所处其中的社会，人是有意识和主体性
的，这有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问题不等于社会学问题;最后对派别偏见和相对主义的反驳主要是基
于学术界的竞争环境确保价值中立这一点。
41、全书语言很是抽象，可能是翻译问题也可能是自己才疏学浅。这书其实并不适合入门，已经有一
定的知识可能会更好理解
42、谁知道这本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呵呵
43、看不懂的太多

44、在所有表象的背后均藏有有各种线条交织而成的内在。
他们错综复杂，又无法一刀斩断。
我们所有人均围绕在这样的线条中
而社会学要做的即为这交织线条的形成做出解释
以及这线条产生的结果作进一步的讨论
45、考试前读过几段感觉有意思，考完了全部读完，倒觉得不是很符合自己的预期。对于社会学，自
己更喜欢这门学科所提出的理论构想（虽然有些很假），理论的丰富性在我看来是社会学有意思的基
础。这本书的2、3、4章就做得不错，对于社会流动、家庭、角色、规范、越轨、组织的几个理论有生
动的介绍，重温了一下当年学习的感觉。但是，第五章作者开始去反思相对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这
很难吸引我，而且作为西方的学者，例证大多来自另一个世界，对于猎奇感不强的我来说很难理解其
中的隐喻和细节，就像大多数传播学的著作也全都采用西方世界的例子一样。此外，这本书的翻译似
乎不是很流畅，长难句比较多。作者提到，“业余社会学家利用所谓的一般解释来理解他的生活，专
业社会学家则研究个体生活，目的是研究其普遍性”（P48），前者非常符合一年前的我。
46、写的还行，不能证伪的学科有什么资格叫科学？
47、角色与文化
48、第一本
49、很好呀
50、真好。耐心读的第一本社会学。首章讲方法论的，一般。第二章开始，就精彩了。正像其它书评
所言，没陷入死板无聊的内容划区介绍，而且强调社会学的意识和思维方式，不搬弄表层，而剖开机
理。刀光剑影间，文化中那些作为理所当然的规条，被解构地片片凋落⋯⋯很雄辩和精彩。当然可能
少见多怪，但作为薄薄不到100页的入门小书，很好完成了介绍社会学、并吸引受众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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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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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社会学的意识-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51页

        同样，我们可以将社会学描述为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社会学的内容通常被分成现代社
会的阶级结构、家庭、犯罪和反常、宗教等主题。然而，罗列我们所研究的内容并不能使我们了解社
会学研究方法有些什么特点。正如带有垂饰的手链一样，这种对社会学的描述将大量重要的观察悬在
中心线四周，这个中心线由以下部分构成：现实是在社会中建构的；我们的行为具有隐蔽的社会原因
；大部分的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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