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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

内容概要

《社会学的想象力》堪称C·赖特·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它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
作为全书的探讨主题，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并结合作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批判传统
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由此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大意义。本书初版于1959年，现在已成为英
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社会学教学中广受推崇的入门经典；1989年美国社会学界还就本书发表30周年
召集学者进行回顾性的专题研讨。现在这个中译本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的40周年纪念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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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

书籍目录

1.前景
2.重要理论
3.抽象经验主义
4.形形色色的实用性
5.科层制气质
6.科学哲学
7.人类的多样性
8.运用历史
9.理性与自由
10.政治因素
附录：论治学之道
致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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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

精彩短评

1、只读了前景那一章，特别棒。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有时个人的问题可以扩大到整个社会
的背景中去寻求答案，只需要转换一种视角。
2、看不懂⋯但作为一部社会学必读书目，经典自有经典的道理，希望若干年后重拾此书可以有不一
样的看法吧。

3、嗯，要有敢于打破学科壁垒的想象力⋯
4、入门之作
5、喜欢英文版，体验还不错
6、三联2005年版的。
7、只读了一章。
8、社会学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怎么做的呢？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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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

精彩书评

1、读此书之前，本以为米尔斯的开篇即是建构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或者更具体的说，是以“不
受方法限制的头脑”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去阐释在“流动性”的现代性公共议题与“个体性”的个人困
扰之间（鲍曼语）应该由社会学家通过“视角的转向”去解释的一系列联结；然而，文中的开篇却以
对当时社会学主流的研究范式的批判作引，如同他文中所说，“我的偏向将与我考察的那些偏向，都
是偏向。让那些不喜欢我的倾向的人拒绝我的偏向，使他们自己的偏向能像我将尽力阐明的我的偏向
一样明白，一样得到承认！”米尔斯以其时代性的洞见与《权力精英》一以贯之的战斗精神，对当时
的社会学主流范式加以拷问，让人获益良多。首先，米尔斯对于帕森斯等结构功能主义学者所构筑的
“宏大理论”以及以实证主义为社会科学研究唯一范式的“抽象经验主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在米尔斯看来，前者的论述始于社会结构，却在枯燥无味的概念所构筑的概念王国之外，别无他物（
或者说是，只剩下意识形态得以借用的工具）；而后者的价值起于时代性的困扰，却在自然科学的方
法论外衣之下，用社会统计与调查堆砌出一些缺乏洞见的“社会现实”，却无法据此投射出更有价值
的社会理论（或者说是，只剩下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以及以此作为研究范式的研究技术专家）。继续
推演，前者因其构筑概念王国的过程中，“形式的、含糊的暧昧主义”，早已脱离了公共议题与个人
困扰之间这一社会学应持续关注的视角，转而变得毫无现实助益；后者则因其偏向于微观层次的统计
与归纳，企图以微观研究的方法汇总成对社会的完整认识，却局限于既定理论的指引与自证，无法使
得研究有任何启发性的价值。经过社会学家多年的努力，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慢慢的因其无法解释社
会变迁与冲突，不断的在自我完善以及与其他方法论的相互借鉴之中，渐渐的回归对于社会现象（公
共议题）的关注，例如卢曼在整合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之外，更强调社会系统的分化与整合，而亚历山
大更是期待以功能主义为框架，对冲突论等多种理论潮流加以整合与扬弃（从亚历山大的方法论中即
可看出端倪，“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也可以产
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而实证主义的范式却在学科分野的日渐明晰化与库恩意义上的“科学”
范式日益占据公共话语权力的影响之下，愈发盛行。而米尔斯也早有洞见，抽象经验主义对时间、机
构和金钱的特殊需求也极有可能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堕落为一种行政职能，发展出一整套恐怖的科层制
体系，并为整个社会的科层化服务。这些“学术行政官”他们组成互相攻讦的派系，排斥独立学者，
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培养出自身的“合理性功能”并试图创造更广泛的“功能合理性”，成为
为某一特定群体服务的实用性角色。学者对“改变世界”的渴望，或是自身理想和价值的缺失，使他
们积极投靠社会上层，追逐实用性，如果以知识社会学视角去思考权力与财富对知识本身的异化，或
许更能深刻的体会到实证主义方法论背后，常人所无法企及的知识异化为权力工具的感受，正如福柯
对知识的反思，“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所以，米尔斯期待通过这本书为理性，为
自由，为个体性辩护，随着科层制的广泛运用，个体理性的选择被窒息了（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
世界的殖民化），社会科学的任务则是需要捍卫并继续开创这种选择的自由，在他看来，关注时代特
征的首要方式则是超越日常生活的语境，关注在公共议题与个人困扰之间存在的结构化潜能，并且珍
视社会科学的教育与唤醒的公共职责，从而打破科层制治理所塑造的理性牢笼（韦伯语）。而在他看
来，或许经典研究才更富有这种被他冠以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研究方法，站在公共议题与个人困
境之间的空白，用更富想象力的透视，唤醒民众心中的理性。然而，正如鲍曼所言，在当今的个体化
时代下，科层制所构筑的“老大哥”式的牢笼（即公权力通过各种细致入微的方式影响我们的个体生
活与选择，从而支配公共领域与生活场域）还是否是社会学视角下应关注的唯一威胁？米尔斯愿景中
所关注的个体化是否同样意味的理性、自由以及更富创造力与建树的公共领域？抑或是，个体性时代
的蓬勃发展反而同样使得公共领域失去了其内生的动力与公民的热忱，从而引起公共议题的降格（个
体只关注由个人所遭遇的困境，却不再在意公共性）？或许，这更是一个当今时代我们亟待思考的问
题。而这种思考，谁敢直言，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又一次深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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