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套装上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套装上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509709108

10位ISBN编号：7509709105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社科文献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 编

页数：10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套装上下册）>>

内容概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学潮汹涌、民怨鼎沸，但在文化学术领
域，却又是思潮激荡、呐喊起伏、学术大家辈出。
中国社会学在此一时期，也呈现了难得的快速发展局面，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巅
峰，并且迄今难以超越。
这段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史，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现实基础
上发展中国化社会学所不能忽视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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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博士，国家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回国留学人员成就奖”获得者。
主要著作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和谐社会十讲》、《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
》、《村落的终结》、《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就业和制度变迁》、《社会冲突与簖级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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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导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学术史  第一部分 唯物史观社会学    一  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形成    
二  唯物史观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三  唯物史观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研究  第二部分 乡村建
设和社会调查运动    一  社会调查运动    二  乡村建设运动与“村治派”    三  乡村建设运动与  “定县主
义派”    四  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和“都市救济派”  第三部分 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一  社会学“
中国学派”的形成    二  文化人类学调查    三  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  第四部分 中国社会学的“学院派
”    一  社会学的“文化综合学派”    二  社会学的“人口学派”    三  学院派的农村社会学研究    四  学
院派的优生学研究  第五部分 社会史研究    一  社会史论战及古代社会史研究    二  社会学视角的社会史
研究    三  经济和政治史研究    简短结语    参考文献  第一编 唯物史观社会学    李大钊与唯物史观社会学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士的价值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瞿秋白与唯物史观社会学      社会
学之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    李达与《社会学大纲》      关于阶级的错误观点之辩证    王亚南与官
僚政治研究      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陈翰
笙与经济社会调查      中国的农村研究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薛暮桥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中国农村中的租佃关系      知识分子的乡村改良运动    ⋯⋯  第二编 乡村建设和社会调查运动  第三编 社
会学的“中国学派”下册  第四编 中国社会学的“学院派”  第五编 社会史研究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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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册第二部分 乡村建设和社会调查运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兴起乡村建设运动，这个运动类似于
俄国解放农奴后的“民粹主义”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改良运动。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救亡和启蒙过程中，认识到中国总体上是一个乡村社会，因此“民族改造”和
“民族自救”必须从乡村建设开始。
关于这个“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
晏阳初等学者曾将其提升到很高的位置，认为这是近代以来，继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
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北伐运动之后的第六次民族自救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乡村建设意味着知识分子走出书斋、
走出象牙塔，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路径的变化；而社会调查运动，同样也是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
，是认识社会、经世治学方法的转变。
社会学在中国社会调查和乡村建设运动中，都具有主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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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我花费力气最多，但也是在编写中感到最快乐、最兴奋的书。
因为在编写过程中，我感到有机会与那么多的学术大家对话。
搜寻到这些学术大家的每一本难觅的著作，都给我一种莫名的喜悦，就像是中彩或发现宝藏。
这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以下简称《导读》），是我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社会学
基础理论研究”的副产品，它并非是规定的任务，而是自愿的工作。
这项课题的主要成果《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是由中国社会学界几十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强大的作者
阵容，依据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验”，吸取国际社会学界和中国社会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历
经数年撰写完成的一本社会学基础教材。
该教材具有浓厚的“中国经验”特点，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后发展历程的总结。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社会学辉煌发展的30年。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30年，即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的30年（20世纪20～40年代）。
在这两个30年之间，还有一个中国社会学中断的30年（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所以说，这本书是要延续历史、传承历史和记住被忘却的历史。
写作《导读》最不容易的是收集书籍，因为这项工作所涉及的大量20世纪20～40年代的书，由于出版
年代久远，一些书初版后没有再版，现在已难以找到。
最初我是请喜爱读书的渠敬东，开了一个民国社会学的书单，然后我又根据韩明谟、杨雅彬和阎明等
人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著作，以及陆学艺、王处辉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的民国部分，谢立中
编的《中国社会学经典读本》等，补充了书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套装上下册）>>

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套装上下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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