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情感社会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情感社会学>>

13位ISBN编号：9787542626844

10位ISBN编号：7542626841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郭景萍

页数：527

字数：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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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社会学>>

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试图阐明情感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提出社会学研究情感的特殊视角(理论的角度)，然后
追溯和梳理社会学前辈的情感研究(历史的角度)，最后落实到对社会现实的情感问题研究(现实的角
度)。
沿此路径而行，本书的结构分为上、中、下三大篇：上篇为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中篇为情感社会
学的历史追溯；下篇为情感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程度。
作者力图全面、系统地考察古典的和现代的情感社会学理论，并且着重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情感现象和
情感问题，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描述情感社会学理论所应具有的基本
形态，提出了情感社会学一些新的主题并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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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景萍，河北玉田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社会学教授。
在湘潭大学先后获得哲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1999年转入社会学教研领域，主持完成国家课题一项
，省级课题三项：独著、合著6本著作，出版1本译著，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现为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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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课题研究缘起　　长期以来，理论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社会学家们只注重理性或理性行动
的研究。
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社会学作为与现代社会联袂而行并推动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理性力量”，自然会将理性或理性行
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脉络和主流。
社会学的理性研究光辉炫人眼目，以至于掩盖了社会学情感研究的成就。
社会学理论发展史实告诉我们：情感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们研究的参照主题。
从孔德、涂尔干、韦伯、库利到西美尔、舍勒、帕雷托、罗斯，从埃利亚斯、曼海姆、弗洛伊德到马
尔库塞、弗洛姆、吉登斯，他们在研究自己思想的主题时都会把情感作为重要参照对象来研究。
关于他们这方面的思想，我们在本书中有详尽的阐述。
　　然而，尽管许多社会学家们对情感现象予以了关注，情感的社会学研究却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
式的、边缘的、零散的领域。
不可否认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大师（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中鲜有人对情感社会学作系统的阐述
，或以情感社会学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论及情感之处常常给人以心不在焉或语焉不详之感。
毕竟在社会学框架内研究情感是一回事，而真正创立情感社会学的体系又是另一回事。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情感似乎并不钟情于情感，而更倾情于社会秩序、理性、制度、组织这些理性化
的社会现象。
的确，社会学中弥漫着一种浓厚的“理性主义”，以至于压抑了同时存在的情感思潮。
如果把社会学体系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情感社会学作为大树的分枝虽然已经抽枝发芽，但生长的
空间却受到限制，被蓬勃生长的其他分枝所遮掩和排挤。
一方面，以往的社会学家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大量地涉及到情感的问题，有很多可圈可点之笔；但
另一方面与此不相称的是，在现有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情感研究又似乎登不了大雅之堂，找不到它的
明显位置，或者说，社会学家前辈们所作的情感研究没有能够进入目前主流社会学的视野，被有意或
无意地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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