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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对“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本书作者认为：这一思潮最重要的社会
学内涵之一就是试图否定作为全部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之基础的那种“给定实在论”传统，用一种多
元主义的“话语建构论”立场来取代之。
尽管这一立场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和诟病，但正如S．塞德曼、R.布朗、C.勒麦特等人所指出的那样，
它并非只是为我们修改、完善旧有的那些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框架提供了若干这样或那样的启发，而
是蕴涵着一种与各种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框架很不相同的社会分析模式，即本书作者所谓的“多元话
语分析”模式，从而有可能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路径。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通过理论与经验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论述来说明这一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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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立中，男，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兼
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理论社会学分会副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
主要著作有：《社会发展二重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现代性、后
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6）、《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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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　　三、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　　一种
“精神错乱”，一种“巨大的无意义的虚空”，一种“心智死寂之时”——多伦多大学的J.奥尼尔
（J.O’Neill）教授在其所著《后现代主义的贫困》一书中使用这样一些词来称呼后现代主义思潮。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们，奥尼尔说，则“应该被理解为一些宗教狂热分子，或者被理解为打破上帝偶像
的破坏者，而根本不能被视为现代科学和艺术的智者”。
　　如引言中所述，在社会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内，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加以拒斥是常见的一种反应。
J.奥尼尔只不过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典范而已。
人们常常批评后现代思潮与现代科学思维准则（如概念明确、表达清晰、逻辑严谨等）背道而驰，其
论述常常自相矛盾（如一方面抨击大叙　　事，另一方面自己又构造出一些新的大叙事等），对社会
现实的批评和分析都缺乏有效的规范基础等等。
因此，就像奥尼尔做出的那样，人们常常抱怨说：这样一些人及其思想为什么应该被我们所记住呢？
　　当然，在社会学家们当中，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持拒斥立场的人并不都像奥尼尔那样尖刻，持温和
拒斥态度的也不乏其人。
Z.鲍曼（Z.Bauman）和G.瑞泽尔（G.Ritzer）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人物。
尽管他们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总体上看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东西，我们无须也不应该接受作为一种
新的社会研究程序和方法的“后现代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承认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像一些
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而是包含着许多“对社会学理论非常有用”的观点③，对于这些“有用的”观
点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思考和吸收，用来补充和修正我们现有的社会学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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