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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雷蒙�阿隆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西方享有盛名。他是法兰西学
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院士，哈佛、牛津等大学名誉博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社
会学主要思潮》是他花十年时间潜心研究写成的，作者按时间先后分章论述了孟德斯鸠
、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帕累托和韦伯七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及主要著作，
并进行了极富创新的比较研究。

内容简介

     《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是思想大师雷蒙�阿隆的一部力作，汇集了
1955年到1958年之间雷蒙�阿隆在索邦大学的讲义，代表了他在社会学领域
潜心研究的最高成就。本书是西方高校普遍采用的哲学、社会学及普通文科
教材，也被国内高校普遍列为社会学专业必读参考书。

     《社会学主要思潮》作者按时间先后分章论述了孟德斯鸠、孔德、马克
思、托克维尔、涂尔千、帕累托和韦伯等七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及其主要著作
，涵盖了社会学理论成果最丰富的时代，同时对这七位社会学家及其思想进
行了极富创新的比较研究。整本书叙述脉络清晰、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此
外，文中对各社会学理论家思想体系的批判也甚为精辟。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在
西方世界，尤其在法国和德国具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他为“富有
创造性的思想家和欧盟理念的积极创造者”。

阿隆早年在德国科隆大学任教，1931—1933年在柏林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海德堡大学任
教，后担任巴黎高师社会文献中心主任。二战期间，担任《自由法国》、《费加罗报》



、《快报》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是国际著名的冷战问题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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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部社会学思想史，由研究孟德斯鸠开始，可能会使人感到迷惑。在法国，人们通
常把他视作社会学的先驱，而认为奥古斯特�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因为，按理说，
只有创立社会学这个词的人才是创始人。但是，如果有科学地、如实地认识社会这样一
个特定志向的人算是社会学家的话，那么，依我看孟德斯鸠和奥古斯特�孔德一样，也
是一个社会学家。《论法的精神》一书对社会学的解释虽然尚不清晰，但实际上，在某
些方面却比奥古斯特�孔德所作的解释更“新”。这并不是说孟德斯鸠反奥古斯特-孔德
反得对，而只是说，在我的眼里，孟德斯鸠不是一个先驱，而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之一。

    把孟德斯鸠视作社会学家，这就回答了所有的史学家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孟德
斯鸠是属于哪一个学科的?他属于哪个学派?

    法国的教育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举棋不定的：孟德斯鸠既可属于文学界，又可
属于哲学界人士，在某些方面也可属于史学界人士。

    更上层的思想史家们则把孟德斯鸠时而视作文学家，时而视作政治理论家，时而又
把他视作法律史家，时而还把他视作为十八世纪对法国的政治体制的基础持有异议、制
造革命危机的观念学家，甚至经济学家。确实，孟德斯鸠是一个作家，几乎是一个小说
家，但又是一个法学家，一个政治哲学家。

    毫无疑问，《论法的精神》一书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我看来
，这本书的写作意图是很明显的，即如我所说的社会学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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