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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本书里的文章都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期写作和发表

的。在选择文章的过程中，我遵循两个主要标准：第一，我选的

文章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了本书的主题，从整体上，它

们都有助于表明我所认为的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的观点。同时，我还努力满足人们的一些要求，选择了一些不再

付印的文章和许多人给我写信索要他们所需要的文章。这本书中

既有长而大的文章，也有一些短而精的文章。



第一章 为社会学辩护

社会学出现了一些其他学科没有出现的混乱。经济学可能是

一门枯燥的学科，它充满了难以理解的术语，似乎与日常生活没

有多大关系。社会学也经常被人指责为没有自己的研究主题，并

且充斥着难懂的专业术语。当你和一位社会学家讨论黑手党问题

时，你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你将得到一个你无法理解的答案！

社会学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觉得社会学如此难

懂？有些社会学家可能会回答说是因为无知；而另外一些人会说

是因为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这是因为他们喜欢把社会学的主

题看成是危险的。他们可能会说，社会学经常提出一些与众不同

的看法，因而很容易造成混乱：它向关于我们自己以及关于整个

社会的看法提出了挑战。这使得社会学与政治激进主义有着直接

的联系。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确实无愧于这个

说法。

然而，实际上，即使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早期，社会学与左

翼之间也并不存在内在的关联，更不用说与革命之间有什么联系

了。社会学受到了许多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他们并不把社

会学看做是革命性的，而把它看做是他们讨厌的资本主义社会秩

序的体现。

实际上，在社会学发展的某些阶段，它与政治右翼之间一直

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斯·韦伯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古典创始



人之一，他就更倾向于右翼而不是左翼，而且他对他那个时代所

谓的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帕雷托 （ＶｉｌｆｒｅｄｏＰａｒｅｔｏ） 和罗伯

特·米歇尔斯 （Ｒｏ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ｅｌｓ） 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根本不以

为然。大多数社会学家在性格和政治上可能都倾向于自由主义，

埃米尔·迪尔凯姆 （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及更近些时代的Ｒ·Ｋ·默顿

（Ｍｅｒｔｏｎ）、 塔 尔 科 特·帕 森 斯 （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 戈 夫 曼

（ＥｒｖｉｎｇＧｏｆｆｍａｎ） 和拉尔夫·达伦多夫 （Ｒａｌｆ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 等许

多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家都是如此。

目前，在社会学一直很发达的美国，社会学也在经历一个困

难的时期。一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霍罗维兹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最近

出版了 《社会学的瓦解》 一书，他说，在写这本书时，与其说是

感到有必要写还不如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认为，社会学

这门学科渐渐地变得枯燥无味了。最近，有三个社会学系，包括

非常有名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系 （霍罗维兹自己曾经

在那工作过） 都被取消了。耶鲁大学拥有美国最古老的社会学

系，然而学校对它的投入也被砍掉了将近一半。

７０年代以来的２０多年的时间，美国社会学的本科生数量已

经大大地减少了，从１９７３年３６万人的最高记录下降到１９９４年

不到１５万人。然而，霍罗维兹认为，社会学遇见的困难还不仅

仅体现在锐减的学生需求上，更重要的恐怕还与这门学科糟糕的

学术状况有关。他指出，以前的社会学可能与总体的政治立场还

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从６０年代以来，它已经渐渐地与政治联系

在一起了。社会学已经变成了对当前社会表示不满意的人的阵

地，从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到神学解放的支持者等这些特殊利益

群体都聚集在社会学领地上。由于社会学渐渐变成了它的批评者

所说的伪科学，而且还因为一些有名望的注重实证的社会科学家

都流到了其他一些更细的领域，如城市规划、人口统计学、犯罪

学或者法学，社会学渐渐衰弱了。社会学的退化并不意味着社会

研究的瓦解，许多领域的社会研究仍然非常发达；但是，许多社

２ 为社会学辩护



会研究都退化成纯粹的经验研究，再也没有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的指导。社会学所失去的是它为不同分支的社会研究提供统一中

心的能力。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以及其他学校社会学系的关闭已经引起

了激烈的争论，霍罗维兹就是其中的一个。因城市贫困研究而著

名的威尔逊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ｕｌｉｕｓＷｉｌｓｏｎ） 认为，社会学已经与公共事

务问题偏离的太远，并且应该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实际政策问题

上。正如他所指出的，毕竟，随着城市的渐渐衰败以及与过去一

样尖锐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异问题和暴力犯罪问题成为家常便

饭，社会学家几乎不会缺少可以研究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真是不景气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美国特

有的现象还是全世界都如此呢？抑或总像社会学的批评者所宣称

的那样，社会学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个陈腐的笑话：社会学没有一个恰当

的调查研究领域。事实上，正如多数社会学工作者所理解的那

样，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没有其他学科定义得清楚。比如说历史

学，它有自己明显的研究主题，似乎过去就是它的研究主题。但

是，过去包含了任何一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没有清楚

明确的或者限定的研究领域，与社会学一样，由于方法论的争

论，人们对历史学的真正性质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社会学是一门概括性的学科，首先它涉及现代社会或者工业

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动力学问题。不仅

与历史学而且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样，社会学有自己的方法论

策略和方法论问题。社会学涉及的更经验性的问题是非常真实

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最直接地涉及日常生活中与我

们有关的问题，如现代城市的发展、犯罪与惩罚、性别、家庭、

宗教、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等问题。

其实，在当代社会中，社会学的研究和思考总是不可或缺

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诸如社会学是没有启发作用的以及社会

３第一章 为社会学辩护



学就是用某些讨厌的术语武装起来的常识这一类批评的含义。尽

管我们总是可以对某些具体的研究提出质疑，但是人们不能说进

行诸如不同国家离婚问题的比较研究没有任何意义。社会学家对

被证明是有意义而且被多数中立的观察者认为是重要的各种问题

进行研究，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是人们多少了解一些的。

然而，为什么社会学似乎经常研究一些明显是常识的问题，

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更微妙的原因。那就是，社会研究不会而且

不能与它所描述的社会世界分离开来。社会研究形成了今天我们

视为当然的那部分意识。我们都依赖被我们看做是常识以及我们

认为 “每个人都知道” 的那些研究。例如，每个人都知道，今天

社会的离婚率非常高。然而，这种 “明显的知识” 也仍然是通过

常规的社会研究得到的，无论这种社会研究是由政府研究者还是

专业社会学家进行的。

因此，人们认为，对我们的社会存在来说，社会学并不是创

造性的和不重要的，虽然实际上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就是社会学的命运。经验研究、社会学理论

和学说，以及社会学概念都能成为我们日常知识的一部分以至于

形成 “所谓的常识”。例如，今天许多人都会问一个领导是否具

有魅力、讨论道德沦丧问题或者谈论某人的社会地位，所有这些

概念都来源于社会学语言。

很明显，这些说法无助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门专

业学科，自从６０年代社会学的高峰期 （如果那段时间确实就是

社会学的高峰期的话） 以来，它是否就处于一种令人同情的衰弱

甚至消亡的状态中呢？在过去的３０年中，社会学受到很多挑战，

但并不是所有的挑战都是不利的。首先，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

过去，美国社会学占据了全世界社会学的主导地位，但是现在再

也没有那种情况了。尤其是就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而言，重心已经

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特别是转向了欧洲。现在，主要的社会学思

想家不是来自美国，比如说，皮埃尔·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４ 为社会学辩护



卢曼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或者兀里希·贝克 （ＵｌｒｉｃｈＢｅｃｋ）等等。

美国社会学研究群体主要将其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那一小

块土地上，而不了解其他任何地方或者对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兴趣，

这使得它们变得过于专业化。美国社会学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的 “领域”，而且无论这个社会学者的专业方向是什么，它都能有

效地定义其专业方向的特征。迷信数量分析 （Ｑｕａｎｔｏｐｈｒｅｎｉａ）在美

国社会学系中非常普遍。因为许多专业，只要你认为它没有价

值，它就没有意义；至少可以说，这可能是一定程度上缺乏创造

性的结果。

威尔逊建议社会学家从事与公共政策问题直接相关的研究并

加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可能引起的广泛的激烈讨论中去，有大量证

据可以证明他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毕竟，政治领域中出现的许多

问题都是与诸如福利、犯罪或家庭等相关的社会学问题。社会学

工作不仅与特定的政策问题相关，而且能够把握这些政策可能产

生的后果。

将社会学与公共决策问题重新联系在一起并没有阐述清楚上

述提出的关于所谓的社会学的衰弱问题。为什么社会学会解体

呢？霍罗维兹又为什么如此重视呢？社会学是一门没有共同核心

概念的学科吗？它是不是面临分解成毫无联系的不同专业领域的

危险？而且最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学家都已经移居到其他地方了

吗？也许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是否已经失去了它的

锋芒？

如果将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比较，人们就不得不承认，社会

学内部的差异要大得多。在经济学中，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流

派和理论取向，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

成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入门书的基本组成部分。社会学在同样程度

上并不受单一概念体系的束缚。然而，这的确应被看做是一个优

点而不是一个缺点。我认为，这种多样性并没有带来完全的混

乱，相反，它表示了一种必定存在的多元性，尤其当人们研究人

５第一章 为社会学辩护



类社会行为和制度这么复杂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时就更是如此。

一些曾经被社会学吸引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天才学者有移居

其他地方的迹象吗？毫无疑问，在６０年代，有些人从事社会学

研究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学是新潮而流行的；现在，社会学再也

没有了那种声誉。但是，大部分那样的人都可能对学术方面的事

业并不感兴趣。与此问题更相关的可能是影响整个学术界而不仅

仅是社会学的其他一些因素。许多曾经可能从事学术事业的天才

的学者在今天不会再这样做，因为在过去的２０年里，相比较而

言，学术界的报酬已经急剧减少，而且工作条件已经恶化。

然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即英国社会学比以前做得更

好了。例如，如果我们将近年来英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命运相比

较，就会发现这一点。在二战后早期，这个国家以具有世界声誉

的人类学家而自豪；相比较而言，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著名的

社会学家。

然而，现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颠倒过来了。如果说目

前也还有人类学家的话，那也很少有人能够与前述人类学家所取

得的成就相媲美。但是，英国社会学现在却有许多具有世界声誉

的社 会 学 家，如Ｊｏｈｎ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ＳｔｅｖｅｎＬｕｋｅｓ、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ｌｌ、

ＭｉｃｈｅｌｅＢａｒｒｅｔｔ、ＲａｙＰａｈｌ、ＪａｎｅｔＷｏｌｆｆ和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ｎ。

更重要的是，从纯粹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英国社会学并没有

像美国一样在走下坡路。高级社会学并没有衰弱，而是非常流行

并且繁荣发展。在大学招收的学生中，与其他专业相比较，社会

学专业至少是稳定的。

社会学的花园中并不总是一片好看的玫瑰红色，尽管过去可

能是这样。从７０年代以来，对社会研究的资助已经锐减了；人

们对实证工作也没有一种衡量的标准。但是，如果人们拓宽一下

自己的视野并且回到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就很

难说社会学是落后的。今天，在整个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的争

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多数问题都引进了社会学的内容。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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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后工业和信息社会、全球化、日常生活变革、性别与

性、工作和家庭性质的变迁、“底层阶级” 以及种族问题的争论

中，社会学者领导着潮流。

你仍然可能会问：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我

要说，社会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些必定是调查或者经验

研究工作，但有一些必定是理论工作。社会学不仅仅要发展学术

本身，而且社会学思考对于我们把握重构今天生活的社会因素也

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活已经变得分散而多元，充满了许多新的

不确定因素，这时，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社会就成了社会学创造

性思维的事情了。关于这一点，威尔逊的看法自然非常重要：

社会学家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那些改变社会生活的

变迁的实际意义及其政策决策方面。然而，如果社会学还不关

注它的大问题，那么，社会学的确会变得越来越沉闷，而且很

有可能瓦解。

当新自由主义随着正统社会主义消失殆尽之时，社会学应该

重新磨一磨自己的刀刃。有些亘古的问题，我们需要新答案，而

有一些问题本身就是新产生的。与以前的时代一样，要想解决这

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需要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像力这剂良

药。社会学家们，请不要灰心失望！你仍然可以赢得一个世界或

者至少可以说明和解释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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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活在后传统社会

就像社会世界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样，我们今天的社会科

学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２０００年不仅仅是一个世纪的结

束而且是一个千年的结束：这种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而且完全武断

的事物 （它只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而已） 却有那样一种具体

化的力量，以至于它将我们牢牢地束缚住了。２０世纪末已经被

普遍认为是迷失了方向，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所有与结束

有关的话题，如现代性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都只是对它们的简

单体现。毫无疑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事实。然而，这当

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处在明显的转型时期，这里的 “我们”

不仅指西方而是指全世界。

在这篇文章中，我谈的是后传统社会的出现问题。乍一看，

后传统社会这个阶段似乎挺奇怪的。几乎所有的定义都认为，现

代性总是与传统相对立的；难道现代社会一直都不是 “后传统”

的吗？从我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至少不是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

的后传统社会。从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来看，现代性在消解传

统的同时重构了传统本身。在西方社会，传统的维续与重构对权

力的合法化至关重要，对国家能够强制相对被动的 “主体” 这个

意义上的权力的合法化更是尤其重要。传统就是指社会生活的某

些重要方面———家庭和性认同就是相当重要的方面———停滞不

变，就 “激进的启蒙运动” 来说，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被触及。

尤为重要的是，只要 “现代的” 依然只意味着 “西方的”，

那么，传统在现代性范围内所产生的持续的影响就仍然不明显。

今天，由于现代性在全球的普遍化，它已经被迫 “苏醒过来”。

尽管再也没有了还未考察的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霸权基础，但

是，现代性的规则与社会形式仍然有待仔细研究。

变革的规则

社会科学的新任务涉及两个直接相关的变革领域。每一个都

对应于不同的变迁过程，它们随着现代性的早期发展而出现，而

且在当代已经变得尤为剧烈。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过程而普遍化

的现代制度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另一方面，与制度变迁直接相

关的是观念变迁过程，观念变迁可以被看做是现代性的激进变

化。这些变迁都是传统的消除过程，也就是传统的发掘与问题化

过程。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地方性活动受到遥远地

方的事件和机构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至少

在粗略的水平上，人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一现象。例如，正如马

克思和其他许多人证明的那样，多少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

有强烈地扩张倾向。然而，从一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

４０年里，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已经开始改变。它已经变得更倾

向于无中心，以及越来越无所不包了。当然，总体倾向是趋于越

来越大的相互依赖。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说，世界生产已经有了大

幅度地增加，虽然也伴随着各种波动和低迷时期；而且世界贸易

（一个体现相互联系的更好的指标） 甚至增长得更多。服务业和

金融领域的 “无形贸易” 增长得最多。

事情的另一方面总是不太清楚。其实，今天我们个人的日常

行为也与全球性相伴而生的。例如，我做出购买某一件衣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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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种食物的决定总是有多方面的全球性意义，它不仅影响到生

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人的生活，而且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

而这种生态的退化本身会对整个人类产生潜在的后果。日常决定

与全球性的后果之间的这种特殊，以及仍然在不断增加的联系和

全球秩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形成了今天新的议事日程的重要主

题。这其中的联系常常非常紧密，各种中介的集体和群体包括国

家在内也因此而没有消失；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倾向于重新

调整或者重组。

启蒙运动思想家及它们的追随者认为，掌握越来越多的有关

社会与自然界的信息将导致人们对它们越来越多的控制。许多人

认为，这种控制是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关键；整个人类越是处于一

种积极创造历史的位置，我们就越能够引导历史朝我们的理想前

进。甚至越来越多的悲观的观察家也将知识与控制这二者联系在

一起。马克斯·韦伯的 “如钢的牢笼” 就是一座技术知识的监狱，

他认为，在这个牢笼中，人类注定是为了可预见的将来而活着

的；要改变这个说法，我们都将成为技术理性和官僚理性这个庞

大机器上的小轮齿。然而，想象无法捕获这个高度现代化的世

界，这个世界比任何想象的图景都要不确定和易变得多，而这恰

恰是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关于我们自身，以及这个物质环境的知

识造成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同时存在的世界。

我们越是努力去开拓将来，我们就越可能会大吃一惊。这就

是为什么风险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

念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首先它似乎只是基础计算方法的一部

分，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确定被触及的将来之界限的方式。这种

形式的风险就是保险公司业务的一个统计部分；这种风险计算方

法似乎标志着成功地使将来处于被控制之中。

这是一个很多事物都处于 “给定” 状态下的世界中的风险，

其中包括外部自然界，以及那些受传统影响而被调整的社会生活

形式等。当自然界被人类的社会化所渗透甚至因此 “终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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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传统也完全消解时，不可预测性和不可计算性的新类型就会出

现。例如，全球变暖就是这样。许多专家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形

成，而且这些专家可能是正确的。然而，这个假设受到一些人的

怀疑，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的确只有一种趋势的话，真正的趋势

恰恰是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是在朝全球气候变冷的

方向转变。也许，大多数较为肯定的说法只能是，我们不能肯定

全球变暖没有发生。然而，这样一个条件性的结论产生的不是对

风险的精确计算，而是出现一系列的 “情况” ———其可能性的大

小将受到确信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并据此采取行动的人数的多少的

影响。在社会领域中，制度性的反思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情况” 的复杂性甚至越来越明显了。

因此，从全球层次来说，现代化已经变成了试验性的。无论

愿意与否，我们都要加入到这场宏伟的试验中，作为能动的主

体，我们在这个时候所做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我们的控制。

这不是一个实验室意义上的试验，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在给定参数

的情况下将得到的结果，这更像是一次危险的冒险活动，无论我

们喜欢与否，每个人都不得不参加这次冒险活动。

现代化这场宏伟的试验充斥着全球性的冒险，它根本不是启

蒙运动的先驱们在谈论与传统做斗争的重要性时所想要做的事

情。社会领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有意识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自

然界也依照人类想象的方式被塑造，但是，至少在某些领域，这

些环境已经产生了比以前更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性的现代化试验与现代制度渗入日常生活细胞的过程相

互交叉，并影响着这个渗透过程，正如这个渗透过程也对这场试

验产生影响一样。不仅仅是地方社区，而且具有隐私特征的个人

生活与自我都与不确定的时空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都加入

到这种日常的试验中，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试验的结果与

对整个人类产生影响的结果一样都是不确定的。日常试验反映了

传统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全球层次的试验也是如此，在引入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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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系统的影响下，它们应该被认为处在专门技术的替代和重新被

使用的环境中。从 “技术” 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来说，科学技术

在形成物质技术和专门社会技术知识的过程中起着最主要的作

用。

日常试验涉及一些与自我和认同有关的非常基本的问题，同

时还涉及日常生活的许多变化与适应。贝克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Ｂａｋｅｒ）

的小说 《包厢》（ＴｈｅＭｅｚｚａｎｉｎｅ） 就记述了一些这样的变化。这

本书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一个人对其生活环境发生的一些小变化的

思考，以及他对此做出的反映。它揭示了与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更

大的全球背景有关的侵入、调整和再调整这些感受。

下面以冰块盒为例：

冰箱里制冰块的盒子还有一段历史可以说。最早的冰块

盒就像一只装有隔板的铝做的平底驳船，有一个类似刹车一

样的柄联结着———这是一个糟糕的设计方案；要使冰块与金

属盒分开，你就不得不把金属盒放在温水中。我记得我见过

别人用这种东西，但我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然后不知什么时

候就突然有了塑料的和橡胶的 “冰块盒”，这种盒子才叫真

正的模具，而且有很多种不同的样式———有些可以制作非常

小的冰块，有些可以制作很大的冰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们渐渐知道了许多细节的问题，例如，在将一个一个的小格

子分离开来的内壁上设计一些小槽使得水可以自己达到水

平，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将冰块盒直接放在水龙头底下，

迅速地将水注满每一个格子，感觉就像在吹口琴，或者，人

们也可以将水龙头轻轻地拧开一点，使得水流非常小，然后

让水进到一个一个的格子中，渐渐地注满整个盒子。在整个

盒子被冰冻了以后，每个格子之间的小槽是非常有用的；当

你扭动这个盒子时，小冰块就能受力，这样你用手指轻轻地

一钩，就可以有选择地一次取出一个冰块。如果因为小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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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没有达到小槽的高度而使你无法抠住小槽形成的冰，

那么，你就要用手挡住其他的小格子，将盒子翻转过来，这

样，那个你需要的小冰块就会掉下来。或者你也可以随便拧

所有的格子，然后就可以像你在用一个平底锅煎鸡蛋饼一样

地上下翻转它们。这些冰块就会上下跳动，而大多数会掉回

原来的位置；但是那些最松的冰块会跳得更高并且经常不规

则地掉下来———这些你就可以加在你的饮料中了。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技术问题，而是日常生活

的更深刻的变革过程。传统似乎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但这种看

法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将要看见的那样。

对肉食的蔑视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昆人 （ＫｕｎｇＳａｎ） 中间，如果一个猎人

进行了一次成功地狩猎，无论猎物有多么丰富，这个社区的其他

人仍然会蔑视他的杀生行为。猎人带回来的肉总是由整个社区分

享，但是社区的人并不会兴奋地眼睛发光，一次成功的狩猎总是

受到那里的人们的冷落或者蔑视。

在评价猎人的狩猎技术时，猎人自己也应该表现出谦虚，对

自己的功劳要轻描淡写。其中的一个人这样说：

如果一个人一直从事打猎，他回家时就不能吹牛地说，

“我在灌木丛中抓住了一只大的猎物！” 他必须首先安静地坐

下来，直到我或者其他人走到他的火堆旁边问，“今天你看

见了什么？” 他会平静地回答说，“唉，我一点也不擅长打

猎。我根本什么也没看见⋯⋯可能就见到了一只很小的动

物。” 然后我就会对自己笑笑，因为我知道他打到了一只大

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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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第二天全体人员都出去取猎物和分猎物的时候，人

们也得表现出谦虚和强烈反对。当运输猎物的人回到村庄时，他

们就大声地说猎人的无能，并表示他们对猎人非常失望：

你难道想把我们弄到这里来让我们把这一堆骨头运回家

吗？哦，如果我早知道是这么瘦的一个猎物，我就不会来

了。你想想，我放弃了美好的一天来到这里。我们在家的时

候可能会挨饿，但是，至少我们有很好的凉水可以喝。

这种交换是一种仪式，而且遵循早已建好的规则。这种交换

与该社会中其他形式的交换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乍一看，对肉

食的蔑视似乎是从潜在的功能角度进行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解释。

就是这些传统促进了 “传统文化” 的解释，它们从团结的功能概

念的角度来理解 “传统”。如果这些概念是有效的，传统基本上

就可以被看做是自然的仪式和习惯，它们对简单社会的内聚力是

必不可少的。然而，这种观点却不能解释该社会中的这种现象。

当然，对于该社会对肉的蔑视这种现象可以从功能的角度进行解

释：尽管它也会导致冲突；但是，它仍然可以被看做是维持该社

会中 （男性社会） 的平均主义的一种方式。如果最好的猎人受到

尊敬或者得到报酬，那么，猎人就可能傲慢自大并因此可能形成

一个阶层；而这种仪式化的贬低却起到了抑制猎人的傲慢自大并

阻碍那种阶层的形成的作用。

然而，这种 “功能” 因素实际上并不以机械的方式起作用

（它也不能以这种方式发生作用）。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都非常

清楚事情是怎么回事。因此，正如该社会中的一名巫医给一位前

去考察的人类学家所说的，当一个人打了很多猎物时，他就倾向

于将自己看做是首领，而将其他人看做低他一等。这是人们无法

接受的；因此，我们总是说他的猎物一文不值。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使他头脑冷静并使他表现得温文尔雅。传统就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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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和习惯，而且与社会团结有着联系；但是，传统并不是机械

地遵循以不加怀疑的态度接受规则的。

为了把握生活在后传统社会的含义，我们不得不考虑两个

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传统以及 “传统社会” 的属性是什么？在

社会学中，由于传统和传统社会一直衬托出人们对现代性的极

大关注；而在人类学中，传统概念的主要含义之一，即循环和

重复已经如此经常地与凝聚力结合在一起，因此，大多数人已

经不加检验地使用了这两个概念。正如传统所表现的那样，它

就是将前现代社会秩序粘合在一起的那个粘合剂；但是，一旦

人们抛弃功能主义，那么就再也不清楚是什么使得这个粘合剂

具有了粘合性。循环往复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必

定的联系，而且传统的循环特征就成了必须得到解释而不是被

假定的概念了。

循环往复意味着时间的流逝———有人说重复就是时间本身，

而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对时间的控制。也许可以说，传统就是

对过去的定位，比如说，过去对现在有着重要的影响，或者更确

切地说，过去对现在将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很清楚，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传统也是有关将来的，因为已经建立的风俗习惯被作

为组织未来的时间的一种方式而被利用。为了形成将来这个概

念，我们没有必要将未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划分出来。当用

过去来推想将来的时候，循环往复就使将来变成过去。

爱德华·西尔斯指出，传统总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总有一

种被认为具有持久性的传统观念的东西；如果它是传统的，那

么，一种信仰或风俗习惯总具有某种完整性和持续性以抵制变化

的发生。传统具有一种类似有机生物的特征：它们发展并成熟或

者削弱和 “死亡”。因此，在将什么定义为传统时，传统的完整

性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或真实性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比传统持续多长时间要

更为重要。这是非常明显的：只是在出现了文字的社会里———这

样的社会因此而变得不太 “传统”，我们通常才有证据表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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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期。人类学家几乎总是将口述文化

（ｏｒ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看做是高度传统的；但是，从这种情况的本质来

看，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证明，他们观察到的 “传统的风俗习

惯” 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了。例如，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昆人社

会对肉的蔑视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存在了多久。

我是这 样 理 解 “传 统” 的：传 统 与 记 忆，尤 其 与 莫 利 斯

（Ｍａｕｒｉｃｅ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 所提出的 “集体记忆” 息息相关；传统涉

及仪式和风俗；它与我所说的 “形式化的真理概念”（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ｕｔｈ） 有着密切关系；传统有自己的 “护卫士”；而

且，与习俗不同，传统具有包含道德和情感内容的粘合的力

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传统一样，记忆也是指将与现在相关

的过去组织起来。莫利斯指出，我们可能会认为，记忆的保存只

是由无意识的精神状态的存在而形成的。储存在大脑中的痕迹使

得这些精神状态变成所谓的意识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

“过去陷于毁灭”，但 “只是表面上消失了”，因为它继续存在于

无意识之中。

但莫利斯并不这样认为；过去没有被保存下来而是继续在现

在基础上被重构。这种重构部分是个体的，但从根本上说，它是

社会的或者集体的。莫利斯在丰满他的这个观点的过程中，对梦

进行了一种很有意识的分析。梦实际上就意味着没有对社会架构

进行组织———它由不连续的片断和奇异的秩序组成。做梦的时

候，图像就作为 “原材料” 被保存下来，它们之间相互形成奇怪

的组合。

因此，记忆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过程，不能只把它与回忆或回

想看成是一样的。我们不断地在脑海中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

过去存在的状态，而且这种重复使得我们的经历具有连续性。在

口述文化中，如果说老人是传统的储存库 （也是传统的护卫士），

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在更早的时期吸收了文化，

６１ 为社会学辩护



而且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识别和确定这些传统与他们

那个时代的其他传统的互动过程中的细节，并将这些传统言传给

年轻人。因此，我们说，传统是集体记忆的组织中介。私有的传

统 与 私 有 的 语 言 一 样 都 不 可 能 存 在。 传 统 的 “完 整 性”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不仅来源于过去的简单的存在事实；而且来源于持续

性的解释 “工作”。这些解释工作往往被用来确定连接现在与过

去的链条。

通常，传统涉及仪式与习惯。为什么呢？传统的仪式方面可

能被认为只具有类似 “无头脑的” 机器人的部分特征。但是，如

果我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话，那么，传统就一定

是能动的和解释性的。人们可能会提出，仪式和习惯对社会构架

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构架赋予传统以完整性；仪式是使传统得以

保存的一种实践方式。正如莫利斯所坚持认为的，集体记忆适合

于社会实践。如果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记忆和梦之间的对照差异

而且考虑到 “中间状态的”（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白日梦或幻想行为，我

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做梦意味着一个人从日常生活的

要求中放松下来，使得头脑可以任意漫游。与实践的连续性形成

对照的是将今天的活动与昨天的活动，以及将现在的活动与去年

的活动联系起来的东西。仪式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过去的连

续性重构与当前的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仪式使得传统陷入实践中，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仪

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倾向于与日常活动中注重实效的事物分离

开来。对肉的蔑视就是一种仪式化了的程序，而且被参与者理解

为就是这样。这种仪式化的蔑视与真正的蔑视的不同，因为它不

代表什么含义；它是一种语言的 “非表达性的” 使用方式。仪式

所具有的这种 “分离性的” 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仪

式信仰、实践及其目标等得到一种更世俗的努力所可能缺乏的暂

时的独立性 （ａ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像传统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仪式必须是可以被解释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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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解释通常不被普通的个人所掌握。在这里，我们不得不

在保护传统的护卫士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与这些传统所包含或者所揭示

的真理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传统涉及 “形式化真理”，只有某些

人能够完全理解。形式化真理依赖的不是语言的指示性特征，而

是其相反的特征；仪式语言是表演性的，而且有时候包含说话者

或者听者几乎无法理解的话或行为。仪式用语因为它具有形式化

性质而因此成为一种真理的机制。仪式语言使得它的反对者或对

立者变得毫无意义，并因此而成为一种减少持不同意见的可能性

的有力方式。这一点对于仪式语言的最引人注目的特性来说肯定

是至关重要的。

形式化真理可以归因于仪式的因果效应。真理标准可以被应

用于具有因果效应的事件；而不适用于陈述的命题或论断。如果

说，护卫士就是那些老人、巫医、术士或者宗教人员，那么，他

们对传统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因果力量

的中介或者基本的中间人。他们与神秘的事情打交道，但是他们

的神秘的技巧更多地来自于他们潜心于传统的因果力量，而不是

来自于他们掌握了神秘深奥的知识。在昆人中间，老人是这个群

体中最主要的保护传统的护卫士。对肉的蔑视可以从它对这个集

体产生的后果的角度得到 “理性的理解”；但是，这个仪式所具

有的说服性的力量来自于它与其他仪式和信仰之间的联系 （这些

仪式和信仰或者由老人或者由专门的宗教人士控制）。

传统的护卫士与现代社会中的专家似乎具有同等的含义，他

们都是抽象体系的提供者，他们所提供的抽象体系对贝克所记述

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

护卫士不是专家，而且他们所能理解的神秘特性也无法传给他们

之外的人。正如帕斯卡·博尔 （ＰａｓｃａｌＢｏｙｅｒ） 所说的，一个传统

的专家并不是一个在他或她的头脑中储存着足够多的现实图景的

人，而是这样一些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意见可能直接被所

说的现实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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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秩序中的地位而不是 “能力” 是护卫士的最主要特征。

专家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有可能对普通人来说是神秘的；但是，

原则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获得这种知识而且这些技能是他或她所

要努力达到的。

最后，所有传统都含有标准化的或者道德的内容，这使得它

们具有一种联合特性。他们的道德与以下解释过程有着密切的关

系：这种解释是以过去与现在相互联系的方式来进行的。传统不

仅代表一个社会 “所做的”，而且体现 “应该做的”。当然，我们

并不能由此得出以下结论：标准的传统内容一定能被清楚详细地

说出。通常，它们都不能被详细描述：它们只是在护卫士的活动

范围内得到解释。传统有它自己的影响力，这一点可以被推断出

来，因为传统的道德特征为那些坚持传统的人提供了一种安全存

在的方式。传统的精神支柱是情感。通常来说，传统中存在很深

的情感投入，尽管这种投入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它们的产生

机制 就 是 由 传 统 的 行 动 和 信 念 模 式 所 提 供 的 对 焦 虑 的 控 制

（ａｎｘｉｅ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笔墨来讲传统的初始概念，然而，“什么

是传统社会” 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在后面我还要回

到这个问题上来，但在这里我并不想详细讨论它。一个传统社会

必定是这样一个社会，即在这个社会中，传统占据着主导地位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但是实际上几乎不是这样。人们可能

会说，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传统，那么传统仍然非常明显。大多

数较小的社会似乎并没有 “传统” 这样一个专门的词，而且也不

难看出这是为什么：传统太普遍了以至于很难将它与其他的态度

或行为区分开来。这种情况可能主要是口头文化社会的主要特

征。很明显，口头文化社会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如果没

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的宣传者，交流和沟通就无法进行；这种情况

当然有助于形式真理的产生。文字的出现产生了解释学：最初，

“解释” 主要是根据 《圣经》 进行的；现在，“解释” 具有了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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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传统渐渐被看做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然而，所有的

前现代文明都经历过这样或那样一种文明。

如果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即 “现代社会是以什么方式转

变成去传统化的 （ｄ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最明

显的方法就是看一看符号和仪式的具体形式并分析一下它们在形

成 “传统” 中所起作用的程度。然而，我将推迟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而现在我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我的讨论进行重新定

位。传统就是重复，而且它认定一种与普通的 “理性探寻” 相对

立的真理，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传统与强迫性心理状态有着某种

共同的东西。

类似神经症的重复：成瘾问题

强迫症问题引发了现代心理疗法。下面是一本自助性的应用

疗法的书的开头。在讲述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时，它说，“这就是

一种录制和复制” ———在我们目前的活动中，我们总是不断地

（通常以一种不自觉地方式） 回顾过去。过去对现在造成的影响

首先是一个情感问题，也就是一种 “情绪” 问题。

其原因同时存在于两个 “地方”。你与某人可以从身体

上同时处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你的思绪可能已经到几千里

外或者很多年前。在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关系中，其中存在的

问题之一就是 “某种东西” 可以使我们与现在分离开来从而

使得我们并没有和我们真正在一起的人处在一起。

这些被保留下来的经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情感都有利于

它们在今天以一种类似于其发生时的生动的形式重新表现出

来，而且它们提供了决定今天事情本质的许多资料。现在的

事件可以重复以前的经历，我们不仅仅记住了当时的感觉，

而且我们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感觉。我们不仅记住了过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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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够重新体验它。我们竟然回到了当时！我们重新体验的

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记住的。

所谓强迫症，从其最主要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人们无法从过

去中摆脱出来。一个相信他或她自己是自主的人就能够从神秘的

命运中摆脱出来。命运的概念总是与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弗洛伊德全神贯注关心命运，这并不令人吃惊。他认为，

“俄狄浦斯”（ｏｅｄｉｐｕｓ）。

是命运的悲剧。它的悲剧性影响取决于全能的神的意志

和受到灾难威胁的人类的徒然努力之间的矛盾。对神的意志

的顺从以及对人的微不足道的感觉是深受感动的观众应该从

中吸取的教训。

他继续说，“神谕降临给我们相同的灾难”，但是，我们有可

能逃避它。从弗洛伊德开始，现代地位的两难困境已经被普遍认

为是克服附加给我们早期生活的 “安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当然，弗洛伊德非常关注梦，即 “通往无意识的神圣之路”。

从弗洛伊德的梦理论本身的角度来说，其理论可能有效也可能是

无效的；但是，考虑一下它与莫利斯的观点之间的关系还是值得

的。对莫利斯和弗洛伊德来说，梦就是对行动的社会环境的记

忆。现在让我来对这种观点赋予历史意义。弗洛伊德写作的时期

是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开始摇摇欲坠之时。传

统提供了一个将记忆痕迹整合成一个完整连贯的记忆的稳定框

架。人们可以推测，当传统消解时，“记忆痕迹” 更加裸露地留

下来；而且在对社会规范的认同及其意义的建构方面也留下了更

多的问题。从那时起，传统提供的对过去的重构变成了一种更加

特殊的个人责任，甚至成了一种苛求。

作为一个优秀的内科医生，弗洛伊德开始治疗精神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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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真正发现的却是人们对正在消解的传统文化的情感回

流。启蒙哲学实际上已经阐述了现代文明的情感生活，而且现代

文明的情感生活非常不同于那些对产生现代性效果如此重要的科

学和技术努力。科学，更概括地说是 “理智” 将取代传统和习俗

中推测性的不加思考的规则。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证

明：感知性的见解确实被大规模地彻底改造。然而，对传统的情

感改造却或多或少地被遗留下来而未被触动。

当然，弗洛伊德的思想能够从启蒙的角度得到理解。从这个

角度来说，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在于他发现了类似于现代性的社会

制度的心理的 “发展轨迹”。无意识的 “教义” 可能被诚实的自

我意识所化解和取代；用弗洛伊德的著名的可能也是臭名昭著的

词来说，“凡是有本能冲动的地方，自我就应该在”。那些对启蒙

观点持怀疑态度的人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他们

认为，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了，现代文明从来不能战胜那些潜伏

在无意识中的隐秘的力量。实际上，弗洛伊德关于智力发展的观

点随着他自己职业生涯的进展，而从第一种观点转向第二种观点。

然而，也许在这些观点中，最有效地看待事情的方法一种也

没有。弗洛伊德涉及的是社会秩序而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秩序；他

关注社会普遍的信仰和行动。他认为，传统正开始转变成一种强

迫，这种传统实际上直接影响了自我认同。正是强迫而不是无意

识成了现代性 “认知革命” 的另一方面。

弗洛伊德的具体调查研究以及治疗过程集中关注以身体作为

中介的女性情感问题。然而，现代性中隐藏起来的强迫症在公共

领域中也是很明显的，虽然方式有所不同。如果说，韦伯对新教

伦理的讨论不是对现代性的令人困扰的本质进行的分析，那会是

什么呢？当然，女性的情感痛苦问题在韦伯的研究中没有一席之

地，他也没有研究具有敬业精神的企业家的私人生活和性生活。

就好像这些事情与企业家的行为和动机没有任何关系似的：这种

概念上的分离反映了男人和女人生活中真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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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著作相当明确地涉及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尽管他

没有用这样的术语来表述它们。像其他的传统活动一样，宗教信

仰和宗教实践也倾向于将道德与情感混淆起来。正如韦伯阐明

的，它们都有足够的明显的动机基础。正如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理

解传统社会中积累财富的欲望 （通常它能培养出不同的特权） 一

样，我们也能够理解宗教禁欲主义以及由它带来的特性。例如，

印度教的苦行修道者致力于战胜世俗世界的痛苦并进入宗教虔诚

的状态。

企业家的禁欲主义没有那么明显的起因，即使有那么明显，

它也是受到热情和信念的激发。韦伯认为，对不是现代的观察者

来说，资本家的看法是 “如此不可理解和神秘，是如此不足取和

可鄙。任何人都应该能够使带着大堆的金钱和东西进入坟墓成为

他生活和工作的惟一目的，只有当它作为一种不正当的本能

（ｔｈｅａｕｒｉｓａｃｒａｆａｍｅｓ） 的产物时，这对他来说似乎才是可以理解

的。”尽管韦伯澄清了由资本主义精神所带来的知识分子问题，

但是，他自己对此持有一种类似于轻蔑的态度。一旦企业家履行

的天职 “不能直接与最高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相联系”，而且不

是纯粹经济约束的结果，那么，“个人通常都会放弃证明其为合

理的努力”。接下来还引用了歌德的一句名言：“没有精神的专家

就像没有感情的感觉主义者；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可以设想它永

远也不能达到一种文明的水平。”

从韦伯的观点来看，“经济传统主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具有前现代文明中的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特征。“经济传统主义”

通常将物质目标看做是一种合法的动机，但总是将其建立在一种

普遍的道德基础上，而且通常包含一种无节制的观念。路德教派

和各种清教主义都是如此。例如，路德将工作理解为一种传统主

义方式的天职，理解为由上帝控制的事物的客观的历史秩序。对

神的坚定不移的追求已经成了许多宗教的一部分，但是，路德教

派却对具有非僧侣性的天主教教义特征的日常生活保留较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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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清教主义也受到更大的驱使。这与大多数传统主义形式

是相对立的，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宗教领域的仪式；它与

各种感官文化 （ｓｅｎｓｕｏｕ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也是对立的。

将韦伯对清教禁欲主义的讨论和心理压抑联系起来是非常有

意识的，而且实际上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作为一种经济体制，

清教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似乎可能将克己最大化了。从企业家角度

来说，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毕竟伴随着节俭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享乐

主义的担心。实际上，一些评论家认为，在过去的３００多年里，

现代制度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纪律和压抑占主导

地位为标志的，而伴随享乐主义高潮出现的第二阶段也许是与消

费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

式来理解韦伯著作的含义。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与其说是克己的

伦理，还不如说是动机性的强迫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ｒｇｅｎｃｙ），从而完

全丢掉了将奋斗和道德联系起来的传统框架。

因此可以说，一旦传统的宗教伦理被抛弃，资本家就根本不

知道他或者其他人做这种无穷无尽的单调工作的意义，而只知道

无穷无尽的重复了。然而，这却是一种积极的动机，成功带来快

乐而不是痛苦。正如企业家的努力不同于 “经济传统主义” 一

样，享乐主义不同于以这种方式享受的快乐。换句话说，从定义

上来讲，它也是太令人困扰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与韦伯所关注的

特征比与乍一看的情形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的原因。

现代性的强制性：这是什么意思，它的含义又是什么？尽管

这之间的联系也需要更详细地阐述清楚，但是，在这里，我们要

像弗洛伊德一样来谈谈人们对重复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的情感冲动，这

种情感冲动要么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要么几乎不被所涉及

的个体理解。过去继续存在，而没有以传统的模式被积极地改

造，它倾 向 于 以 一 种 准 因 果 的 方 式 支 配 着 行 动。当 强 迫 性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被社会性地普及时，它实际上就成了没有传统

主义的传统：重复就自动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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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谈到了强迫性冲动；今天我们更通常地说的是成瘾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ｓ）。术语的差异是重要的，而且这有助于说清楚争论

的关键。下面我们对节食者与韦伯所说的企业家做一比较。它们

都受这种世俗的禁欲主义的驱使。然而，节食被看做是一种病，

而且 （至少目前） 主要集中在年轻女性中间。乍一看将节食看做

是一种瘾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克制的形

式而不是表现为 “沉迷于” 带来快乐的物质享受。然而，就是在

这点上，它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任何差别，与享乐主义的关系也

同样如此。在一个人能够沉迷于某种东西 （不仅仅包括毒品、酒

和咖啡，而且也包括工作、锻炼、体育运动、看电影、性或者爱

情） 的世界里，节食也是一种与食物相关的成瘾。

可以说，成瘾 “是一种我们认为必定是无所事事的东西。”

人们还可以说，它就是失去了与传统的 “真理” 之间的联系的

重复；被涉及的个体并不清楚它是怎样产生的。因此，酗酒者

通常隐藏他们的酒瘾，甚至对他们最亲近的人也保密，否认他

们自己有酒瘾。上面提到的作者 （一位临床医学家） 认为，瘾

“使得我们不触及自己 （我们的感情、道德、意识———我们的生

活过程）”；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也往往很麻烦而不可以自

由进入。对食物或化学药品的 “消化成瘾”（ｉｎｇｅｓｔｉｖ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可能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但是，瘾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

和心理现象而不是一种生理现象。因此，在酒精中毒中，一种

众所周知的综合症就是 “干醉者”（ｔｈｅｄｒｙｄｒｕｎｋ） 所表现出来

的症状，他表现出酗酒者的大部分特征；但是，他并没有消费

酒精。在放弃喝酒以后，许多人的行为模式变得比以前更具有

强迫性。

为什么将瘾和传统并列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

想集中讨论现代性的强迫性特征，这一点在后面还将涉及；另外

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成瘾问题为描述后传统秩

序的特征提供了一种最原初的阐释。在前现代社会，传统与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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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常规化是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比较之下，在后传统

社会，除非常规化能够适合能动的制度调整过程，否则，常规化

就成了一句空话。人们今天做昨天所做的事情从逻辑上和道德上

都说不通；然而，这些事情恰恰是传统的本质和精髓所在。今天

我们能够沉溺于任何事情 （生活方式的任何方面） 这一事实表明

了传统的消解是全面的。成瘾的过程是前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特征，但是，它也是社会的去传统化过程的一个 “否定

指标”。

家庭和婚姻咨询顾问有时使用 “家谱”（ｇｅｎｏｇｒａｍ） 来帮助

人们友好相处或者相互分离。家谱非常类似于人类学家描绘的传

统文化中的血统，只是家谱更关注情感方面。家谱往回追述婚姻

伴侣的情感问题，深入到父母一代以及祖父母一代。按照推测，

我们可以根据家谱看出现在的个体是如何重复前几代人的感情生

活的，而且家谱也应该提供了成功摆脱这种 “遗传”（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的可能性。

一位临床医学家描述了对家谱的认识，他说，“我明白了过

去是如何坚持不懈地在现在中寻找它的表述方法的。” 过去与现

在之间涉及的联系大多数还是情感的和无意识的。下面我们举玛

吉·斯加夫 （ＭａｇｇｉｅＳｃａｒｆ） 所描述的汤姆和罗拉夫妇为例。斯加

夫首先问了什么使他俩相互吸引并开始为这对夫妇建一个家谱。

汤姆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而且他认为，他的这种自我满足是

罗拉最初发现他有吸引力的方面之一。然而，在相互关系方面，

罗拉更强调 “诚实”、“开朗”、“使自己多愁善感” 等。斯加夫

说，“他们相互之间似乎已经在对方那里找到了他或她自己内在

缺乏的某些东西。” 他们相互都无意识地认识到需要对方的补充，

一个需要感情交流，另一个需要思想的独立。

由家庭分析所揭示出来的重复通常都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例

如，一个女孩受到酒鬼父亲的影响而被抚养长大，她所结婚的那

个男子结果也将证明是一个酒鬼，之后她也许会与他离婚，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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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重复了一种类似的模式。更通常地说，“与另一个人生活在

一起的模式” 重复了孩提时代的家庭环境所延传下来的模式。正

如在传统的环境里，这不是一个消极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过

程，虽然主要是无意识的活动。斯加夫观察到：

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较小的程度上，当我们获得成年

人的地位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忘记我们孩提时代发

生的事情。在选择配偶以及被别人选择的过程中，以及后来

在描述我们分手以及我们在一起共同创造的过去的生活时，

我们会受到我们早期生活中看见的以及了解到的人和继续存

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人的生活模式的影响。当然，处在同一亲

密关系中的人可能还有其他的选择和其他的方法；但是，这

一事实通常不会发生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认识不到我们是

在这样一个体系范围内活动，即我们在主观上已经接受了我

们最初的家庭生活模式。我们已经知道的似乎就是 “这个世

界的存在方式”；它就是现实本身。

重复是一种生活在 “我们知道的惟一世界” 中的一种方式，

是一种避免使自己受到 “外来的” 价值观或生活模式影响的手

段。罗拉的父母以前各自都结过婚，但是，直到她快到２０岁时

才知道这一点。这一发现使她非常震惊；她觉得他们以前欺骗了

她。尽管她在表面上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是她内心却有所保

留。在她与丈夫的关系中，她好像需要完全的接近，但实际上他

们却有一种无意识的 “安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当她向接近丈夫

迈进一步的时候，她的丈夫就会做出要求自主的反映。她依靠她

的丈夫来保持他们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距离，同时，她以一种她的

丈夫不能做到的公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她的丈夫明白，

他也像她一样需要在感情上接近她，因为他在感情上好像是自我

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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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他们的父母及其祖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清楚

地看到类似的共生形式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东西。罗拉和汤姆都

有年龄相当大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在４０岁的时候才生了他们。

他们的父母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煎熬。这些特征也同样可以追述

到他们父辈的更上一代。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在他们这一代倒

是 “颠倒了” 过来，但是其他方面却相同地延续下来。汤姆的母

亲在他的家庭中是一个非常抑郁的人，而在罗拉这边，他的父亲

是这样一个抑郁的人。在汤姆家，他的父母之间的冲突或依恋都

不是公开的，汤姆在他的家中成了一个 “外向” 和 “循规蹈矩

的” 人；而在罗拉家庭生活中，她却需要表达被转移到她身上的

情感。

在这里，我并不关注这位临床医学家对这对夫妇之间的关系

的分析有多么清晰，甚至也不关心家谱对描述过去是否有任何效

用。就后传统社会而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将称之为 “挖掘”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的过程。正如考古学的挖掘一样，“挖掘” 是一种

调查研究，而且也是一种撤离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的过程。古老的骨

头被发掘，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被建立起来，但是它们也还是需要

发掘，而且遗址也需要清理。挖掘意味着深挖，并努力清理过去

留下的残骸碎片。

被涉及的因素是好几方面的：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当传

统逐渐削弱时，过去变成了情感的惯性；其次，正如在前现代社

会，过去不能够简单地被取消 （尽管一些心理机制有这种效果），

而是必须在现在重新改造它；再次，自我的反思性活动是后传统

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依赖于一种重要的情感独

立手段；最后，从通常不具有前现代社会互动环境的特征的意

义上来说，后传统社会中原型的人际关系也就是纯粹关系取决

于亲密关系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传递传统符号和实

践的方式之一，代际延续失去了它在前现代社会秩序中具有的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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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和决定

让我向前面那样继续讨论治疗这个主题。治疗的著作几乎总

是强调选择这个问题。很明显，选择是一个与开拓将来与过去之

间的关系有关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妥协于过去经历中留下来的惯

性情感过程中积极的一面。“你是谁和你需要什么？” 在似是而非

的个人主义中，这个问题似乎是最根本的。然而，还有一个东西

比这个更有意思，那就是看待社会世界的方式。

下面就是一个作者列举的一个长长的 “选择” 清单中的一小

部分：

你的大部分时间和谁一起度过

你特别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你的状态和心情

你笑得多还是少

你熬夜熬到多晚

你是否吸烟

你是否聊天

你最崇拜谁

你能多镇静

你如何度过你的假期

你垂头丧气的时候多吗

你担心的时候多吗

你有多大的耐心

你感到幸福吗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跟谁说

你是否吃早餐

你在晚上睡觉前，你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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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传统社会中，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但是可以选择如何存

在和如何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上瘾也是选择：它们是选

择日常生活几乎每一个方面为我们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的模式。

那位临床医学家建议：

每次有机会出现时，积极主动的做出选择。一旦做出选

择，就要采取行动，看看你能做什么。通常，正是我们对待

这些选择的方式 （和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选择） 不仅决定了

我们每天过得如何，还决定了我们将会取得多大成功。

逻辑没有一点差错；因为主动的选择肯定会产生自主，或

本身就是一种自主。但这种建议为什么这么挠心呢？从古典的

心理分析来看，原因之一可能是一种对立。无意识的情感使得

选择遇到了障碍，或遇到了既有安排。这种无意识的情感不能

因为罗列无数的 “选择”（ｏｐｔｉｏｎ） 而被忘却掉。无意识的特性

的牢固程度决定了个体的家谱可以被看做是对可行选择的一种

设定。因此，将日常生活看做是自由选择的混合违背了心理现

实。原因之二可能在于常规化的必然性。如果我们不建立生活

惯例，日常生活将无法进行，而且即使是那些只是习惯性的惯

例也可能不是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如果我们不能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里有效地给它们确定一种 “无可争辩” 的地位，它们

将无法成为惯例。

然而，还有第三个原因，它与约束和权力有关系。由生活方

式选择构成的选择通常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为个体

所控制。正如我在前面描述的那样，日常试验就是控制选择的方

式，当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常试验是 “积极的”。然而，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选择的本质显然是变动不定的。举小冰块为

例。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技术变迁是理论体系的引入的结

果，这些理论体系可能会影响到技术变迁的特征，但并不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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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特征。冰盒子的设计方案不断翻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

顾客的需求；但是，冰盒子的设计以及它们的结构是由那些不受

普通个体控制的大型工业公司来决定的。

为了认识后传统社会秩序，我们必须对选择和决定做出区

分。我们的许多日常活动实际上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或者正如我

在前面已经表述的那样，选择已经成了必须的。这是关于今天日

常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从分析的角度来说，认为所有的社会活

动领域都渐渐被决定所控制可能更为准确，尽管不是普遍如此，

但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通常都是根据这样或那样的专业知识来开

展的。谁做出这些决定及如何做决定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权力问

题。当然，决定总是某个人的选择；一般而言，所有的选择，即

使是由最软弱的或者明显无权的人做出的选择也反映了既存的权

力关系。因此，人们可以对社会生活做出决策实际上并不等同于

多元性的存在；它只不过是权力和分层的载体。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包括了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到全球系统的所有社会活动。

自然与传统

就决策的过程来说，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

直接的平行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前现代社会里，传统提供

了一种相对固定的行动范围。正如前面强调的那样，传统涉及重

新改造过程，当传统的护卫士对传统进行筛选时尤其如此。人们

都认为传统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但是我们却要说，传统带来了许

多外在于人类活动的东西。与仪式的稳定影响连接在一起的形式

真理 “失去” 了许多种可能性。作为自然的传统和作为传统的自

然：这种等同关系并不像听起来的那样极端。凡是 “自然的” 就

一定还在人类干预范围之外。

现代时期的 “自然” 与城市是相互对照的；它等同于 “乡

村”，通常还含有乡村田园诗般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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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微风送来祝福

它抚摸贵宾的脸颊

绿草地和远处蔚蓝的天

带给他醉人的喜悦

无论它带着什么样的使命

可它来到了我们身边

它让我逃离那大城市

我不要做一个不满足的旅居者

“自然” 的这种使用方法有某种特定的含义。“自然” 意味着

没有受到干扰的，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这种印象是相当错误的，因为乡村是由人类计划规划的自

然。然而，这种意义上的 “自然” 确实含有与人类发明分离开来

的特征。当然，在许多传统中，自然是被人格化的；它是神、精

神和鬼怪的领地。然而，将万物有灵论或其他类似的观点看做是

人类和自然世界的混合，可能会令人误解。相反，自然的人格化

表示自然非常独立于人类，它是变迁和更新的一种来源，它从人

性中分离出来，但是，仍然对人类生活有普遍深入的影响。如果

自然由决定来控制，那么，这些决定就不是人类做出的。

读一读人类历史，我们知道，从农业出现时期开始 （尤其是

从大文明时期开始） 的历史就是对自然环境的不断破坏过程。现

在出现的环境生态学主要是对已经为人类所认识到的人类破坏的

一种反映。然而，把 “环境” 比做 “自然”，“环境” 观念标志着

一种更深层次的转变。环境似乎只是人类存在的独立要素，实际

上恰恰相反：它是因人类干预而彻底变形的自然。一旦自然像传

统消解一样开始消失，我们才开始谈论 “环境”。

自然的社会化不仅仅意味着下面的事实，即自然界渐渐被人

类弄的伤痕累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人类行为长期给自然环

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农业的发明意味着清除掉自然的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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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立一块人类能按照他们的需要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的居住

地。现在人们熟悉的许多 “自然” 风光，例如希腊南部的一些风

景，实际上都是因为古代开垦的土地的水土侵蚀造成的。更早些

的时候，闪族人也就是耕种文明的创始人，破坏了他们劳作并获

得果实的那片土地。

然而，直到现代，自然仍然主要是一种支配人类活动的外在

系统，而不是相反。即使在最精密的水力文明中，洪水或干旱都

是很通常的；不好的收成可能带来灾难。在这里，风险还是采取

旧有的形式。自然灾难显然还会发生，但是，现在，自然的社会

化意味着各种以前的自然系统现在都成了人类决策的产物。想想

全球变暖就是由下列事实产生的，即地球的气候再也不是一种自

然赠与的秩序。如果全球变暖确实正在出现，那么，它就是大量

的 “温室气体” 造成的，在不超过２００年的时间内，这些温室气

体已经被加入到大气层中。单单在２０世纪，能量的消耗已经增

加了约３００倍；被燃烧用于提供能源的燃料将二氧化碳释放入空

气中。伴随着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世界上自然的 “贮水池” 的减

少，从而更加加剧了这种效应。即使全球变暖的理论证明是错误

的，总的结果仍然是要建立新型的反馈系统。

气候变化国际研讨小组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ｎｅｌ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建立了四种可能的放射 “情景”，并试图评估每种情况

的影响。在 “通常的情况” 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种趋势不会

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数量也将在进入新世纪

的约２０年的时间内翻一番。在引入严格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有

一种情况仍将保持这种水平；在剩下的另外两种情况下，空气中

二氧化碳的水平仍呈几何级数增长。然而，这四种情况中没有一

种预测了相反的情形。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

来，我们正在对付的是人类秩序而不是自然秩序。

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抛弃那种认为自然界是没有生命的观

点，自然界对现代西方的将来及其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

３３第二章 生活在后传统社会



鲁伯特 （ＲｕｐｅｒｔＳｈｅｌｄｒａｋｅ） 认为，“将自然看做是有生命的是有

意义的”；我们可能将 “整个宇宙” 看做是 “更像一个正在形成

的有机体而不是一台外部的机器”。他明确地将这个过程与传统

和仪式的再生以及与对宗教的探究联系起来。“许多西方人，包

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再研究基督教信仰，而是探究东方的宗教传

统，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其他一些人也已经致力于恢复基督教

之前的异教和女神宗教的研究。” 无论那些观点是否已经普遍传

播，那样一个选择过程也不会是传统而是某种新的东西的再度复

苏。这就是将传统看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决定本身；而且也没有

任何使自然重获生命的努力将使自然回到它过去的样子。

在前现代社会，自然的 “外在性” 不只包含自然环境。无论

传统是否算作 “人类自然” 的一部分，这种自然的 “外在性” 还

涉及人，而且是与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所有的文明都有健

身的医疗系统和养生法。但是，在现代，人及其生理过程已经比

以前被侵扰得深入多了。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人类再生产表

现得更为明显的了。正如在许多其他的领域一样，在人类再生产

方面，去传统化效应与技术结合得更为紧密了。例如，决定生几

个孩子是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人口变

迁，它已经成了传统家庭体系消解的一部分，而不只是避孕技术

变化带来的结果。

然而，技术变迁和其他的生育技术的发明一起使得 “外在的

自然” 急剧地缩小。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个

个体或这一对夫妇不仅可以在没有性生活的情况下决定要一个孩

子，从而使得处女生育成为现实，而且依照已经建立的族类和血

缘认同，各种新的可能性和困境也显现出来。

作为环境的传统

传统是由仪式和形式真理来保证和表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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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传统的存在是有一定背景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除此以外，传统

还包括习俗和习惯。没有护卫者的存在，传统是不可想象的，因

为护卫者有获得形式真理的特权；除非护卫士对真理的解释和实

践是明白的，否则形式真理无法被证实。牧师和道士可能宣称自

己只是神的代言人，但是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却真正规定了传统究

竟是什么。长期的传统有他们自己的护卫士以及与神有关的人；

当政治领袖宣称自己也有相同的获得形式真理的权力时，他们总

是使用传统的语言。

仪式和形式真理之间存在联系还在于它们都使传统具有排他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的特性。传统总是区别对待 “内部人士” （ｉｎｓｉｄｅｒ）

和“外人”（ｏｔｈｅｒ），因为参与仪式和接受形式真理都是传统存

在的条件。“外人” 就是不能参与仪式或无法接受形式真理的人。

可以说，传统总是要求将外人区分开来，因为内部人士对传统的

本质特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传统是认同的一种载体。无论这种认同是个人的还是

集体的，认同就意味着意义；但是，它也意味着前面提到过的重

新解释和重新阐释的持续过程。认同就是建立一种随时间推进而

恒久不变的状态，也就是将过去与可以预见的将来联系起来。在

所有的社会形态里，个人认同的维持，以及它与更广泛的社会认

同的联系是保证一个人安全存在的主要条件。这种心理认同是使

得传统可以为 “信徒”（ｂｅｌｉｅｖｅｒ） 建立强烈的感情依赖的主要因

素之一。当自我的完整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传统的完整受到威

胁也是经常发生的。

很明显，即使在最传统的社会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

传统的。所有的技术和任务，尤其是那些仪式或典礼方面的技术

和事情都是 “世俗的专业技术” 形式。由于这些技术和任务被说

成是概括性的知识，因而通常可能是见识广博的，当然，人们认

为它们是可以根据新的经历或者不断变化的运作环境而修正的。

马林洛夫斯基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 在许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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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部分技术都是手工工艺的；这些技术是通过学徒或者示范

等方式来传授的，而且这些技术中所包含的知识权利是作为神秘

深奥的知识而受到保护的。这些神秘的知识需要首先传授给那些

无经验的参与者。因此，即使这些工艺技术与这个社会的更为公

开的传统东西是相互分离的，但这些技术的把持者实际上通常就

是护卫士。例如，在昆人社会中，狩猎是长期以来通过实践形成

的一种技术，它受到传授仪式的保护但并不由传授仪式来组织。

昆人社会里的男性可以通过动物在沙地里的脚印来辨认当地的动

物种类；他可以推断动物的雄雌、年龄、跑得有多快、是否健壮

及多久前从这个地方经过，等等。

传统对时间有特别的要求；对地域的要求也往往如此。特定

的地域具有不同的传统信念和传统实践。传统总是根植于它的起

源地或中心地的环境里。狩猎和采集社会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居

住地，但是，这个群体进行主要活动的区域一般都具有祭奠的性

质。另一方面，“伟大的传统” 已经产生了跨越很大范围的文化

的离散；例如，前现代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就跨越了很大的地理

区域。然而，这种离散的文化依然集中在起源地 （罗马和麦加）

或者一些圣地。

“超度宗教”（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使这些有特权的地方与外人

和内部人士之间不可渗透的文化界线连接在一起。一个要么是信

徒要么是异教徒。其他的 “伟大的传统” 在包含和排他之间的界

限更为模糊，尤为明显的是东方的 “惩戒性宗教”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如佛教或印度教。然而，传统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总是

使得朋友与陌生人 （不一定是敌人） 之间的分类非常强烈和清

晰。罗伯特·米歇尔斯 （Ｒｏ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ｅｌｓ） 认为，陌生人代表不认

识的人。尽管陌生人的类别似乎取决于前现代社会体系的领土分

割，然而实际上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确认的认同的特权性和分

离性造成的。不认识的人是由文化上界定的区域将 “熟人” 与外

人之间区分开来的，并且由集体认同的传统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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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统为 “基本的信任” 提供了一种确认方法，这种基

本信任对连贯性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传统还是其他信任关系

的指导性机制。乔治·齐美尔 （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 与米歇尔斯对陌

生人的定义有所不同：陌生人就是 “今天来而明天就走” 的人。

换句话说，陌生人不是那个属于不了解世界的人，而是一个需要

由当地人表明态度是否能留下来的人。如果一个人不想再离开，

那么人们必须确定这个陌生人能否成为 “朋友” ———这当然与人

们将这个陌生人看做是本社区的一员不是完全相同的，将这个陌

生人看做是本社区的一员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年时间，甚至从来也

不会发生。正如观察到的，陌生人就是：

“一开始” 或者 “最早” 就不属于某一个生活世界的人，

因此，他不敢确定他能在这个生活世界生活多久，他总是减

轻自己存在的 “纯粹历史性”。将他来到这个生活世界这件

事情记录下来，从而使得他的存在成为过去曾经发生的事

件，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保护这个陌生人的逗留

只是暂时的。为了安全和秩序，陌生人与朋友之间的界限是

不应该被破坏的，应该受到保护。而保护陌生人是对这种界

限的违背和侵害。

现在的问题是：陌生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信任？传统及其

所包含的结构性要素 （如血族关系） 维持着信任所需要的社会关

系网络。“熟悉”（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是信任的基础，通常由它自己的

仪式来维持。仪式对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共享的文化社

区提供了证据，而且也因为参与代表了一种公共的义务，人们后

来很难背弃这种义务。在前现代社会，要对新遇见的陌生人产生

信任通常采取扩大 “熟悉” 范围的方式，要么举行仪式要么找到

同族的血缘关系。如果一个人的某种血缘关系甚至是非常远的血

缘关系被认定，那么，这个人至少可能得到暂时的信任。制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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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环 （Ｋｕｌａｒｉｎｇ） 通过仪式的方式维持着不同社区之间的信

任，但是，这种仪式也是受到在一定程度上故意建立的血缘联系

的支持的。

正如汉斯·乔治·迦达玛非常恰当地指出的，传统与权威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权威” 有两层含义：一个个体或者一个群体

对其他人拥有权威，也就拥有了发布命令的能力；然而，这也意

味着一种知识的衡量标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有时，这二者以意

识形态的问题或者以非人格化权力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一个指示

可以说是 “依靠权威发布的”。另一方面，当一个人无论因为什

么样的原因而失去了权威所赋予的氛围，那么他或她就会被看成

是一个吹牛者。因此，这二者必然是相互依赖的。发挥有效权威

的人掌握着一种更加非人格化意义上的 “权威”；因此，“权威”

当然必须采取给特定个体发布指令或者命令的经验形式。

护卫士和专家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区分开管理者或官员 （发布命令的人）

和护卫士 （提供解释的人），尽管这两种人通常合并在一个相同

的人身上。马克思·韦伯非常关心现代社会中专家的作用，但是，

他在传统和专门技术之间进行比较主要是为了讨论支配制度的合

法性问题。除了他在宗教社会学中讨论的以外，他讨论的 “传统

权威” 下的那类人都主要是管理者而不是护卫士。传统权威就是

“根据传统规则来指定管理者，而且因为传统地位而被遵守。” 信

任不是因为这些传统规则而产生而是因为个人忠诚来实现的。用

韦伯的话来说，那个对其他人拥有权威的人是 “私人的主人”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ｍａｓｔｅｒ） 而不是上级，这就是传统权威不能从 “正式程

序” 的角度得到理解的一个原因。传统规则很少被清楚界定，因

而总是使得管理者能够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做他喜欢做的；他可以

随意地善待他的追随者，以换取礼物或其他回报。王室的官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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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受宠的人通常以一种祖传的方式如作为奴隶或者食客而受到

统治者的约束。

然而，从种属的意义上来说，传统文化里的权威属于护卫士

的范畴。而关于这一点，韦伯说的极少。那些人借助他们获得形

式真理的因果力量的特殊途径而握有权威或者本身 “就成为” 权

威。“智慧”（ｗｉｓｄｏｍ） 是应用在这里的特定术语。这些贤明的

人或者圣人就是传统的储存库，他们的特殊的性质来源于创造技

术的长期学徒身份和养尊处优的地位。显然，不具有特殊意义的

权威是一种生成的现象。无论什么程度的信任都可能来自个人的

忠诚，传统领袖的稳定性取决于获得的象征符号 （这种符号使必

要的权威 “光环” 永存） 的途径和方法。韦伯认为，统治者依赖

他们的圣贤，国王依赖他们的牧师，因为无论怎样替他们管理的

管理者总是拥有更大的世俗权力；但是，如果传统护卫士的影响

完全失去了，那么，那个领袖或者王子的权力也将很快化为

乌有。

由于韦伯非常强调控制与支配，所以当他将传统与更现代的

权威形式进行比较的时候，他尤其关注 “法理” 权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换句话说，技术专家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等同于用官僚代替世袭制度。技术专家是官僚政治官员，执

行他职务范围内的特定职责；清教徒的天职观在这种转变中就起

着恰当的作用。从这种解释出发，韦伯提出了这个世界被禁闭在

官僚统治的 “铁笼” 里这种令人可怕的看法。

法理权威来源于 “对已颁布的规则的合法性的信任以及按照

这些规则拥有权威的人发布命令的权力。” 与法律程序或者正式

程序相比较，个人忠诚的作用已经下降了。最重要的法理权威制

度就是官僚组织；纪律与控制是官员和组织的基本特征。

韦伯在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之间所做的比较是很有影响的，

当然，他的科层理论也是如此。然而，他的科层噩梦还没有变成

现实，而且以下情况也不明显，即 “官僚” 要么是这个时代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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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物或者是不露面的统治者 （韦伯非常担心其权力的扩散）。

韦伯在清教伦理中挖掘出来的强制性并没有以韦伯或福柯所说的

方式与 “纪律社会” 联系起来，而是与其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专家 （ｅｘｐｅｒｔ） 与官员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区分

开来。从官员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官员是专家，但是，在现代

社会秩序的环境中，专门技术是一个比官僚更普遍的现象。我们

不应该将专家和专业人员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等同起来。专家是一个

拥有普通人不拥有的特定技术或知识类型的人。“专家” 和 “普

通人” 必须放在一定的环境下作为相对的术语来理解。专门技术

也分许多层次，而且在专家与普通人相互对立的情况下，真正起

作用的是技术或信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使得一个人拥有对另

一个人的权威。

当我们讲传统与专门技术相互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的

主要差异就像护卫是与专家之间的区别一样。为了接下来的讨

论，我们可以将这些观点按照下列方式进行总结：第一，专门技

术是无法植入的 （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与传

统相比较，专门技术是非地域性的和无中心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ｅｄ）。第

二，专门技术与形式真理没有联系，而是与相信知识的可修正性

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信念来源于方法论的怀疑主义。第

三，专家知识的积累涉及内在的专门化过程。第四，对理论体系

的信任或者对专家的信任并不总是依靠深奥的学识产生的。第

五，专门技术与不断提高的制度反思能力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的，例如，日常技术和知识也存在丢失和重新分配的正常过程。

具有现代形式的专门技术实际上缺乏地方参与。在理想的状

态下，所有的 “地方知识” 形态都依照专门技术的标准变成了来

自其他地方的知识的再结合。显然，由于地方习惯、风俗或传统

的持续重要性，这些事情实际上比这要复杂的多。专门技术的无

中心性主要来源于韦伯和那些不仅仅关注法理程序的人所特别强

调的那些特性。这也就是说，专门技术是无法植入的，因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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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非人格化的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些原则可以在不管任何环

境的情况下被制定和形成。这样说并不是想降低技术或才能的重

要性；但是这些原则的确是特定专家的特性而不是专家制度的

特点。

专门技术的无中心特征并不排斥 “权威中心” 的存在，例

如，专业协会或特许团体；但是，它们与他们努力发挥影响或进

行规范的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它们与有关形式真理的传统

中心之间的关系。尽管实际上这不可能老是发生，但是，它们的

作用实际上在于保护规范知识受到公正待遇。因此，在很多方面，

专门技术超越了韦伯特别强调的科层等级形式。大量地谈论专业

人员的作用已经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他们的全球联系不能被包

括在组织范围内的命令等级范围内。然而，这种现象大大超出了

这个例子。由于专业技术的形式变动不定，这使得它破坏了权威

的等级层次。实际上，正式的科层规则往往否认技术革新的公开

性是专门技术的特点；他们将技术 （ｓｋｉｌｌ）转变成义务 （ｄｕｔｙ）。

非植入机制依靠两个条件：排除地方行动环境的传统或习俗

的内容以及跨越宽泛的时空联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非植入机制

所凭借的因果过程有很多，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专家系统的形

成和演变对这些过程非常重要。作为知识获取规则的非人格化的

和临时特征的本质结果，专家系统也失去了它们的环境和联系

（ｄ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由于专门知识对任何有时间、资源和才能掌

握它们的人开放，作为无中心的系统，专家系统可以设置在任何

地方。地域绝不是一个与专门知识的有效性相关的特性；而且正

如我们将要看见的，地域本身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地域的重

要性。

学识与专门技术

在前现代环境中，不同的传统护卫士之间不仅存在各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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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存在许多争论。对解释的争论是极端地相同，而且，即使

在小的文化中，大多数的传统符号和传统实践也有强烈的分裂倾

向。然而，对教义的解释差异不同于有关专家知识的争论 （也不

同于对这里强调的知识产权的争论）。像以前一样，传统的 “自

然状态” 是顺从与尊重 （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

们区分于其他的传统，以及其他的或者外来的社区的生活方式。

专家提供一般化的知识。专家必定会经常争论，这不仅仅因为他

们可能受到不同思想流派的影响，而且也因为争论或者批评是推

动他们事业发展的动力 （ｍｏｔｏｒ）。

有时候，我们在学术研究、科学或者与专门技术传播相关的

其他领域中谈论 “思想传统” 并不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迦达玛甚

至从他自己的意义上将传统看做是所有语言理解形式的起源。关

于 “假设” 及有关相对固定的视角范围内的著作的重要性的争论

已经上升到科学哲学的高度。然而，尽管使用 “传统” 来描述那

些观点非常合理，但是，这种方法显然被省略了。以现代质疑模

式为特征的怀疑论 （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和普遍主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的

结合确保了思想传统既被支持者也被较为武断的批评者所理解。

受到某种方法培训的专家通常可能会对其他流派的专家的观点提

出批评或者表示轻视；然而，对一种视角的哪怕是它的基本假设

提出批评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要求其他人对这种批评做出相

应的反映。

正如波普尔 （Ｐｏｐｐｅｒ） 所指出的，尽管争论对知识之一和现

代环境中的日常生活是最基本的，但是，并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可

以怀疑的。正是怀疑论和普遍主义的结合使得有关专家的争论成

了他们特殊的爱好。专家们相互争论不仅因为他们支持已经提出

的不同的观点，而且因为他们希望努力克服这些差异。这里的多

元主义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显然，它

与宽泛的民主化原则相联系。专家们经常相互争论，但都是为了

有助于公共话语形成的普遍主义的利益。这种话语即是批评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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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主义结合起来的方式又是因为批评与普遍主义的结合而产生

的。

专家和普通人的烦恼有着相同的来源。专家知识和专门技术

的积累被认为为有关这个世界是如何存在的这个问题提供了越来

越明确的认识，但是，这种明确认识的条件却是值得怀疑的。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所固有的压力被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具

有的不同地位，以及西方对世界其他地方占有的主导地位所掩

盖。而且，传统的维续力阻碍了传统在今天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消

除。只要传统和习俗还继续存在，在必要的时候，专家就成为可

以依靠的人；而且，至少在公众的眼里，科学与传统实际上并没

有非常大的距离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传统是 “权威” 的惟一

来源）。护卫是与专家之间的区别远没有他们刚形成时候的差异

那么明显。

非传统文化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无需决定 性 的 权 威，

但是，这一点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首先因为上面提到过的因素

而减弱了。当然，对那些在学术领域工作的人来说，“科学” 还

是被赋予最终的决定性权威。除去形式真理不说，所有知识都是

可以更改的 （包括任何元命题），这似乎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然而，这也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存在条件。文化给普通人既带

来自由也带来麻烦。说它产生自由，是因为顺从惟一的权威简直

令人难以忍受；而说它带来焦虑，是因为它使每个人失去了他们

原有的根基。波普尔认为，科学是倚着移动的沙子建立的；它根

本没有任何固定的基础。然而今天，这个说法不仅适用于科学探

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整个日常生活。

有时候，人们误把生活在多元权威的世界里称做后现代性。

其实，多元权威必然伴随着人们尽力将风险限制到一个狭窄的范

围内，无论对一个人的一生还是对集体努力开拓将来来说都是如

此。因为既然没有了任何超级专家可以依靠，风险预算就不得不

将咨询哪个专家或者应该遵从谁的权威包括在内。对全球变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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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在某些情况下或者在某些团体中间，专

家知识可能导致人们不再迷信于任何专家，这是典型的怀疑论的

表现；这也是专门技术与传统之间 （以及习惯与强制之间） 存在

的张力 （ｔｅｎｓｉｏｎ） 问题之一。

科学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许多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这也

许是因为人们对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有了清醒认识造成

的。两次世界大战、可怕的破坏性武器的发明、全球经济危机，

以及当代世界的其他发展可能减弱人们通过自由的科学探索而倡

导进步的乐观热情。然而，从科学本身的前提出发，科学可能会

而且必定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这个原则

本身就是一个普遍化原则，科学的权威也不能被排除在这个原则

之外。

怀疑论和承诺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之间的平衡很难在科学哲学

的范围内达到，在科学哲学中，这个问题被无穷无尽地争论着；

因此，当我们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寻找这种平衡时，发现它捉摸不

定，这的确不令人吃惊。此外，人类对付全球问题的集体努力以

及个体努力创造自己的将来都是如此。例如，一个普通人是如何

追踪或者平衡有关节食对长期健康的影响的，其中有些理论在任

何时候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照此去做肯定是明智的；例如，戒

烟当然可以减少感染某些特定的严重疾病的几率。然而，仅在

４０年前，许多医生建议用吸烟来增强精神和身体的放松。只有

当许多科学知识形式被包括到可应用的技术范畴内时，它们这时

相对来说才是比较可靠的。然而，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

看做是可以质疑的，而且，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知识的 “变

动” 领域 （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发现各种对立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

题。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所有的专家都至少在某方面特别内行。

专门化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对一个高度能动的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在这种社会里，区域知识 （ｌｏ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是可以重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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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ｒ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的信息，它们源于这种或那种理论体系。专

门化不存在一种单向的运动；专门技术的劳动分工造就了各种通

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ｍ）。医学领域的全科医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用医

学的术语来说，他或她是一个非专科医生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她的

作用就是确定一个病人是否需要专科医生以及需要哪种专科医

生。然而，与普通人相比，一个全科医生显然是一个专科医生。

当所有的某一方面的专家面对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各种理

论体系以及各种专门技术领域时，他们也将变成普通大众中的一

员，认识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般说来，这不只是一个劳动分

工的扩大问题。传统的护卫士有他们自己的专长；例如，手工工

人的技术和职位与牧师往往区别很大。然而，专职护卫士从来不

会变成为 “普通人”。他们拥有的 “学识” 使他们在整个社区中

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与学识相比较，“能力”（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与

专门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专家，一个人的能力是与他或她的

专长相联系的。因此，尽管某些专门技术可能要求有公众的认可

与尊重，但是，一个人在某个理论体系内的地位可能对另外一个

理论体系来说是完全不起作用和不着边际的。

这种状况当然影响着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的性质，

影响着专家所 “面对” 的理论体系内的信任的性质。信任再也不

取决于对护卫士和形式真理之间的 “因果联系”（ｃａｕｓ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的认可。只有当专家表述他们对某一专长的掌握时，他们拥有的

技术或知识才是深奥的；当一个人向专家咨询的时候，如果他也

关注相同的领域，那么他也可能取代那个专家的位置。就像通过

方法论质疑的方式获得的知识可以更改一样，纯粹基于技术能力

基础上的信任是可以改变的 （ｒｅｖｉｓａｂｌｅ）；实际上，我们立刻就能

得出这个结论。因此，专门技术的供应商通常觉得应该重视他们

必须提供的服务或者在与顾客打交道的时候尤其注意消除他们的

疑虑。挂在精神治疗医生办公室墙上的学位和学历证书只不过是

在提供一些信息；这些信息能够进行符号反馈，就像传统权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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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含有许多象征意义一样。

当我们考虑到理论体系本身而不仅仅是它们的 “代表含义”

时，现代社会环境中成问题的信任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无论人们

自觉承认与否，许多理论体系中的信任问题已经成为今天日常生

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信任的传统体系几乎总是建立在

“面子”（ｆａｃｅｗｏｒｋ） 的基础上；护卫士具有特殊的途径达到传统

的深奥性，因此，他们就是传统，只不过被赋予了血肉而已。理

论体系的不可植入性意味着与 “不在场他者”（ａｂｓｅｎｔｏｔｈｅｒｓ） 的

经常互动———人们从来不能看见或者遇上这些人，但是他们的行

动直接影响着某人的生活状况。由于专门技术的可分性和竞争

性，稳定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充满了艰辛。某些理论体系已经成了

人们生活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在任何时候，它们都有着类

似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一样的固定性；然而，它们很容易因普遍信

任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ｕｓｔ） 的崩溃而受到影响。

从日常生活的层次上来说，信任的丧失可能有各种形式，有

些对理论系统本身的维续完全没有影响。例如，如果许多人决定

从周围的环境中撤出来，比如说在农村建立一个小的自给自足的

公社，那么，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耶和华

见证会 （Ｊｅｈｏｖａｈｓ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拒绝许多现代电子技术，这对广

大社会来说不会有任何特别的影响。然而，某些信任的混乱或恶

化就有深刻得多的含义。银行或者政府系统存在的猜疑和不信任

不断累积就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整个世界经济将因为普遍

信任的反复无常而受到严重影响，当然，全球政治秩序中的民族

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理论体系内的信任是与集体生活方式的模式联

系在一起的，集体生活方式本身很容易发生变化。传统实践因其

地方性 （ｌｏｃａｌ） 和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ｅｄ） 而成为可植入的：这两个特

性与维持日常事务的标准化特性相对应。如果将 “生活方式” 这

个概念应用于传统的行动环境，它没有任何意义。在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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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选择既构成了日常生活，同时又适合于理论体系。从

最基本的含义上来说，一旦整个现代制度设置摆脱了传统的束

缚，那么，它可能将取决于可变的信任机制。只要创造的冲动还

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当这种冲动受到显著的科学权威的支持

时，现代性的强制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将不被认识到。然而，当这

些因素都受到怀疑的时候，就像今天正在发生的一样，生活方式

的模式与社会再生产的全球性过程的一致就肯定会有问题。例

如，现代经济出现整体抛弃用户之上主义观念将对当代经济制度

产生严重影响。

我想说，强制性是信任冻结的表现，做出的承诺不允许有任

何反对而且要使自己永久存在下去。概括地说，成瘾就是我们无

所事事的东西：它与传统曾经提供的整体性以及各种信任形式被

认为也可以提供的整体性相对应。上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解释，理

论体系和公开的生活方式选择要求采取积极的行动。也就是说，

信任的给予要根据对不同方案的选择来决定。当那些方案因为未

加说明而被淘汰掉时，信任就转变成简单重复的强制。被冻结的

信任阻碍人们对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的抽象体系重新进行

研究。

除了强制性的重复问题以外，损失与重新占有之间的辨证关

系使我们可以对更传统的社会秩序进行清楚的对比。传统所具有

的深奥神秘的特性并不是可以从辩护士传达到其他人那里的某种

东西；正是他们那种获得形式真理的特殊途径使得他们远离其他

人。普通个人只是在少数情况下具有这个特点，就像在宗教仪式

中，他们可能暂时能够直接进入到神圣的王国。

当专家普遍代替了传统的时候，这种状况就以一种基本的方

式发生变化。专业知识可以被那些有一定的时间和资源受到培训

的人重新获得；制度反思的普遍存在意味着专业理论、概念和发

现可以不断地传递给普通人。在强制性的行为模式不适用的地

方，专业知识的重新获得就是掌握日常生活的 “真谛”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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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和期望将在信息的自动地普遍传递的条件下被重新塑造。然

而，更加深思熟虑的和集中的从事形式就变得普遍了。正如前面

所强调的，它们可能是个人或者集体的；它们可能包括个人的日

常生活的特殊成分也可能是全球性的。

现代性中的传统

现代性毁坏了传统。然而 （这一点很重要），现代性与传统

的携手合作对于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

里，对风险的计算是兼顾着外部影响而进行的。随着高度现代化

或者贝克所称的反思现代化的出现，这一阶段宣告结束。自此以

后，传统改变了特征。甚至对那些最先进的前现代文明做一个简

短的评论还是值得的。

在前现代文明中，政治中心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充分渗透到社

区的日常生活中去。传统文明是零碎的、二元化的。人口绝大部

分生活在乡村农耕社区，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 “大袋的马铃薯”。

传统参与到这种二元性之中，并表达了它。这一 “伟大的传统”

首先与宗教的合理化相关联，后者是一个依赖于 《圣经》 原文而

存在的过程。在这里，合理化并不是与传统为敌，相反，它倒可

能使那远远不超出于口头文化的特定传统形式有了长期存在的可

能，尽管有关证据还没有出现。传统第一次知道了它自己来自于

久远的时代。伟大的传统是不朽的———在物质意义上如此，因为

它们产生了伟大的建筑物；在非物质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为它

们的正统含义是它们所具有的权力的明证。

可是，由于这些文明的结构特点，伟大的传统与地方社区的

沟通是不充分的，它们在其中的延续性得不到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地方社区都是口头社会，它们繁育了各种传统，这些传统或

者远离于更合理化体系的滤筛 （ｆｉｌｔｅｒｄｏｗｎ），或者与这种滤筛相

竞争。因而，韦伯在他的 “世界宗教” 研究中表明，“宗教”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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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合理化在社区中被重新考察；魔法、巫术及其他习俗打破了

集中化的象征规则的一体化影响作用。

因此，传统内容中的很大的一部分仍存在于地方社区的层次

上。这些 “不起眼的传统” 经常受到守护者 （牧师、官员） 的影

响，但也针对各种地方情形做出反应。在地方社区和核心精英之

间经常存在语言上的差异和文化裂痕。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相结合的一个结果是，现代社会与此前

所有的文明形式都不相同。在早期的现代政府中，监视过程继续

借用传统的合法性资源，如君主的神权或他或她的王室进行统

治。对于我这里的分析或许更重要的是，早期现代政府的权力体

系仍然假定地方社区的分割性。只有到了１９世纪及２０世纪，随

着民族国家的巩固以及民主政治的普遍化，地方社团才开始真正

分解。在此之前，监护机制主要从上向下进行；它们对未经动员

的散沙般的 “臣民” 进行不断集权化控制的手段。因此，民族国

家加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一般民众被更紧密地进行整合进横切地

方社区的体系中去的时期。制度上的反思成为传统的主要敌人；

行动与当地的背景脱离关系，时空的分化程度不断加剧。

可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早期的现代制不仅依赖于既存的传

统，而且又产生了新的传统。公式化的真理和有关的仪式被推上

新的舞台，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的象征领地。爱瑞克·霍布斯鲍

姆 （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等人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关注。他指出，那

些好像是或自认为是古老的１９世纪或２０世纪的 “‘传统’ 常常

是最近才起源的，有时甚至是被发明的” ———发明的传统不需要

精心建构，尽管有时很精心。因此，举一例说，许多１９世纪的

英国建筑被包装成或改建成哥特式风格。霍布斯鲍姆说，与过去

那发明的传统相联系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然的”，这与

真正的传统形式区别。霍布斯鲍姆认为，发明的传统在早期现代

制度的背景下不断扩散。“古代的原料” 被用作现代的目的———

尤其是用以产生现代权力系统出现的合法性。霍布斯鲍姆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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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或许是正确的，但他的概念更容易被质问。“发明的传统”

初看起来好像是术语的矛盾，也是有意的煽动性的。但仔细审查

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同义反复。人们会说，所有的传统都是发明的

传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使得传统具有纯正性、真实性的不

是它的万古永存，也不在于它的多大程度上容纳了过去的事件。

在所有社会的那些最传统的类型中，口头文化那 “真正的过去”

不管有什么含义，也是不为人们知道的。传统是过去 “真实” 的

真正媒介。当然，在有历史记录的社会中，历史连续性能够建立

起来，也能被历史学家以批评的眼光断开。但在霍布斯鲍姆的感

觉里，这种连续性在多大程度上曾是真实的却存在着问题，并

且———再重述一遍———也与传统的确证无关，后者依赖于仪式活

动与公式化伦理之间的关联。

早期现代性与传统间的相互关联要简单地表述如下：

第一，在现代性的早期发展中，不管是新传统还是老传统都

仍然保留在核心位置，这再一次表明现代社会的 “惩戒性模型”

的局限性。总的说来，监视机制的效力并不依赖于情感控制或良

知的内在化。情感轴线与强迫症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和羞耻性焦

虑有更密切的联系。

第二，正统的科学使真理观永恒化，在任何流行文化中，这

种真理观都与公式化表达保持着强烈的联系。科学与宗教的争斗

掩藏了科学那确证性主张的矛盾性。因此，许多专家是有力的守

护者并得出适当的顺从形式。

第三，现代性的强迫性并不是完全隐藏的或不受抵抗的。作

为资本主义精神 “纯粹形式” 的加尔文主义，它最强大的地方

（如，苏格兰、瑞士、荷兰） 也变成了某种玩笑的笑柄。例如，

在某些地方关于苏格兰的玩笑属于广泛的异教徒玩笑的类别，但

这种玩笑通常完全聚焦于新教伦理。一个苏格兰人坐在一个生病

的朋友的床边：

“你显得更愉快了，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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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伙计，我想我正在死去，但医生能救我的命。我将

花去１００英镑。”

“嗯，太奢侈了。你认为这值吗？”

这一笑话难道不是有关强迫性的吗？难道它不是对所有强迫

行为的顽固愚蠢性的拒绝吗？就像戴维斯所指出的，这一笑话的

核心是一幅对新伦理的讽刺画，但却明确显示出另一种态度的

存在。

第四，现代性的强迫性从它的一开始就存在着性别上的区

分。韦伯在 《新教伦理》 中所记录的强迫性就是男性公众的领

地。在那些资本主义精神呈主导地位的制度背景下，“奋斗的工

具主义” 所产生的情感负担大量地落到了妇女头上。妇女开始进

入了一种情感实验，这一实验随后产生强烈的影响。但是，传统

的性别差异、性别主宰模式同时也被更新式传统的发展有效地强

化。新传统包括妇女专心家务风气的出现。

第五，在有关个人和集体认同的产生与再产生方面，尤其又

召唤到了传统。随着现代性机构的成熟，持续的认同性被作为一

个根本问题而抛弃，但是，在一种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方式下，这

一问题并没有因诉诸于传统的权威而得以解决。例如，在某些局

部，劳动阶级在亲临关系上的 “共同体感” 呈现为传统重建的形

式：正像民族主义在国家水平上所表现的那样。

全球化与传统的退出

“反思现代性” 阶段的标志是全球化和与此相伴生的最为传

统性的行动背景的退出过程。在这一阶段，传统与现代之间平衡

被打破。初看起来，全球化好像是一个身外现象，世界性社会关

系的发展远远超出日常生活的关注范围。因此，对社会学家来

说，它好像只是另一个研究领域，只是许多专攻中的一个。全球

化的研究是对世界系统的分析，是对全球高层运作的相互联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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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分析。只要传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置身其中的地方社区还

在持续，这一观点就不会离真实太远。可在今天，在格局背景发

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就很不准确了。全球化就是一件

身边的事情，它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最隐私的方面，并与之辩证

地关联。的确，我们现在所称为隐私的东西以及它在个人关系中

的重要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现代化的影响。

是什么将全球化与行动中传统背景的退出过程联系起来了

呢？这一关联是抽象系统的掘出作用 （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的结果。

这里的因果影响很复杂，并与现代性的多面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不想在这里直接分析它，而只想辨明有关的结构关系。传统是

有关时间，因而也包括空间的组织问题的：全球人也是如此，除

非其中一个与另一个相违背。传统通过控制时间而控制空间，而

全球化过程仍然在某种程度延续着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建

立起来的某些早期模式。例如，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非凡的掘出

机制，并同既往一样彻底地开足马力碾过以前受到阻碍的部位，

荒谬的是，虽然国家社会主义把自己看成是历史中主要的革命力

量，但事实证明，它与传统的相容性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

很明显，全球化第一阶段主要受西方扩张和起源于西方的那些

制度的支配。没有哪个文明能对世界有如此普遍的影响或按照自己

形象塑造的如此之大。今天的全球化尽管仍然受西方世界支配，但

它已不能再被说成是只有一条道路的方向。因而，当前的全球化阶

段不能与先前的一种混淆，先前的结构总是为后来的所推翻。

因此，后传统社会是一个全球社会。直到相对很近的时期，

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准分割状态，其中存在着许多大面积的

为传统主义所坚守的地域。在这些地域里，以及在一些更为工业

化的国家的地区中的背景下，地方社区仍保持着强大的局面，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受全球电子通讯飞速发展的影响，情形发

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一个不存在 “外部” 的世界里，既有的传统

无法不与其他传统接触，也无法不与诸多的其他生活方式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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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同的原因，“其他人” 不能再被当成是不具活动能力的了，

这里的要点不只是其他仍可以反驳，而且是相互审问成为可能。

西方对其他文化的 “审问”，长期以来都是不公平的，这一系列

的对其他神秘文化的调查非常类似于男人对妇女的询问。（在这

两类努力间也许的确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性） 只要西方文化被涉

及人类学的发展———这一过程导致了它今天的瓦解———对这一现

象给出了一个大致的索引。

人类学经历了三个一般阶段。第一个是对不同民族的分类学

阶段。分类人类学通常是进化观的，在仅仅把其他人当成被调查

的主题 （即便不当成无活性物的话） 而加以分类之后，进化论取

得了漂亮的成功。并不是说调查曾经是不经意的或令人舒服的。

具有不同传统的异族的特性是迫人关心、着迷和最一般渴望的永

恒源泉。可是，任何对西方优势的威胁都被这 “已顺化异类” 的

中性化作用和远距离效果所取消。人们或许会说，不同于西方的

另一类传统是给定的自然形式的真正对偶，西方扩张的外部环境

得以理解并很可能以相同的方式被践踏。

当人类学发现其他文化或传统中那可被称做是实质的智能的

东西时，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其他人被发现是像我们一样有见识

的，尽管都理所当然地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下。对这一能力的认

识，以及因此而暗含的其他人的平等要求汇聚于人类学中的功能

主义的发明这一点上。功能主义承认其他文化的真实性，但却只

将那一真实性与他们的内在凝聚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

整体而存在。传统的整合因而被承认，但是，所建立起的这一

“对话” 式的环境相适合。人类学的论著可以与无数的其他研究

一起堆放在西方图书馆中。人类学论著像被保护的遗迹一样，保

存了一个我们永远不能再直接见到的生活方式的遗嘱。

比较一下今天的一个巡回人类学者的旅程。尼格尔·巴利

（ＮｉｇｅｌＢａｒｌｅ） 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人类学的研究。在风格与内

容上，巴利的工作与正统的人类学都不相同。它是多语的、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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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的且不正式；它记录了他自己对他所遇到 行将研究的个人

的感受、迷惑和误解。他谈到了他在 “田野” 中所发生的事件、

趣事和危险，他将他的研究对象看成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只是

一个更大总体中的密码。有趣的是，他的书读起来更像是一本小

说———作者创造出的是一种传记风格，同时也是一种有力的叙述

格式。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重要的旁观者，必须注意，在这里

叙述风格的恢复将结构主义四脚朝天倒置。在大多数先前的人类

学研究中，“研究者的缺席” 并不能反映原文自己呈现自己；而

是反映了这一研究没有与 “其他文化” 充分对话。

巴利著作的一个特色是他将自己所来由的每一天的世界描绘

成像他在印度尼西亚所进入的世界一样令人困惑和充满问题。他

在伦敦试图买便宜机票的做法使他遇到了灾难；对于他要访问的

地区，他惟一能够找到的详细地图是４０年代出版的，地名是荷

兰；从以前在该处工作的人类学者那里所得到的忠告是矛盾的。

他的坦率和对于日常生活产生迷惑的好奇心，实际上非常类似于

《包厢》 中那一英雄的形象。这一相异文化不比他自己的原本文

化更需要或更不需要解释；同时，甚至最奇特的行为方式，当以

一种决断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方式接近时，被证明是容易通晓的。

困窘和某种弥散的忧虑以及偶尔交织着的对危险的觉察，作为人

类学遇到的主要消极面而出现；从积极的一面看，伴随着自然阐

明还有发现共同人性的幽默和愉快。

他的所到之处，包括最明显隔离的地区，不管是哪里，他从

不完全脱离旅行者的踪迹，某些时候甚至碰到人类学者。地方习

惯一直存续于人海中，民族社会中的和更广泛世界里的信息从未

中断。巴利本人作为一个 “著名的荷兰旅行家” 被引见到他要研

究的群体中，并 “敬仰该社区和他的老习惯”。这位人类学者所

遇到的一个人在村庄的一个迷人的房屋里友好地款待了他；他看

起来像是抵制现代世界的入侵。当然，他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

通讯卫星专业的学位并在该城市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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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有一个现代化的住宅：

他与这个传统世界的关联就像我自己一样是一个外来

者———他那无情的自我知觉在我的伤口上撒了盐：“你看，

我仅仅学会了通过走出来的办法来珍视这古老的习惯。如果

我坐在我自己的村庄里，我将把美国视为天堂王国，所以，

我为了节日而赶回来。”

巴利的人类学旅行并不只有一种途径；一组他的 “研究对

象” 与他一起回到伦敦。巴利与人类博物馆一起组织安排了这次

参观，他们要建造一传统谷仓进行展览。关于他们的回返，他们

大概没写任何书籍，但我们至少能够对他们对巴利的生活方式和

宽广的文化底蕴的反应有某种认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困惑和在

事件与反应中的参与；而且自然地，这些只在某些时候才延续着

“人类学者” 所期望的线路。但它们在伦敦的行动增进了巴利对

他们本土文人的把握；因为建造谷仓的过程使他能够全面记载他

们的生产方式，并收集在 “田野” 中很难遇到的信息。

在人类学中，“回反式访问” 绝不是不为人知的。例如，弗

兰兹·波厄斯曾在纽约附近照管着一些夸扣特尔人。人类学者有

时坦率地讲述他们田野工作的内部故事，尽管这些常常来自于私

人日记，而与人种学报告无关。因而马林洛夫斯基在特罗布廉德

斯 （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ｓ）（以及英格兰） 的田野经历的日记直到他死后的

一段时间才发表。可是，今天人类学直接卷入到了对现代性制度

的反思之中，因此，人类学越来越变的与社会学无法区别。澳大

利亚土著和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正以人类学研究为基础争夺土地

权。在后传统的秩序下，通过理查德·罗迪的著名短语，我们看

到了人类的世界大同主义式会话的形成———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

而存在，而不是羽翼丰满的现实。可是，在这种社会秩序下，延

续着传统含有潜在暴力的危险，其原因我会接着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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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传 统 化

在后传统的秩序下，甚至在今天的最现代化社会中，传统并

未完全消失，在某些方面，在某些背景下，它们反而很繁兴。可

是，在晚近现代社会中，传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以什么样的外

观存在呢？大概说来，答案如下：在现代世界中，不管是新传统

还是旧传统，它们存在于两种构架之一中。

①传统可被推论性地表达和捍卫，换句话说，可认为它在多

元价值的世界中具有自己的价值。传统可以依据它们自身而被捍

卫，或在一个更具对话性的背景下被捍卫；在这里，反思性可以

是多层面的，就像这样一种宗教辩护中的情形一样———这种辩护

指出了生活在极本性怀疑的世界中的困难性。对传统的推论性捍

卫并不必然妨害公式化的真理，因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准备进入

对话，而将暴力的威胁悬置。

②另外，传统变成了原教旨主义。晚近现代世界中原教旨主

义的出现并不神秘。“原教旨主义” 只是认定在根本性怀疑流行

背景下它所具有的意义；它不多不少正好是 “传统意义上的传

统”，尽管它今天遇到了困境，而不是呈上升势头。原教旨主义

可被理解成对公式化真理的一种顾后果的主张。

在结束部分，我将回来讨论这些观察的意义。在这里，我再

以一种非常概括的方式，指出传统与后传统社会中的准传统之间

的某种联系。这样一个相对粗略的说明忽略了大量细节，而在另

外的背景下，尤其是直接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主张时，是需要

对它们加以揭示的，对此我希望读者给与理解。

当今，发达社会中地方社区的破坏达到了顶峰。在一些前现

代文明中延续了数千年的巨、微传统的区分，几乎完全在今日消

失。当然，高低文化的区别仍然存在，某种古典主义在前者而非

后者中仍然存在，但这与我所定义的传统只有边缘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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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区的解体，不同于地方生活与地方活动的消失。而处

所却逐渐依据远方的影响而不断改造。习惯可以是纯粹的个人常

规化形式。它们是这种、那种的个人日常程序，只是因为有规则

的重复才使他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捆束在一起的力量。不能低估这

种常规的心理意义。它们具有本体安全的基本重要性，因为它们

为跨越不同行动背景的生活的连续性提供了一个组织媒介。在一

个后传统秩序下，习惯中被有规律地注入了来自抽象系的信息，

它们之间也经常性冲突。例如，一个人或许会坚定地坚持某种类

型的饮食，而不管医学对它的大量谴责。但是，如果制造或设计

程度改变，像冰方盘 （ｉｃｅｃｕｂｅｔｒａｙ） 的情形，她或他就可能被

有力地强制改变。当受到商品化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塑造，或

作为制度反思性的一般化影响结果而出现时，许多个人习惯就有

效地变为集体性的了。当受到一个区域或社区内的影响而产生出

来地方习俗是更纯正的集体习惯；但是那些更传统性活动的残余

更可能发展成为某些人所称的生活博物馆中收藏的条目。不管它

们是个人特点还是具有更多的社会性，习惯都失去了与公式化的

传统真理的大多数关联。它们的脆弱性可由它们与强迫性行为的

模糊边界得以表明；它们的强迫力量能够演化为强迫性的仪式或

在特定的情形下形成最先为弗洛伊德描述并试图加以解释的强迫

性神经症。

曾与巨、微传统相联系的人造物品在后传统秩序下往往变成

了遗迹，尽管 “遗迹” 的含义应加以扩展而将非物质实体也包含

进去。我这里所使用的遗迹的含义包含了生活博物馆中的任何条

目。遗迹并不只是以被削弱或消失了的传统残余的形式存在的物

体或实践；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而作为被超越的过去的样

板。维甘码头的故事就是这样。乔治·奥尔维尔对该镇的描述是

如此严厉，以至于它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巨大愤恨。当奥尔维尔去

该镇，发现维甘码头已不复存在时，他很失望。码头不是一个实

际上的人行道，无论如何它也更不靠近大海；它只是和以表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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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用以将煤装入沿河而行的驳船的铁架。在奥尔维尔到达那里之

前，它已废弃了多年。可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又重建了码头。

人们清理、整修了周围的船坞和仓库，种上了树木，然后这一地

方被注明为 “传统中心地”。由中心地所追溯到的不是１９３０年；

矿井和矿工屋舍的再造展览占去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令参观者唤

起了 “我们曾有过的生活方式” 的感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

尔维尔也被反复劝诱进一种服务中，以作为那令他感到不愉快的

真正 “遗产” 的一部分：游客可以在奥尔维尔客栈中饮酒。

遗迹是这样一种过去的指示者：它没发展，或至少它与当前

的因果联系不能成为确定它们身份的部分原因。物质上的遗迹看

起来像是严格地 “存留于原地”，而没有为期 周围的反复无常的

变化所改变。相反的说法也更准确。遗迹与它所存在的场所间缺

少有效的关联，但是，它作为一个视觉图像被产生出来供人们观

看，不管是谁，只要它恰巧想到了要来参观都可以来。像其他的

博物馆物品一样，它或许坐落于它的原初地点上，但是能表示差

异的却是，这到底与它的特点有没有一点关系。遗迹像是一个与

它的集体架构切断了关系的记忆痕迹。

生活博物馆就是这种 “记忆痕迹” 的拼凑，它们是陈列给公

众看的，就习俗没有变为习惯而言，它们也属于这一类别。在今

天，关于遗迹的要点是：只是因为它与失去的过去有某种联系，

所以它才会有意义。在宗教传统中遗迹的存在很普遍，但在那里

它们的意义非常不同；它们的重要性不是简单地来自于它们与过

去的联系，而是由于它们参与进了神圣的领地。就像迪尔凯姆指

出的，神圣不能分割的；救世主的一小件斗篷同任何其他更令人

印象深刻的宗教物品或活动同样神圣。很明显，现代性的到来并

没有招致集体仪式的消失。某些时候，这种仪式被认为是起源于

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它是相对近期的按

照霍布斯鲍姆方式的发明。马克斯·克拉克曼在 “仪式主义” 和

“社会关系的仪式化” 之间做了一个有用的区分，在此要引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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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当仪式活动与 “神秘的观念” 或者我将称的公式化真理密切

相关时，所存在的是仪式主义。当社会互动具有一个用以定义人

们在礼仪场合的角色的标准化形式时，所存 的就是 “社会关系

的仪式化”。在某些背景下，仪式主义继续存在或被修正，但在

大多数情况下，它都被仪式化所取代 （二者间能产生冲突，如，

当一个从未参与教堂活动的人希望在教堂举办婚礼之时）。不管

在哪里，只要公式化真理构成了对过去时光加以建构性解释的手

段时，仪式主义 （因而也包括传统） 都会继续存在，甚至繁荣

起来。

在与 《通向维甘码头之路》出版相近的时间里，在南非首府

比勒陀利亚郊外，有１０万名群众在庆祝沃尔特雷克 （Ｖｏｏｒｔｒｅｋｋｅｒ）
纪念馆奠基仪式。人们穿着沃尔特雷克服装，燃着火焰，唱着南

非白人的圣歌 “ＤｉｅＳｔｅｍ”。纪念馆用以纪念１００年前布尔人

（Ｂｏｅｒｓ） 的伟大的艰苦跋涉及通过有顶的四轮马车而取得的对大

量祖鲁军队的胜利。仪式和纪念馆的建构并不只是此前传统的延

续；它们实际上帮助产生了布尔人民族主义的新样式。

这一例子说明，传统并不只是用来庆祝一个不变的过去或捍

卫现状。在那时，南非仍然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布尔人已前瞻

到，他们将管理一个独立的国家。用一位布尔政治领导人的话来

说则是，“那伟大的艰苦跋涉给了我们民族以灵魂。它是我们国

家的摇篮。它永远是我们国家的摇篮。它将永远作为我们前进路

上的明灯并成为我们夜间的灯塔。”

很明显，传统与权能紧密相关；它还保护我们以防意外事故

的分割。有人认证说，神圣性是传统的核心，因为它在过去中加

入了神明的存在；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典礼具有宗教的性质。

人们宁愿将公式化的真理看成是连接了神圣与传统之物。是公式

化的颠倒是使得传统的核心方面 “不可侵犯” 并赋予了与过去有

关的现在以完整性。一旦公式化的真理出现争议或被抛弃，纪念

物就变成了遗迹，而传统也仅仅复归为惯例或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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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话语、暴力

传统是化解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间的冲突的有效方式。当

露丝·本尼迪克特提出文化在 “各种可能的价值观” 和对世界的

看法之间做出了选择之时，她以著名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可

是，一旦做出了选择，虽然可出现一些变化，由此而导致的传统

还是会形成一个棱镜 （ｐｒｉｓｍ）；其他的生活是决然不同的，在性

质和其自己的核心方面都不相同。传统吞并了权力关系并倾向于

使之归化。

后传统社会则很不相同，这天生具有全球化倾向，同时也反

映了全球化的加强。在后传统秩序下，不管是文化多元主义中包

含着延续来的还是创造的传统，它都不能再呈现为分离着的、内

置权力的多中心形式。

从分析上看，在任何社会背景下或社会中，解决个人或集体

价值冲突的途径只有四种。它们是：传统的置入、论理或对话和

压制或暴力。所有这些形式至少作为内在的可能性而发现于所有

的文化中和所有的行动环境下。然而，这些因素可能具有完全不

同的意义。在传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传统的信仰和实践起了

很大的作用，透过守卫者的任何行动可以看出这一点。内置的权

能主要呈隐蔽的形式，文化的兼容性涵盖了地理上的分割。在这

里，解约甚至不是前现代体系的时空组织结果那样的积极过程，

并与对非地方性的沟通障碍联系在一起。

可是，随着现代化的出现，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强化，

这一情形或多或少受到了破坏。传统被以一种曾提到过的方式召

唤来为自己 “解释”，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一般说来，只有当传

统能被用到推论性辩护中去，以及能够不仅与其他传统而且与其

他做事方式进行公开对话时，它才能够继续存在。解约可以以某

种方式出现于某种背景下，但它将受到越来越大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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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后时期，沃尔特雷纪念馆变成了南非主导性意识形态

的象征。人们可以看到在那一意识形态环境下所成长起来的种族

隔离说可以再举传统中的性别为例。在直到现代性的开端之前，

性别差异都深深地铭刻在传统中并回荡着其中凝聚的权能。可在

今天，作为根本结构变迁的结果，再加上数十年的女权运动的努

力，男女之间的区分———包括性别、性和自我身份间的最亲密关

系———都受到了公然质疑。质疑它们等于向他们要之所以如此的

正当的推论性理由。人们不再会说：“我是一个男人，这就是男

人的样子”，“我拒绝对此进一步讨论” ———通常是付诸于行动而

不是在口头上表述的声明。当人们被召唤做某一事情时，必须证

明其行为和态度的正当性，这意味着必须给出理由；在理由不得

不被提供之处，有差别的权能开始消失，或者另外一种权能开始

变为权威。如果这种推论性空间不被创造出来并持续下去，后传

统的私人关系 （或说是纯粹的关系） 就无法生存。

但是，在众多情况下，这不能得到支持。发生了什么呢？很

明显，一种可能性是解约：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分离的世

界、一个正在离婚的世界中。在没有发生解约而传统仍被坚持的

地方，我们进入了潜在的或实际的暴力领域。在谈话停止的地

方，暴力就可能开始。当今男人们对妇女施暴，在相互关系的背

景下如此，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也是如此。

在私人关系和日常生活中能够应用的，在全球秩序下也可以

应用，在二者之间的所有层面都可以应用。我刚才所描述的可以

被看成是一个有关个人生活的克劳塞维茨式理论。克劳塞维茨式

理论确具有它的拥护者，也有它在目前国家间关系上的适用背

景。在全球舞台上的文化冲突是暴力的温床；或者它们也会产生

对话。一般地说，在解约不再成为可行的选择的许多社会秩序

下，“对话性民主” ———它是指双方对对方权威的互相认可，准

备倾听他们的观点和想法并与之辨认这样一个过程———是对暴力

的惟一替代。在个人生活层次上 “情感民主” 的可能性与全球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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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层次上民主的潜能之间，存在一个真实而清晰的对称。

后传统社会是一个结束；但它又是一个开始，是行动和经历

的一个真正新型的社会世界。它将是、或应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

呢？就像我说过的，这是一个全球的社会，它不是在一具世界社

会的意义上如此，而是在 “不确定的空间” 的意义上才这样。在

这一社会中，社会纽带被有效地建立，而不是由过去继承而来。

在个人和更集体化的层次上，这是一项艰难困苦的事业，但是，

它也提供了一个巨大回报的承诺。在权威方面它是去中心化的，

但由于它以新型的相互依赖为焦点，所以在机会与困境方面则再

次中心化。将自恋甚至利己主义看做后现代秩序的核心是一个错

误，就它所包含的对于未来的潜力来说的确如此。在人际生活领

域，对他人开放是社会团结条件；在一种世界大同主义的秩序

里，在一个更大规模上，提供 “友谊之手” 在伦理上是隐含于本

讨论刚开始就勾画的新议程之中的。不用说，潜在性与现实性是

两个非常不同的事情，激进的怀疑助长着焦虑，社会性产生的不

确定性赫然耸现；在地区和更全球性的水平上，富人与穷人之间

有着巨大的鸿沟。但我们能清楚地发现政治承诺更新的前景，尽

管它会沿着另一条不同于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线路进行。摆脱

后现代主义的困惑之后，我们就会看到 “对话性民主” 从个人生

活向着全球秩序的更外层边界扩展的可能性。作为集体性人类，

我们注定要分裂下去，这不可挽回，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

被局限在马克斯·韦伯所构想的铁笼内。在强迫性之外存在的是

发展出可信赖的人类生活形式的机会，这几乎不归功于传统的公

式化真理，但在这里对传统的捍卫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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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科学

我们能够区分主流社会科学或者我常称之为 “正统舆论” 的

三个主要特征。这些观点在二战后很长时期内的社会学中是非常

明显的，但是，我认为，也可以说它们已经延伸到广泛的其他社

会科学领域。

第一个特征就是自然主义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这种观点认为，社

会科学应该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而且社会科学的逻辑框架应该

阐述类似于自然科学的问题。尽管 “自然主义” 和 “实证主义”

这两个词的意义大同小异，但是，我更愿意采用 “自然主义”，

而不用 “实证主义” 这个词。

正统科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认为，我们应该依据某些社会因

果关系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概念来解释人类活动。这也就是说，

尽管作为人类主体的我们似乎对我们正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

非常了解，但是，社会科学家仍然能够揭示出促使我们这样做的

我们不知道的真正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作用就是揭示行动者所忽

视的社会因果形式。

与自 然 主 义 模 式 相 联 系 的 第 三 个 特 征 就 是 功 能 主 义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在这里，对此我不想多讨论）。尽管通常认为，

社会科学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社会科

学不可能完全像经典物理学那样，因为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是

系统，而系统更像生物体而不像物理学家所关注的现象。据推



测，系统的概念来源于生物学，它通常是以控制论为模型而建立

的，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系统概念对社会分析非常重要。

今天，正统舆论不再是一种舆论了。在过去，它通常是社会

科学中大多数人的观点和立场，但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少数人

的观点 （在社会理论领域当然如此，在经验社会研究中也许不是

这么明显）。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代表的只是各种观点中的一种。

大多数不同的理论观点都有自己的立场———例如，民族方法学、

各种形式的符号互动论和新韦伯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

学和批评理论等———这个单子似乎永远也列不完。

这种状况令人不安，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准确地知道我们自己持

哪种观点立场。我用 “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或 “传统”（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这

些词，而不用 “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这个词，因为库恩 （Ｋｕｈｎ）

将范式这个概念引入科学哲学中时，他使用的这个术语是与自然

科学相关的。库恩的哲学及他对 “范式” 这个词的定义实际上来

源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他看出了社会科

学家之间的争论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科学

领域核心地位的视角是不断调整的。

对于这种状况，人们有两种反映。一个就是接受它，这些人

认为，如果存在各种理论视角，这很好。多种多样的理论比只根

植于一个主要的理论传统的教条主义更可取。这种观点甚至可以

在那些正统舆论的最狂热的维护者中找到。

罗伯特·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ＫＭｅｒｔｏｎ） 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人

物，他试图对正统科学进行系统化，建立一个统一标准———他称

之为社会学范式 （在库恩之前）。实际上，他是第一个使用现在

意义上的 “范式” 这个词的人。默顿后期的观点有了极大的变

化。虽然默顿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承认，但是，他还是渐渐认识

到社会学中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认为这种情况肯定是积极的。其

他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多元主义，他们从怀尔阿本德的科学哲学著

作中寻找合理依据。怀尔阿本德认为，科学应该是多元的，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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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只有惟一的观点定位。

另外一种反映通常来自那些在更实证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工作

的人，他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轻视、漠不关心或者 “我告诉

你就是那样的”。“我告诉你就是那样的” 这种态度实际上遵循下

面这种逻辑：“我是一个实证研究者。我知道，社会理论家不能

相互达成一致观点；他们甚至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基本定义都

无法达成统一看法。这就决定了社会理论和实证研究之间的不相

关性。我可以继续我的实证研究工作，让理论家们去争论他们不

同的观点吧。” 因此，这第二种反映主要表现在那些从事实证研

究工作的人中，他们认为理论争论实际上与他们毫不相关。

然而，这两种观点中没有一种是真正合理的。第一种是有缺

陷的，因为它消除了评估理论具有理性标准的可能性。然而，我

并不认为情况就是这样。有些理论的确比其他一些更好，而且有

些视角也比其他的更富有成效。

第二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很容易证明，理论争论确实

与实证研究有很大区别。莱特·米尔斯 （ＣＷｒｉｇｈｔＭｉｌｌｓ） 所说的

“无头脑的经验主义” 会带来无前途的和无积累的工作。从理论

上来说，最好的实证研究应该是最著名的实证研究。理论和研究

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两者不能混淆在一起。然而，所有的实

证研究者都应该对理论争论非常敏感，就像理论家也应该对实证

研究问题非常敏感一样。

目前，在社会理论中，关于什么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理

论内容是什么以及它们对经验研究有什么含义这些问题，我们的

确发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趋势。我们今天面对的多种观点之间的争

论在一定程度上比真实的更为明显。我们的确知道这些不同观点

的某些优点和缺点，而且能感觉到这些争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我认为，这并不会轻易导致一种新的正统科学。如果说，我

对我所描述的两种对立观点还有点赞成的话，那我也是赞成第一

种而不是第二种。我认为，人自身实际上总是存在某种可争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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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我们在说明人类主体 （ｈｕｍａｎａｇｅｎｃｙ） 时总是存在某种困

难，这注定要使我们卷入有关人类行动本质的争论中。然而，那

并不一定而且不应该导致我们对理论多元主义的完全赞成。证明

理论正在朝综合的方向进行变化等于就是要证明正统舆论的错

误，然后具体阐述正在出现的新观点的主要原理。

主流社会科学，即正统舆论首先含有一个认识自然科学的错

误模型。社会科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正在建立某种自然科学声称要

取得的发现，但是，他们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是有哲学缺陷的。

社会科学所依据的自然科学模型实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它将建立

演绎的规律体系看成是科学的最高要求。

我认为，你再也无法找到这样一个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会

信任许多社会科学家所信奉的那种自然科学概念。正如后库恩主

义的科学哲学所表明的，自然科学是一种诠释学或者解释学的努

力。当然，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它的规律，但是，规律必须是得到

解释的，而且在理论体系的环境中必须是这样。因此，自然科学

涉及意义的解释体系，而且自然科学被包含在理论框架的建立过

程中。实际上，意义框架比规律的发现更为重要。在传统的自然

科学模型中，人们过于重视了构建 “科学” 时所要求揭示出的规

律，而社会科学家又单纯地接受了这种重视和强调。

在社会科学中，正统舆论的最后阵地就是方法论教科书。打

开那样一本教科书，你在头几页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观点，即 “解

释” 就是从一种规律或者一种复杂相关的规律体系中对一个结果

的演绎推论。这完全是对自然科学中大多数解释形式的错误看

法，而且，我们有不只一个理由认为，这是在社会科学中要采用

的一种毫无希望的模型。

正统舆论的第二个缺点就是主流社会科学包含对人类行动的

错误解释。正如前面提到的，对于正统舆论来说，人类活动应该

从社会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解释。作为普通的行动者，我们可能会

认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行动的是在做什么，但是，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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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受到我们不知道的影响因素的驱

动。正统的社会科学所做的就是要将我们看做是好像我们的行为

是结构性因果关系或者结构性约束造成的，好像我们的行为直接

起源于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

我们在社会理论中不得不做的就是揭示对知识丰富的人类主

体的看法和观点。我的意思是说，社会科学必须强调这样一些现

象，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承认这些现象是人类行动的主要特

征，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要注意忘记所有这些现象。社

会科学家要忘记大部分人类有目的地所做的事情，而且要忘记我

们所知道的为什么采取那种行动的理由。所有的人类主体都很了

解他们的活动环境，这种知识与他们所做的之间并不是毫无联系

的，而是他们行动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知识总是有限度的。它受到制度制约，而且这些限制

（结构制约） 仍然很有必要去研究。但是，揭示有着丰富知识的

人类主体的看法和观点对于重新表述什么是社会科学相当重要。

这种揭示必须建立在实践意识的观念基础上。我所说的 “实践意

识” 是指这样一个概念，即它已经在许多思想习惯和思想传统中

“被发现”。在哲学中，这已经被维特根斯坦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所

证实，在民族方法学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中，它作为一种经验

主义的关注而出现，而且在戈夫曼 （Ｇｏｆｆｍａｎ） 的著作中得到了

证明。这种观念指的是，为了使社会生活进行下去，我们作为社

会行动者所知道的以及必须知道的所有事情。

例如，要用一种语法正确的方式说一种语言并理解它 （比如

英语） 涉及了解一套非常复杂的语法规则、语言使用技巧以及语

境，等等。要说英语，我们必须知道所有的这些知识；但是，如

果别人要求我们对我们所知道的进行广泛的解释，我们会发现这

非常难做到。对于语言是如何存在的，作为说这种语言的我们只

能对我们实际所知道的以及必须知道的给出最有限的说明。这与

我所说的语言学家研究 “我们已经知道的” 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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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所给出的答案通常是

错误的，原因在于所给出的理由和原因被认为是穷尽了人类所有

的知识。然后，经验工作者就会转向寻找结构原因。然而，与这

些科学家所阐述的理由相比较，每一个人自己都更知道他为什么

要采 取 某 个 行 动。对 于 我 们 使 社 会 世 界 和 社 会 领 域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变得可以预测来说，实践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世界

和社会领域的可预测性并不是 “碰巧发生的”，正如自然界和自

然领域的可预测性也不是偶然存在的一样。它是由人类主体的有

目的有组织的实践产生的。

社会科学的传统概念存在的第三个缺点就是，认为发现社会

生活的规律是可能的，认为社会生活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类

似于自然科学中存在的规律。如果人们愿意称它们为 “规律” 的

话，它们就可以被称作 “规律”；但是，这些规律与自然科学中

的规 律 是 不 同 的。让 我 们 来 看 看 哲 学 家 彼 得·芬 奇 （Ｐｅｔｅｒ
Ｗｉｎｃｈ） 所举的汽车在红绿灯口停下来的例子。有人可能认为，

这中间包含着一个 “规律”。当红灯亮时，汽车停下来；绿灯亮

时，汽车又继续往前走。如果你来自外来文化，而且你从来没有

见过汽车，你可能会认为是交通信号灯之间的某种光线使汽车停

下来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中间的确存在一种自然规律。然

而，我们都知道，使汽车停下来的是汽车司机知道交通行为规

则，而且这些交通规则和习惯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如果社会科学家研究汽车司机的行为并且发现他们大多数人

都会在交通信号灯那里停下来，那么，这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大部

分普通行动者来说是毫无疑义的。司机们当然都知道他们要在信

号灯口停下来，而且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停下来，因为他们要根据

习惯和规则行事。除了它们是人类学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否则这

种概括完全没有意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证明文化之间的差

异、习俗之间的差异时有各自不同的作用，而且，不同文化环境

中到底有多大的可预测性取决于对文化习俗的不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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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的第二个意义更接近于正统科学中建立的概括观

（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种概括观关注人类行动带来的客

观结果。我们在任何时候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事实，也就

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

么做。然而，马克斯·韦伯 （Ｗｅｂｅｒ） 非常恰当地强调，尽管我

们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但是，我们行动的范围都在不断地摆脱

产生这个行为的意图和目的。

正统舆论的支持者特别关注客观结果所产生的社会因素，当

然，这些社会因素也形成了社会行动主体的行动环境。自然主义

的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概括类型取决于关于被概括的客观结果的假

定。这里的 “规律” 可以接近于自然科学中的类似规律的概括的

形式来理解。我将这种概括称为类型二。类型一的概括是那些依

靠对社会行动者的规则和习俗的有目的的观察而建立的。

类型二的概括明显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确，他们的那种概

括和揭示必定会成为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目的。举 “贫困循环”

的存在作为例子。贫困地区学校的设施很糟糕，学生们也没有学

术价值观，老师也控制着课堂。当孩子们从那样的学校毕业后，

这些学生的素质不是太好，他们获得相当低工资的工作，生活在

贫困地区。然后，他们的孩子又进入到类似的学校，这样，这种

贫困就一直循环下去。

然而，第二种类型的概括从来不会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

规律，这就是因为他们假定的因果联系是建立在有目的行动带来

的客观结果基础之上的。实际上，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概括都是根

据人类主体变化不定的目的而发生变化的。类型一的概括 （行为

规则和习俗） 和类型二的概括 （依靠客观结果） 之间存在一种内

在的关系。在某种特定的行动环境下，人们根据习俗而采取的有

目的的行动总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影响了类型二的

概括。

社会科学不可能完全是 “解释性的”。那些认为类型一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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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穷尽了社会科学能够对理解人类行为所做出的贡献的人犯了一

个基本的错误。另外，在假定我们能够通过建立类型二的规律以

综合的方式解释人类行为方面，自然主义的立场也是错误的。在

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有的社会科学应该从习俗和社会再生产的

角度以客观的方式掌握有目的活动之间的关系。

由于正统舆论的逻辑缺陷，使得它对启蒙运动的性质持一种

简单的观点，它认为社会科学可以传递给普通个人。传统观点所

基于的模型还是来源于与自然科学的直接比较。有人认为，自然

科学证明了，我们以前建立的许多信念都是错的，这样，它产生

了启蒙运动。社会科学的启蒙运动可以被看做是对错误观念的

批判。

当我们考虑类型一和类型二之间的差异时，这种观点显然是

错误的。凡是作为有目的地使用习俗的结果而发生的行为，它都

有其自己的逻辑意义，它不可能是以错误信念为基础的。人们不

仅仅必须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而且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所

以，社会科学家重新描述他们的行动将被证明是没有意义的，这

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这种信息只是对那些不属于这个文化环境中

的人来说才是新东西，而且它明显区别于对错误信念的批判。

当然，社会科学所承担的人种史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以及区别于其他的

可被历史分析所复原的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另外，社会科学能够

显示普通行动者在他们的行动中所使用的共有的知识 （ｍｕｔ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共有的知识” 这个词包含了使社会活动有意义的

各种实践技巧。也许不只戈夫曼一个人清楚地阐明了，多么复

杂、多么细微以及多么日常化的东西其实都是共同知识的组成部

分。在这里，它与语言学相当接近。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使用者所

知道的以及必须知道的。可以说，无论哪种语言都是可以被讨论

和研究的。然而，为了说某种语言，我们自然而然地知道了我们

所知道的大部分知识。语言学给我们讲述的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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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是以一种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知识的表述模式来表达的。

对于这些潜在的启蒙形式，我们必须补充说明其客观后果所

带来的影响。行动者已经知道他们所正在做的，但是他们所做的

事情的后果却远离了他们原来打算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将会发

现一系列有趣的问题。

自然主义式的社会科学的说服力完全取决于下列经验知识，

即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过程都不是事件的参与者主观设计好

的。自然主义者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制度不遵从于个体行动者的

目标，社会科学的任务才得以确定。

客观结果的普遍性意味着我们必须继续小心 “主流” 所提出

的社会科学的形式，以防出现更多的 “解释性” 的概念和观点。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只从自然主义式的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处理。

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过程的客观特性支持了这样一个

观点，即社会生活是由社会行动者所忽视的那些结果和影响所支

配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说，社会生活或者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

并不是由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来设计的；另外，我们还有一点可以

认为，个体行动者是根据 “社会目标”（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ｕｓｅｓ） 来采取行

动的，这种社会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行动的路线。对于

行动的客观结果的正确评价不仅仅会使我们强化上述结论，而且

将使我们更加重视认真对待人类行为的目的性特征的重要性。除

非我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主观的，否则，什么是客观的就不能得

到明确的阐述；我认为，这也提出了对行动理性的一种解释和

说明。

与人类行动的客观后果所起的作用相关的，有好几种不同的

探讨方式。例如，我们可能很有兴趣问一问，尽管没有人想要某

件事情发生，可为什么某一个单独的事件会发生。因此，一个历

史学家可能提这样一个问题：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方

没有一方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会产生那样的结果，可为什么一战

会爆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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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传统上所关注的探讨方式涉及

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也就是说，他们致力于证明社会制度具有超

越个人参与的互动的特定环境的特性。功能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

的联系可以具体应用到这一点上，因为功能解释的观点通常表

明，社会制度的存在和维续的 “理由” 有很多非常不同于行动者

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所提出的理由。（进一步的讨论，请参看第

４章）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作为对功能主义重新进行了批判性检视

的结果，对制度再生产的解释已经明显不能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

谈了。对在一定时期内的既定的一套社会制度的维续所需要的条

件进行探讨是完全恰当的，而且通常也是必须的。但是，这种探

讨只对社会再生产的机制进行分析；实际上它并没有提供对社会

再生产的解释。所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再生产都是在 “混合意向”

（ｍｉｘｅ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的条件下出现的。换句话说，社会制度能

够维续和存在下去主要是因为涉及了各种有意和无意的行动结

果。然而，这种混合必须被仔细地区分，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它也是可变的。

有很多情况都将系统再生产的 “受到高度控制的” 条件与那

些涉及客观结果反馈的条件区分开来。对系统再生产条件的控制

毫无疑问是一个与现代社会的出现，以及与现代组织的形成有关

的现象。

用 “ｘ的函数” 形式这种命题来解释社会再生产有两个方面

的缺陷。正如前面已经阐述的，第一个就是这样一种命题没有任

何解释价值，而且当以反事实的命题形式应用于解释社会活动

时，它只能被认为从因果原因上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个就是这种

命题在关于意图和意向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方面是模棱两可的。在

再生产被高度控制的条件下，（某些行动者的） 目的和意图与社

会制度的连续性之间的联系将是直接和普遍的。凡是无意的反馈

起作用的地方，再生产过程的机制就会非常不同。区分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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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上述考虑有点复杂，但是它们对于分析社会科学的实际

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主流社会科学通常致力于研究关于常识的

可修正性这一有缺陷的观点。我使用的常识这个词是指行动者对

社会生活和社会再生产条件所持的信念。正统舆论的支持者们坚

持自然主义的假定，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的实际内涵具有技术形

式。社会科学纠正行动主体对社会活动和社会制度所持的错误观

念。当我们越来越了解社会世界的时候，就像我们越来越了解自

然界一样，我们就能够改变它。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中有着深厚

的根基，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时期，而且被孔德、迪尔凯姆

和所有的自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重申。

然而，如果先辈们提出的观点是有效的，那么，至少是以后

来人所发展的那种形式提出来的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

学的确涉及批判和纠正普通行动者对社会世界所持的错误观念。

但是，这些批判观点和理论所处的条件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它们

的实际内涵也与自然科学中所指的含义差别相当大。社会科学涉

及的是产生和创造概念的行动主体，他们将他们所做的以及他们

行动的条件进行理论化。正如新近的科学哲学所阐明的，自然科

学现在逐渐成为一种解释学。科学就是致力于解释。其中，理论

是由意义框架组成的。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是一门

双重解释学，因为社会科学中提出的概念和理论要适用于一个由

具有建立概念和理论能力的个体的活动所组成的世界。社会科学

家不一定要向生活在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解释这个社会世界的意

义。相反，社会科学的专业概念是而且必须是依赖于普通行动者

所提出的概念。正如芬奇 （Ｗｉｎｃｈ） 所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专业的社会科学概念逻辑上是与常识世界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要对人类行动进行诚实的描述就要求社会学观察家掌握行动

者借以界定自身行为的共同知识。要对任何给定的行动环境下的

行动者的行为进行描述，其所需要的条件就是要在被探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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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范围内能够 “继续进行下去”。

芬奇根本不加以考虑的是，使社会世界与被提出用于分析社

会世界的社会科学概念相互渗透和吸收。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

完全与 “它们的” 世界 （即自然的客观世界） 相互分离。这种渗

透和吸收过程有助于解释社会科学发现中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陈

腐和平凡，尤其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创新性成就相比就更是

如此。

社会科学的陈腐和平凡是人们对主流社会学的社会学工作者

表示担忧的主要原因。为什么社会科学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产生

出对社会世界的创造性发现？如果这样的发现是不存在的，那

么，我们似乎不能创造出社会科学的实际含义所依赖的社会技术

来。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现代时期，从一开始，社会科

学就对而且将继续对社会世界产生非常深远的实际影响。实际

上，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科学的改革对社会世界所造成的后果远

远超过自然科学的改革对自然界所产生的影响。然而，社会科学

的实际影响并不主要是技术方面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社会世界的

相互渗透和吸收过程一直在继续，社会科学概念已经成了社会世

界的组成部分。当这些概念被普通行动者所掌握而且形成了社会

活动时，它们当然就成了社会日常事务的基础。即使是在这些概

念刚刚被提出来时，就算它们可能与自然科学中提出的概念那样

具有同样的创新性，然而，它们的原创性和新奇性还是会渐渐地

消失。

社会科学的早期历史是与１５世纪和１６世纪的政治理论的出

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基雅维里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和其他人的

著作中，一门新兴的政治学课程出现了，包括如主权和政治学这

个概念本身等概念都出现了。一个正统社会科学家可能会认为，

这些理论家描述的是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变迁和变化。当然，他

们是在描述这些变化，但是，他们做的不仅仅是这些。政治科学

这门课程的发明有助于建立什么是现代国家。思想家们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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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一个孤立既定的世界。例如，如果没有主权这个概念，现

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更重要的是，主权概念是一个从一定意义

上来说，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已经掌握的概念。无论什么时候我们

使用护照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旅游，都证明了我们实际上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主权概念、公民概念，以及一系列相关

概念。这些概念都不仅仅是对一个孤立既定的国家制度的描述；

它们还渐渐成为了这些制度的组成部分。

经济学课程还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有人可能认为，早期经

济学家是在描述１９世纪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变迁。当然他们做

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还做了更多。经济学课程还讨论了什么是

工业社会。如果行动者没有掌握投资、风险、成本等概念，甚至

没有掌握经济学的概念，那么，工业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因此，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理论和普通行动者

实践中最基本的概念，而且它们不只限于某门专业课程。作为一

种技术变迁的手段，社会科学并不处于与社会世界的中立关系

中；批判也不仅仅是对错误的普通信念的批评。双重解释学的含

义是指社会科学家不得不提防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可能对他们要分

析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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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功能主义：交锋之后

有关功能主义长处和不足的争论曾多年主导社会学的理论讨

论，但现在却显得筋疲力尽了。即使有时争论者断断续续地发表

零星的意见，争论的战场也主要是空旷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或许我们可以对争论的所剩之物做出评价。尽管人们也许会说，

那些针对形形色色的功能主义的批评性攻击不断迫使功能主义的

支持者为功能主义辩护，但是却不能轻易判断，由于争论的一方

疲于应付，这种争论已经丧失了它的活力。相反，新的理论范式

凸显出来，并且已经使争论的焦点转移到其他方面。如果真是这

样，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好事：有关功能主义的争论从来不是

一件迷人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为了支持另一方而可以放弃富于战

斗性的暗喻的话，那么偶尔还可以使无趣的形式主义显得颇具深

度。但是如果认为那些提出来的全部问题可以轻易忘掉的话，那

就错了。无论功能主义具有什么局限性 （我将做出总结，认为这

些局限是无法弥补的），功能主义总是处于制度性组织的前沿问

题中，而且坚决反对社会理论中的主观主义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我

认为强调这些仍然是必要的。我的目标并不是营救功能主义于各

种批评的包围，也不是要重新审视这一争论的整个过程；我的目

标是：通过检视功能主义思潮的固有缺陷，发展出一种能够替代

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案。

现代形式的功能主义的起源与１９世纪生物学的进步相关。



如果说古典力学是成熟科学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学，尤其是进

化理论，则成了社会思想各种主导流派更为直接的灵感。孔德的

著作尽管出现在达尔文之前，但是它们却为生物学和 “社会学”

之间的亲近关系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基本原理，他对 “社会静态”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ｃｓ） 的总结对后来功能主义概念的展开具有重大影响，

例如对开始时的赫伯特·斯宾塞和后来的迪尔凯姆发展的一些概

念就是这样。当然，社会进化的思想在所有这些学者的作品里都

起到了基本的作用，这就如同将生物学类推直接借用过来以说明

社会生活的 “解剖学和生理学”。

尽管迪尔凯姆在他的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中惟一明确论述

“功能的解释” 的篇幅只有寥寥几页，但是迪尔凯姆的思想对２０
世纪功能主义的发展无疑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社会学中

作为一种虽然松散但是独特的流派而出现的 “结构功能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一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流派里，这些思想的结合只有通过

将 “功能” 从 “进化” 里分离出来才能实现。在迪尔凯姆那里，

社会进化的概念已经削弱了。人们仍然在广泛的进化论背景下对

待机械的团结和有机的一致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但是更多的是对它们

进行抽象的类型学对比而不是将它们看做是有联系的演化变迁。

通过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洛夫斯基的努力，功能概念发生了

朝向人类学的转化，这一转化直接与对进化理论的批判相关。为

了打破与１９世纪进化论的密切联系，这些学者尤其反对这一传

统：思辨地尝试重构宗教、婚姻等社会制度的起源。但是他们也

反对这种 “剪刀加糨糊” 式的人类文化学，即为了描述社会进化

的各个阶段而将大量不同社会的样本集中到一起，但是对这些样

本所在社会背景的差异不加区别。“功能主义”（马林洛夫斯基在

他的理论观点中喜欢使用这一名称，但是拉德克利夫·布朗不喜

欢） 与人类学的现代田野工作的起源密切相关，但其重点放在研

究与社会总体相关的制度上。

功能主义跨过大西洋后，再度进人了社会学。拉 德 克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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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布朗在芝加哥教书的时候，对促进功能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但是帕森斯在英国时曾在马林诺夫斯基手下做过短期研究工作，

而由他发展并由他在以后的工作里继续研究的主要理论，倒是更

接近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点。这两位学者著作中的 “结构” 概

念与 “功能” 概念结合在了一起。不是马林诺夫斯基的 “工具功

能主义”，而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的主流中占优势地位长

达３０年之久，其间鲜有其他流派能与之抗衡。结构功能主义与

以往任何一种理论相比，都更为连贯同时也更为详细地将功能主

义的概念组合到一起；结构功能主义的多数鼓吹者认为，结构功

能主义是辨别社会科学阐释的独特任务的理论基础。与功能主义

的这种现代形式有联系的许多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帕森斯的影

响。但是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即无论正确与否，不同的学者

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着 “功能主义”。由于帕森斯的著作涉及的许

多主题与功能主义讨论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不准备在这里直

接从它们着手。相反，我将我的注意力转向其他学者的三部重要

著作：首先是两个相关的较早的著作，即ＰＫ默顿 （Ｍｅｒｔｏｎ）

对功能解释的任务的 “条律化”（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随后埃尼斯特·纳

哥尔 （ＥｒｎｅｓｔＮａｇｅｌ） 对它的批判性修正。尽管默顿的文章发表

于１９４９年，即功能主义争论的主要部分 （默顿的著作是这些争

论的重要参考） 尚未出现的时候，默顿的文章后仍被修正和扩

充。更为重要的是，默顿的文章预见了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并在某

种程度上做了回应，而这些批判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例如人们

对功能主义理论不承认存在对付冲突、权力等问题的模式的批判

就是这样。而且，默顿的著作还在使功能主义与社会学重新结合

这一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有力论点是：拉德克利夫·布朗、

马林诺夫斯基，以及其他人类学学者的思想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

理论框架，但是只有对它们做充分的修正以使得它们能够涵盖已

经发展了的社会里的问题 （这些问题即使不是发展了的社会所特

有的，也是在发展了的社会中特别尖锐的），这些思想才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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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框架。

此外，我还将加上对第三部著作的考察，这就是斯丁奇科姆

伯 （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 的著作。这并不是一部与功能主义讨论相关

的著作，但它的确详尽地探讨了几个相同的问题，并且与默顿是

一脉相承的。

默顿：功能主义系统化

默顿探讨的论题尽人皆知，我只需简要概括与我在后面将要

讨论的主题相关的那些要点便可。

默顿是从使诸多参与功能主义争论的人陷于绝望的地方开始

的：“功能分析的大量性和多样性”。但是他也反对理想幻灭；他

认为这种多样性使得条律化变得可能而且必要。对功能分析进行

系统化必须将理论和方法联系起来：但这种系统化必须在处理经

验材料中证明自己。此外，默顿还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他试图

给功能主义取向的成果提供充分的说明———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

许多随之出现的评论所具有的比较深奥的性质。默顿的观点的主

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一开始是必须澄清并修正既有文献的

缺陷。

①“功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这一术语必须做出清楚界定。该词有

各种各样的世俗用法，例如相当于 “公共集会”（ｐｕｂｌｉｃｇａｔｈｅｒ
ｉｎｇ），以及数学中的一种技术意义，等等。而且，还存在经常作

为该词的同义词使用的同样大量的不同俗语：“目的”（ｐｕｒｐｏｓｅ）

和 “结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便是这样的词汇。我们必须将指称行

动者 “主观状态” 的概念和指称行为结果的概念区分开来。默顿

说：“社会功能是指可以观察的客观结果，而不是主观意向 （目

标、动机、目的）”。一个人想做什么的意愿可以与他或她行为的

结果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②人类学中功能主义的若干重要论点必须予以修正，或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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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全部否定。例如，有一个论点认为，社会总是具有 “功能团

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ｙ），或社会总是和谐的。默顿将这一观点和

拉德克利夫·布朗联系起来，并认为应该抛弃这一说法。或者至

少不能将这一说法当做公理：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要依据实际情

况的不同而予以区别对待。由马林诺夫斯基表述的 “普遍功能主

义的基本原理” ———每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实践和文化事项因其存

在都具有功能———也是一样。马林洛夫斯基所主张的功能需要的

“不可或缺” 也是值得推敲的。举个例子，“宗教在每一个社会中

都具有一定的不可或缺的功能” 这种说法便掩盖了这一含混之

点：是宗教制度为社会所必须还是宗教所履行的功能为社会所必

须？说社会的存在需要一定的功能性先决条件并不等于说一定的

特殊制度必不可少，因为同样的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制度履行。

③默顿尽力否定人们关于功能主义天生具有 “保守性” 的批

评。根据他的说法，一旦前几段提到的那些论点有问题，那么这

个观点就站不住脚了。为了证明这一点，默顿力图提出经过修正

的功能主义理论模式，这个模式远不是固有保守的 （现存因素和

必然因素的融合），而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辩证唯物主义”

相一致。默顿之后的许多学者也发现有必要尝试进行这一证明。

在默顿提出的有关修正中，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④功能被定义为 “（标准化的实践或事项的） 那些可以观察

的结 果，这 种 结 果 促 成 了 既 定 系 统 的 适 应 和 调 整”。 功 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与功能失调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相对，功能失调是指行为

阻碍了系统的 “适应和调整” 的现象。

⑤功 能 分 析 涉 及 对 合 计 结 果 的 网 络 平 衡 （ｎｅ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
ａｎ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ｏｆ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的评价：比如，一种特殊的社会实

践也许在某些方面或在一定层次上对系统 （这实践本身是该系统

的一部分） 具有功能，但是在其他方面或层次上则是功能失

调的。

⑥应当区分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那些促进系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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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适应的客观结果，它们是该系统的参与者故意和承认”。而潜

功能不是系统的参与者故意的，也没有得到承认。

⑦在对社会系统的功能要求或功能前提进行分析时必须承

认，还存在多种多样的对功能分析的替代理论。承认这一点是

功能分析的必要补充。但是，存在于既定个案里的变化的可能

性受到源于 “社会结构各元素相互依赖性” 的 “结构约束” 的

局限。

纳哥尔：批判性补充

尽管默顿的文章人们讨论得很多，但是很少有像纳哥尔所做

的评论那样透辟的。纳哥尔的评论是赞同性的批评，意在将默顿

的观点与同一时期生物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纳哥尔一开始将注

意力引向一个传统观点 （这是由孔德等人提出来的，孔德认为生

物学和社会是 “综合” 学科，在这种学科中 “实体优先于因素”，

这与化学、物理等 “分析” 科学是不一样的）：功能概念在生物

学之外的其他科学中很少出现。其不同似乎依赖于以下事实：生

物学研究在环境变化时自动调节的实体。功能分析针对的是被视

为系统的实体，但不是那种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

纳哥尔论述的一个主要线索是力图追溯默顿的阐释中的模棱

两可之处。尽管默顿的阐释旨在澄清前人的文献，但纳哥尔认为

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方面，这些问题关乎默顿论述中的 “主

观意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的意义。纳哥尔说，在辨别一

种 “显功能” 时，我们并清楚为什么默顿挑出行动者的目的和动

机作为特别注意之处。为什么我们不能将主观取向仅仅视为一个

系统变量，就像其他系统变量一样？假如 “进人视野的主观目

标” 不被当做这样一种变量，那么默顿对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区分

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并没有区别出一种功能；另一方面，如果

它是这样一种变量，那么按照默顿的意思，则这种区别是一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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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事项” 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功能类型之间的区别。纳哥尔似

乎做出结论认为，将主观状态视为功能变量是更为有用的：这

样，人们就可以描绘出一个 “故意的被认识的” 后果的功能结

果，而这与当后果涉及的人不知道这一后果时的情况可能是不一

样的。纳哥尔认为，默顿对功能结果的论述本身是模棱两可的。

某一事项的 “功能” 可以仅仅是某一系统的一个特征，该事项可

以维护这一特征；或者与该事项产生的总体效果相关，这种效果

有助于系统的 “适应或调整”。但是，这样就难以运用或者说不

可能运用默顿有关 “功能结果的网络平衡” 的概念了，因为并不

存在可以据之判断 “网络平衡” 的 “最终” 或 “决定性” 的基

线。就分析者有兴趣予以解释的该系统的确定特性而言，功能和

功能失调是相关的。

纳哥尔的结论力图表明，默顿对 “功能替代” 和 “结构约

束” 的总结还需要仔细考察。默顿在这里未能将他自己做出的区

别坚持到底。一种 “功能替代” 可以指一种能够履行同一种功能

的替代性事项———这是默顿所考虑的惟一意义———或者他还可以

指一种替代性功能，这种功能 （可能与其他功能一起） 满足一定

的系统 “需要”。对于针对潜在的社会变革 （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功能

分析而言，其区别就自然而然了：“结构约束” 如果仅就其第一

种意义而言，则明显是在较为狭隘和较为 “保守” 的意义上理解

的，而与第二种意义联系起来则不会这样。

这些观点包括我关于纳哥尔论述的关键看法。我们也许还要

说明，对那些不熟悉该文章本身的读者而言，纳哥尔接受了默顿

分析的大部分观点，并且将它们阐释成一系列公式化的陈述。

斯丁奇科姆伯：功能主义和理论建设

斯丁奇科姆伯对功能分析的逻辑的评价是在一种 “折中” 的

讨论方法中做出的，这里，功能主义被表达为诸多解释策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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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我这里仅仅探讨斯丁奇科姆伯著作的这一点。

对斯丁奇科姆伯而言，功能解释是 “多重组件” （ｍｕｌｔｉ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的理论范式中的一种因果解释。他说：“谈到功能解

释，我们是指这样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某些行为或社会安

排的结果是这种行为的原因的重要因素。” 这涉及三个因果关联：

一种 “结构或结构活动”；一种 “自我平衡的变量”；一种打破前

两者关系的 “紧张”（ｔｅｎｓｉｏｎ）。他以源于进化生物学的关于肝脏

的 “常量维持血糖” 这个现象为例说明这些关联。生物界中这一

点的差异很大，因为生物所吃食物等方面各不相同，从消化系统

进人肝脏的血液的糖量也不一样。因此那些形成有效肝脏的动物

或动物种类就会比那些没有形成有效肝脏的动物更具存活能力。

根据斯丁奇科姆伯的说法，在这一点上，“紧张” 是必要因素，

因为假如消化活动是稳定不变的，那么那些因具有 “功能肝脏”

而生存的动物就没有自然选择趋势了。在这个例子中，糖的缺乏

表明了结构活动，血糖水平表明了自我平衡变量，消化系统的差

异要求前两者之间具有紧张关系。

斯丁奇科姆伯认为，功能分析在封闭系统中，系统的最终状

态原则上可以用其初始条件来解释。另一方面，在生物学系统或

社会系统中，不同行为的重复出现可以产生一致的结果。这样，

社会组织通常 “在不稳定性和环境的可变性中努力追求它们的目

标”，但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例如，针对外部变化做出灵

活反应，尝试直接控制市场，提前做计划等。“这种模式表明了

对组织行为以不稳定减少的说法做出的一种功能解释”。

斯丁奇科姆伯也谈到了功能主义的 “保守” 性质及其与马克

思主义的关系。他和默顿一样，认为尽管 “保守倾向是该理论的

固有修辞机会”，但是 “功能理论的保守色彩在逻辑上并不是必

然的”。这种机会源于这一可能性，即将自我稳定变量视为一种

从道德上看合意的因素，而认为它们的紊乱必然是不幸的。通过

表明哪种特殊结构的运作使得道德上注定不合意的因素现象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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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哪种结构的运作利于局部群体的优势，功能主义可以服务

于激进主义；“正如马克思认识到的，某些结果比另一些结果更

具有因果性”。

功能主义的诉求

在对这些不同的功能分析做出批判性评价之前，我们可以先

问一问，是什么将社会科学领域如此多的学者吸引到功能主义概

念和方法上来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远在１９世纪功能主义发生的时候，功

能主义概念就在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流行开来。如果功能主义的

现代阶段从它与进化论割断联系算起，那么至今极少有人放弃了

社会科学中功能分析和生物学中功能分析具有重大的逻辑一致性

这一观点。例如，在上面概括提到的三种论述中，默顿利用了坎

农 （Ｃａｎｎｏｎ） 的著作，同时尽力 “不倒退，以免接受没有什么

关系的类推与相应理论，而这曾使有机社会学的参与者长期着

迷”。斯 丁 奇 科 姆 伯 利 用１９世 纪 生 理 学 家 克 劳 德·伯 纳 德

（Ｃｌａｕ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 著作，而伯纳德的著作对坎农的著作具有重大

影响。

可能存在三种主要的因素，激发了将社会科学和生物学联系

起来的努力。第一，存在一种意愿，希望证明在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之间存在逻辑一致性，至少就后者应对的是复杂而 “开放”

的系统而不是 “封闭” 的系统或各因素的加总而言是这样。主动

权不仅仅单方面来自社会学这种观点也许并不奇怪。例如，坎农

的著作试图运用有机类推将他的理论扩展到对社会制度的解释

上，这种类推让人想起１９世纪社会理论的机体论。第二，很明

显，存在一种信念，认为将社会组织的形式看做相互依赖的各部

分的统一体是有益的，也确实是必要的。当然，对 “相互依赖”

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通常这些理解都集中在相互起作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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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种影响到某一部分的变动也会在其他部分产生反响，这些

反响最终将返回并影响变动的源起本身。就这种状况维持了均衡

而言，在生理学上观察到的自我平衡原则也可以运用到社会系统

上。第三，还存在一种信念。认为社会系统表现了一种 “隐藏的

目的论”，这种目的论通过社会行为的非故意结果运作。默顿对

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区分明确表现出社会科学中功能主义理论的整

体特征：社会制度表现出一种目的论，这种目的论不能必然从牵

涉其中的行动者的目的上推测出来。在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中，

这一点永远最终依赖于这一论题或假说，即社会存在 “社会需

求” 需要满足，以使社会继续存在下去。这里，目的论因素通常

被假定为与在生物学适应性中运行的因素一样的东西：“需求”

以有助于 “生存价值” 的术语来界定。

此外，还存第四种因素，这是另一类型的因素：一种观念形

态的假说，一种离功能主义讨论不远的事物。尽管我将在以后回

到这一点做简短的论述，但我的本意并不是要仔细论述它。但是

有一点应当指出，那种认为功能概念仅仅偶然与政治中的 “保守

主义” 相联系的传统观点并不是因社会思想中这些概念的历史

而产生的。“保守主义” 其实并不是指称这种关系的合适词语；

但是从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到帕森斯，功能主义这一术语

是出现在与进步和秩序之间的调和的关联中的。正如默顿所指

出的，这种看法并没有表明功能主义在逻辑上是与这些观点相

联系的。

下面这一部分我想要做的是对功能分析进行解码并对功能

主义相关的基本弱点做一考察，这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观点对主

观性的重视，而是要将它们包括进一个不同的理论框架里。为

完成这一任务，我将集中讨论我所挑出的需要特别注意的三种

阐释，我将对功能主义的短处按照以下标题分类：功能主义和

故意行为，功能主义的阐释性内容，“系统” 概念和 “结构” 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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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和故意行为

非条律化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第一条：功能主义是一种目的论的理

论，但是只能对人类有目的行为做出有限的不充分的说明。每一

种重要的社会理论流派都包含着对故意行为明确的或含蓄的说

明。功能主义范式在这一点上的特征是将目的当做社会价值观的

“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一观点从孔德经过迪尔凯姆到其充

分阐述者帕森斯，是一脉相承。

纳哥尔批评默顿对显功能和潜功能所做的区分 （这实质上是

试图将 “主观” 意想和 “客观” 结果分开，），其理论基础是：

“在明显是功能分析的一个一般范式里，为什么它 （‘主观意

向’） 应当被置于一个特殊的范畴里并不清楚”。斯丁奇科姆伯显

然同意这一点，因为尽管他没有提到纳哥尔，但他专门指出 “动

机” 是功能分析的原则，尽管不是彻底的功能分析的原型。根据

斯丁奇科姆伯的说法，说某人 “想望”（ｗａｎｔｓ） 某事，就相当于

说 “行为的结果是行为的主要原因” ———对他而言这是功能分析

的基本特征。他说，尽管这些倒过来也当然不成立。

现在，将想望 （Ｗａｎｔｉｎｇ） 的 “主观状态” 视为一般功能中

的一个特殊例子的困难，就是默顿对显功能和潜功能进行区分以

企图避开的东西：就是将故意行为的目的论从行为结果的隐藏的

目的论区分开来。斯丁奇科姆伯将想望当做 “行为是其结果引起

的” 这种一般形势下的一个案例时，他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在企

图和想望这种状态下，并不是实现了的情势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是

行为的原因，而实现这种情势的愿望才是原因。某人可能想望谋

事，但这并不引发任何实现谋事的行动。相反，一个想望可以通

过一个完全独立于行为实施者的同时发生的事件来实现。然而对

于功能分析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下面这一事实：在一定的企图下

或因特定动机而实施的行为可能产生与行为实施者的预计相去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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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结果。正如默顿明确指出的，行为产生 “非故意的和不被承

认的结果” 是功能分析任何哪怕极为缜密的理论模式的一个必然

因素，而这与生理学中的功能分析是相对的。

尽管如此，默顿自己的在显功能和潜功能之间所做的区分本

身依然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他一方面使用 “非故意的” 结果这

一词语，一方面又使用 “未被承认的” 或 “未曾预见的” 结果，

作为同义词使用。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义词。其区别是社会行为理

论的结果之一，但是这一结果在倾向于决定论的多数社会理论流

派理论中都被掩盖起来了。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较好的例子是迪

尔凯姆对自杀概念的总结，以及这一总结在他对该现象试图做出

的解释中的作用。众所周知，迪尔凯姆将自杀定义为 “所有直接

或间接因牺牲者本人的积极或消极行为而导致的死亡，牺牲者本

人知道这些行为的结果”。迪尔凯姆在这里非常有意识地———你

也可以说是故意地———消除了知道特定结果将发生而做某事和盼

望特定的结果将发生而做某事之间的区别。不承认这两者之间的

区别必然倾向于将人们行为的企图、原因、动机等确定为与行为

的因果解释无关。某人可能在智能将发生特定的结果时实施某一

特定行为，但是，或者是他对结果ｘ不在乎，因为他实际上希望

的是其他的某事ｙ；或者是他准备追求ｘ的发生，尽管他知道他

不希望的结果ｙ也可能发生。一方面，自杀的完成是行动者所希

望的，并企图通过他或她的行为来实现；另一方面，为达到其他

预期目的，他或她做好准备接受自杀或冒自杀的危险。

尽管默顿也许承认，在 “有意实现” 行为的结果和 “预见”

行为的结果将发生之间存在不同，但是他认为这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将这些词语放在一起，并且交换使用它们。然而，可能正

是他以这种方式使用两个词语这一事实使得显功能和潜功能之间

的区别在先前存在的文献中比在实际上显得更为新颖。目的和功

能之间的区别，迪尔凯姆已经在其 《社会学方法论》 中做了强有

力有区分，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做了更基本的区分。但是 “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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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的含义较之更多，它不但意味着ａ行动者知道他或她想要的

结果会发生，而且意味着ｂ他或她知道在一既定的社会系统

中———结果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功能 （或者在 “明显功能失

调” 的情况下出现功能失调）。人们应当注意到，尽管默顿将

“故意” 和 “预见” 放在一起，从而和ａ相关，但是在关系到ｂ
时默顿的论述是模棱两可的。无论如何，同一种区别在这里应用

上了。一个人是不是因为要使 “显功能” 存在，而期望 （并知

道） 在特定的功能会成为一个结果时必须采取行动呢？如果我们

尝试将这一点同默顿关于 “功能结果的网络平衡” 的概念联系起

来时，整个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一个行动者也许只期望

（或知道） 他或她所做的事情的功能结果或功能失调结果的错综

复杂系列的某一部分，这样就可能混合了显／潜／功能／功能失调

四个潜在的组合。然而，还存在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同时也是很

重要的一点。默顿并没有指明谁期望或知道某一事项的功能是什

么，从而使之成为一项显功能。但是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存在的：

一个社会系统中的参与者知道其他人的行为的功能结果，而这些

其他人对这种结果是懵懂无知的。这种情况的意义不难看出：这

种情况增强了或者表现了知道的人对不知道的人的权力。

这些表明，一开始显得简明而富有包容性的对显功能和潜功

能所做的区分，原来包含了有关故意行为的性质及其对社会理论

的意义等广泛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我将在后面再次谈到。然

而，我所说的这么多，还只与显／潜之区别相关，还没有涉及

“功能” 概念本身，这一点我马上就要谈到。

功能主义的阐释性内容

非条律化第二条：功能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在这一社会理

论中，首要术语 “功能” 的目的论不是多余的就是误用的。“功

能分析是因果分析吗” 这一问题是经常出现在功能主义争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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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一。如果使用孔德从物理学理论采用来的术语，这个问题

是与 “静态” 和 “动态” 的传统区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用拉德

克利夫·布朗的术语，这个总是与 “共时的” 对 “历时” 的研究

联系在一起。当然，这里涉及的正是功能概念的目的论偏好：因

为行为的结果怎么能够是这一行为的原因呢？因此，看来似乎我

们应当像迪尔凯姆做的那样，为事情起源的历史说明保留因果翻

译，在这里，结果是以直线方事情起源的历史说明保留因果翻

译，并且结果是以直线方式随着原因而来的，这就将功能解释当

做独特的解释。

据初步印象，这样一种观点可以由功能主义者喜欢的生理学

例子来支持。这就是说，人们可以认为，身体器官的功能可以不

过多地参考或者说根本就不考虑导致器官形成的原因而得到检

查。但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诸如 “大脑的功能是协调神经

系统” 这样的表述原则上可以调换为因果陈述：大脑中确定区域

的事情对神经系统其余部分的一定区域的事情产生了特有的影

响。我在上文所检视过的所有三种版本的功能主义看起来都认为

“功能” 可以被表述为 “功能效果” 或 “功能结果”。那么，根据

这些说法，功能解释和因果解释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斯丁奇科姆伯为此提供了最为简明的答案。功能解释是一种

特殊形式的因果解释；而且他还毫不犹豫地说，功能解释是一种

“颠倒” 的解释，其中行为的结果是 “原因中的要素”。这一点所

要指向的是自我平衡进程的运作。现在斯丁奇科姆伯说 “这种因

果结构表示出想望的说法是不真实的”。这与他的分析一致，因

为对他来说，正如功能解释是一般因果解释中的一个亚类型一

样，想望也是一般功能解释的亚类型。于是这意味着 “想望” 或

者说行动者的特性可以与 “系统需要” 区别开来，尽管斯丁奇科

姆伯没有这样说。如果自我平衡是功能分析的标本，那么它就必

须与系统的概念连接起来。一个自我平衡进程本质上是一个调整

进程，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因素的变化通过斯丁奇科姆伯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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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环链”（ｃａｕｓａｌｌｏｏｐ） 导致另一个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引

起第一个因素的再次调整变化。但是，这种现象不能称为 “功

能” 的，除非它以某种方式与一个更具包容性系统的生存或连续

性联系在一起，而它也是在这个系统中的。否则，“功能” 这一

术语本身又会成为多余的。一个自我平衡进程只是一组原因和结

果，除非它能够被说成在运行时具有某种 “期望中的目的”，或

者是为满足某种需要。

我想指出，系统需要这一概念即使是在生物学中，也总以存

在 “希望” 或 “利益” 为前提；而在社会科学中的情况是，系统

需要的概念———我曾力图表明，功能概念的使用要依赖系统需要

的概念———是典型的不合逻辑或错误的用法。在生物学或生理学

框架下的功能分析通常以这种形式来表现：身体里一种既定的自

我平衡机能包括有利于作为生命的生物体的调整行为。我认为，

这表明，生物体 “想望” 继续生存下去，或者说继续生存下去于

它 “有利益”；这还表明，为什么在即使可能包含着自我平衡过

程的纯粹的机械系统中运用 “功能” 这一术语听起来很奇怪。我

们可能谈到手表的主发条，或者发动机的汽化器，但它们是人造

系统，这里的需要或利益因素是作为潜在的人类利益而存在的。

与生物体不同，社会系统对它们自己的生存并没有需要或利益，

而如果不承认系统需要以行动者的希望为前提，则 “需要” 这一

概念也是误用的。当然，许多功能主义者已经承认，系统需要依

赖期望，而且马林洛夫斯基等人还将这一点作为他们分析的中

心。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并不存在独立的系统需要，

那么功能的概念就是多余的，因为惟一涉及的目的论是人类行动

者自身的目的论，同时还应当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可能产生他们

期望之外的其他结果，而这些结果可以包括自我平衡过程。

这就将下面这样一个更进一步的做法放在一边：以与生物

进化论的类比为基础，“生存” 经常进入功能主义理论。当现代

结构功能主义的起源与对１９世纪进化人类学的放弃相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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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主义最卓越的一些解释者最近又回到进化论模式，这

并非偶然。我将在下一部分谈到，功能主义对社会变化的解释

与进化论概念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我将只从有关 “生存功能”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可能的意义的观点上考虑进化。人们经常提

出，尽管宣称社会系统具有所说的 “需要” 是不明智的，我们

也不妨假定每一个在长时期内连续存在的社会都应该满足一定

的急切需要。另一个相关观点认为，在既定的社会里建立其他

社会没有的特定的社会形式或社会制度，会赋予这既定的社会

以 “适应优势”，并且由此牺牲其他社会的利益而改善自己的生

存。

这一观点也许最初显得与强调 “功能性先决条件”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我们能够证明其实不

是这样。通过考察我们发现，那些被称为功能性先决条件的东西

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是那些实际上同义反复的东西。它们

在逻辑上指的是包含在 “人类社会” 概念中的东西。例如，阿伯

勒 （Ａｂｅｒｌｅ） 和另外一些人提出的两种功能性先决条件是 “共享

的认识上的定位” 和 “角色分化和角色分配”。在每一个社会中，

“社会成员必须共有一个认识上定位的体系”，从而使得与社会成

员相关的社会局面是 “稳定的、有意义的和可预见的”；而且在

每一个社会里，必须存在有规律地起作用的各种角色，“否则就

会出现可能每个人都在做任何事情或什么事也不做的局面，而这

种不确定状态是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些学者已经以这种方式

界定 “社会”，使得这些因素在概念上成为社会的必要因素。一

个社会被界定为 “行为的自足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行为” 不

言自明地被想像为帕森斯派意义上 “有意义” 的行为，这种行为

是由共有的期望来调节的；而 “系统” 则被想像成稳定的相互联

系的活动———这正是后来人们对待它们就像它们在经验上是独立

的那些特征一样。第二，存在增强社会 “适应能力” 的因素。例

如，为人类社会与物质环境的 “适当关系提供供应品” 模式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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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或者 “实现两个社会及其亚系统的社会性的理论化目标的先

决条件手段”。这样的因素在逻辑上仍然十分危险地离这些学者

“社会” 的概念不远，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它们是可分离的，那么

它们就不再是 “先决条件”，而是 “适应性优势”，某些社会比其

他社会能更具效率地发展出这种适应性优势。我们将其中的第一

点拿来作为说明。如果这只不过意味着进行足够的物质生产以维

持社会成员的存活，并维持社会成员自身一定数量的再生产，那

么这就回到社会概念的逻辑含义的前一种类型；因为学者此前已

经设定社会是一个 “行为的自足系统，它能够比个体生命的持续

时间存在得更长，社会群体至少部分是由成员的性的再生产来维

持的”。如果这意味着更多的意义，那么它就应当包含如下类似

的特征：社会拥有发展出专门的技术来支配环境的能力。但是这

样就会给予社会一个相对于其他社会的 “适应优势”。

“系统” 概念和 “结构” 概念

非条律化第三条：功能主义，或者说得更明确，结构功能主

义，错误地同化了系统的概念和结构的概念。“系统” 和 “结构”

两个术语长期出现于结构功能主义的文献中。当然，这两个术语

并非结构功能主义所特有；“系统” 一词在当代社会理论和生物

学理 论 的 各 个 学 科 被 广 泛 运 行，例 如 在 所 谓 “一 般 系 统 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 中的运用；“结构” 一词则到处出现，

但是也被用来指称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即 “结构主义”。如果

说关于后者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这就是 “结构” 以 “解释”

的方式得到运用，在这种意义上，基础或深层的结构被用来解释

表层的现象。结构的这种意义并不是结构一词在结构功能主义中

具有特征性的用法，在结构功能主义中，结构通常是指表层细节

中一种可辨别的模式，所谓表层细节，是指例如一般的社会关

系，或全球社会中各种制度的组织等。在结构功能主义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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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而不是 “结构” 被要求在指导我们的注意力超越表层现

象这一点上发挥解释的作用。

由于 “结构” 在一种弥散的方式中被用来指称 “可辨别的模

式”，于是毫不奇怪在功能主义文献中 “结构” 一词通常或多或

少在等同于 “系统” 的意义上使用。如果一种模式表示对 “部

分” 的一种持久安排，那么人们只要将 “发挥功能” 的概念注入

进去就行了，因为 “结构” 变成了 “系统”。例如，熟读默顿的

著作，人们就会发现他经常将 “结构” 和 “系统” 二词互换使

用。而且，当他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努力纠正对 “功能” 的不加区

别的使用时，他并没有提出对 “结构” 的比较分析，“结构” 的

含义在他所说的话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当然的。斯丁奇科姆伯的

讨论也同样如此。“结构” 这一术语在他这本著作中不断出现，

但他并没有像分析功能那样对结构做专门的分析；在探讨功能解

释的部分，“结构” 是作为 “行为”、“行为方式” 和 “结构性活

动” 的同义语来使用的。尽管结构功能主义者在他们的实际使用

上具有同化结构和系统的方向，但是在正式场合他们还是承认两

者之间存在区别。这个区别关质上与研究一种生物体时解剖学和

生理学之间的区别相一致的。如果 “结构” 就指的是对两者联合

考虑。默顿可能暗地里接受了这种方式。例如，在攻击 “功能团

结的基本原理” 时，他引用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话。拉德克利

夫·布朗说，一个社会系统是 “社会的总体结构加上社会习惯总

体，社会结构在社会习惯中表现出来，依赖它们自己的存在”。

然而，默顿没有明确对这段话做出评论。

现在，在生物中人们可以为 “解剖学” 意义上结构的用法做

出辩护，例如骨骼和心脏、肝脏等器官在独立于它们的 “功能”

时是 “可见的”。但是即使在这里，人们想不提这些器官的作用

而描述这些器官是什么也是很困难的；而且这里还有一种意义，

即这些器官处于不断的 “过程” 中；就是说，它们在不断变化、

生长、消耗。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区别实际上 是不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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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模式” 只有在它们不断在人类活动中被生成和

再生成时才是存在的。尽管 “功能结构主义” 通常使用 “结构”

和 “系统” 两个术语，但是并不存在分别使用这两个术语的空

间。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学者即使在试图说明这种区别时，他们

也倾向于将两者混同起来。可以有以特殊方式 “发挥功能” 的

“结构”，但是这样独立的系统概念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或空间

了；可以有以确定的方式 “发挥功能” 的 “系统”，但是这样结

构的概念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用法里，“结

构” 意味着某些类似于 “稳定的、模式化的安排” 的东西。当

用这一点指称社会生活时，它只能是指在人类行为或人类互动

中得以再生的规律性。这就是说，结构和功能必须互相以对方

为存在基础。“发挥功能的结构” ———互动中有组织的、模式化

的因素———的意思与 “系统” 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各部

分之间相互依赖的观念，如同各因素相互联系的观念一样，明

显存于稳定的再生成模式这一思想里。在这里，结构和功能不

可能被当做 “独立的可观察到的” 现象来对待，它们只能一起

被作为 “系统” 来对等。

我们应当解救结构和系统的概念，尽管对功能的概念本身

还不需要这样；但是对这两个术语应当做不同于它们在结构功

能主义中的特征性用法的理解。经常出现在结构功能主义著作

中的系统的概念是不完备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与结构的区别不

明显，而且还因为 “相互依赖的各部分” 所由表达的特殊方式。

默顿和斯丁奇科姆伯都将后者当做以自我平衡模型 （这借自生

物学） 为基础的得到了满意说明的东西。斯丁奇科姆伯尤其将

自我平衡进程或因果环链作为他对 “功能” 的界定的不可缺少

部分。“系统” 这一术语的使用及在功能主义文献中 “反馈” 等

术语的频频出现，使得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看起来或多或少是

同样的理论，功能主义就像是较早时候对系统的预见。但是在

严格意义上说，自我平衡与反馈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仅仅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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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各部分的盲目调整，某一部分针对它所产生的变化过程的

结果而进行 “再调整”。这与反馈相比是较为原始的进程，反馈

与由自动控制所支配的自我调节的系统的存在相关。纳哥尔是

前面谈到的三位学者中惟一一位将自己的分析专门与自我调节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ｎ） 联系起来的人，但是在实际中他仍然只关心自

我平衡或 “被偿机制”。

让我们假设斯丁奇科姆伯将自我平衡进程归纳为因果环链的

运作是充分的。那么自我平衡就可以与自我调节区别开来，后者

指对 “信息” 的选择性过滤，以用来控制低级的机械过程。因果

相连因素的相互调整的自我平衡进程也许是这种意义上的自动调

节，也许不是。这一区别非常重要，若应用到社会分析中将是非

常有用的，但它在功能主义文献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但是

这并非意味着人们可以如一般系统论所说的那样，认为一般系统

论对社会科学是适当的。冯·贝塔兰弗 （Ｖｏｎ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 将１９
世纪物理学的 “机械” 观的特点与２０世纪系统论的视角对照起

来。前者表示事物像原子一样 “无目的运动”，没有方向或目的。

然而，一般系统论将目的论引人自然科学，这样就拉近了自然和

社会的距离。但是人类事务中的目的性并不能以仅仅关涉通过信

息的反馈而进行的自动控制这种目的论的术语为人理解。这一点

非常重要，我要在后面谈到前文提到的意图或目的问题时，还要

进一步讨论这一点。这里请允许我断言，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不仅

仅关涉自我调节，而且关涉自我意识或反思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与人

类事务相关的 “目的” 以一种整体方式与对行为目的持有相关，

或与在反省过程中行为的理性化相关。就这一方面来说，这与关

涉自然界自我调节进行的目的论是非常不同的。

信息自动化控制的一个特殊版本是由帕森斯引人社会科学

的。这里假定在社会系统中控制的层次可以辨别出来。在社会系

统中，控制因素是价值观，而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等则被看做从

属于这种支配的 “低层次” 进程。这与帕森斯对社会凝聚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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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价值观” 的强调有着明显的联系。因此，它就遭到针对这

种理论的各种异议的非难。然而无论如何，总之 “价值观” 不能

成为系统论所要求这一意义上的 “信息调控者”，即不能作为控

制中心处理信息以便对反馈进行调控。

此处小结如下：我们可以区分出与 “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

赖” 相关的三种类型的情势，它们更进一步更具包容性。简而言

之，它们就是：调控、自我调控和反思的自我调控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第一种类型是一种

自我平衡进程，关涉一个因果关联诸因素的环链；第二种类型是

一种通过一套控制器具而进行协调的自我平衡进程；第三种类

型，是追求合理化目标的行动者通过深思熟虑的行为实现这种协

调。第一种类型的例子可以是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贫困、低层

次教育和失业互相关联，因此如果想改变其中的一个因素例如教

育，那么这一目标就有可能因为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

而失败。如果现在的状态是建立一个缺席通过这个缺席上述三者

之间的关系都被处理并且得到稳定化，那么就会出现类似于第二

种类型的情况。只有当人们有目的地控制各种进程时，第三种情

况才会出现。这可能就是１９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 “计划国

家” 之间的区别。

现在让我们转到 “结构” 的概念上，迄今我所说的一切都包

含了这样的意思：假如某人愿意继续谈论社会 “模式”，那么这

个术语就应当指社会互动系统的稳定的再生成。如果 “结构” 的

概念不能用在这里，如果在这里它是多余的，那么还怎么能对它

进行概念化呢？现存的答案可能在于 “结构主义” 概念本身之

中。尽管这一概念被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但是 “结构” 一词

在这里指的是某种根本的信息或密码，它们解释了神话、语言表

达等方面的表层现象。这种结构概念的特殊困难是，它整个省却

了积极的主体。尽管我曾指出，功能主义不能对故意行为做出令

人满意的解释，但它并没有忽视故意行为：默顿对显功能和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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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区分非常明显就是为此目的而做的。在这份结构主义的文献

里，没有相关的分析，如果实在出现了人类主体，那么它也总是

以阿尔都塞生产方式 “背负者”（Ｔｒａｅｇｅｒ） 的模糊形式的伪装出

现的。许多结构主义者其实是不得已而甘愿为之。于是，当将列

维·施特劳斯的著作总结为 “没有主体的 ‘康德主义’” 时，列

维·施特劳斯欣然接受了这种说法。

对于下面这种说法，我不会提出什么特别的答辩：任何这样

对待社会理论的方式最好时也是不完全的，而且行为———还有反

思———必须被看做任何试图对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一种理论解说的

综合努力的中心。同时，第一重要的是要避免因放弃 “结构” 这

一概念而可能回归主观主义。我们怎么能够将 “结构” 这一概念

和积极主体的必要的中心性调和起来呢？答案在于要引进一系列

在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中都没有的概念，并对 “结构” 本身做重

新表述。这些概念包括社会的生成和再生成、构造及结构的二元

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等。一旦我们最终彻底，将与看得见的容易表达的生

物体的 “解剖学结构” 之间的类比搞混淆了，我们还能够认识到

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就社会系统而言，社会系统只存在于在每一

次冲突中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过程中，这即是主体的积极

成就。尽管现有的社会理论各流派已经在理论上承认了这一点，

但这是以削弱对一个结构性尺度的认识为前提的，如 “符号互动

论” 就是这样。让我们在这个结合点上对 “结构” 做这样的再解

释：“结构” 是指既应用于行为又由行为构成的生成规则和资源。

在 “生成规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ｕｌｅｓ） 的标题下，我区分了两种各自

不同的规则：语义规则和道德规则。语义规则包括句法规则和语

法规则，但同样重要的是，语义规则也包括那些整个在很大程度

上未讲明的、人们认为当然的规则，正是这些规则构成日常话语

并使得行为有意义从而使人们相互理解。道德规则包括那些对行

为做出 “正确” 或 “错误” 评价的任何规则 （或规范化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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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资源”，我的意思是指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行动者所拥有的

能够用来促成他们实现自己目的的任何事物 （物质的或其他的），

就是那些为应用权力而可以作为中介的东西。规则和资源必须既

被视为社会生活得以作为连续不断的活动得以生成和再生成的中

介，同时又必须将它们视为这种活动生成和再生成的产物，这就

是 “结构的二元性” 的关键意义。结构是社会互动的生成资源，

但只有在这种互动中它才能再次形成。同样，正如人们说的一句

话是由句法规则生成的，但同时对这句话的说出则参与着这些规

则的再生成。

要考察一个社会系统的构造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就是要表明，

这个系统是如何通过应用生成规则和资源而在社会互动中生成和

再生成的。社会系统是杜会互动的系统，而不是结构，尽管社会

系统必然具有结构。在人类社会生活里，除了连续不断的构造过

程，并不存在结构———不像在生物体中，“结构” 可以独立于

“功能” 之外被观察到，这我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了。

在本部分的结尾处，我想简短回头考察一下功能主义对社会

变革的解释。批判功能主义的批评家通常认为功能主义不能提供

关于冲突或社会变革的理论。这其实是很严重的误解。假如像默

顿一样否定了 “功能整体的基本原理”，并且讨论的中心既与功

能概念相一致又与功能失调的概念相一致，那么其结果必定出现

一个对付社会紧张之源的相当有效的方法，而社会紧张在激励社

会变革上可能非常重要。但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有关功能概念的

一切，也同样适用于功能失调的概念。假如头一个是多余的，那

么第二个也是多余的。默顿在一些问题上应用了功能与功能失调

这种对立，为了能够在概念上处理这些问题，我还要简短提供一

个分析社会紧张之源的术语学说明。这里我并不做进一步的仔细

论述，而是考虑原始的功能主义对变迁的解释，即社会进化理论

的解释。默顿的论述是属于这样一个时期的，那时，社会进化的

概念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论述的结果，当时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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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宠。这些概念在帕森斯和其他学者那里后来再次出现，证明这

些概念与功能主义是普遍相关的。

梳理出这种相关性的性质并不困难，尽管很明显各位学者所

采纳的进化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区别。对生物学模式或显或隐的依

赖对社会科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可能又分为

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与单个生物体的发育的类比，而不是

与物种整体的进化作类比。在那些最为复杂的生物体例如人体

中，发育涉及的是渐进的分化而不是间歇的激烈的转化。如此的

一个后果便是，多数功能主义学者都认为社会变革的模式也是系

统诸部分以渐进、连续的方式分化。而这种渐进分化以至复杂性

日益增加的观点意味着 “进化” 一词在社会科学中已经存在了。

然而，社会变革是渐进分化的观点也很容易走向一种更为宽泛的

进化观点，即社会变革也涉及不连续性，这是以与生物进化中新

物种的出现相类比为基础的。除了新的 “社会物种类型” 出现的

重大变化阶段被打断这种例外，变革与分化是相等的。现在对在

社会科学中使用进化模式可以提出许多反对意见，即使这种模式

不是单方面展开也是如此。一种反对意见针对的是界定社会物种

类型时所具有的困难性；动物物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确定的并有

明确可认的特征，通常一个动物物种的数量也很大。至于人类社

会，要想精确地对各种 “类型” 予以区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任

何一种类型也只有很少的已知成员。但是这一反对意见深究起来

并不见得正确，我在这里也不去特别关照它。相反，我将注意力

集中在下面这两点上：进化模式对 “适应” 某一外部既定 “环

境” 这种观念的依赖，以及由此而来对将要出现的有关社会变革

的理论类型的影响。适应环境的观念在社会科学多数进化模式中

处于中心地位，因为，正如生物进化一样，据说人类社会各种不

同形式的生存及其整个发展，都可以由对外部急迫需求的适应能

力来解释。正如在指明 “社会物种类型” 时所产生的问题一样，

在精确界定 “适应” 和 “环境” 等关键术语时也存在困难，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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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主义进化理论中，环境通常并不总是意味着 “自然环境”。

若忽略这些，就是说即使这些困难能够被圆满地解决，我还想指

出涉及适应观念的社会科学中的进化理论在三个方面也是不完善

的。（在说到这一点时，我承认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在非功能主

义学派的社会思想中能够产生进化模式。）

这三个问题是这样的：①为生存而斗争中的 “适应成功” 被

当做社会变革理论中的解释因素：激励变革的来源于是被视为外

生因素。这种进化观很难与默顿有关在一个 “功能结果的网络平

衡” 中功能对功能失调的模式相调和，也就是说，难以与在阶级

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中发生内生变革的观点相调和。②动物界

的进化是盲目进行的，例如是 “成功” 突变的结果。将这种模式

移入人类社会就难以应付人类社会的独特特征：为控制或引导社

会发展而有意识有目的的干涉社会发展进程。③一个相关之点：

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只是适应关系。

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动物只是简单地 “适应” 环境，接受其

突然变故；当动物生产的时候，它们只是机械地这样做，而且它

们的生产对大自然并不形成有意义的干涉。但是人类积极地改变

自然，并使自然从属于自己的目的。

社会分析基本概念的重新条律化

在对 “功能解释” 做了非条律化之前，请让我来对一系列基

本概念进行再条律化，这些基本概念可能超出功能主义但没有放

弃应有的理论任务。金斯利·戴维斯 （ＫｉｎｇｓｌｅｙＤａｖｉｓ） 曾经说，

这些理论任务与社会学是如此的一致，以至社会学和功能主义就

是同一事物。

功能主义及受其影响的社会思想的各种传统，是在观察人类

社会行为的研究中产生的，而功能主义与 “社会学”（这一术语

是由孔德本人创造的） 是如此紧密一体，以至于人们可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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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为戴维斯的这两者同一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种观察方法

力图找出以社会组织为特征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并由此坚持不

再考虑行动者的愿望和动机———就是我称为行为的合理化的东

西，认为它们对于解释行动者做什么只有微弱的联系。在孔德

那里，那名义上是实现人类自由的事业，即逃脱宗教的迷茫束

缚的事业，最终只是发现了新的束缚形式：束缚于社会本身的

“更高的理性”。这样，孔德的 “社会学” 尽管开始时宣布人类

从枷锁中的解放已经到来，但却重新发现了宗教。如果说在迪

尔凯姆身上还清晰可辨的功能主义的神学余影在现代结构功能

主义中已经逐渐被除去，那么孔德 “具有秩序的进步” 论题的

残余仍然保留下来。而只要这一论题仍然保留，那么功能主义

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功能主义能够平等地既被用于 “保守”

的目的又被用于 “激进” 的目的这一主题就被掩盖起来了。非

常清楚，默顿对功能主义的解释是功能主义最为自由主义的说

法。他以故意操纵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对 “结构约束” 的解说就

是这种可以轻易从功能主义分离出来的东西———而他从未一般

性地说明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在有关行为的社会 （功能） 决定这一中心概念处，构造理论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从社会的生成和再生成这一概念上

开始了。这就是说，社会互动无论何时何地都被视为行动者的一

种非本质的实现，就像是在对行为进行反思合理化的条件下熟练

产生的。人类行为的目的因素在自然界是没有匹配之物的，因为

人类行为的目的论是在理由被反身意识到的情况下展开的，而这

些理由与人类活动的 “道德责任” 密切完整地交织在一起。我已

经指出过，那些认识到人类行为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理论流派，

例如 “符号互动论”，逃避了结构分析———也许因为在他们的结

构主义内涵里，结构分析是作为对行为的 “束缚” 影响而出现

的。还可以这样说明这一点：符号互动论者关心社会的生成，认

为这是行动者熟练完成的结果，但是他们不关心社会的再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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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主 义

（结构）功能主义 构造理论

基本概念：

Ａ系统

Ｂ结构

Ｃ功能／功能失调

Ｄ显功能／潜功能

说明：

Ａ系统＝行为的相互依赖，被认为是自我平

衡的因果环链

Ｂ结构＝行为的稳定模式

Ｃ功能＝系统之“部分”对促进系统整合的

贡献功能失调＝系统之“部分”对促成系

统分解的贡献

Ｄ显功能＝行为对系统整合之有意的（预见

到的）贡献潜功能＝行为对系统整合之无

意的（未预见到的）贡献这些区别原则上

适用于功能失调

基本概念：

Ａ系统

Ｂ结构

Ｃ构造

Ｄ社会的生成和再生成

说明：

Ａ系统＝行为的相互依赖，被认为

是（１）自我平衡的因果环链；（２）通

过反馈形成的自我调控；（３）反思

的自我调控

Ｂ结构＝生成规则和资源

Ｃ构造＝互动系统通过“结构的二元

性”而产生

Ｄ社会的生成和再生成＝在理性化

行为的有限条件下互动的实现

额外概念：

Ｅ社会整合／系统整合

Ｆ社会冲突／系统矛盾

造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以结构的二元性这一术语处理

互动系统的再生。由于结构的二元性，互动的结构性生成也是它

再生成的中介。这就彻底打破了 “静态” 和 “动态” 或者 “功

能” 对 “历史” 这样抽象的二分法，而这本是功能主义的典型特

征。变革被视为任何形式下互动系统的再生成所固有，因为再生

成的每一个行动其实也是一个生成行动，由此在新的环境下社会

被再度创造出来。这也使得权力成为一切社会互动的轴心特征，

因为再生成总是涉及使用 （普遍化的） 资源，而资源是行动者在

任何社会冲突中都要用到的。

尽管功能概念对于构造理论而言是多余的，但是 “社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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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的概念仍然可以当做基本概念———并且，“系统整合” 概念

也是这样。如果前者涉及的就是各互动系统或者说互动系统之间

的整合。整合的概念应当得到一定的注意。整合不应该被当做等

同于诸如 “聚合”（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这样的概念，“聚合” 指的是各部

分之间具有的 “系统性” 的程度，就像在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层

次或所有三个层次上所表达的样子。对整合最适当的使用是用它

来指称一个社会系统每一部分与其他每一部分联结或交换 （ｔｉｅｓ
ｏｒ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ｓ） 的程度。各社会系统的整合总是极为重要地与

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相关的。这一点很容易阐述清楚，起码在概

念层次上是这样。上面句子中的 “联结” 和 “交换” 不应当被视

为相等的词汇———这就是说，这种联结通常涉及在互动中应用的

资源的不平衡的交换。

“社会整合” 与 “系统整合” 的分离直接瞄准了长期与功能

主义相关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来自学者们的这种倾向：他们集

中关注 “个人” 整合进 “社会”，认为这是功能分析的首要问题，

把 “社会” 当做从单个冲突到全球社会秩序各层次的社会互动的

任何一种形式。这就形成了三个后果：①对这些学者而言，社会

整合，也就是说再生成的互动系统中各个体行动者的行为的关

联，主要依赖于他们行为的道德协调。由于这一点已经作为定理

在社会中得到普遍应用，于是全球秩序的整合 （系统整合） 本身

便依赖于一种普世性———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令人怀疑的观点，

默顿就曾经使自己远离它。②由于强调的首要重点是 “个人” 通

过道德社会化进程整合进 “社会”，那么在对待群体利益和群体

冲突时就会在概念上遇到极大的困难。解释冲突的惟一理论通道

就是宣称组成群体的个人缺乏道德观；换一种说法，就是失范理

论。③由于在这种视角中可能起作用的 “利益” 不是 “个人” 的

就是 “社会” 的 （后者被概念化为功能需要），于是就既没有为

建立在群体利益 （如阶级利益） 冲突之上的对 “规范因素” 所做

的相互分歧的解释提供概念空间，也没有为建立在 “实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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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 “道德信条内化” 的基础上的对道德义务的提供概念空

间。

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区别有助于这些缺点，因为我们

可以坚持认为，社会整合的模式与系统整合的模式是极为不同

的。构造理论对社会整合的处理与迪尔凯姆、帕森斯和其他学者

的 “规范功能主义” 特征存在深刻的差异。这些学者将重点放在

“内化” 上，其基本意思是 “价值观的内化”，并以此解释各种形

式的互动是如何通过有目的的行为而再生成的———价值观提供了

具有聚合性的道德共识，是行动者个性中已经内化了的动机性因

素。而构造理论在以下两个方面与这一观点不同：①“内化” 这

种解释套路是一种决定论模式，其中，由于帕森斯全部强调的重

点放在行为 “唯意志论” 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ｔｉｃ） 概念上，互动就并

没有表现为协商成的和偶然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互动是一

种熟 练 的 成 就，是 在 行 为 合 理 化 的 背 景 下 反 思 协 商 而 成 的。

②“内化” 倾向于将 “动机” 这一粗陋概念当做行为的 “主观组

件”。与这种 “内化” 主题相反，我们对行为的动机、理由和意

图或目的 （ｍｏｔｉｖｅ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做了区

分。动机是指与行为冲动相关的想望 （ｗａｎｔｓ）（意识到的或者未

意识到的）。然而，若假定这就是与行为的 “主观性” 相关的全

部，那么这就忽略了人对行为的反思监督，而正是这一点使人的

行为与动物的行为区别开来。至于行为的合理化，我的意思是指

全部 （“有行为能力的”） 人类行动者通过对其行为的条件和结

果的长期知觉而对其行为予以控制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将想望

和意图联系起来，将想望和他们在与其他人的互动中积极寻求实

现的事物联系起来。

在社会整合中，“部分” 是有目的行动者，在系统整合中，

“部 分” 是 集 体， 或 者 是 诸 社 会 系 统 的 系 统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部分” 的含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容易说清

楚，我也不会仔细讨论相关问题，它们在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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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及对其的批评当中已经被讨论得

很多了。然而，我在这里所说的及马上将要说的，已预先对这些

问题摆出了明确的立场。那些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人，无论他

们鼓吹的是哪一种，都经常将功能主义当做他们攻击的主要靶

子。他们对诸如 “系统需要” 这种概念的批评，我认为是完全有

道理的。至于他们反对使用 “集体” 或其他相当的概念，我认为

他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行为和语言我们就可以说明这一

点。言语行为永远是特定行动者在具体环境中的产物，而且要以

诸如句法规则知识 （使用这些规则的能力） 为前提，言语行为是

通过句法规则产生的；但是这些规则是语言共同体的特性。然

而，为避免诸如 “集体的特性” 这种词语中可能的具体化，指出

下面这一点很重要，这种特性仅仅存在于具体行为并通过具体行

为再生成。

应当明白，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前者

涉及 “主观因素”（目的等等） 而后者与行为的 “客观” 后果相

关。我们也必须将这种差别和社会冲突与系统矛盾之间的差别区

别开来。在讨论社会冲突时，我们应当小心地认识 “利益冲突”

或 “利益分化” 与积极的冲突或斗争之间的不同。谈到 “冲突”

时，我指的是第二个意思。冲突可以涉及个体或集体之间的对

抗，但是必然导致有意识的斗争，在斗争中，至少其中相关一

派———通常是斗争双方或所有派别———的对抗行为开始合理化。

除了指出这种冲突并非每一社会关系的完整一部分 （和权力不

同，权力是有目的的行为中应用资源的完整一分），这里对社会

冲突的根源再谈些什么并不重要。尽管所有情况下冲突都涉及权

力的使用，但是事情倒过来就不一定正确了。

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一意义上冲突与默顿所说的 “功能失

调” 并不一样，尽管他将这一概念放在突出的位置以摆脱与 “功

能团结的基本原理” 的关系并表明功能主义方法能够与社会紧张

和社会张力的分析相协调。“功能失调” 与 “冲突” 当然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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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者如同功能一样，联结着用于解释的急迫需要，亦即系统

需要，或者说系统的适应性成功。默顿也将功能失调的思想当做

在概念上应对高级社会的复杂性的基础，功能分析的自标是描绘

出来自一个给定的社会事项的 “功能结果的网络平衡”。这个观

点初看起来很吸引人，尤其当将它与迪尔凯姆和帕森斯 “规范的

功能主义” 相比时更是如此。但仔细分析，这个观点的弱点就昭

然若揭了。运用 “功能结果的网络集合” 这一概念的困难确定无

疑在于它的逻辑缺陷。但是如果放弃了这一点，那么还会出现更

进一步的问题。尽管功能与功能失调看起来好像是一对概念，但

若以功能解释的逻辑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对称的。

如不用系统需要的概念，包含于 “功能” 中的自我平衡的因果环

链确实对为什么一种社会实践会持续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 （一

类） 解释。然而，若取消与 “系统需要” 或 “功能性前提” 的所

有联系，则功能失调的概念就解释不了任何问题。这就是说，它

确实变成了与冲突相当的概念———或者说包含了如同我现在应当

总结为系统矛盾的概念的含义。

说到 “系统矛盾”，我指的是在一个较大的集体中支配社会

系统之间关系的两个或更多个 “组织原则” 或 “结构原则” 的分

离。例如，这样的两个结构原则可以是封建主义下劳动力受到约

束和由初生的资本主义市场激发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上述两者在

欧洲封建社会之后的社会同时存在。以这种方式表述，系统矛盾

听起来就与功能主义语言中的 “功能性不相容” 相一致。为辨明

它与后者的不同，我们必须指出，一个结构原则的存在总是以明

确或储蓄承认社会整合层次上的利益分配为前提的。一旦我们丢

开所有系统需要的概念，并且，如果 （理论家） 不假定在行动者

或行动者种类之间存在明确可辨的利益分化 （这种利益分化反过

来以互为排他的想望为前提），那么就谈不到系统矛盾。这一点

而且也仅有这一点的行动者 （企业家） 在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上

拥有利益，而其他行动者 （封建地主） 则没有。这里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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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系统矛盾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发生社会冲突，我在前面已

对社会冲突的概念做了说明；这是一种偶然的非本质的联系。

在这一点上回到有目的的行为这一问题上是很便当的。尽管

无论哪一种功能主义都涉及故意行为 （这与功能的掩藏的目的论

相反），但是功能主义并没有产生一种对人类事务中自我反思的

变化能力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ｃｉｔｙ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的解释。

而构造理论则以存在这样一种解释为前提。社会的生成和再生成

到处发生并且永远是身处具体环境中的行动者的熟练创作物，这

种创作是以对行为的反思的合理化为基础的。但是行为的合理化

受到限制。有这样一句格言：“当人们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们并

不总是 “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 创造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

面来说明这句格言：动机中末被承认的因素 （受到压抑的或未意

识到的想望）；行为的结构条件；行为的非故意后果。其中后两

点在这里与我们相关。因为只有当结构条件本身是非故意后果而

不是实现目的的故意工具时，行为的结构条件才是人类行为的约

束因素。因此，将行为 “认识到的” 或 “预见到的” 后果同 “故

意的” 后果区分开来是重要的。因为人类自由不仅包括对行为后

果的认知，而且包括在对行为的反思合理化的背景中应用这种认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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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英国特色”（犅狉犻狋犻狊犺狀犲狊狊）与

社 会 科 学

“具有英国特色的一杯好茶”；“具有英国特色的炸鱼和炸薯

条”。我们将之看做是英国特有的许多社会特征，这往往经受不

住人们仔细的考察。茶毕竟不是原产于英国，它只是在１９世纪

被当做一种普通的饮料。薯条是法国人首先发明的，后来薯条与

鱼混合在一起只是在１９世纪的某个时候作为一道菜肴出现在工

人阶级的饭桌上。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看待社会科学的英国特色时，总是

有一种转变角度看问题的自然倾向。关于 “英国特色”，社会科

学家必定会告诉我们什么呢？很明显，英国特色意味着一种国家

和民族认同：用一位政治理论家本尼迪格特·安德逊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的话来说，不列颠民族是一个 “想像的社会”。“不列

颠” 是一个溯及既往的发明，它是专门设计用来建立一个根本就

不真实存在的实体的一套符号。“英国特色” 其实就是一种填平

一个民族国家的裂缝的方式，不列颠民族之间的裂缝是内部征服

时形成的，在大英帝国时期这种裂缝达到了顶点。

没有一个人不是不具有其他身份的 “不列颠人” ———作为英

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者北爱尔兰的 “反对独立者”；

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爱尔兰人、澳大利亚人、南非人，等

等。英国特色总是一种本来就模棱两可的观念。因此，如果我们



问及社会科学的英国特色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英国特色本身

的性质提出质疑。在这里，我的文章主题就是社会科学的历史反映

了英国特色的本质，英国特色也是社会科学要进行分析的问题。

英国社会科学的早期历史标志了成立英国国家的两次变迁潮。

托马斯·霍布斯 （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 和约翰·洛克 （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 在

１７世纪著述，他们现在被国际公认为现代政治科学的重要奠基

人。他们两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对英国政府权力的巩固过程中涉

及的问题———政治控制、主权和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他们作为英国人写作的时候，正面临着产生合众国法案的政

治集权化过程。

然而，即使在早期，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思潮都深深地与

大陆影响纠缠在一起了。例如，霍布斯曾多次访问巴黎，而且受

到了以曼·梅塞尼 （ＭａｎｎＭｅｒｓｅｎｎｅ）为中心的一群哲学家思想的影

响。这个群体包括著名的作家德斯卡特斯 （Ｒｅｎｅ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他的

论文 《论方法》（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对霍布斯继续提出政治理

论产生了主要影响。

在１８世纪，学术创新的学术中心和实践中心转向了工业领

域。政治因素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政治经济 （或者干

脆就是后来所称的经济学） 的形成，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工业发

展的条件。在这里，一些重要的人物是苏格兰人，其中最著名的

有亚当·福格森 （ＡｄａｍＦｅｒｇｕｓｏｎ）、约翰·米拉 （ＪｏｈｎＭｉｌｌａｒ） 和

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他们的苏格兰特色并没有附属于他

们的观点；他们从一个建立在苏格兰低地上的先进的商业社会的

角度进行著述。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并没有特别地将苏格兰看

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实体。恰恰相反，他们所处的苏

格兰地区具有的优越地位使得他们自由地对新的经济发展和经济

组织过程进行概括；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经济组织过程将渐渐

影响每一个人。而且，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另外一门主要的社会科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各自有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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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起源。依我的看法，人类学在一个多世纪里占据了英国学术

文化的关键位置。人类学是一门不同的学科；而且在全球范围

内，大英帝国当然是在不断地遭遇外来文化并努力驯化外来文

化。人类学绝不会向帝国主义低头。１９世纪伟大的人类学家、

旅游家和作家如詹姆斯·弗雷泽 （ＪａｍｅｓＦｒａｚｅｒ） 和爱德华·泰勒

（ＥｄｗａｒｄＴｙｌｏｒ），主要致力于保护非西方文化的真谛不受敌对的

盎格鲁—萨克森观念的影响。然而，与美国的人类学家不同，英

国人类学家并不研究它们自己国家的 “内部殖民主义”。换句话

说，他们并不研究爱尔兰、苏格兰或者威尔士，他们将其注意力

更多地放在其他地方。

像１９世纪中期到晚期的其他的发展中社会科学一样，英国

人类学受到欧洲大陆和美洲思潮的强烈影响。然而，与众不同的

英国人类学学派的确存在。弗雷泽和泰勒实际上提出了进化人类

学和比较人类学，这两种人类学都承认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化和文

明并且将它们安排在一个连贯的解释模式中。

社会学研究某一类型的社会 （如，在那时，英国是一个明显

的例子，即现代工业社会）。在这种学术的盛宴中，社会学是缺

席的。在１９世纪晚期，这门学科的确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认。

那个时期社会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赫尔伯特·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在自己的一生中获得了国际赞誉，但最后被证明只对

社会科学文化产生了短暂的影响。许多年来，社会学对英国的学

术生活来说仍然是空白，而且直到其他的社会科学都成了大学课

程很久之后，社会学才作为大学课程被建立起来。在这一点上，

牛津剑桥大学是试金石。作为英国的主要大学，牛津和剑桥一直

对这个国家的学术和文化生活发挥深远的影响。与社会科学的其

他领域不同，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晚期，社会学才成为了牛津和

剑桥大学的主要课程的一部分。这门学科在伦敦大学的伦敦经济

学院有着自己的据点。然而，与众不同的英国社会学与费边主义

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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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术生活中的社会学想像力的缺乏是与上述情况相伴而

生的。坦率地说，直到二战以后的一段时期，社会学在美国和主

要欧洲大陆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在英国被人类学所占据了。英国学

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其他地方的社会学所培育的那种自我反

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对外国人民的特性进行调查研究很好的，

但是，对英国文化的主要特点诉诸于同样的调查研究并不好。大

部分调查只限于我们自己中间的外来人员，例如城市穷人。

现在，让我们将复杂纠缠的经历 （这种经历甚至超过我能够

在这里所描述的）带回到二战时期。二战后的那一代英国知识分

子包括各种国际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它们的理论和思想决定性地

影响 着 他 们 所 选 择 的 研 究 领 域。在 经 济 学 中，ＪＭ凯 恩 斯

（ＪＭＫｅｙｎｅｓ）（死于１９４６年）仍然非常强大，当然不仅仅是学术

力量强大，而且对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以及对大部分其他的

工业化国家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凯恩斯的直接学生，如琼·罗宾

逊 （Ｊｏａ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和理查德·康 （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ａｈｎ）及受到他强烈影

响的许多经济学家在这门学科中取得了显赫的位置。所谓的 “凯

恩斯主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凯恩斯自己的真正思想，但是，它

将明确的经济思维传统摆在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前面。

这些经济学思想家是与众不同的英国人吗？是的，他们是，

他们又不是。罗宾逊是英格兰人，尽管理查德·康有这样一个名

字，但是康也是英格兰人。然而，那个时代在英国工作的其他的

著名经济学家如尼古拉斯·卡尔多 （ＮｉｋｏｌａｓＫａｌｄｏｒ）和托马斯·巴罗

（ＴｈｏｍａｓＢａｌｏｇｈ）都是来自外国 （匈牙利）。曾在一段时间内对经

济学专业的某些领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的皮艾特·斯拉法 （Ｐｉｅｔｒｏ
Ｓｒａｆｆａ）是意大利人。总体上来说，二战后早期是一个由移居者的

思潮和文化的影响所标记的时代。为了逃避３０年代纳粹的许多人

在二战后早期逐渐成熟或者他们的思想在那时是很有影响的。他

们中的一些人主要致力于哲学，如路德维西·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和卡尔·波普尔 （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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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响。但是，许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本身都是移居者，如人

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很早就来到了英国。

就英国特色问题而言，马林洛夫斯基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也

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马林洛夫斯基于１８８４年在波兰的一个叫做克

拉克 （Ｃｒａｃｏｗ） 的地方出生，从政治上说，这个地方是奥匈帝国

的一部分。马林洛夫斯基有着丰富的世界性经历，流利地操着７
种不同语言。他去过南太平洋的岛两次，那时，这些岛屿还是大

英帝国的一部分。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在人类学界被广泛知晓，

而且他的作品和教学活动也深入到了英国和美国的读者和听众中。

马林洛夫斯基从来不直接描写英国人，而且他一直在为接纳他的

社会给予自己的身份而进行个人斗争，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是

被这个社会完全接纳的。同时，他认为自己在向那样一个社会中

的思想的褊狭性做斗争，在这个社会中，公民身份只限于英国人

本身以及白人领土范围内的人。

英国的人类学与大英帝国有着复杂的关系，毫无疑问，它与

大英帝国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二战时期的所有重要的英国

人类学家都将自己的事业建立在研究殖民地文化的基础上。公平

地说，那个时期的人类学家与经济学家都是可说是处在国际社会

科学的前沿。英国人类学家实际上是一群真正的明星，没有任何

其他国家可以媲美———尽管其中有几个人出生在南非而不是英国。

移居的知识分子加上人类学家就是二战后２０年内英国特色的

社会科学的全部吗？我将会坚定地说 “是的”。英国特色从一开始

就混乱不堪，在帝国权力逐渐衰退的年代，英国特色又呈现出新

的交织局面。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国家地位的不断变化可以间接地

从社会科学的这些领域的繁荣状况中表现出来。然而，什么是真

正的英国特色问题几乎说不清楚，而且，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相比

较而言，社会学的状况尤其令人沮丧。只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社会

学思想家马歇尔 （Ｔ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是二战后早期在英国出现的。而

且他的著作涉及的社会政策内容与社会学内容本身一样多，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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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然而，在过去的３０年中，这种对比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而

且就社会科学而言，学术生活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我认为，

从英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的角度来说，它经历了一段相对衰弱

的时期。英国学术文化中大部分其他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在

这段时间内也都可能如此。社会科学的总体上的相对衰弱伴随着

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新的联盟。经济学和人类学并没有像过去那

样当上家。人类学的衰落非常明显。人们今天很难在英国大学中

找到一个人类学家，他能够具有早期人类学领袖人物的同样水平。

从某些角度来说，这并不令人十分吃惊。今天的人类学家再也没

有了殖民地可去了；而且实际上，作为工业化传播的结果，人类

学的主题———前现代或传统社会———几乎从世界上消失了。

与人类学不同，从数量上来看，经济学在繁荣发展。英国几

乎所有的大学都有经济学系，其中有些规模还相当大。然而，按

照国际测量标准来说，具有以前经济学家同样水准的优秀经济学

家似乎少有了。经济学的重心似乎已经完全转向了美国。英国的

经济学不仅与其他社会科学完全隔离开来，而且也完全美国化

了。欧洲大陆的思潮发挥着自己的影响，而且存在各种制度流派

和所谓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流派。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学主要观

点———新古典方法———与在美国占据主要地位的理论观点完全相

同。这种状况看起来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英国

和其他国家，经济学界存在强烈的不满和抱怨———经济学中建立

理论的形式是那么抽象以至于完全脱离了有助于阐明问题的真正

的经济实践。披着传统外衣的经济学思潮似乎对解决大规模失业

或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问题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然而，由于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失败，可替代新古典视角的新方法在这个时候

似乎也受到了限制。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社会学和政治理论，它们的情形非常

不同。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国社会学及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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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开端。当然，对于许多外部的观察家来

说，社会学只是６０年代的一个野孩子，它出生于激进和集体混

乱的时代。学生们都涌向这门新诞生的学科，在与现存局面的革

命对抗中寻求真理。在这种短暂的辉煌之后，社会学恐怕就一步

步走向衰退了。

就社会学的历史而言，实际状况既平凡又积极，因为这门学

科从６０年代努力以来已经迈出了真正的一大步。在那时，尽管

有本土的传统可以利用，但是，美国的影响仍然占据了主要地

位。它们依然非常重要，然而，在过去的３０年里，英国社会学

的历史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诞生，这的确使得它们具有了某种英

国特色。

尤其是就理论思想而言，正是欧洲大陆的思潮而不是美国思

潮对近年来的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经济学以外，对于其

他的社会科学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社会科学总是与哲学有着相

当强烈的联系，而且受到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的影响，当然它

也有助于哲学问题的争论，如相对论问题、科学解释性质或者语

言解释和符号论，等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释学和现象

学等在英国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们都起源于欧洲大陆。

这些学科都有它自己不加批判的崇拜者和赞赏者。但是，英

国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已经有了对自己表示赞同但仍然进行批

判而且有辨别能力的读者和听众。很多年来，英国学术文化与众

不同的特点之一据说就是它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知识分

子被认为大多都回避建立或概括理论。这些说法在今天的英国社

会学界并不尽然。英国社会学已经显示出它自己有能力建立美国

和欧洲大陆传统混合的思想，而绝不会屈从于其中任何一方的哄

骗。这门学科已经多元化，而且像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可能也

可以说，它缺乏一个学术中心。另一方面，例如在如约翰·戈德

托普 （Ｊｏｈｎ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 这样的作者的作品中，人们仍然可以看

出严格的实证与理论创新的强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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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术文化所有其他领域一样，社会学思潮也正在国际

化。国际学术会议永无休止，人们可能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在讨

论完全相同的主题和理论。社会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吗？东欧改革

的可能后果是什么？家庭、婚姻和性生活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

们现在生活在后现代时期吗？然而，英国社会学家并不把这些事

情当做是其他人所讨论的问题。他们一直致力于为这些全世界的

争论建立一个议事日程。

然而，事情却不是太乐观。在英国，既不是具体的社会学也

不是总体的社会科学处于良好的状态，这不仅仅是因为近年来社

会研究的资助来源在逐渐减少，而且因为这个世界突然袭击了社

会科学本身。例如，几乎没有人预测到苏联的１９８９年事件。没

有人预测到福利国家的不断膨胀会走向相反的结果。从更积极的

方面说，没有人认为种族隔离的和平过渡可能发生在南非，也没

有人想到认真严肃的和平谈判会在中东或北爱尔兰展开。

这个世界变得令人迷惑不解，因此，社会科学家也不比任何

其他人能更清楚地阐明还将要发生什么。将要发生的是一个复杂

的全球化过程，它深深地影响着英国的学术文化和英国社会结构

本身。因此，社会科学和英国特色正在以新的方式相互影响。脆

弱而有争议的 “英国人” 特性过去反映出帝国的含糊性，但是现

在它又越来越清晰了。在人们对君主政体、政府和其他的国家制

度不断改变态度的过程中，英国特色又再一次成了问题。谁能够

说它们不会一起消失呢？新的社会变迁以空前的速度渗透我们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环境下，社会科学现在受到的挑战就是

重新面对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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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类学的未来

我们应该像自由谈论今天所有其他的终结那样宣称人类学的

终结吗？曾经作为人类学 “研究领域” 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和文化

现在都已经消失或者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了。人类学面临

两类问题。其中一类问题也是其他社会科学所共有的。除了经济

学以外，人类学和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都受到了后现代主

义的影响，认识论的原教旨主义明显衰弱，而越来越多的能动组

织的学术文化正在兴起。报纸、杂志和电视与学者一样享有完全

相同的资源和思想观念，但是，报纸、杂志和电视却能深入到成

千上万而不是几百几千的读者和听众中间。

然而，除此以外，人类学还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一堆问题，工

作在这个领域的任何人都非常了解这些问题。人类学的问题不仅

仅是失去了曾经无法达到的异族遥远偏僻地方。人类学家过去常

和那些基本上不会顶嘴的个人和群体打交道。人类学家常去那些

遥远偏僻的世界角落进行他们的必须的田野调查，有些人是在返

回以后才以专论的形式记下整个的事情。这样的书将被藏在许多

大学的图书馆里束之高阁，除了人类学专业领域的少数几个专家

外，它们则完全被人遗忘了，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西方国家。在

一个具有完全反思能力的领域，这种情况很少出现。那些人类学

领域的人可能去读那些论文、对它们做出评价，也可能在地方甚

至全球的政治战争中利用它们。而且，由于人类学不仅与西方而



且尤其是与殖民主义有关联，所以人类学被普遍认为受到了污

染。毫无疑问，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联是复杂的。我们几

乎不可以说，由于存在一些对人类学的粗鲁攻击，人类学家就成

了殖民扩张和殖民管理的同谋。尤其是谈论到进化论和 “原始”

观时，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面临西方冲击的非现代文化的

辩护者。然而，很明显，人类学的确因为殖民关系而得到了许多

支持。

为什么人类学还在继续起作用呢？如果的确还有存在的理由

的话，那这门学科今后将可能承担什么作用呢？它的不同又在

哪呢？

通常，人们以各种方式来理解过去人类学的独立性。人类学

的特性可以从本质的、方法论的或理论的角度来理解，或者从某

种综合的角度去观察。实质上，人类学的特性，尤其是在与社会

学相比较时，通常被认为是与非现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相比较而

言，社会学本身涉及现代性及现代性的影响。然而，今天，现代

性无处不在。社会学家可能将他们的范围和领域主要看做是第一

世界，而人类学家则关注第三世界。然而，当全球化快速发展

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区分正在消失；不管怎样，第三

世界也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不仅仅处于现代性以外。坚持将人类

学定义为非现代社会和文化就意味着将这门学科转变成博物馆研

究了。人类学家将成为人类过去的历史博物馆的馆长。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说，人类学的特性有时被认为在于它致

力于精细的田野调查，也就是人种学。然而，人们可能得出这样

一个观点，即在人类学之前，社会学已经发展了精细的田野调

查。不管怎样，一种研究方法将被应用于整个社会科学，而不是

用来区分它们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奥秘是与下列观点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即人类学对外族进行调查；一个群体或者社区越是不

同和奇异，为了理解他们，就越有必要专心研究他们的习惯和习

俗。但是，随着外族和异族的消失和解体，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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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它的方法这种说法就不是特别有说服力了。

然而，除方法以外，还有理论。像所有的学科一样，人类学

也有它自己的理论传统。例如，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可能都会宣

称迪尔凯姆是自己的学科前辈，但是，在其他方面，它们看起来

仍然有自己不同的学术先驱。在占据人类学主要地位的理论传统

中，其学术起源到底有多深远呢？它的答案似乎是非常有限。今

天基本上找不到了进化人类学的拥护者。后来产生的各种人类学

理论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和美国文化人类学通常都被认为存在明显

的局限。它们都倾向于将人类学的理论目标确定为封闭的地方社

区。复杂的权力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和文化控制概念都没有形成

和提出来。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正在消失，它的研究方法也是其他社会

科学所共同具有的，而且缺乏重要的理论传统，这些状况并不仅

仅威胁到人类学的存在。然而，事情绝没有像人类学所显示的那

样糟糕。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人类学转变为社会学，因为正统的社

会学传统在把握改变地区和全球社会秩序的变迁时也存在与人类

学一样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由于所关注的领域的差异，人类学家

经常研究一些社会学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现在已经

非常突出，例如种族划分问题的重现、“部落文化” 以这样那样

的形式复兴，以及宗教和宗教仪式的重要性增加等等这些问题。

现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关注共同的兴趣

领域。然而，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群体倾向于

利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别的文献；人类学思维所能产生的洞

见通常证明至少与社会学的观点一样有价值。因此，不宣称人类

学终结并不是简单地反映出一门已建立的学科所固有的惯性。人

类学的确有它被人稍稍遗忘的过去，但是，它的过去包含了仍然

非常重要的思想和观点或者包含了实际上今天变得更为重要的

思想。

如果人类学不是一门已死的学科，那么它如何才能在学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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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上重树自己的声名呢？对于这一点，我不认为人类学与其

他的社会科学所处的位置有什么不同。许多问题都必须面对。在

认识论走下坡路而后现代主义时期又来临的时候，人类学是否应

该重塑自己？在反思性和能动性不断提高的世界里，人类学的学

术课程如何或者应该如何与其他的知识生产形式联系起来呢？这

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人类学的实践含义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某些情况，我们能够十分确定。人类学理论和研究的新

繁荣并没有因为屈从于后现代主义或者关注知识理论的滞后而没

有发生。报纸上关于现代社会思潮的文章曾经对后现代主义给出

了这样的定义：“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是无意义的；经常使用它。”

这种讽刺是非常恰当的。在承认那些使用这个词的人将我们的注

意力引向了重要的社会变迁和学术困境的同时，实际上这是一个

我们可能完全忘记的词。我认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是与另外一

种 “后” 即后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大多数后结构主

义概念都存在一种有缺陷的意义理论，并因此也存在一种有缺陷

的代表理论，这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起源。意义是在关

系的表现过程中而不是在实际经历的环境中被理解的。尽管我不

在这里详述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那些谈论人类学代表危机

的人或者那些将人类学作品只看做是创造性小说素材的人正是那

种错误意义理论的受害者。

这一点与认识论存在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不应

该将社会反思性和能动性的强化与可起保护作用的知识主张的衰

弱相混淆。反思性和能动性是一种社会或制度现象；它不是或者

不应该是指人类学观察者所持的特定立场。简单地说，没有人不

处在社会行动的反思性领域中。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不得不对迎面

而来的有关他们生活环境的信息资源进行筛选和思考。这些信息

不只是 “外部世界” 的一部分；在考虑和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

中，社会主体会构建、重构和解构这些信息致力于首先描述或解

释的行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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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反思性世界中，我们都是知识生产者，而且像学者们

在写他们的书的时候一样，许多部落群体和电视记者们都利用相

同的知识来源制作关于他们社区的录像或者制做精良的节目，这

些都变成最普通的事情了。专业学术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竞争

吗？在知识分子最多只是一个 “专家” 的地方，知识分子的确存

在什么作用吗？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将不得不习惯这样一个事

实，即学术界以外的人可能对他们的观点和发现提出质疑。他们

不再像高高在上的牧师一样，慷慨地将神秘知识分配给那些通常

被忽视的平民。然而，这些事情并没有破坏学者的作用。学者专

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仍然存在差距。学术专业人员通常以一种彻头

彻尾的天主教方式与某个学术问题打交道；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理

论创新是公众进行更广泛的反思所必须的资源。

人类学的实践含义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人类学想像力的重新出

现，而不是依靠这门学科转向有限的社会政策问题。我认为，这

不一定意味着人类学必定是一门 “不合适的学科”。人类学必定

乐意向不公正的统治体系进行挑战，同时努力确定什么是真正的

“不公正”，而且人类学也准备着把那些有争议的问题阐述清楚。

然而，人类学在权力的揭露方面仍然存在限制，而且在努力建立

一种集体的甚至是全球的舆论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早已建立的

人类学学科形式包括如对地方社会舞台进行古典的集中的研究通

常可能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在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都存在许多情

况。因为政策基于错误的或者对政策的目标群体的不充分了解而

建立，所以原本有着最好意图的政策出现反弹，或者被证明具有

破坏性。不过，今天的人类学必定首先要掌握改变我们生活的特

殊变迁。人类学的真正要做的不仅依靠或者主要依靠发现解决那

些分散的问题的 “技术” 方案，而且依赖于建立看待问题的新的

视角和新的方法。人类学应该对社会科学面临社会世界所需要做

出的集体努力而有所贡献。也许那时将会出现与老一代有着同样

水准的新一代的人类学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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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④第四种神话实际起源于对上述第一种神话———即秩序问题

———的批判企图。它认为，秩序问题只是社会思想的传统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反的倾向，它的出发点是考察社会冲突和

变化问题。依据这一观点，从实际作用上看，可将１９世纪末以

来的社会思想史看成是一场持续的论争，论争的一方被称为是

“共识”、“整合” 或 “秩序” 理论，另一方被称作为 “冲突” 或

“压制” 理论。可将迪尔凯姆看成是前者的代表人物，后者当首

推马克思。

像所有神话一样，以上四种对社会思想发展的解释包含着正

确的成分，并以迪尔凯姆著作的各个方面为重点、以现代社会学

的形成为一般考察做了真实的阐述。但如同它们都包含某种正确

的成分一样，它们也都产生了歪曲。也同所有神话一样，它们又

是众多学者的集体所精心勾画的产物，在以下分析中，我将仅就

其中一些更重要的观点进行阐述。

秩 序 问 题

秩序问题的神话在帕森斯那里达到了它最有力、最权威的表

达。它是 《社会行动的结构》 一书中的一个主要论题———该书或

许是对迄今为止的社会理论发展的最有影响的研究，这一研究也

助长了大分裂神话的传播。在书中，帕森斯把西方社会思想对秩

序问题的关注追索到霍布斯的 《利维坦》。“霍布斯的秩序问题”

在本质上是很简单的，就像帕森斯表达的那样。在霍布斯看来，

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欲望难以相互调和。因此他们卷入了人与人

相互对立的战争中；或者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由并依附于一个

至高的权力从而避免他人的潜在袭击，那么他们就将如此。可

是，霍布斯对秩序问题的解答并不令人满意，除假定它是一种个

人契约之外，它并没有解释人们为什么接受最高权威。然而，帕

森斯认为，只要功利主义仍处社会理论的支配地位，霍布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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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组分就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到了１９世纪末期实用主义受

到抨击之时，社会思想家才想为霍布斯问题找到一个满意的答

案———迪尔凯姆则首当其冲。

要在一个不长的篇幅内讨论由帕森斯的分析所引起的全部问

题是不可能的。但首要的问题是，帕森斯对待秩序问题———甚至

是霍布斯那里的秩序问题———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被接受仍不

确定。就像帕森斯所表达的那样，“霍布斯问题” 取决于在 “自

然状态下的个人” 与 “社会状态下的个人” 之间的差异。但是，

尽管传统上将此归之于霍布斯，但这种对二律相悖的静止构想却

先于霍布斯，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有意义的问题是，为帕森斯所

表达的那种霍布斯秩序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准确理

解，是什么激发出了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兴趣？实际上，帕森斯对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关心所给出的说明，在多种途径上都具有误导

性：

①它与迪尔凯姆试图反击的知识上的影响并不相符。帕森斯

已清楚地指出，秩序问题有赖于功利主义理论中所潜含的基本假

设，据此，社会被假定为契约关系的产物。因而他把对功利主义

的评判作为迪尔凯姆著作中惟一真正重要的争论。但是，虽然不

这么明显，可迪尔凯姆思想的一个同样重要的结果是他对两种唯

心主义的批判性评价，一种是 “整体论” 唯心主义，另一种是康

德哲学。

②由此导致了对迪尔凯姆的第一部、也是最基本的著作 《社

会劳动的分工》（本书中以下简称 《劳动分工》 ———译者注） 中

的关键论题的误解。在帕森斯看来，这一研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

含混：一方面，据迪尔凯姆的论证，由于契约中必定存在非契约

因素，所以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答案是不恰当的，但他并没有表

明在 “非契约因素” 和有机团结的增长之间的关系。有机团结对

机械团结的取代似乎预示着集体意识的消失；但如果仍须存在控

制契约形成的、被普遍认可的价值的话，情形便不会如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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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工》 还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秩序总是要求有一个界定

清晰的、精确的传统道德准则作为前提，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帕

森斯所指出的那种含混便也就消失了。迪尔凯姆所表明的只是有

机团结的出现需要一种新的道德生活形式 （道德个人主义），它

有别于机械团结。

③由于帕森斯认为 《劳动分工》 代表了迪尔凯姆思想中的一

个早期过渡阶段，他倾向于把这部著作与迪尔凯姆后期思想割裂

开来。因此，《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本书以下简称 《基本形

式》，———译者注） 就被看做是继此之后的更为老练的解决秩序

问题的试图。可是，如果 《劳动分工》 中所提出的演化方案不被

看成是对秩序问题的相当不完备的解答，而是一个可容纳迪尔凯

姆的全部后期著述的框架，那么实际情况就与帕森斯的描绘很不

相同。迪尔凯姆社会学的主导性论题也就成了在传统和现代社会

之间建立连续性并相互对照问题。《基本形式》 一书中的理论表

明，甚至体现于道德个人主义中的明显的世俗观点也具有 “神圣

的” 特点：（有神论） 宗教的衰退并不必需神圣的消失，尽管其

内容有了根本性变化。

④迪尔凯姆分析中的制度成分几乎被视而不见。迪尔凯姆的

许多著作关注的是现代国家的权威结构，并将它们与欠发达社会

中的情形做了对比。在帕森斯的讨论中，已不再见到迪尔凯姆对

这一事实的一贯强调：当代社会里道德的复苏 （为了减少反常状

态，这是必须的） 只有在发生重大制度变革之后才能产生。只有

“强制劳动分工” 被废止以后，“反常劳动分工” 现象才能有所缓

和，这就需要阶级结构产生系统性的重组。

⑤虽然帕森斯自己并没有讨论迪尔凯姆著作的政治背景，但

他对后者的说明却使人们对迪尔凯姆社会学的政治基础产生了一

个并非罕见的误解。这种误解认为，迪尔凯姆社会学著作中还存

在一个与秩序问题相并行的主题，即在第二共和国衰落的余波中

他要重建法国社会秩序的义务感。然而，如果认为这是一个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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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年之前的社会形式的愿望，那么，这可就是对迪尔凯姆政

治观的大误解。与其他那些与他联系密切的共和派知识分子 ［如

约莱斯 （Ｊａｕｒèｓ）］一样，迪尔凯姆把第二共和国的消亡看成是为

法国的根本性社会和政治变化提供可能性，并真正显示出这些变

化的必要性。１７８９年的大革命即已预示了这样的变化，但未能

具体完成它们。他把这些转变看成是在第三共和国内实现统一的

条件。

当 然，“秩序” 是一个有多种可能含义的术语，但 “霍布斯

秩序问题” 中所包含的看法事实上只有一个，对此，迪尔凯姆从

他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就加以描绘。所以，对迪尔凯姆来说，其中

不存在什么问题——— “问题” 是沿用了帕森斯的术语，更谈不上

是为迪尔凯姆社会学提供了主导性主题了。

社会学起源的保守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迪尔凯姆的著作对秩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

的研究，这一观点与对他受益于 “保守的” 意识形态的看法密切

相关。对这一观点的陈述带有或多或少的微妙性。几乎没有必要

去长篇大论迪尔凯姆的政治保守观。迪尔凯姆很少涉足实际政治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领域，而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具体政治问题所

持有的态度无法得以评价。但是，一些评论者却倾向于把迪尔凯

姆与他那时代的右翼国家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

与迪尔凯姆有政治联系的一直是自由共和主义，而他在德里福斯

（Ｄｒｅｆｕｓ） 事务中的参与，并站在德里福斯的拥护者一边已清楚

地表明他的同情心所在。

可是，大多数强调迪尔凯姆严重依赖于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

义的人都认识到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尽管如此，论争者还是认

为，作为知识分子，迪尔凯姆采用了一个关键的概念法则，而这

一法则构成了对１８世纪唯理论哲学家遗产进行反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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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出现在德·迈斯特利 （ｄｅＭａｉｓｔｒｅ）、波纳德 （Ｂｏｎａｌｄ） 和夏

多布里昂 （Ｃｈａ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 等人的著作中：

１９世纪初的保守者构成了一股反启蒙运动的力量。在

保守派的复兴中，没有哪一本著作、哪一种主要观点不试图

反驳哲学家的思想的。一些人，如夏多布里昂，偶尔会似乎

欣然地支持某一位启蒙运动者以作为攻击另一位的手段———

通常是攻击伏尔泰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因为他对基督教的鲜明的攻

击对于执著的基督教保守者来说是很刻薄的。甚至在伯克

（Ｂｕｒｋｅ） 那里也会偶尔出现和善的词语以加强不协调感和启

蒙运动内部的分裂。但对启蒙运动的憎恨、尤其是对卢梭的

憎恨是哲学保守主义的根本⋯⋯而在世纪之末，在作为非宗

教人士和政治自由主义者的迪尔凯姆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

法国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它们转化进了他的系统社会学的一

个核心理论中：包括集体意识、制度和思想的功能性、中介

联合，以及他对个人主义的整个攻击。

要评价这一观点，区分开它包含的两个命题是有必要的。第

一个是迪尔凯姆思想在知识上的起源；第二个则是包含在迪尔凯

姆社会学本身中的理论。一些人会严重依赖于知识的源泉，而将

其中所包含的观点用于与此前很不相同的含义上。一个思想家借

用保守性社会哲学那里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他或她自己的理论也将

带上保守的特点。可是，我将论证，在这两种意义上把迪尔凯姆

看做是保守主义者都是错误的。

在讨论保守主义对现代社会思想发展的意义时，尼斯伯特

（Ｎｉｓｂｅｔ） 区分了１９世纪三种主要 “意识形态潮流”。除保守主

义外，影响最大的还有 “激进主义” 和 “自由主义”。这些潮流

都对１９世纪主要思想家的社会学思想起了一份塑造作用，例如，

马克思 （“激进主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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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宾塞 （“自由主义”）。可是，只要做一粗略的考察就会发

现，这些思潮没有一种像尼斯伯特所意欲说明的那样分明和清

晰。第一，“保守主义” 和尼斯伯特给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框架

所贴上的标签都具有相当宽广的范围，他将观点差异甚大的作者

都混合进了同一个名称之下。第二，这也许是更重要的，要想找

出一位其思想中没有包含所有三种思潮的或多或少综合的１９世

纪社会思想家，是不容易的。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很难认为他

没有受到黑格尔哲学中的 “保守主义” 的强烈影响，且这种影响

不只表现为消极的形式。但是他也自然寻求将这一影响与来自另

两种 “思 潮” ———来 自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和 “激 进” 的 法 国 哲 学

的———影响结合起来，而同时又拒绝认为它们是他试图加以分析

的社会过程的恰当表达。这反映了上述区分的含义：一个思想家

对某一思想的理解并不简单地包含在那一思想本身中，尽管她或

他可能会发现要跳出原概念和理论的局限并不容易。

迪尔凯姆的著作尽管不像马克思那样有着广泛的思想来源，

但也表明了多种先前的思想传统。尼斯伯特只区分出了迪尔凯姆

著作中的两种思想来源：一种是方法论上的；另一种是实质内容

上的。

实证主义 （指它的一般意义。即在对人类本性和社会的研究

中，以科学评价的有效运用为基础的一种方法论） 和保守主

义⋯⋯由于迪尔凯姆的非凡努力，首先出现于伯纳德、迈斯特

利、霍尔 （Ｈａｌｌｅｒ） 和其他既反对理性与唯理论，同时又反对革

命和革新的那些人之间的争论中的思想和价值，被转化进难度很

大的科学方法论之中。

但迪尔凯姆著作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分类。首

先１８世纪唯理论对迪尔凯姆的影响并不像尼斯伯特所指出的那

样局限于方法论精神。卢梭的社会哲学对迪尔凯姆的著作，尤其

是他关于国家和政治的著作的影响丝毫也不逊色，而这并不仅仅

是一种消极的影响。然而，在迪尔凯姆的一般思想框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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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圣·西门和孔德的著作明显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作用。孔德肯

定吸纳了保守的天主教辩护者的思想，表达在 《实证政体》 中的

思想尤其如此。但孔德的 《实证哲学》 对迪尔凯姆的影响尤其

大；迪 尔 凯 姆 在 发 展 他 的 有 关 现 代 社 会 发 展 趋 势 的 实 质 性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思想时，更加倾向于圣·西门的思想，而不是孔德

在 《实证政体》 中对自然发生的等级社会的构想。评估圣·西门

作为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先驱的重要性自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

圣·西门的著作既是孔德实证主义的来源，又是马克思社会主义

的来源。下面将指出，迪尔凯姆决不会对圣·西门对工业社会的

激进解释视而不见，他已将它的各部分结合进自己的理论中。

如果能对迪尔凯姆著作的知识背景有更充分的了解，那么还

一定会发现迪尔凯姆思想的更近来源。在这里两个方面的影响尤

其应被提到。第一个方面是来自德国老一代的 “学院派社会主义

者” 的著作。在迪尔凯姆事业的早期，在他于德国学习期间，迪

尔凯姆即已熟悉施穆勒 （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瓦格纳 （Ｗａｇｎｅｒ） 和沙夫

立等人的著作。他在一些长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些人的贡献。至于

迪尔凯姆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些思想家还存在争论，但可以肯

定的是，他们的某些观点对他筛选法国实证主义的影响有所帮

助。迪尔凯姆用以作为 《劳动分工》 奠定基础的 “道德科学” 与

德国改良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观点分道扬镳。第二方面的影响更为

隐蔽，但对迪尔凯姆的著作却具有非常根本性的作用。这一影响

来自于康德和法国新康德主义者 ，如雷诺维叶 （Ｒｅｎｏｕｖｉｅｒ）。的

确，如果说在迪尔凯姆著作中具有任何一个单一 “问题” 的话，

那么它便是康德的道德命令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问题，而不是 “霍布

斯秩序问题”。康德的陈述一直出现于迪尔凯姆的著作中，尽管

迪尔凯姆本人并不总是明确承认这点；他从知识分子生涯的一开

始就试图通过将这些观点置于社会背景下而对它们进行富有成效

的批判，这尤其得自于雷诺维叶的观点。

因而，如果像尼斯伯特和其他人所界定的那种保守主义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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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凯姆的知识遗产具有影响作用的话，那么这一影响也远远不像

它被声称的那样明确和直接。但是，在迪尔凯姆综合了这些不同

的思想而建构起的理论大厦中，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一个内在的保

守性模体呢？有论证认为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是对个人主义的全力

进攻，因此他强调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权威的必要性。这里的

错误是没有区分开两种意义上的 “个人主义”。迪尔凯姆并非不

妥协地敌视所有形式的个人主义。他着手批评英国功利主义者著

作中的 “个人主义”，但却接纳被他认为是现代社会组织所必不

可少的个人主义，并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所试图表达的正是

在对前者的特定本体论假设下，妨碍了对后者的充分理解。迪尔

凯姆本人清楚地认识到两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 （尽管

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还未充分觉察到它的含义）。迪尔凯姆将

第一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与斯宾塞式的和经济学者那里的功利式

的利己主义联系一起；必须将之作为包含所有种类的有效社会学

出发点而加以拒绝，而第二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则完全不同，它

是 “康德和卢梭的个人主义，理想主义者的个人主义，以及或多

或少地为人权宣言所成功地表达了的个人主义”。这是道德个人

主义，如同他指出的那样，是 “渗透到我们的制度和习俗之中并

遍及我们整个生活” 的某种东西。这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社会

的创造，是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

迪尔凯姆著作中的许多紧张关系和含糊之处，如同他的许

多独到之处一样，来自于他要同个人主义分离的方法论。迪尔

凯姆的大量保守性思想，如在 “社会”（含义为 “道德共同体”）、

“集体意识”、“权威” 和 “纪律” 等用法中所包含的那些思想，

只能依据这些术语才能被充分理解。那些强调迪尔凯姆思想保

守性的人和那些强调秩序问题意义的人都忽视了迪尔凯姆社会

学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因而，迪尔凯姆的功能主义表现在抽象

之中；这些概念似乎用以强化一个有关社会控制的直截了当的

独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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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迪尔凯姆的立场好像与弗洛伊德的很接近。如此看

来，在个人与社会间就存在着 （像 “霍布斯问题” 中那样） 一个

内在的矛盾，它要求 “社会” 的存在一定要与对个人的能力与倾

向的压制联系起来。实际上，迪尔凯姆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在

传统社会中，个体要屈从于迪尔凯姆所称的 “群体的专制”。对

于集体意识中所体现出的道德准则，偏离很少能被容忍；而且，

个人的能力、才能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下。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加

既带来了人们自由性的扩展，也使个体人格更加丰富。在这样一

种情形下，传统形式的道德权威变得过时。与保守性的思想家相

反，迪尔凯姆一直坚持认为不可能再回到适合于过去的道德约束

上去。“旧有的偶像已经死去”，已不再可能使它们复活。

他肯定没成功地解决由于采取这种立场而带来的所有问题。

但他的立场的中肯性是明摆着的。在批判功利主义的时候，他

选择了康德的观点而认为，道德永远不能还原成个体行动者的

愿望。因此不可能有不存在 “强制” 面的道德现象。但在这里

重要的一点是，强制或义务不是简单地与压制等同。因为在迪

尔凯姆看来，道德行为从来都不只包含着强制本身，它总是还

包含一个积极的效价。这就是他试图对功利主义和康德道德哲

学进行综合的基础：道德行为既不单以愿望为基础，也不单以

责任为基础，而是建立在两者的融合之上。迪尔凯姆试图据此

超越旧有的哲学两分法。尽管 “权威” 和 “纪律” 是所有社会

组织的基础。

但在迪尔凯姆看来，把它们看成 “自由” 的对立面确是一种

误解，这是迪尔凯姆对个人主义发展的社会学讨论的真正主旨：

道德个人主义保留了强制特色，但对于这种道德权威的接受是从

传统社会奴役状态下解脱出来的真正条件。迪尔凯姆断言，“自

由” 和 “权威” 经常被看做是相互对立的，“但这只是一种假象，

实际上，两个术语相互蕴含而不是相互排斥。更恰当地，应将权

威理解成自由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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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裂

大分裂的神话被精心勾画成相互对立的两种形式，在西方学

院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已在本章先前提到过，它把１９
世纪后２５年之前的社会思想看成是前科学的。这里的差别通常

被看成是 “哲学” 理论和 “科学的” 或 “以实证为基础的” 社会

学之间的不同。另外一种大分裂观来自相反的视野，尽管被假定

的差别性质不一样。这就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其论

题是，马克思的著作建立了社会理论的科学基础，而１８６０～
１９２０年一代的社会思想家仅仅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下，去为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辩护。

后一种大分裂观只发现于各种拙劣的马克思主义变种中，这

里不必对之详加讨论。它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并不一致，前者认

为，如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 “意识形态” 的话，它仍然包含

基本合理的因素。为了理解迪尔凯姆社会学框架，考察他进行写

作的社会政治背景无疑是重要的。而实际情况是在他的社会观和

政治观之间一定存在着密切联系，就像我上面想努力表明的一

样。但是，尽管这有助于我们揭示他的一些错误来源，而它本身

并不表明是这样。

另一个主题更为复杂，所以它也似乎更易辩护。迪尔凯姆经

常被当做经验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社会学家尤其如此认为。他

被看做是第一个用系统的经验方法来考察明确的社会学问题的作

者。自杀被认作为这里的典范。然而，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它忽视了１９世纪经验研究的历史。用系统的官方资料，在像凯

特尔 （Ｑｕｅｔｅｌｅｔ） 那样的 “道德统计员” 的监护下，以被认为是

客观的方式来调查 “道德现象” 的分类，在１９世纪很早时期即

已开始。实际上，今天人们一般认识不到，对社会想象的量化研

究传统可以上溯多远。先前的研究已经将自杀的分类与社会因素

１３１第七章 社会思想史中的四个神话



结合起来，迪尔凯姆吸收了这一财富。不管是在迪尔凯姆的统计

方法中还是在它对研究的经验概括中，真正属于迪尔凯姆独创的

成分很少。（因此，可举例说，先前的研究中已很好地证明了自

杀率与宗教类型的相关性） 迪尔凯姆著作的创新处更多的是在他

提出的理论上，而不是他用以研究自杀的方法。前者的产生有一

个相当宽广的问题背景，这些问题是他在 《劳动分工》 和其他著

作中就专心关注的 （见第九章）。

但很清楚，只是这样阐述还不够，真正的问题是迪尔凯姆在

多大程度上将 “社会学” 与 “思辨哲学” 区别开来。这必定是他

看待自己工作的视野。迪尔凯姆认识到，孔德在试图建立一个自

主的科学社会学时，把他自己想象成人类行为的 “实证科学家”，

然而，迪尔凯姆认为这一描述是不正确的。孔德从未能够摆脱思

辨哲学的羁绊。在迪尔凯姆看来，这表现在 “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的规律” 中，这是对历史的强加，而不是对历史发展的经验研

究。斯宾塞的情形与此相同。斯宾塞 “把社会学当成了哲学”，

因为 “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社会事实而研究社会事实，而是为了

表明进化假设可以在社会领域得以证实”。

迪尔凯姆本人强调科学工作的局部特征，强调促使科学进步

的艰苦方式，强调对社会学主题的精确界定。这些强调伴随着与

孔德和斯宾塞等人所发展出的哲学决裂的决心。但他没有实现这

一点。可是，与受他指责的那些作者比起来，迪尔凯姆的抽象陈

述更不能依据它们的外表而简单地看待。虽然可以认为 《自杀

论》，或者还包括迪尔凯姆关于宗教的著作遵从这样一种标准：

为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社会学必需关注有限的、界限清楚的

问题，但 《劳动分工》 却难以符合这一要求。如果说它不是历史

哲学的话，那它也具有一种彻底性的、无所不包的特点，它无论

如何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同于１９世纪思想家所提出的那种方案。

而且迪尔凯姆本人也谈到，他发现自己不能逃避哲学问题，并经

常又回到它们那里：“我由哲学开始，并又倾向于回到它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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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更应说是我很自然地被我在研究道路上遇到问题的性质带回

到它那里。” 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努力说明古老的哲学问题可以

依据社会学视野而重新看待，但这只不过是被他先前的思想家声

称过的东西，包括马克思和孔德。

迪尔凯姆还与１９世纪的社会思想家共有另外一个相同点：

试图运用 “科学的” 观察得出评价性的指令。自然，他经常强

调，社会学只有最终达到某些实际应用，它的努力才是值得的。

但他远远超出了这点，在 “常态” 和 “病态” 思想中，他致力于

确定理论到底是如何与实际相互联系的。很少见有迪尔凯姆著作

的哪个方面能像这个那样遭到普遍的反对；而也没有哪一个方面

能比它更位于他思想的核心。社会学家的作用类似于临床医生：

为社会躯体诊断疾病并提出治疗建议。迪尔凯姆清楚地表明，在

社会变迁或 “危机” 期，由于新社会形式的出现和旧社会形式的

废弃，它就尤其重要。在这种情形下，在相互冲突的价值和标准

的涌现中，只有社会学调查才能诊断什么是过去的并应被抛弃，

以及什么是未来模式的出现。也正是鉴别出什么是 “现代危机时

期” 的根本这项工作，才使迪尔凯姆将他自己置于他的社会学

中，它与圣·西门和孔德半个世纪前用以确立自己位置的问题相

对立。

整合与压制理论

最著名的整合与压制理论最初是由达伦多夫提出的。他认

为，自西方社会哲学产生以来，就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思

想。每一思想都是对秩序问题的一个回答，每一种也都与现代社

会思想 “快速地一同成长”。其中的一种社会思想是社会整合理

论，它依据一个由特定的模式和循环过程来维持平衡的功能整合

系统来构想社会。另一种社会思想是社会压制理论，它把社会结

构看成是一种通过暴力和强制而结合到一起的组织形式，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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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内部不断产生用以维持一个没有终结的变化过程的强制力，

而不断地超越出它自身范围之外。

达伦多夫认为，压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在对比整合

理论与压制理论时，他直接将马克思的著作与帕森斯的著作做了

比较，但其他许多人则将迪尔凯姆看做是整合理论的主要的现代

奠基人。人们认为，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思想的根本差异是他们对

个体的自然状态的不同看法。据霍顿 （Ｈｏｒｔｏｎ） 等人的观点，这

些不同的看法分别以异化和失范 （ａｎｏｍｉｅ） 概念为焦点。人们认

为，迪尔凯姆的自然状态个体模型受益于霍布斯；马克思的则来

自于卢梭。在后一模型中，当前人类状况中的邪恶被想像为来自

于社会的压制效果，我们必须要从其中解放出来；而在前一观点

中，这些邪恶被认为是起源于正好相反的事务状态：缺乏社会调

节。马克思的模型不可避免地关注压制和权力，至少涉及现有社

会的特征时如此，而且由于它注意未来变迁，所以它强调变化而

不是秩序。迪尔凯姆的模型则关注共识，它在本质上是静态的。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开两个可部分分离的问题：在马克思和迪

尔凯姆著作间被假定的不同以及在两位思想家那里对强制与共识

的更具体分析。其中第一种问题相当容易处理。对马克思和迪尔

凯姆著作中的异化和失范思想的通常比较并不符合每一位理论家

的观点。这里的错误必定既来自于对迪尔凯姆思想的错误解释，

也来自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错误解释。马克思并没有通过利用异化

思想，依据在 “自然状态下的个人” （非异化的、自由的） 和

“社会状态下的个人”（异化的、非自由的） 之间做抽象的对比来

展开他的思想。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人们不可能通过逃避社会

来变成 “人”。在他学术生涯的很早时期，他就觉察到，这一观

点是相当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的绝大部分能力都是在社会中发展

出来的。两位１８世纪的哲学家和功利论者以 “孤立的个人” 为

出发点：但人类个体首先是社会性的存在，而孤立的个体这一概

念是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被创造出来的 （且

４３１ 为社会学辩护



它本身也是异化意识的表达）。原始人并没有自我异化，但他们

却与自然异化；随着我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增长，我们超越了与自

然异化的阶段，但其代价是与我们自身异化。用概括程度较低的

术语来表达则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使我们能够征服自

然，但这一过程产生了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我们的自我异化。关

键之处在于平衡体中的两种成分都是社会性的；异化不是指我们

的自然需要被我们的社会成员身份否定，而是指以社会方式产生

的能力被特定的社会形式所否定。

达伦多夫所使用的失范概念也是如此。很明显，平衡体中

的两个相同方面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即失范状态也包含了以社

会方式产生的两个现象方面的脱节 （即需求和认识它们的可能

性的脱节）。像马克思一样，达伦多夫也强调认为，人们的绝

大多数能力和需要也是由社会塑造而成的。在自然状态下，我

们不会处于失范状态，因为像动物一样，我们的需要将主要是

器官性的，因而将被调节到一个相对固定的满足水平。“所有

本能都是有界限的，因为它完全依据器官的需要而产生反应，

而这些器官的需要是严格地确定了的”。可是，社会化的个体

却完全不同。由于我们的需要产生于社会，因此，据迪尔凯姆

的观点，它们的界限也必定由社会来确立。失范问题并不简单

地在于 （特定的） 需要的社会制约性，而是在于社会渗透到需

求和满足方式的内部。

马克思和迪尔凯姆都没有设法澄清由他们的观点所产生的所

有困难。但是，如果认为异化概念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在

自然状态下是 “好的”，只是由于他们变成了社会成员才使他们

堕落，而失范概念则在假定了自然状态下的人不顺从于社会组

织，因此必须使他们服从于强制，这是一种过度简单化的认识。

换句话说，异化与失范概念的分歧，有赖于马克思和迪尔凯姆对

社会由原始状态向更复杂形式发展所做分析上的差异。问题是在

整合和强制理论的对立中，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精确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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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伦多夫将迪尔凯姆的整合理论与马克思的压制理论区分开

来，他认为前者强调 “共识”，而忽视社会 “冲突” 的重要性，

后者强调 “权力” 且过于看重社会冲突。

孔德的 “共识” 概念马克思并没有使用，他也永远不会使

用；迪尔凯姆则相当频繁地使用它们，尽管他使用 “集体意

识” 或 “共同体意识” 的频率更高。但这里重要的是不要被术

语的不同所误导。马克思理论中的 “意识形态” 概念并不完全

是轻蔑的。“意识形态” 肯定是指恩格斯所称的 “虚假的” 意

识，这一思想在共识概念中完全缺失。但是，尽管意识形态在

本质论上是虚假的，可它在社会学上并非如此。这就是说，道

德观———如在宗教思想系统中所表达的———在保证既有社会系

统的稳定，以及在使其中通行的阶级关系合法化方面都具有基

本的意义。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解释通马克思对宗教的敌

视和他整个一生中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部分的政治经

济学进行批判的努力。

一个为人们熟知的主题是，尽管马克思把社会看做是一个由

冲突群体 （阶级） 所构成的不稳定社会，但在迪尔凯姆看来，社

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 “超出了它的组成部分之和”，因而他

没有分析社会冲突的源泉。这里的误导性因素是使用 “社会” 这

一综合性术语。要判断这一对比的有效性，惟一恰当的是比较马

克思和迪尔凯姆对特定社会形式的各自分析，尤其是对马克思所

称的 “资产阶级社会” 或 “资本主义” 的分析。因为在马克思对

现存社会的分析中，冲突或阶级斗争起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作用，

那么他最终会构想一个消除了这种冲突的社会。依据这种更切实

的比较，在整合与压制理论间的比较再次表明不宜于以它为模式

来比较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区别不在于其中的一位思想认识

到了发生于１９世纪欧洲的阶级冲突，而另一位忽略了它；而在

于他们对冲突起源的各自诊断及据此而提出的治疗办法。同马克

思一样，迪尔凯姆也预测了 “无产阶级” 社会的出现：但这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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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的 “单一阶级” 社会，其中保留了高度的经济分化，而

不是马克思那里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迪尔凯姆

则明确否定这一断言；自然，人们也可以认为，在迪尔凯姆

《劳动分工》 一书中，除对劳动分工扩张的原因所做的分析片断

之外，并没有见到马克思对于 （阶级社会的） 社会变化的一些

总体理论框架。但这与迪尔凯姆不关注社会变迁不完全等价。

达伦多夫所说的社会整合理论，即 “依据功能上整合的、通过

特定模式与重复性过程而维系的整合系统来构想社会结构”，具

有足够的可塑性以适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就像它适合迪

尔凯姆的工业社会模型一样。自然，前者不是静态的，而是一

个内在的暂时的阶级平衡体系。但迪尔凯姆对封建主义与资本

主义间的 “过渡阶段” 的分析也可做同样评价。而且，迪尔凯

姆与马克思一样强调社会是———用达伦多夫的词语来表达———

“一个没有终结的变化过程”，而描绘社会发展的脉络正是社会

学家的工作。

神话与真实

社会思想史中的四个神话并不构成社会学发展的单一思想。

那些接受社会学起源保守性神话的人不必认可大分裂神话；那些

传播秩序问题神话的人也不总是承认整合理论与压制理论的两分

法。然而，当应用于对迪尔凯姆著作的解释中时，这几种观点却

存在着密切联系。

那种认为迪尔凯姆对秩序问题极度关注和他的社会学具有保

守倾向的观点促进了如下认识的产生：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兴

趣与他的社会学著作的一般特点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尼斯拜

特对此有明确的表述：“他 （迪尔凯姆） 在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

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他的社会学却又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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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了攻击⋯⋯他的思想几乎完全由与１９世纪的保守主义有渊

源关系的观点和见识组成。” 如果拒绝了这一解释，不协调不复

存在；在迪尔凯姆的更一般的社会学分析中，在他试图找出现代

民族国家的特征性的权威结构的时候，出现了他政治自由主义的

相似物。

我已说过，四个神话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有正确的成分。在这

里我们可以试着揭示它们。

我们可以由 “保守性” 问题入手。只有把迪尔凯姆的社会学

与１９世纪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联系起来，才能更好

地理解为什么把他的社会学看成是对 “两次大革命” 的保守性反

应。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观察，但在那些试图表明社会学受益于

保守主义的说明中，却明显缺失。伯纳德及其同时代的法国人的

“保守主义” 主要是对１７８９年事件所造成的明显后果的反应。正

像对伯纳德的谈论所正确地表明的那样：“他对城市社区和制造

业持有轻蔑的态度，他没有讨论它们，很明显，他不希望见到当

代经济事实⋯⋯伯纳德不论述经济：他与大革命抗争” 在整个

１９世纪的法国，社会思想一直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１７８９年

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所支配。大革命的发生自然在英国和德国统治

集团内部产生了焦虑和恐惧，并提供了那些产生于德国的最精致

的理论体系———黑格尔哲学———的全部背景。但是，尽管对革命

的恐惧继续萦绕于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数十年的时间，其他发

展趋势非常必然地将它们与法国的经历分别开来。在英国，工业

的加速发展伴随着一个土地贵族与上升中的工商业精英相互容

纳、互相依存的独特过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相对平静发展的

无与伦比的社会，其中既没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者的革命运动，

也没有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好斗的、非理性的保守主义。在一些特

定的方面，英国实际上相当保守；但这种保守主义———它尤其表

现在政治领域———与社会基础结构上的重大进步互相融合。狄瑟

伊在其著名的讲演稿 《英国的法律与公众意见》 中表明，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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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以由法律体系的变动性得以解释：

法国是革命的土壤，英国以保守主义而著称，但看一下

两国的法律系统就会发现，通常所认识的法国的变动性和英

国的不变性中存在某些错误。尽管巴黎发生了革命，但拿破

仑法典的基本条款自从１８０４年颁布以来在相当程度上没有

更改，且在１９００年以前，法典被赋予了一种法律的神圣，

以确保它不遭受突然的、彻底的改变。１８０４年乔治三世在

位，英国人的信念是坚决反对任何法律或政治变化，然而，

英国法典中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分不在１８０４年至今发生形式

或内容上的变化。

因此，在欧洲的三个主要社会中，保守主义的内在成分和保

守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理论间的相互联系都不相同。在英国，从

边沁到斯宾塞，尽管功利主义产生了重大改观，但它仍是整个

１９世纪社会理论的主导形式。虽然它最终经由Ｔ·Ｈ·格林和牛津

哲学家而受到挑战，但这些批评中仍然夹杂着唯心主义的形而上

学。在其他两个国家，功利主义从来都没有拥有这种超越性地位

（甚至在它的政治经济学外表下也是如此）。当讨论到１９世纪欧

洲大陆社会思想时，英美作者的共同倾向是夸大功利性个人主义

的意义。在法国，它从一开始就被１８世纪哲学家的著作所掩盖；

在德国，在哲学和经济学中的强大的历史倾向有效地限制了它的

渗透。１９世纪德国社会的发展首先受以下三方面条件的制约：

１８４８年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及随后而来的土地所有者精

英的长期的专制统治，它直至彻底进入２０世纪才宣告结束；在

统一的德国中，普鲁士居霸主地位，后者的权力就是以这些精英

的地位为基础的；在紧接着国家统一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一个迟

到但快速的工业发展时期。这些因素产生了各种社会思潮，其中

一些主要是德国特有的，如在瓦格纳和沙夫立勒等人著作中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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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 “保守” 哲学与 “进步” 哲学的奇特的融合。可是，这里的

“保守主义” 主要包含有一种与 （理想化的） 前工业村落社区相

关联的怀旧与浪漫的含义。

正如戴西 （Ｄｉｃｅｙ） 的评论所恰当地表明的那样，１９世纪法

国的历史以其表面上的政治动荡掩盖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经

济分割。这种分割或者继１７８９年大革命后继续存在，或者由大

革命而产生。欧洲最革命的国家的革命性只不过表现在它产生了

一个在口号中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法国的 “保守主义” 一直与

天主教义有关，与处于困境但仍好战的、顽强的土地所有者、地

租收入者和独立的农民的要求相关联。对于马克斯·韦伯一代的

德国思想家来说，压倒性问题是 “资本主义” 的产生与后果 （这

里的分析主要依据 文化 “合理性” 的漫延所导致的传统价值的

破坏），而在法国，争论却围绕着天主教僧侣统治的要求面前的

个人主义而进行。迪尔凯姆国家理论的构想就是试图要解决大革

命的遗留问题，即在１７８９年所预示的自由和机会平等的理想与

社会基础持续停滞的现实之间的距离问题。迪尔凯姆评论道，在

法国，自１９世纪之始，“变化一个接一个，其速度无与伦比⋯⋯

同时，这些表面的变化又标志着一个习惯性的停滞不前⋯⋯在各

个方面所产生的这些表面的变化互相抵消。”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依据的是在国家和社会间分化的不足。在这情形下，国家的独立

性还不足以使它采取强硬的政治行动；它只是随着大众的不稳定

的情绪而摇摆。迪尔凯姆断定，必须建立一个足以抵制大众的反

复无常奇想 （若听之任之，它将只会保护一个根本性的无情传

统） 的强大国家。但这并未忽视大多数人的意愿并因此产生一个

压制性独裁政治。

这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国家的理论，在１８７０年的战争和巴黎

公社的灾难余波中，迪尔凯姆已看到了这种共和国家的诞生并致

力于它的产生。现代国家并不与体现于１８世纪革命理想中的道

德个人主义的增进相对立，而是后者的主要存在场所。正如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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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姆在 《劳动分工》 中所意欲表明的，“道德个人主义” 和 “功

利主义” 并不是一回事。尽管他在１８９３年认为，应该在上述书

中拿出一个较长篇幅来对功利主义———尤其是它在斯宾塞那里的

版本———进行批判性回击，但在１８９８年他则明确了 “斯宾塞的

实用哲学几乎不再有任何支持者”，没有必要 “去同一个正在平

静地自然死去的敌人战斗”。道德个人主义是社会的创造力，尤

其是１７８９年大革命的群体沸腾及其紧随性后果的创造力。因此，

它的力量来自于社会的权威；这种力量非常不同于功利主义理论

中的 “孤立的”“前社会式” 个人的利己主义。

迪尔凯姆意欲通过这些术语来将他的立场与三种思潮区分开

来：功利主义形式的个人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

《劳动分工》 中已经揭露了天主教辩护者保守主义的本质缺陷。

即道德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中道德理想自然发生的形式，不可能

回到先前时代的道德秩序中去 （甚至在孔德的实证政体中的僧侣

统治社会的外表下也是如此）。但迪尔凯姆吸取了这种思想传统

中的重要成分，正像他吸取另外两种思潮中的思想成分一样。他

的关键概念得益于这一源泉，这就好像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一

样；但是，像马克思一样，他也试图以批判的方式来使用它们。

换句话说，迪尔凯姆工作的最初目的是要对１９世纪较早时期流

传下来的三种思想传统进行综合，并进而超越它们。因此，最好

把它看成是在英国发展出的自由个人主义 （即功利主义） 已经明

显不适宜的情况下，对自由主义的基础重新思考的试图。

因而，把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仅仅理解成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并不比理解成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批判更恰当，主要的问题并不是

“秩序”，而是———如果一定要用这一术语的话——— “秩序” 与

“变化” 的调和。迪尔凯姆接受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部分：

即对未受限制的市场关系的调节。但他又自然地拒绝以激进的方

式来重新建构社会，以及认为阶级斗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

一相关联的假设；在抽象层次上，他不认为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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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阶级斗争有任何关联。很明显，社会失范理论是迪尔凯姆对功

利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以拒绝的主要意义所在。但他清楚地表明，

对失范的纠正并不在于对传统约束的重新运用———像保守主义思

想所指出的那样。换句话说，失范是一种社会状况，它是由当代

的过渡性所决定的，它来自于这一事实：实现道德个人主义制度

化所必须的变化还没有最终完成。这是他对法国１９世纪前３／４
的时间里，阻碍 “资产阶级社会” 的全面发展因素进行更具体解

释的一个一般性理论摹本。

如果说，认为迪尔凯姆的关注起因于他对秩序问题的无比兴

趣是无益的话，那么，把同样的看法用到马克思头上，认为 “秩

序” 来自于 “压制” 的运用，也并不正确。“秩序” 是一个模糊

的概念，它的覆盖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没有冲突、没有变化、普

遍的文化规范兼容等），如果不把它限定为至少在一些功利主义

观点中蕴含的 “霍布斯问题” 这一更狭窄的意义上，那么，使用

这一术语将会所获无几。马克思从他职业生涯的最初始阶段就抵

制功利主义观，他把它看做是掩盖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内在的

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形式。

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建立基础是去考察法国得以成为全面发展

的 “资产阶级社会” 之条件的努力。但这又不仅仅是面对着社会

主义革命威胁的对既有现状的维护。如果说对 “社会问题” 的关

注是塑造迪尔凯姆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对社会结构内

保守力量反扑的担心至少同样重要。如同马克斯·韦伯这位著名

的同时代的德国人，迪尔凯姆既吸纳社会主义的观点，又吸取保

守主义的见解，然后将它们结合进一个新的框架。他要为资本主

义国家提供一个系统的原理，它必定不同于自由主义的 “古典”

原理———即在英国这很不相同的另一背景下所发展出的那些原

理。由于德国的发展框架与法国的情形差异很大———前者中自由

资产阶级的立场很不坚定———韦伯所试图进行的综合就与迪尔凯

姆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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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凯姆对一个自主的社会学学科的规划与它对社会主义和

保守主义思想传统进行评价并使之结合的努力有非常直接的关

系，在这一目的下，规划被非常有意识地产生出来。迪尔凯姆认

为，建立科学社会学的主要知识前提，是对思辨哲学的抛弃，而

在圣·西门和孔德等先前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一哲学还仍然是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迪尔凯姆看来，这些作者著作中的最有意

义的思辨哲学残余是两种相互联系的思想，它们的每一种都与产

生社会学本身的真正的社会推动力密切相关。第一种是推动社会

改革或社会重组的力量；另一种是促使宗教复活的力量。前者存

在于社会主义学说中，后者则在对宗教复兴的呼唤中找到了它们

最特征的表达。迪尔凯姆认为，在１９世纪前３／４的时间里，尤

其是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宗教和社会学这三

个方面的推动力。在圣·西门的著作里，它们表现为难以摆脱的

混淆。孔德超出了圣·西门，这不仅表现在他给出了 “社会学”

这一名称 （迪尔凯姆认为这是一个 “相当肆无忌惮” 的新词），

而且还在于他对这一新学科与它所根植的其他思想形式的分离做

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他没有完成这一分离，并且在他学术生涯

的后期又因宗教冲动而牺牲了他的社会学。

因而，要理解迪尔凯姆为什么强调对社会学的对象、目的的

清晰界定，就必须依据他所觉察到的社会学解体的压力，后者存

在于社会主义和宗教复兴运动中所包含的更直接的现实冲动中。

只有建立一个自主、稳固的社会学科学，才能实际认清和分析社

会主义和宗教运动的共同处，也才能对于以上二者都表达过的社

会问题给出精确的诊断。因为尽管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主义，自称是科学的，但其中包含的命题却来源于对重组

社会的强烈需要感，它远远超出了经验证实———甚至可被证实

性———的范围之外。因此，迪尔凯姆经常强调社会学调查所必需

的谦虚性和谨慎性，以及他以一种新形式保留孔德社会学 “实

证” 特色的努力。尽管它的局限性和科学性———或如同本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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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强调的，正是由于它的这些特性———社会学成了理解 “现代危

机” 的关键所在。

这导致了迪尔凯姆为社会学下精确的定义，并坚持把社会学

调查对象限定为有限的、有清晰范围的问题上。但是，导致他建

构新社会学视野的非凡抱负又将社会学置于令人难以忍受的矛盾

境地，因为没有一个 “中立的”、受限定的社会学学科可以把握

能激发他写作的问题，而他的大多数著作所涉及的范围都远远超

出了他本人的方法论教条所许可的范围。依据社会学与 （“思辨

性”） 社会哲学的区分，迪尔凯姆的著作几乎不能表明它们符合

它们的作者所清晰划定的区分界线。事实下，这似乎是一个规

律：１９世纪的每一代社会思想家都认为他们前人的著作是思辨

的或唯心的，或二者兼有，而他们自己的著作则是建立于现实经

验基础之上并因而是科学的。圣·西门对１８世纪的哲学家说过这

点；孔德和马克思对圣·西门 （还包括他人） 说过这点；迪尔凯

姆对以上所有人说过这一点。

那么，大分裂概念中还有哪点是有效的？要对此问题进行充

分讨论，就要回答在社会学中，知识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与自然

科学中的情形相同。迪尔凯姆为他自己安排的社会学计划使他可

以阐明社会学和社会哲学中各种不同的问题。但这不等于彻底脱

离了曾指引他的先驱们的一般思想分析框架。或许迪尔凯姆的社

会学在两个方面与他的先驱们的社会思想分道扬镳。第一，他放

弃了直线演进观和他使用欧洲之外的文化材料。那些滋养了迪尔

凯姆知识范围的先前思想家们，其经历主要局限于欧洲范围内；

的确，他们要建立一个 “普遍框架” 的愿望需要有来自这里的证

据。第二，尽管迪尔凯姆并没有完全放弃进化论，他在一个比较

框架下对人类学研究的运用标志着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开始，也

使得由社会学年刊 （Ａｎｎé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由迪尔凯姆等人创立并

出版的年刊。译者注） 学派发起的、为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所从

事的各种研究成为可能。这一团体的巨大成功和声望表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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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被公认的制度化的学术学科的道路上的进步。这是大分裂思

想中的第二个正确方面，或许也是最基本的方面。有意义的是，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而不是其他潜在竞争者 ［如勒·普雷 （Ｌｅ
Ｐｌａｙ）］的社会学———是这方面的最杰出的成功者。因为迪尔凯

姆的著作将坚定的尊重科学的要求与对迟到的工业国家的有关问

题的有说服力的解释非凡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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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奥古斯丁·孔德与

实证主义

与孔德的 《实证哲学教程》 相比，很少有哪一部著作的形式

和风格能与其作者写作期间的性情和经验有如此根本性的差异，

《教程》 第一卷写于１８３０年；在随后的十年里，孔德又写出了另

外五卷本。这六卷著作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百科全书般的概

论，它从数学开始，经由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在最后三卷本

中，通过对新生的 “社会物理学” 的说明而达到顶峰。

著作中的语气冷静、风格沉闷，它的主题是社会秩序和知识

秩序的演变。可是书的作者———从前受圣·西门保护的人———的

生活却比他的导师稍微显得奇异和凌乱。从１８１７年开始，孔德

与圣·西门之间存在密切的，但又逐渐刻薄的工作关系，在１８２４
年的一次公开争吵之后两人的关系结束 （争吵导致了关于孔德的

《教程》 一书的真正起源的长期争论，孔德认为它丝毫不能归功

于圣·西门这位堕落的行骗者）。自此以后，孔德的生活史就成了

与其他学者间的争吵、学院求职和学术上追求认可的努力的挫折

和绝望，期间又穿插着一次次的狂暴发作。他遇到了一位曾在官

方警察机关挂号的妓女并与她结了婚；在孔德的母亲坚持主办的

婚礼上，有一个来自精神病医院的服务员在现场监护，整个仪式

中新郎都在对牧师大加指责。两人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很紧张，随

着一些断断续续的分离之后最终在１８２４年互相离开；孔德朝他



妻子发泄狂暴的情形并不罕见。

所有这些情感痛苦都没表现在 《教程》 中，后者是对自然与

社会平静的一个证实。它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

将孔德与马克思一同置于１９世纪的社会思想大家的位置上。由

于他们的影响而产生了两个相互对立但又交杂一起的传统，直至

今日，它们仍是社会科学争论的焦点。孔德的著作经由后一代人

迪尔凯姆的过滤，直接与现代功能主义结合起来，后者在多年来

一直是正统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理论中的主导性观点；马克思

主义则长期成为对正统理论的主要批判手段。但是，尽管他们之

间存在根本的区别，孔德和马克思都面对着１９世纪政治革命与

资本主义的出现所引发的危机；他们都求助于自然科学来增加对

社会的理解，以使人类成功地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力量来达到自我

改善的目的。对孔德和马克思来说，这种对我们自己的理解似乎

只是自然科学的成功在逻辑上的扩展，在这里，由于物理世界首

次揭开了神秘化的面纱，对人类行为本身的科学理解也就成为可

能和必然。

在 《教程》 一书中所详细描述的 “科学的等级性”，以一种

比马克思那里的任何表述都远为生硬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思想：在

分析的意义上和历史的意义上，各科学间的关系都表现出了等级

性特点。在历史意义上，这里通过著名的智力发展的 “三阶段定

律” 进行了解释。在分析意义上，孔德清楚地表明，科学构成了

一个一般性逐渐减少而复杂性逐渐增加的等级，每一科学都在逻

辑上依赖于前一等级上的那门科学，而同时又都阐述一种新出现

的性质，它不能还原为低等级科学的研究内容。例如，生物学须

以物理学和化学规律为前提，这是因为所有生命体都遵循支配其

物质组分的规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其行为不

能直接、简单地来自于那些规律。

依据孔德的观点，各科学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

作为个别的学科而在人类知识的演进中的递进次序。最早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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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和随后出现的物理学以自然界中的最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

它们支配着那些最不为人类所涉入和控制的现象。自此以后，科

学越来越向人类靠拢，最终产生了研究人类本身行为的社会物理

学。这一实现过程不是没有斗争的，科学理解是经由神学和形而

上学阶段之后才出现的，它是知识进步的最后阶段，所有思想分

支领域内都具有这一特点。

《教程》 的任务不只是用科学分析人类思想的变化，而是在

本质上完成它。因为孔德已清楚地表明，人类对其自身的理解仍

处于前科学阶段。

社会物理学最终是为实践目的服务的。如果说在 《实证政治

体系》 中对社会未来的过度放纵的想象在孔德早期著作中还不存

在的话，那么他政治设想的主要成分却是已在那里出现了。事实

上，在 《教程》 中对它们的表述比后期著作更为清晰。其中的压

倒性主题是调和秩序与进步的必要性。如同孔德所认识到的，他

对这两个社会方面相结合的强调使实证哲学既与 “革命的形而上

学” 区分开来，又与天主教保守主义的 “倒退学派” 政治理论区

分开来。前者 （即 “革命的形而上学”） 为１７８９年的事件提供了

鼓舞，而后者 （即 “倒退学派” 政治理论） 则作为对大革命以来

的混乱局面的反对而形成。后者要求秩序，但反对进步；前者寻

求进步，却以牺牲秩序为代价。所以，在孔德看来，其结果是两

种观点似乎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由于天主教辩护者所向往的 “秩

序” 不是别的，而正是向封建僧侣统治的回返；而通过革命所追

求的 “进步” 也只不过是对任何此类政府的颠覆，因此孔德所展

望的那种既保证秩序又保证进步的社会仍然只不过是对于 “倒退

学派” 著作中的思想主体———道德共识、权威以及对 “平等幻

想” 的敌对———的相当重视的强调而已，尽管这些思想脱离了与

天主教教义的特定关联。

这位发明了 “实证哲学” 新术语的人，还放弃了 “社会物理

学” 而引入 “社会学” 一词，其目的是要把他自己的事业与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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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区别开来，后者在他对社会统计学的研究中也独立地运用了

“社会物理学” 一词 ，而孔德对它是带有某种轻蔑的。孔德把社

会学设想成关于社会的科学，它将使对社会世界的控制像对物质

世界的控制一样成为可能，在这样做的时候，孔德把新科学描绘

成人类理性秩序的自然升高。孔德认为，在社会学形成中的最重

要的先驱是孟德斯鸠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和坎朵尔瑟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

对孔德来说，认识到社会现象服从于永恒的法则并不与行动自由

或道德尊严完全不相容：因为前者有赖于对社会法则的发现和利

用；而后者则通过合理的自我认识的权威而得以提高。

尽管孔德在法国没有很快产生影响 （在奎拉德１８２８年出版

的一本书里，称他一年前已经去世），但在海外、其他欧洲国家、

美国和拉丁美洲，他却拥有一大批实证主义追随者。在英国，

《教程》 拥有了一个显贵的赞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可

是，孔德事业后期中的思想却将许多追随者疏离，这一思想倾向

表达在他的 《实证政治体系》 一书中，它出现于１８５１～１８５４年

间，穆勒称之为 “伟大智慧的悲哀的颓废”。如果说 《教程》 中

还几乎不带有他个人生活印记的话，那么随后的著作中，二者则

令人深刻的交织在一起，这使孔德的追随者们既觉得反感又觉得

庸俗。在最终与妻子离婚以后，他又与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年轻的

女人德沃克斯 （ＣｌｏｔｈｉｌｄｅｄｅＶａｕｘ） 结合在一起。在她死于肺病

之后，孔德将余生沉湎于对她的回忆之中。《教程》 中冷静的理

性让位于对人道教的热烈拥护。这是一个实证主义教派，它的仪

式由它所指定的主教来确立。作为孔德一直追求的社会运动，实

证主义随着追随者团体的消失而消亡，后者一直沉浸在１８８１年

于伦敦举行的人道节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的欢庆中。然而，

孔德著作的影响并不来自于它本身，而且，只要涉及现代社会科

学，那么它便来自于它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中的重新体现。迪

尔凯姆不喜欢孔德晚期观点中的夸张做法，但他受孔德的影响很

大。迪尔凯姆或多或少与孔德持有相同的观点，孟德斯鸠和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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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后来表达了这一点：虽然孔德为建立有关社会的科学而建构了

一个较为适合的一般框架，但他远远未能将它付诸实际。米勒评

论道：“迪尔凯姆并不十分关心证据的充分，它只能算作是一个

哲学家。” 在迪尔凯姆看来，“三阶段规律” 只是一个命令式宣

称，而没有得到经验的确证，孔德的著作中仍然充斥着他自称已

经超越了的典型的历史哲学风格。

因此，迪尔凯姆在建构他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论框架时，在相

当程度上依赖于孔德的 《教程》。该书中的几个重点在 《社会学

方法的规则》 中再次出现，它们是：致力于建立 “有关社会的自

然科学”，坚持 “社会事实” 能够像自然事件一样被研究；对功

能分析与历史分析的区分，它很类似于 《教程》 中在 “静力学”

与 “动力学” 之间的区分；甚至还包括这样一种信念：社会学能

够合理地区分出什么是有利于道德秩序的，因而对于社会 “健

康” 是有益的，而什么又是分裂性的和 “病态的”。

孔德发明了 “实证哲学” 术语以作为革命性政治理论所促成

的 “否定性” 批评的对立物。在 《教程》 中，对科学发展的长篇

分析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言而出现的，由此引导出他的实际计

划，后者表现在这样一个论题中：既有的科学进步的秩序性为社

会整体 的 类 似 演 化 提 供 了 一 个 范 例。但 是，对 于 巴 歇 拉 尔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库恩等人著作中的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它在自然

科学的真正核心处以革命替代了进化———孔德又该说什么呢？变

化是根本的，但却恰当地表达了当代世界与孔德所知道的世界和

他可以明确预见到的未来的距离。

把孔德归类于１９世纪中有关进步的更单纯地乐观的哲学家

行列并不恰当，他十分关注出现 “道德无序” 状态的可能性。然

而，孔德的 《教程》 仍然是杰出的对科学的信心的宣称，它表现

在几个方面：它提供了可替代封建道德的道德哲学而没有完全抛

弃道德秩序；它提供了惟一可能的真理标准，以与虚假的宗教标

准、形而上学标准相对立；它提供了社会科学这一非凡手段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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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法国社会学中的

自杀问题

今天，人们并不总能认识到，迪尔凯姆的 《自杀论》 在多大

程度上受益于早期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成果。甚至在１８世纪，

自杀就是一个广为争论的主题，在那时，大多数关于自杀的著作

关注的是自杀行为的道德含义，但在１８世纪末，作者们明显地

将注意力转向欧洲自杀率的上升上来，并由于这一原因而开始对

决定自杀因素的统计学产生了关注。

对自 杀 的 最 早 期、全 面 的 研 究 之 一 见 于 法 莱 特 （Ｆａｌｒｅｔ，

１８２２） 的著作。法莱特着力考察了个人自杀倾向的 “内在原因”

和 “外在原因”。他将前者主要归因于某种形式的内部精神错乱，

而后者则导致不同群体自杀率的差异。继法莱特之后，法国、德

国和意大利不断出现有关自杀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或许是盖

利 （Ｇｕｅｒｒｙ）（１８３３），利勒 （Ｌｉｓｌｅ）（１８５６） 和莱高特 （Ｌｅｇｏｙｔ）

（１８８１） 在法国的著作，凯特尔 （１８３５，１８４８） 在比利时的著作，

瓦格纳 （１８６４） 和马萨里克 （Ｍａｓａｒｙｋ）（１８８１） 在德国的著作，

以及莫塞利 （Ｍｏｒｓｅｌｌｉ）（１８７９） 和费恩 （Ｆｅｒｎ）（１８８３） 在意大

利的著作。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人的著作。如果完全依据资料的

数量，自杀很可能是１９世纪讨论最多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迪尔

凯姆写作的时间里，在自杀率与众多的社会因素之间已经建立起

了经验上的相关性。随后的作者证实了法莱特的观点，即在快速



的社会变革期和经济衰退期，自杀率倾向于上升，这一比率与社

会———经济地位正相关，在专业人员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和自由职业

者那里达到顶峰，在长期的贫穷者中则为最低点。城市地区比乡

村地区自杀率高的事实得到大量证实。一些作者声称发现了自杀

率与犯罪率的共变 （ｃｏｖａｒｙ） 规律，但却与杀害他人率有相反的

关系。魏格纳或许是第一个清楚地识别出了自杀率与新教和天主

教有直接关系的人，这很快就被后来的研究所证实。自杀率随性

别、年龄和婚姻状况而变化，也随年份、星期几和一天里的时点

而变化，这些结论已有广泛的表述。

一些作者强调造成自杀率差异的种族和气候因素。可是，绝

大多数人怀疑这种解释类型，他们更注重社会原因。凯特尔像迪

尔凯姆后来所做的那样十分强调自杀率相对于其他人口统计学数

据在各年份上的稳定性，他试图依据社会 “道德密度” 的差异来

解释自杀率的不同。许多作者把自杀率的普遍上升归因于传统社

会秩序的解体和向工业文明的变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理性化与

个人主义的不断增强。这与迪尔凯姆后来精心阐述的解释很

接近。

１９世纪早期的大多数自杀研究认为在自杀和精神错乱间有

一种密切的联系。很明显，认为自杀起源于 “可怜的精神病” 的

看法部分上是这样一种信念的残存：自杀是魔鬼的授意。这种信

念在教会的影响下以某种方式支配了整个１８世纪。然而，认为

自杀总是与某种精神错乱相联系的理论在埃斯奎罗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
的名著 《精神病》（Ｍａｌａｄｉｅｓ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１８３８） 中获得了最确定

的表达。埃斯奎罗声称：“自杀表现出了精神错乱的所有特点，

而自杀实际上只是其中的症状之一。” 依据这一观点，由于自杀

总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研究自杀的学者必须转向后者以解

释自杀现象。任何人口中的精神错乱的性质和分布决定了那一人

口中自杀的分布。

在１９世纪后半期，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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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杀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与精神错乱联系在一起，迪尔

凯姆也曾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迪尔凯姆工作的创新性和生命力并不在于 《自杀论》 中所包

含的经验上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些都被其他学者先前研究过。迪

尔凯姆直接从莱高特、莫塞利和瓦格纳等人的著作中获得了大量

资料。迪尔凯姆工作的真正不同之处在于它试图依据统一的社会

学理论来解释先前的发现。先前的学者只是用粗糙的统计方法来

表明自杀率和各种要素间的关联性，而迪尔凯姆则发展了这一技

术以便对不同自杀率进行系统性的社会学解释。他绝不是提出要

对自杀率做社会学解释的第一人，但在他之前没有哪一个人提出

过一个统一性的、能将已经证明了的主要经验关系结合一起的社

会学理论框架。

迪尔凯姆在 《自杀论》 中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在自杀率的分析

与有关个人自杀的心理学之间界限分明。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的自

杀率 “并不是各独立单位的总和、一个总体性合计，它本身是一

个自成一体的新事实，它有其自身的一体性和个性，并因而有它

自身的本性”。很明显，控制自杀分布的变量 “非常不同于” 那

些决定一个群体中哪一个特定个体会自杀的变量。迪尔凯姆否定

了内部精神错乱、心理模仿、种族和各种 “宇宙式” （ｃｏｓｍｉｃ）

变量对自杀分布的可能影响作用，他把这些因素置于社会结构中

来考察，区分出了三种主要自杀类型：利己型自杀、失范型自杀

和利他型自杀。严格说来，这不是自杀类型，而是产生高自杀率

的社会结构类型。利己型自杀归咎于社会结构的低整合水平；失

范型自杀则是由于社会缺乏调节规范。利己和失范型自杀是现代

社会的主要类型。

迪尔凯姆将他对自杀的分析明确作为为他的社会学方法进行

辩护的论坛。而且，他并不将自己局限于为自杀率提供社会学分

析上，而是要论证在解释自杀现象时心理学只处于从属地位。一

般来说，迪尔凯姆的论争是针对塔德 （Ｔａｒｄｅ） 和其他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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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还原主义” 学派的。可是，更特殊地看，迪尔凯姆的论争

还针对埃斯奎罗和其他一些认为自杀率能直接依据精神错乱的分

布而加以解释的典型代表者。

《自杀率》 的出版在法国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迪尔凯姆

的直接信奉者准备用它做社会学方法的样板。而其他的人，尤其

是心理学领域的人，则打算完全抵制书中所提出的社会学要求。

绝大多数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继续经受着来源于埃斯奎罗自杀

研究立场的 “精神病学论题” 的强烈影响。这一论题必须以下命

题：①自杀总是某些心理病理学状况的产物；②因此，自杀的原

因必须在有关的精神错乱类型中寻找；③这些原因是生物学上的

而不是社会性的；④社会学即便对自杀分析有贡献的话，也是寥

寥无几。

论战的基础由此产生。这一论战虽然是在对迪尔凯姆社会学

的拥护 （把它作为自主的学科来看待） 和对它的诽谤与抵制间的

冲突的一部分，但直到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迪尔凯姆本人去世

之后，它才完全发展起来。

对迪尔凯姆立场的第一个攻击是在１９２４年，由一个精神病

学者德·弗洛利进行的。德·弗洛利广泛延续埃斯奎罗所确立的理

论立场并用历史案例材料支持他的论点，在此基础上他重申，自

杀必定是精神错乱的派生物，它的起因一定在于生物心理学方面

而不是社会方面。他总结道，自杀倾向主要发现于有周期性压抑

失调 （躁狂抑郁症） 的人身上。德·弗洛利表述道，这种情感失

调依赖于气质的遗传特征：自杀行为已经生物化地内置于这样的

个体中。而且，在德·弗洛利看来，出现病态压抑的倾向在很大

程度上独立于个体的客观环境而发展。因此，个体是否整合于群

体中对结果几乎没有影响。尽管自杀率的波动可能与社会或经济

变动之间存在很粗浅 （ｃｒｕｄｅ） 的联系，后者在解释自杀的原因

时的作用只是第二位的：这些变化只能起到使个体自杀者 “集

中” 的作用，这些个人即使现在不自杀，在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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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自杀。德·弗罗利写道：压抑性个体所周期性坠入的病态焦

虑状态，“在无数的案例中都是惟一的自杀原因”。

哈伯瓦茨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１９３０年出版的一书意欲依据后来的

统计学来评价迪尔凯姆于３０年前得出的结论。哈伯瓦茨主张要

详细证实迪尔凯姆对自杀率与家庭结构和宗教类型之间关系的概

括。可是，他又强调，像 迪 尔 凯 姆 那 样 独 立 使 用 这 类 统 计 关

系———好像它们具有单独意义一样———是不合理的。哈伯瓦茨论

证道，以家庭生活的影响为例，对它的考虑不能脱离 “更广泛的

社会环境”。宗教因素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更极端的天主

教群体一般也最为保守和 “传统”，且具有一个牢固整合的家庭

结构。不可能将这些特定的宗教实践与它们存在于其中的更大范

围上的共同体分离开来。根据哈伯瓦茨的观点，一些被迪尔凯姆

分离开来作为高自杀产生原因的因素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结合起

来。哈伯瓦茨对都市和乡村地区的自杀率做了一个广泛的比较分

析，分析显示，一般来说，自杀率在大都市最高。通过考察德国

１８８０～１９１４年间的商业经营波动状况与自杀的关系，哈伯瓦茨

回顾了迪尔凯姆关于自杀和社会变化的命题，并证实自杀率的确

有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而上升的倾向。然而，自杀率的上升并不

只发生于危机波谷的最低点，而是遍布整个经济衰退阶段。迪尔

凯姆的那个自杀率将在经济繁荣期上升的论题没有得到证实，相

反，在这样的时期，自杀率倾向于下降。

尽管哈伯瓦茨的统计分析总体上支持迪尔凯姆的结论，但他

反对迪尔凯姆提出的利己与利他型自杀的分类方法。在哈伯瓦茨

自己的理论中，自杀被归因于自杀者的 “社会孤立”。在社会结

构促使个体脱离稳定的人际关系时，自杀率变高，哈伯瓦茨认

为，城市社区就属于这种情形。哈伯瓦茨详细讨论了德·弗洛利

提出的精神病学论题。哈伯瓦茨认为，只有少数自杀与公认的精

神错乱有关，他强调，这些自杀也并非与他的理论相矛盾。在哈

伯瓦茨看来，“正常” 的自杀可能是由于许多因素的作用而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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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无关，这些因素包括人们通常为自杀所提供的 “动机” 中的

多数，如经营失败、爱情未果、长期的疾病，等等。但是，“反

常” 的自杀还来自于自杀者的社会孤立：正是那些精神上的错乱

产生了 “个人适应环境的失败”，而自杀是其最严重的后果。哈

伯瓦茨总结道，在 “正常” 和 “反常” 的自杀中，真正的原因是

自杀者周围的社会关系空白。在取得这一结论时，哈伯瓦茨质疑

了迪尔凯姆的几个分析方面，尽管如此，他还是重新肯定了自杀

研究中社会学方法的有效性：自杀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

那些赞成精神病学论题的人认为哈伯瓦茨的论证不令人信

服。例如，古尔本 （Ｇｏｕｒｂｏｎ） 评论了哈伯瓦茨的书，指责他对

自杀的精神病理学研究评价不恰当。古尔本重申，自杀普遍起源

于病理性的焦虑和抑郁，它们来自于 “它们的纯生物学特性”，

它们就像眼睛的颜色或反应时一样与社会因素无关。在 《自杀的

心理病理学》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ＰａｔｈｏｇｉｑｕｅｄｕＳｕｉａｄｅ） （１９３２） 一书

中，德尔马斯 （Ｄｅｌｍａｓ） 总结了精神病学学派关于自杀问题的观

点，并明确要摧毁迪尔凯姆和哈伯瓦茨的社会学立场。德尔马斯

认为，在对自杀的原因解释中，社会因素不可能起到一份重要作

用，因为在任何人口群落中，自杀的比例都太小。他的说法听起

来给人印象深刻：一个国家Ａ的自杀率是每年４５０人 （每百万

人），而另一国家Ｂ的自杀率只有５０人。但若将这些比率颠倒，

我们就可得到如下一个比较：Ａ国中每年每百万人中有９９９５５０
人有不自杀，而Ｂ国中则为９９９９５０人。两个比例的差值的确很

小。我们凭什么说有某种一般性的社会因素，它使Ｂ国中每百

万人的９９９９５０人得以 “保护”，而Ａ国中只有９９９５５０人被保护

呢？

德尔马斯使用了与德·弗洛利相同的精神病学分类而重申，

自杀的根本原因是病理性的抑郁；抑郁倾向基本上不受个人的外

部环境影响。德尔马斯认为，体内的变化和年龄的增加产生了更

根本性、长期性的抑郁性焦虑。他声称，在人们通常观察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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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背后，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不是由

于老年人社会地位上的任何变化。他最终认为，在自杀和社会现

象间的其他明显的直接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如果自杀率在未婚者

中高于已婚者，那是因为抑郁者倾向于不结婚。内在的压抑过程

才是关键性原因；绝大多数自杀 “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未参入任

何社会成分的生物心理机制的结果”。

布隆代尔 （Ｂｌｏｎｄｅｌ） 在 《ＬｅＳｕｉｃｉｄｅ》（１９３３） 一书中想对精

神病学视角与社会学视角做最后的调和。他认为，在 “正常” 自

杀中，自杀者的社会环境是关键性的决定因素；然而，抑郁型人

格自然存在走向病理型抑郁的倾向，它是这种人自杀的 “深层原

因”。尽管在循环型精神病人的自杀原因中，社会因素的作用不

如在 “正常” 自杀中更为关键，但在两种情形下，都有社会和非

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一些著作的支持。例

如，多姆布罗夫斯基 （Ｄｏｍｂｒｏｗｓｋｉ） 强调，只有考察心理和社

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解决这一争论。他指出，心里病理学状态

在特定个体中产生，后者促使了社会关系的不协调，因而导致了

被哈伯瓦茨强调为自杀的真正原因的个体的社会疏离。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争端的解决几乎毫无进展，大

战以后，自杀问题研究在法国社会学中没有像一个试金石那样被

关注。这是由于法国社会思想在总体特征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直至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一段时间，法国社会学还稳定地延

续迪尔凯姆所确定的理论框架。尽管迪尔凯姆的一些有才能的继

承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一些著名的人物 （如哈伯瓦茨）

还是活了下来，并主宰着社会学阵营，直到１９４０年。

可是， 在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 代 后 期， 尤 其 是 在 古 尔 维 奇

（Ｇｕｒｖｉｔｃｈ） 的领导下，法国理论社会学逐渐受到了德国现象学

的影响，古尔维奇在他的 《Ｅｓｓａｉｓｄ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３９） 一书中

对迪尔凯姆社会学的根本原则提出了一系列的详细批评，他试图

揭露在迪尔凯姆对 “虚假问题”（被错误地提出的问题） 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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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产生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这种虚假问题之一包含着 “社

会”“个体” 的争论。古尔维奇强调，在迪尔凯姆和塔德的长期

相互争论中，都在社会和个体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对立假定；实

际上，在 “个人”、“社会” 之间所存在的是一个持续的 “互惠作

用”。在１９５２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巴斯迪德 （Ｂａｓｔｉｄｅ） 反对在

古尔维奇所确定的框架内进行自杀问题的论争，他认为，这一论

争与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构想犯有同样的错误。精神病学的视角

认为自杀是 “个体” 问题，因为它的主要成因是 “内在的” 生物

心理学机制，因而自杀研究是一个心理学而非社会学问题。但是

如果我们承认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两分法具有本体论上的实在意

义的话，这一论证便没有任何分量。认为心理学有助于对自杀问

题的分析并不意味着自杀的某些特定方面———尤其是作为人口统

计学现象———不能进行社会学研究；反之，认为社会因素在自杀

成因中起了一份重要作用并不必然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

法国社会学中自杀问题的论争令人关注，这不仅是出于它的

直接争论内容。追索争论的起源可使人们洞悉知识争论所具有的

历史 “深度”，争论中的问题在１９世纪早期的自杀问题文献中即

已出现，且其外观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然而，经由迪尔凯姆之

手，在把法国社会学建设成一个公认的学术学科而进行的奋斗

中，对自杀问题的分析变成了一个决定性问题。当然这主要是由

于迪尔凯姆自己的幕后操纵；列维·施特劳斯评论道：“冲突发生

在迪尔凯姆自己选择的范围内：自杀问题”。

迪尔凯姆把自杀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兴趣是他在 《劳动分

工》 关注焦点的直接发展。但他选择自杀问题作为全面调查的课

题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前人已经完成的大量著作可

以提供一个丰富的数据来源，并据此对自杀问题进行一个系统的

社会学分析。第二，自杀问题似乎完全是一个 “只对个人产生影

响的个体问题”。在就社会真实的性质而与塔德所进行的争论中，

通过对一个明显的纯粹个体问题的阐述来表明迪尔凯姆社会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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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恰当性具有特殊的意义。《自杀论》 被认为是对迪尔凯姆论

题的一个辩护：可把社会事实看做是 “外在于个体的真实” 而加

以研究，这与塔德的立场相对立，后者认为，社会学课题由 “个

体意识的总和构成”。除了迪尔凯姆和塔德间的广泛争论外，随

后展开的对自杀问题的论争也不能被充分理解。古尔维奇指出，

迪尔凯姆与塔德之间的争论部分地依赖于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会

有结果的关于 “社会” 优先于 “个体” 的论点。在自杀问题论争

中产生的各学科间的竞争程度反映了对同样被误解了的本体论上

两分法的普遍接受。

将自杀问题的社会学论题与精神病学论题区分开来的主要实

质性问题是自杀的 “病理学” 性质问题。在一种意义上，这一问

题容易解决；因为在所有社会中自杀都是一个稀有现象，考虑到

它是与社会成员主体的偏离，自杀必然是一个反常行为。但是真

正的问题是，对自杀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依据于那些产生公

认性的精神错乱的因素 （精神错乱本身就被认为是成问题的概

念），和它们与社会影响的关系。没有系统的证据来支持自杀与

可以确认的精神病形式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在绝大多数自杀发生

之前都很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抑郁，但其中只有少数属于周期性

病理抑郁失调。而且，只有很少比例的患抑郁失调的个体真正企

图或从事自杀。因此，从经验上看，精神病学论题没有被后来的

研究证实。

然而，自杀和精神错乱的关系问题只是法国自杀论争中真正

理论问题的一个遮掩，真正的问题是：通过社会学解释自杀现象

是否恰当。前面已经指出，至少在部分上争论是由于迪尔凯姆—

塔德论争双方的错误理解：在 “根本” 上，自杀或者是 “社会”

现象、或者是 “个人” 现象。这一误解是争论的一个整体组成部

分。然而，将争论的核心当做是 “虚假问题” 而置之不理是容易

做到的。在自杀原因中，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是自杀

理论的焦点问题，它直接影响到那些可以依据比率 （如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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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不良行为或离婚） 进行解释的现象的分析工作。

德尔马斯的论断是，由于与整个社会的人口相比，自杀的统

计频率很低，所以在其原因中社会因素不可能起到很大作用。由

这一论点惟一能得出的必然性结论就是，社会学不能为自杀现象

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因为在一个 （比如说是） 松散整合的社区

中，只有一少部分人真正自杀。然而，“为什么自杀率如此之低”

这一问题的确可使我们更清晰地洞察迪尔凯姆论题的错误，后者

认为，把自杀看成是心理问题而从发生的角度进行解释在概念和

方法上可以与对自杀率的社会学分析区别开来。迪尔凯姆认为，

良好整合的社会结构可以 “保护” 其组成个体免于自杀，在松散

整合的社会结构里，或在社会失范状态下，群体成员所受 “保

护” 较少。在前一环境下，自杀率将会很低；而在后者，自杀率

将相应地增高。依据迪尔凯姆的观点，至于在同样一个社会环境

里为什么Ａ自杀———为什么Ａ是自杀人格———而Ｂ却不自杀，

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但对自杀率却不如此解释。例如，在经济

衰退期，将会是Ａ而不是Ｂ自杀，可是“为什么自杀率如此之

低？” ———在对所有比率的解释中，这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则

相当于问 “为什么Ｂ占绝大多数，而不是Ａ？” 问题的答案有赖

于对产生个人自杀倾向因素的理解，但这样一个问题与对自杀率

的解释性评价有关。因而，控制一个社区内自杀率分布的因素不

能脱离那些决定为什么Ａ自杀而Ｂ不的因素单独考虑，即，不

能脱离对自杀人格的研究。由于表意性 （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问题 （为

什么这一特定的个体Ａ自杀？） 被更为重要的一般心理问题 （为

什么某特定类型的个体自杀？） 同化，迪尔凯姆的观点就表现出

了一个似乎是正确的假象。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部分依赖于对特

定自杀者的生命历史中严格的特质性因素的研究；而对第二个问

题的回答则必须一个有关自杀人格的一般化心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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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没有革命的理性：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的著作非常符合作者关注扩大公共领域范围和促进

争论的特点，它们从他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自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与学生运动的早期联合———以及分

离———以来，哈贝马斯就是德国生活中一个令公众瞩目的形象。

他的著作遭受了来自左右两派的强烈的、甚至尖刻的批评，因为

在知识上或政治上给这些著作定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思想

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他所参与的论战塑造的。哈贝马斯对学生运动

的特定方面——— “左派法西斯主义” ———的指责在他随后的学术

生涯中一直产生反响。他优先关注如何分离出理性决策的条件和

如何确定出在 “更好的论证力量” 支配下的共识达成条件，这明

显表明了一种试图与那名声不好的评论进行妥协的努力。随后与

波普尔、加达默尔和卢曼等人的交锋也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

的印记。

但认为哈贝马斯首先是一个辩论家也显然是错误的。他是一

个系统的思想家，他持续不懈地要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若干基

础问题进行处理。他的著作跨越极其广泛的主题，在其中很容易

看到折衷主义的弥漫。的确，他把多种看起来明显不相容的观点

都结合进了自己的理论中。可是，如果一个人对哈贝马斯的整个

方案哪怕有一点点同情心的话，那么他就必须首先认识到他是以



一种创新的和符合学术规范的方式使用了这些观点的。

宽泛地说，可把哈贝马斯的工作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

个阶段的高峰以１９６８年出版 《知识和人类利益》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 为标志。尽管哈贝马斯在那里所表达的观点在社

会科学和哲学中产生了影响力，该书还是受到了大量的批评攻

击。这些批评无疑指出了书中的一些严重的缺点，并更一般性地

指出了哈贝马斯立场上的缺点。他试图以通过利益来进行的知识

建构为基础提出一个新颖的批判理论概念。但是 “解放中的利

益” 似乎只存在于与另外两种知识建构性利益相结合的瞬间，可

以将哈贝马斯的后期工作看成是为社会分析的解放潜能增加血肉

的努力。该努力使哈贝马斯脱离了 《知识和人类利益》 一书中所

采用的框架。很明显，哈贝马斯将会认为，把批判理论建立在认

识论基础上的努力如果不是实际上的错误也将是误导性的。在

《知识和人类利益》 中，他坚持认为，认识论只能作为社会理论

而存在，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它是一种揭示 “理性自明化” 的条

件的社会科学。可是，如果放弃了传统上的对知识的先验基

础———即 “第一哲学” ———的寻找，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有关知

识的理论来建构批判理论呢？哈贝马斯认为，他向认识论的移入

是要通过曲线努力来建立批判理论的基础，而更直接的途径是将

理性一般性地植于语言中，尤其是植入沟通中。

哈贝马斯的 《沟通行动理论》 是他在第二阶段观点的综合陈

述和精心表达。哈贝马斯声称，沟通行动理论既不是通过其他方

式而产生的有关知识理论的超理论，也不是它的继续。对沟通行

动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将社会分析中的三个层次的合理性关联起

来。第一个是合理性在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争论中涉及它与

相对主义有关。如果各不相同的文化或生活形式都有它们内在的

理性标准，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依据普遍的标准来比较它们并

将它们置于批判之中呢？第二个是行动合理性问题：我们如何领

会人类行为的独特含义？这涉及理解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的重要性问

４６１ 为社会学辩护



题，也涉及社会科学的作用问题———社会科学声称它比那些行动

者已经为他们自身的行为所提供的解释更为优越。第三个是哈贝

马斯关注西方社会特有的合理性在社会中的扩张，即社会的理性

化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他在何处特别借助了马克斯·韦伯的著作，

以试图对那把韦伯与早期的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联系起来的具

体化思想重新阐述。

在以上领域所进行的对合理性思想的全面维护中，哈贝马斯

明显 具 有 逆 流 而 上 的 感 觉。 当 相 对 主 义 思 想 在 知 识 话 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的各个领域———如在后结构主义中———盛行的时候，

他提出了普遍的理性标准，当许多人认为启蒙运动和现代性不足

为信之时，他却要为它们辩护。在这里，新保守主义的出现特别

重要。《沟通行动理论》 具有一种哈贝马斯所特有的高度抽象水

平；而书的通篇还直接存在一个政治主题。那些强调复兴市场力

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新保守派，和从生态学角度对增长的批评者

都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遗产。在试图搞清这两种观点为什么在当

前能引人注目的同时，哈贝马斯又对它们持批评态度。在一次谈

话中，他说到，他写本书的 “真正动机” 是要澄清如何能够重新

构建 “具体化批判” 和理性化批判，以便在理论上一方面对 “福

利国家方案” 的衰退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又在不抛弃现代性工

程或滑落到后现代、反现代主义之中的情况下，对体现在新近运

动中的批判潜能进行解释。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总是把对理性的反思作为它的主要任

务。但是，当代哲学变成大量的专门化的知识，它不再寻求提供

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这一状况部分地由于建立 “第一哲学” 努力

的失败：所有试图为哲学推理提供确凿无疑基础的努力都已垮

掉。哈贝马斯承认其中一些努力的意义。哲学不能再追求康德和

黑格尔所寻求的那种宏大的形而上学框架，应在哲学与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关系正在建立。

哈贝马斯把 “合理的重建” 过程看做是这里的关键，它是对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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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事件之后的研究领域或学科领域的合理内容的重建。他以

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为典型。按照皮亚杰的重建结果，心理发展

不仅是一系列的阶段，而且是个体理性能力增长中的众多步骤。

我们应当怎样使用 “合理的” 这一术语？哈贝马斯声称，合

理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比它与知识的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更少。

如果考察一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把某种事情称为 “合理的”，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它或者是指人或者是指知识的系统化表达。谈

某人的行动或某一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一行动或陈述

能被此人或有关的人们批判或辩护，他们可以使之具有基础或依

据。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那样限定合理性行动或对目标世界知识

的合理表达的范围。我们必须在 “认知工具性合理性” 中补加

“沟通合理性” 思想。由合理性可以推理出人际沟通这一前提，

因为只有满足至少与一个他人相互理解这一必要条件时，某一事

务才能被称为合理的。

很容易看出这一思路把哈贝马斯引向哪里。他经常提到这样

一个情形：人们的语言中有若干 “有效性声称”，它们通常是说

话者不自觉地产生出来的，但它们可被明确提出。当我对另外某

人谈某种事情时，我不自觉地提出了这样的声称：我所说的是能

够理解的；它的表述内容是真实的；我说到它是有道理的；我是

在真诚地说，而没有撒谎的念头。所有这些声称是不确定的或易

错的，并且除了第一条之外，也都可以通过提供某种理性而对它

们加以批判或找出依据。当有效性声称被明确提出，并且又完全

依据为它们所提供的恰当理性的程度 （而不是通过强制力量） 来

评价它们的基础时，就出现了哈贝马斯所称的 “辩论” 过程。辩

论就如同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日常沟通中所固有的合理

性的 “上诉法庭”：当意见不一时，我们不需求助于强制就可保

证沟通行动的连续性。接下来的是，通过考察辩论的一般特性就

可对沟通合理性思想进行最佳说明。这已超出了对波普尔的共

鸣，或许它标志着哈贝马斯从辩论中所学到的内容。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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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理性主要变成了一种有条理的批评现象，这同波普尔的看

法一致。哈贝马斯提出：“通过发现我们的错误，我们能纠正我

们那失败的努力”。

沟通理性思想是哈贝马斯用以抵制新近哲学文献中相对主义

倾向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他讨论了传统文化的神话特性、神

话与科学的关系，以及由彼德·温奇 （ＰｅｔｅｒＷｉｎｃｈ） 的著作所引

起的争论。哈贝马斯认为，神话是凝固化的思想方式，它在一个

单一的智力领域内将众多不同的生活方面结合一起。它们表达

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在其中还没有产生分离的智力领域或话

语场所以进行辩论之用。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哈贝马斯的主要

的，且———人们也许还会加上———是最成问题的提议。他试图

通过 “世界宗教” 的出现而加以追索的话语场所的发展和随之而

来的现代文化中科学、道德与艺术的分化，标志着理性扩张这个

一般性演变趋势。在三个主要的存在领域———与物质世界的关

系、与他人的关系和在美学的表现领域，我们越是能够理性地调

节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社会形式就越是进步。

对哈贝马斯来说，现代世界远比原始社会文明。在他的进化

理论中，哈贝马斯试图表明这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某种关

联。由于在更传统的文化中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生活就容易受大

自然左右。人们产生出防止洪灾的需要，但它们实际上是无法防

止的，所以人们就用神话来解释它们。神话将自然界与文化融合

起来，它起因于自然力量对于人类力量的超越性。神话是拟人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ｃ），因为它们进入了人类特有的交往网络之中；

且它们把文化看成是自主力量的运作，从而使文化具体化。哈贝

马斯承认，它们经受 “双重虚幻” 之害。他说，它 “当然没有被

仔细地分析过”，只是依据已有的讨论来看待它。但是，对于他

对待神话的方式也可使用这同样的评语，他的做法是相当粗

糙的。

可是，哈贝马斯却相当关注温奇对传统文化的哲学分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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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 析 自 然 是 埃 文 斯·普 利 查 德 （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对 赞 德

（Ｚａｎｄｅ） 巫术的著名描绘为主要基础的。哈贝马斯认为，后者对

赞德活动的解释要比温奇的解释更好，因为埃文斯·普利查德向

人们表明，如果对赞德信仰和现实行为有充分了解的话，解释的

敏感性就是必须的了。但这并未将他引向相对主义，相反，他极

力表明当与西方科学中的有效性宣称的检验标准相比较时，赞德

思想是有缺陷的。我们可以就认知充分性，即依据其中所包含的

能站得住脚的有效性宣称，来比较不同的文化或世界观。在这

里，哈贝马斯相当程度地倾向于罗宾·霍顿 （ＲｏｂｉｎＨｏｒｔｏｎ） 的

观点。他同意霍顿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通常笼罩着封闭的世界

观，它们难于变化；与之不同，现代文化更开放，更易依据学习

到的经验改变自己。

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阶段的学习思想能帮助我们阐明对学习

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什么。社会演进的三个阶段———神话阶段、

宗教———形而上学阶段和现代阶段 （孔德的阴影！） ———与皮亚

杰所发现的认知能力的分化相一致。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谨慎

地重新强调理性重建过程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它不是

现代文化中的各个个体都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概括成一个整体，而

是存在几个合理思想与行动的组织形式，它们不断增加深度和广

度。对皮亚杰来说，认知发展与 “去中心化”（ｄｅｃｅｎｔｒｉｎｇ） 相联

系。认知的去中心化引导着孩子远离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处理外

部世界、社会世界和 “内部主观世界” 的能力走向分化。三个能

力维度与哈贝马斯的有效性宣称类型相一致。

在这里，哈贝马斯引入了生活世界概念。现象学中已经指

出，生活世界是日常社会活动的被信以为真的世界。其中充满了

以传统的和已确立的行为方式进行交往的行动。生活世界是一系

列的预先得以解释的生活形式，日常行为在其中展开。它 “储存

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解释成果”。生活世界中传统的分量起着平衡

由沟通产生的内在分歧可能性的作用。社会演进的过程，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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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着的世界观在去中心化和三个话语领域巩固的过程，改变

了生活世界的特征。去中心化越是高度发展，共识的达成越不依

赖于事先确定的信念或行为准则。因此，理性的扩张要以生活世

界领地的缩小为前提。借助于皮亚杰本身的思想源泉之一 （迪尔

凯姆的著作），哈贝马斯使用相同的术语重新解释了从机械团结

向有机团结的变迁。他认为迪尔凯姆与ＧＨ米德的著述相互补

充，从而有助于我们将生活世界调和的机制与社会系统整合的机

制区别开来。

哈贝马斯在这里还寻求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建立直接联系。

由于分化出的世界观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所以只要满足特定的条

件，它就将强化生活和合理行为。它们必须使概念能够用于三个

现实领域 （哈贝马斯还将它与波普尔的 “三个世界” 概念明确地

联系起来） 中的有效性宣称的表述。文化传统必须接受反思性批

评，这 种 批 评 可 使 习 惯 化 的 生 活 方 式 中 体 现 出 的 信 仰 宣 称

（ｂｅｌｉｅｆｃｌａｉｍ） 服从于描述性评价。必须存在一些制度化的机制

以随时调节学习过程并将新知识反馈回生活世界。这意味着科

学、法律和艺术作为主要领域的分化与 “三个世界” 相联系。这

一分化反过来又要以目的合理性行动———即以特定目标的达成为

取向、并因而可依据它的技术效率进行评估的行动———的制度化

为前提。哈贝马斯说到，马克斯·韦伯帮助我们理解了文化领域

的分化和适合合理性行动的制度形式对于现代化到底有多么重

要。目的合理性行动出现制度化的两个主要领域是经济和国家，

它们也是系统整合的基础。前者中的支配性 “流通媒介”（帕森

斯） 是货币，后者中则是权力。

在这里我将略去哈贝马斯提出的复杂的行动类型和话语方

式，也忽略他在它们与言语行为理论间所建立的联系。更新颖的

是他对韦伯的广泛性批评分析，他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与卢克斯

等人所使用的具体化概念之间关系的讨论，以及他将所有这些与

帕森斯的理论特征联系起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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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社会科学中的理性思想普及化，以及将行动合理性与文

化的理性化联系起来的过程中，韦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韦伯

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中，目的合理性行动起了一份关键作用。对目

的合理性的评价依据可以是，在给定行动目标的情况下，该行动

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策略上的 “恰当性” 标准。尽管韦伯将这种评

价作为卓越的、可以据此识别非合理性行动成分的合理性标准，

但对哈贝马斯来说，它却只是合理行为的一个方面。被规范调节

的行动 （与社会世界相对应） 和表现性的，或哈贝马斯沿用戈夫

曼的称呼而叫做 “戏剧性的行动”（与主体 “内在的” 世界相对

应），也具有合理性标准。韦伯使用的理解概念需要在双重意义

上加以修正。对这些另外的合理性行动领域的把握尤其适用于阐

明为什么人们如此这般地行动。但是行动的 “意义” 不能简化成

行动者的行动意图和理由。在这里，现代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

后期哲学比韦伯所引用的思想学派更为重要。要理解行动的意义

就要能大致参与到那一行动所置于的生活之中。可是———哈贝马

斯又强调到，如果没有对那一生活形式中所产生的有效性宣称进

行评估，至少是潜在地评估的话，这一点就不能做到。因此，不

能将理解与对行动的合理评估分离开来。

哈贝马斯断言，对有关合理性的超越理论 （ｍｅｔ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使人理解，对合理性的关注是社会科

学实践中所固有的；它不是哲学家从外部强加的某种东西。由于

世界观已经包含有效性宣称，且不同程度地包含了推论上的兑现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合理性的前两个方面就与它的第三个方

面内在性地密切关联起来，这第三个方面是文化的理性化。在考

察对理性化的研究方式时，哈贝马斯试图对从韦伯到帕森斯的

“理论历史重新建构”，从而寻求揭示社会科学是如何发展用以分

析现代性的性质的概念策略的。他承认这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圆满

的方法，但却似乎把它看起是一个重要的起步。

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的重要性尤其表现在他要分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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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其他古典社会理论家不同，韦伯既与历史哲学中断了联

系，又与正统的准达尔文式的进化论断绝了关系，而同时又把西

方现代化想象成 “理性化这一普遍历史过程的结果”。在理解思

想中，韦伯把目标合理性的扩张看成是西方文化理性化这一历史

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因此，他不去把握学习过程发生于其中的其

他方面；但他的著述中仍然会有可用于描述它们的有益的分类。

韦伯提到了许多现象，认为它们属于西方文化理性化的表

现，包括科学、法律、政治和经济管理、艺术、文学和音乐。什

么东西能对所有这些现象给出一个统一的表达呢？韦伯自己所使

用的 “理性化” 术语是相当混乱的。哈贝马斯认为，位于韦伯的

各种理性化讨论之中的主要成分是基于普遍原则之上的行动方式

的聚拢。例如，与现代法律相联系的合理道德把规范看做是协

定，而不是传统的约束性命令；它由以普遍化原则为基础的决议

所支配，而不是建立在武断的评价基础之上。在哈贝马斯对韦伯

的解释中 （它肯定或这或那是有问题的），理性化还是一个分化

的过程：出现了三个 “价值领域”，各自具有自己的规律。它们

是文化理性化中的认知、道德和表现性成分，且可在制度层次上

依据帕森斯所发展的社会、文化和人格三重类型学进行分析。

当然，韦伯最具特色的关注之一是将西方的理性化与其他文

明的发展方向进行对比。可是，如同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他没有

清楚地表达出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而不限于一

种可能的社会形式。如果 “理性化” 意味着依据可普遍应用的原

则来安排生活，那么在什么意义上那些原则是普遍有效的？韦伯

的答案是含糊的。我们知道哈贝马斯的立场是：的确存在普遍有

效的合理性程序。由于西方正朝着后传统阶段的制度化学习过程

迈进，西方类型的理性化就等价于增加信念与行为的合理性。

从韦伯到帕森斯⋯⋯但哈贝马斯自然并不寻求追溯正统社会

学派；哈贝马斯通过对 “功能主义理性” 的批评而着手他对帕森

斯思想的分析。在韦伯对理性化的解释、卢卡奇对具体化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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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霍克海默同意阿多尔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之间存在一种清晰

的关系。他们全都同意理性化的扩张构成西方社会的全部发展趋

势的基础。尽管他们强调不同的理性化特征，这些作者都像韦伯

一样认为，现代社会中目的合理性的支配地位既导致日常生活中

道德意义的丧失，又减少了人们的自由。很明显，韦伯没有像霍

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那样把工具理性作为 “主观理性” 而与 “客观

理性” 对立起来；他也没像卢卡奇那样把理性化与在原则上可被

根本改变的具体化社会世界等同起来。但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

学派都没能够令人满意地摆脱韦伯立场的局限性。卢卡奇希望重

建马克思主义中缺失的哲学领域，他的做法是揭示为韦伯所描述

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资产阶级文化的非辩证的 （ｕ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说

明。但由此使他滑进了抽象的 “客观唯心主义” 之中，这实际上

是哲学上的倒退而非进步。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只是部分上避免

了这一趋势，他们只是在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两极间不安地徘

徊。他们和卢卡奇都没能表明理性化或具体化是如何与人际关系

沟通基础的畸变联系起来的。因而，虽然他们保留了社会分析所

必不可少的锋芒，他们却已经落到了大西洋彼岸的Ｇ·Ｈ·米德的

成就之后。米德实现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变，其关注中

心是符号互动。

在哈贝马斯眼里，在被他看做是意识哲学———或 “主观” 哲

学———的终极与沟通分析之间存在一个认识论的中断。沟通合理

性理论没有设置一个面对客观世界的自足主体，而代之以由象征

性建构的生活世界概念入手，在其中人的反思性是被规定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可是，承认了这点，并追索它的社会理论意义，

需要失去米德的某些强调。米德并没有调查社会世界再生的条

件。像帕森斯和其他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所一贯声称的那样，社会

再生的条件包含那些直接卷入沟通互动之外的命令。社会参与者

行为的整合还包括在各种可指定的系统命令面前，对不同利益群

体的协调。这一观察对于哈贝马斯具体化概念的再建构是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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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他说，不应像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存在问题的具

体化与理性化 （或目的合理性行动） 联系起来。取而代之的是，

应将具体化与现代社会中的 “系统再生的功能条件” 对生活世界

中沟通行动的合理基础之撞击和削弱的方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

称，对帕森斯著作的批判性移用使得我们能够依据社会和系统整

合机制来阐述研究具体化的方法。

哈贝马斯认识到，在帕森斯用以作为其工作基础的对古典社

会理论的综合和他自己事业间有一种确定的对应性。哈贝马斯从

他的最早期著作就指出，帕森斯专注于在人类行动与系统的建构

之间的关系。尽管许多帕森斯的解释者倾向于强调其中之一而忽

视了另一面，哈贝马斯仍然坚持认为它们同样重要。我们可以依

据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区别来表述它们。在一种情况下，在生

活世界的连续体中，我们关注各行动取向间的调和；在另一种情

况下，我们则关注在一个大尺度的时空范围中，系统特性的功能

状况。依据帕森斯的看法，规范和价值是社会整合的构成成分，

但却不是系统整合的成分，后者需要更 “非人格化” 的机制。哈

贝马斯接受这一一般性立场，同时又对帕森斯的建构提出了一系

列的批评。他指出，帕森斯的行动概念太局限，尤其是在他的后

期著作中，它快要被对系统功能的关注所淹没；帕森斯对现代性

的说明带有太多的共识色彩，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根本性的

紧张关系被忽视。尽管这些批评并不新颖，但哈贝马斯引用帕森

斯观点的方式却是重要的 （即使仍存在问题）。

在哈贝马斯看来，帕森斯的行动概念———或更恰当地说，他

试图将这些概念建构进他的理论框架中的方式———压制了社会分

析中的解释学维度。帕森斯没有认识到社会研究者必须要依赖于

各种日常世界中的生活以对那些生活的性质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

和说明。对此的认识意味着看到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化具

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社会整合必须有参与者自己的观念，而系统

整合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将其一种 “译” 为另一种包含了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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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家方法论取向的转变。当然，这一看法是哈贝马斯在先前关于

系统理论的著作中提出的论点的继续。在社会理论中，系统分析

肯定不是不合理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像功能主义者所假设

的那样要求它为社会行为提出一个全面的阐述框架。一个社会的

整合包括不断更新的两种命令的妥协。生活世界整合的条件与作

为确定世界观结构之基础的有效性宣称的更新有密切关系。社会

的功能整合条件与生活世界同其周围环境———它只部分地被人类

的沟通行动所控制———的联系方式有关。如此妥协只有通过价值

取向的制度化和内在化而达成 （帕森斯也想到了这点）。如果它

们不符合系统再生的功能要求，且功能要求仍然潜存着，那么社

会压制就得以保存。在这一情形下，作为价值取向基础的有效性

宣称的虚假性仍然是不为人理解的。其结果是一个系统性扭曲的

沟通。

对帕森斯来说，语言与权力、货币一样代表了一种社会整合

的媒介。可在哈贝马斯看来，必须将语言排除在外，因为它卷入

了所有社会活动中。帕森斯之所以能将语言描绘成一种整合媒介

是因为他模糊了生活世界解释学特性的语言基础。然而，对于帕

森斯把权力和货币作为目的合理性行动的扩张与协调媒介的看

法，我们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在朝向现代化方向的演进中而产

生的高度的理性化，是货币 （在经济中） 和权力 （在政治中） 分

化成 “指引媒介” 的必要基础。它们的前提条件都是积极性法律

的制度化以及家庭的分离———这是所强调的韦伯的成就之一。作

为系统整合的分化领域，经济和政治仍然位于生活世界，在这里

它们获得规范支持与价值承诺。同时，它们又都假定通过沟通行

动而形成共识的特有发展过程。而这反过来又不仅包含制度上的

分化，而且包含人格结构的发展，由此而能够参与进后传统的、

推论式的意志构成体 （ｗｉｌ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中。

从帕森斯⋯⋯返回到韦伯和马克思。在分析的结论部分，哈

贝马斯试图将这些观点集中于对现代性的病理诊断上。这是哈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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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全部观点的延续：沟通行动的理性化必须与经济和政治方面

的目的合理性的制度部门分离开来单独分析。这反过来又意味着

要对韦伯和马克思的关键概念进行修改，因为他们都没认识到哈

贝马斯阐释中的这一区别。对哈贝马斯来说，指引机制与生活世

界的分离并不是病态的，而是现代化所固有的。因此，这一分化

就不得不与这样一种状况区分开来：在这一状况下，生活世界的

沟通基础已经耗尽了经济与政治所需要的真正支持，哈贝马斯认

为，当前这一状况已大量出现。可将此形容为生活世界的 “内在

殖民化” 过程，对传统的这一破坏威胁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再

生的连续性。

在今天的现代化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紧张和冲突必须与发展

早期阶段的那些特征区别开来。在中世纪之后的时期里，指引过

程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从生活世界中的脱离引起了各种抗议活动。

它们随着农民被迫进入城镇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在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劳工运动变成了面对进一步的经济、政

治分化的反抗焦点。马克思向人们表明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

化如何成为组织现代化生产的条件。这是将经济分离出来而成为

单独的制度领域的特有机制之一。可将劳工运动看成是对由于资

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活世界与指引机制的不平衡性的部

分成功的纠正努力。但是，随着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一个相似

的抽象过程还发生在政治生活中。这实际上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

典型 情 形，因 为 当 今 时 代 公 共 领 域 变 得 越 来 越 “技 术 化”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ｅｄ）。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具体化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里，这一概

念与经济抽象化过程有广泛的联系，通过这一抽象，“活劳动”

力从属于非人格化的经济运作规则。在某些部分，这又成为现代

化的必须要素，不能被当成是病理现象。然而，在后一情形下，

货币机制深深地渗入了有秩序地沟通的生活世界。因此，按沟通

原则建构的行动领域的具体化首要的并不是阶级分化现象。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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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哈贝马斯十分明确地倾向于韦伯，而远离马克思。与马克思

所预期的革命性变革的希望相反，目标的达成可通过阶级努力而

完成。

哈贝马斯说道，马克思的分析重复着他早期著作中的主题，

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特别具有针对性。在这一阶

段，马克思所发现的经济机制的确重要。可在现代社会中却不存

在单一的指引机制 （经济），而是两个机制；第二个机制是权力

的行使机关，马克思未能令人满意地把握它。部分地由于这一原

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阐明新近资本主义的一些关键现象。

在这一阶段，国家的干预越来越广泛，大众民主和福利改革空间

很大。

哈贝马斯断言，这些现象在后期资本主义里的同时出现，产

生了一个新型的 “非阶级特异性的具体化”，尽管其效果不等量

地在阶级系统中分布。他对此的分析是复杂的，我不想在这里进

行概括。基本上说，主题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摧毁了传统的沟通

行动的基础，却没有用后传统的合理性来取代它们，在将生活世

界与由经济和政治指引机制的扩张所控制的行动范围结合起来之

时，后者是必需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具有双重含义。在生活世

界本身，具体化的后果是意义的丢失或失范，以及由此而在人格

结构内产生的有关问题。从指引机制的视角来看，其结果是一系

列的动机和合法性的欠缺 （ｄｅｆｉｃｉｔ）。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中把

“动机危机” 看成是比 “合法性危机” 有更深的植入性，至少在

某特定意义上如此，而现在似乎是它们都直接与每一个指引机制

相联系，且具有同样的潜在的重要性。缺乏动机上的输入将产生

经济组织的维系方面的问题，而合法性的减少将威胁到政治秩序

的稳定性。

哈贝马斯总结道，今天，批判理论的工作不得不将对新近资

本主义的制度形式及其内在的紧张关系的评估包含进来。新型冲

突与新型社会运动已经产生出来，它们有别于旧有的、以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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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福利国家为核心的阶级抗争类型。新型冲突不再以关心物质

产品的分配为主，而是更关注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化，且不再随

后产生与工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交涉机制。由于它们是生活世

界沟通秩序的表达，因此，这些紧张关系就不能通过进一步的经

济发展或政府管理部门的技术进步而缓解。只有生活世界借助于

沟通理性的重新征服，以及在日常生活的规范秩序上的相伴随的

变化，导致新型冲突和相关联的社会运动的那些问题才能得以解

决。这一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一个解放的允诺，从而以一种有

意义的方式改变现存的社会设置呢？哈贝马斯对此不做正面回

答，但他倾向于把新型社会运动看成是以防御为主，他关心对生

活世界的保护以避免进一步的殖民化。生态与反核运动就属于这

一类型，因为它们与保护自然环境不被掠夺、使各种形式的公共

关系休养生息的推动力特征性地联系在一起。可是，不管各特定

的运动潜能有多大，哈贝马斯都坚定地强调，在不远的将来，系

统和生活世界的 “缝合” 状况很可能继续保持它们起源时的情

形。他认为，沟通行动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点，且也可用于指

明能够出现真正变化的压力点；它取代了过去的批判理论，后者

是建立在站不住脚的哲学立场上的。

《交往行动理论》 像哈贝马斯的其他大多数著作一样表现出

了吸引与挫折的混合特征。尽管人们会非常抱怨它的长度，但却

不可能不对哈贝马斯百科全书般的讨论范围留有深刻印象。在那

些论述今日社会理论的作者中，有谁还能在明显没有费很大努力

的情况下，就包含了如此广泛的古典和当代思想传统：将它们一

方面与抽象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当代政治关注联

系起来呢？作为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综合，这一著作使他在过去

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产生出的理论观点统一起来。它同时还包含着

对他人著作的批判性评论的真正宝藏。但它太长。哈贝马斯的风

格并没有逐年变得清明，读者不得不费很大力气来思索某些主要

论点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热衷于表格和分类，甚至在它们能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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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理性论证过程 （而不是促进它） 之时也是如此。一个表格含有

不少于３２个类别！这种分类学热情的后果之一是哈贝马斯的著

作带上了清教徒式的形式主义色彩。经常是在人们期望看到对所

提出的某一观点的支持性证据的地方，一个表格就替代性出现，

好像征服潜在异议的方式就是将它们碾成概念的碎片。

哈贝马斯的著作是如此持续地接受赞成者与反对者的审视，

以至于要发现其中的哪一方面的批判基础还没有很好地发掘出来

都很可能是很困难的。我不是要提出任何特别新颖的批判观点，

而不是要指出对我来说哈贝马斯观点的主要兴趣在哪里，以及哪

里是有疑问的或易受攻击。可是，在提供这样一个评价的时候，

我将像患精神分裂症般地把自己一分为二。由于哈贝马斯的著作

具有体系化特征，它能使读者进入其中或位于其外。哈贝马斯拥

有许多追随者，他们试图在他的体系内工作，对体系进行相对较

少的修正；他也有同样多的反对者，他们对他事业的多数进行抵

制。我想我的倾向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但在本章的剩余部

分，我将努力为任何一方寻找支持。在书页的左侧，我提到的是

持赞成态度的批评家很可能会提出的质疑／问题／评论。而在右

侧，我将列出———借用马克思的术语——— “批评式的批评家” 可

能会对哈贝马斯进行的提问 （这一策略既可以形成我自己的表

格，又允许我有一种散漫的论证）。

赞成者的批评 批评式的批评家

１我追随着你的写作过程，从你最早期

著作一直到现在。在初始阶段，我相

信了知识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可

以区分出三种用以建构知识的利益，

我抱着几分热情采纳了它。它似乎

有助于对解释学和意识形态进行批

判。但在读了你大量的近期著作后，

１在你的早期和后期著作中似乎存在着

一些非常根 本 的 且 也 未 解 决 的 矛 盾。

知识以利益为基础的观点是一个十分

大胆的主张，你的观点的主要特色也正

是在这里。放弃这一点肯定要削弱你

所做出的一些主要声称———例如，在你

与 加达默尔争论中的解释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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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者的批评 批评式的批评家

我感到有些困惑，甚至失望。我仍

然要相信知识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

上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

种用以建构知识的利益又是如何与

你现在所区分出的三个“世界”以及

三种有效性宣称的内容准确地联系

起来呢？你说到，通过有关知识的

理论而工作是接近你最关注的问题

的迂回方式 ，但它的确切含义是什

么？我可以看出两种用以建构知识

的利益与两种“世界”的联系方式，

但第三种又是怎样的呢？在这里请

给与教诲。

性”的观点。

（ａ）在你的新近著作中，你好像明

显地接受加达默尔所争辩的解释学的

“普遍性要求”。因为你承认，在对社会

行动的描述中，存在一个必要的解释瞬

间，包括观察者在被分析或被解释的生

活中继续下去的努力。

（ｂ）在你的早期著作中，你进行过

一定的法则学解释，利用了一些逻辑经

验主义的成分。你在各种科学间做了

这样一个区别：“历史———解释式”和

“经验———分析式”。这些科学现在如

何呢？在社会科学中，法则论的说明能

起什么作用呢？这些问题变得非常难

以回答。这或许是因为你如此大量地

将分类增殖，以至于很难发现它们之间

如何相互联系。但我怀疑这是所涉及

的惟一的或甚至是主要的因素。

（ｃ）如果像你现在所说的那样，存

在三个“世界”，它们与三种可在推论上

得以辩护的有效性宣称类型相联系，那

么你肯定在朝向一种新康德主义观靠

拢，而在你的早期工作中，你却是对此

特意回避的⋯⋯或者你甚至是在戏弄

某些类型的实在论。

２在 将 理 性（ｒｅａｓｏｎ）作 为 合 理 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来看待时，你明确采取

了这种观点：理性完全是程序性的

———它是指一种为作为行动基础的

陈述或信仰主张进行辩护的方式。

我 认 为 我 可 以 发 现 你 与 阿 尔 波 特

（Ａｌｂｅｒｔ）和波普尔的相互交流对于

你的这一立场形成的影响。因为对

于波普尔来说，合理性（以科学合理

性的形态）也纯粹是程序性的。某

２你主张对理性———作为合理性———辩

护，而却否认“第一哲学”观。但我没发

现你的辩护方式可行；甚至即使它能得

到令人满意的支持，它的内容也是如此

空洞，以至于它不能解决由相对主义所

带来的所有问题。

（ａ）我没有看到你的方法能够使合

理性免于自我摧毁的原因所在。一旦

我们接受了对信仰的批判性评估原则，

那 么还有什么事情能幸免呢？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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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者的批评 批评式的批评家

少谈到可起参考作用的问题，我们

在很大程度上对此一无所知。在这

里显 然 需 要 你 进 一 步 发 展 你 的 观

点。

希望系附于语言学之上的批判理论的

最后喘息吗？把语言看成是可用语言

并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一切事情不是更

合适吗？你曾经写道：我们的第一个

句子明确地表达了达成普遍的和非强

制性的共识的意图。为什么不说我们

对另外一个人的赞许的手势承诺了一

个人类的普遍团结？或许可对这一看

法进一步扩展———能 扩展到列维·施

特劳斯从猫那里发出的同谋性的一瞥

吗。

（ｅ）现在假定你的真理理论可以接

受，那么由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相对

主义的争论所产生出的全部主要问题

仍然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你在“真

理”和陈述间做了区分，前者是论及达

成论证共识方式的一个概念，后者就客

观世界而言具有指导性。但是，一旦把

“真理”变成一个程序概念，一个关于真

理理论就不再阐述这样一些问题：一个

人怎样找到证据，什么可算做证据，在

什么意义上命题是可检验的。

３你在进化理论、认知发展心理学和合

理建构方法之间所建立的关联对你

的这一论题是明显不可或缺的：沟通

理性不只是韦伯的理性。我承认你

的主张：历史必须同进化理论分离开

来，正如同经验心理学不同于对能力

等级的重新建构一般。同时，我又有

点担心你对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依

赖程度，因为毕竟他们两人的观点都

受到严厉的批评、攻击。你在个体认

知 中 理 性 的 发 展 与 一 个 物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的社会进化之间所发现的

３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你如何能这样自信

而彻底地利用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皮

亚杰的成果尽管很辉煌，但其经验基础

毕竟不可靠，尤其是它是由西方背景下

总结出来的；在科尔伯格声称他的能力

阶段论的普遍性背后，其研究基础至多

也是粗糙的。的确，要说人类理性的最

高成就再现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最高理

想，那至少有某种程度的可疑性！如果

你重新由列维·施特劳斯出发，而不是

皮亚 杰，那 么 你 肯 定 得 出 完 全 不 同

的结 论 。你 只 是 很 粗 率 地 讨 论 了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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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者的批评 批评式的批评家

相似性显得太纯粹、整齐划一。我

不无惊奇地看到，在你的书中，与口

头文化中的神话有关的部分总共只

有寥寥数页。如果你要论证口头文

化———以及农耕文明———只是处于

一个比西方或现代文化更低的合理

性阶段，那么就肯定需要有一个更

仔细的处理。

维·施特劳斯，这一事实使我更不舒服

地感到你要选择那些初看起来很适合

你的一般思想框架的理论。———好像

只要指出它们是如何能够组合到一起

就足以确认它们一样。总的说来，我认

为社会理论转而反对进化论是一个健

康的转变。进化理论总是难以摆脱种

族中心主义，尤其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

义。尽 管 你 使 用 众 多 的 限 定 条 件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来避免正视进化概念，且

你非常谨慎地考虑种族中心主义的内

涵，但我并不完全确信你回避了它们。

让我们沿着我上面提到的建议前行，并

将你的论点与列维·施特劳斯———而不

是皮亚杰———联系起来。有三个方面

你视口头文化比文明社会低级，尤其是

比现代西方社会低级。口头文化包含

封闭的世界观，它未能区分开被你看做

为合理性整体组分的三个“世界”，并建

立在前传统（ｐ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规范基础

之上。一种列维·施特劳斯式观点或许

会有保留地承认这样一个分类。但它

会认为它们所包含的生活形式在每一

点上都像文明社会中的“热”（ｈｏｔ）文化

所引入的生活形式同样“合理”。口头

文化的构成者并不是那些仍然未经历

到具启蒙作用的“学习过程”的个体。

相反，书写和其他文字用具的引入是一

个忘却过程，一个文化毁灭过程。我们

在自然与文化间所做的区分消融了我

们与自然间的亲密性，而这却是我们最

富有的经验之一。最后，或许可以认为

建立在争论和讨论基础上的规范不只

是新型的传统。它们标志着传统———

自古以来的使人心安的实践———就这

样被破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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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者的批评 批评式的批评家

４在我看来，你最大的造诣是对系统理

论的批判性接受。你有力地强调了

系统理论已被卷入到政治的技术化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中 去，并 证 明 那 手

段———目的思想的看似中立的应用

有可能意识形态化。你对“作为意识

形态的技术”的分析是你著作最光辉

的部分之一。同时，你已 清 楚 地 表

明，不能将系统理论以及与此有关联

的功能主义思想风格拒绝在外。因

此，你在自己的工作中采用了一些系

统理论的概念，且在这本书里，你进

一步澄清了与生活世界现象的联系

方式。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将

系统和生活世界概念应用于现代性

性质阐述中的方式。一些问题仍有

些令我不解，其中之一涉及权力。由

于政体是依据目的合理性的特定制度

化应用来界定，这似乎相当程度地缩

小了权力概念的范围。那么，你将怎

样把意识形态标准与今天的支配标准

联系起来呢？———你先前似乎是在

宽泛得多的意义上来使用权力的。

４我不乐于接受你在系统和生活世界间

所做的区分———正像我不乐于接受你

早期著作中显著出现的对“劳动”和“互

动”的区分一样。如果像你说的那样，

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是方法论上的，

那么它又是怎样在现代社会中还作为

实质性的区分而存在呢？而且，你对系

统理论的运用，对像指引媒介之类的概

念的运用，似乎与作为历史构成者的个

体和群体的积极斗争有些不符。在马

克斯·韦伯那里强烈出现的历史的偶然

性含义在你的著作中似乎缺失。你对

“功能主义理性”持批评态度，但批评的

不足。

５与先前相比，你更加把马克斯·韦伯

的思想引入你的核心工作中。我发

现你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改造和批

判既使人着迷又引人注目。你已经

指出，至少在一个特定的基本方面，

在诊断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时，韦

伯的工作比马克思的工作更重要。

同时，通过揭示韦伯对现代化分析的

５太偏重于韦伯！太忽视了马克思！任

何像你这样如此程度地利用韦伯思想

的人也很可能得出韦伯式结论———不

管他们会做何种否认。你批评韦伯把

理性化主要限制在目的合理性的扩张

上，但你也被迫承认这一类型的合理性

的确主宰着现代文化。你对当代社会

运动的发源和可能未来的诊断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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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者的批评 批评式的批评家

局限性，你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所倡

导的 批 判 种 类 如 何 还 能 够 继 续 存

在。你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为分

析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紧张关系和

敌对的根源提供了一个新基础。同

样，我担心你的分析导致出某种自

相矛盾的结论。必须防御政治和经

济指引媒介对生活世界的侵入。但

是，如何能在不改变那些机制的情

况下实现这一防御？我不能肯定你

认为可能发生哪一类型的改变，以

及你认为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将如

何对像过去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

理想产生影响。

似于韦伯的可能做法———只是你要谈

及“反常”，并对社会变化的可能性持有

一种更乐观的态度。我无法看出你乐

观的理由。韦伯最终期望出现直接反

对理性化盛行的抗议活动；且他期望它

们普遍采取宗教复兴或最终被称作为

“反文化”运动的形式。但他并不相信

它们会成功地使理性化的潮流及其压

制性后果逆转。尽管你不得不谈论落

空的有效性宣称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我却不能看到你的分析产生出一个

不同的实质性结论。

让我在此重新回到我自己。哈贝马斯的工作产生了如此众多

的问题———当然也会产生无数的其他事情，这一事实表明它的非

凡智能与知识视野。《沟通行动理论》 代表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成

就，在当前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文献被人遗忘之后，它仍将被我们

所有在社会理论领域工作的人作为一份资源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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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学与社会：

雷蒙德·威廉斯

斯诺 （ＣＰＳｎｏｗ） 曾经断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间已

产生了一个断层，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切争论风暴。但是，人们或

许会说这种说法事实上打了折扣。就学院学科来说，在斯诺写其

论点的时候，实际上就已存在三个相互隔离的宽广领域；在上述

两种相互分离的知识构成者之外，还应加上社会科学。尽管社会

科学的主导传统是仿效自然科学，社会学家中很少有人了解很多

自然科学知识，或者很好地阅读过科学哲学文献。关注美学或文

艺评论的人就更少了；告诉他们这与社会理论问题有某种关系只

会引来轻蔑或不理解。现在，所有这些都改变了。社会理论变成

了科学哲学与诗学会合的场所；同时，这一切改变了社会分析的

特征与目标的新观念，且它们自身也为这些新观念所改变。

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包含在这些改变之中，尽管讨论决不

被马克思主义作者所主宰。当然，“马克思主义” 包括各种不同

的认识论上的、理论上的和实际中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发源于

知识分子学派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ｃｈｏｏｌ），如与现象学或结构主义的引

入有关的观点，它们先前在英国未有所闻。

无论如何，英国传统性地缺乏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

以佩里·安德森 （Ｐｅｒｒｙ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为主编的 《新左派评论》 的

主要贡献是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论争造就了一个高等论坛。在



安德森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 连续出版，阿尔都塞和那些充

分受他影响的人赫然登场。虽然如此，该刊物无疑部分地起到了

这样一份作用：使英国更直接地结合进欧洲大陆社会和政治理论

的多样性之中。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又倾向于局限在一个无外界

浸染的封闭圈子内，一些人对于驶入 “巴黎的神秘” 之中并不热

衷。阿尔都塞的影响不仅为 《新左派评论》 所促进，而且还以不

同的 形 式 表 达 在 吉 登 斯、 赫 斯 特 （Ｈｉｒｓｔ） 等 人 的 著 作 中，

ＥＰ汤姆普森在 《理论的贫困》 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当代的 《新左派评论》 的视野与风格不完全合乎一些 “老一

代” 社会主义者的口味，他们都是与刊物的起源 （由 《大学与左

派评论》 和 《新推理者》 的合并） 及其早期发展有关的人物。但

一切都不带有宗派主义的辛辣。在与 《新左派评论》 的最初创立

有关的 “老一代人” 中，雷蒙德·威廉斯 （Ｒａｙｍｏ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是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且仍然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其成果之一

是 《政治学与文化》 一书，书中内容是威廉斯与编辑部的佩

里·安德森、安东尼·巴尼特 （ＡｎｔｈｏｎｙＢａｒｎｅｔｔ） 和弗兰西斯·穆

尔赫恩 （ＦｒａｎｃｉｓＭｕｌｈｅｒｎ） 三位成员之间的对话。在一段数月长

的时间内，威廉斯与三位编辑进行了会见。会见是集体性的，但

未指明这点，单独的问题也未指明。威廉斯的职业生涯轨迹是：

从一个与威尔士相毗临的潘迪 （Ｐａｎｄｙ） 工人阶级背景下进入剑

桥大学耶稣学院。这是他个人的长期革命，在会见过程中，可明

显看出他的著作与他的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在被迫

面对他自己的传记和他自己的著作时，威廉斯并不试图把他的知

识分子生涯强塞进一个新近建构的框架中，而是抱着对自己的成

功稍感惊讶的坦率、谦虚的态度，承认他的著作各部分的重大局

限性，并直率地谈到了影响他生活方向的偶然性因素。

威廉斯出生于一个与工党联系甚密的家庭，他从早年起就进

入了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中，并持续到他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剑桥学

习之时。之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此后又重新开始。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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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者的联系及他这方面的兴趣，并没有使他因以工人阶

级孩子的身份进入剑桥而产生紧张与不和谐，相反，却为他提供

了一份支持以避免从一种背景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的转变而

产生的分裂经验。他的父母坚定地抱有 （让孩子受） 教育的愿

望，且持之以恒地给予支持；剑桥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则提供了

一个大学内的交友网络。

作为一个二战前的大学生，威廉斯加入了共产党，但他的意

识中并不放弃改革主义的政治而支持积极的武装斗争。他称社会

主义者俱乐部的气氛是一个 “自信的文化”，在个人和政治意义

上这对他都非常重要。大学里正式的事务格局未受影响，因为政

治活动基本上与作为一个组织的大学相分离。它与６０年代后期

的气氛也迥然有别，这不仅因为在后一情形下存在激进学生与学

术管理当局的冲突，而且因为在后一时期里在不同的左派团体间

也存在严重的不和。

二战期间应召入伍后，威廉斯不再留在共产党内。他离党的

方式没有计划性，他只是让他党的成员身份自行消失。在结束了

战争生涯后———他服役于反坦克部队，并参加了诺曼底登陆———

他又回到了剑桥，此时，他不再是这种 “自信的文化” 中的一个

分子，这是一个醒悟和自我怀疑与狂热地追求学术工作并存的时

期。

在那一时期，人们开始感到莱维斯 （Ｌｅｖｉｓ） 的影响力，而

他的某一观点强烈地吸引了威廉斯。从那一时期始，威廉斯开始

专注于各种意义上的 “文化”。在威廉斯看来，莱维斯观点的三

种成分似乎远离了莱维斯立场而被借用到 “文化政治学” 的建构

中。其一是，莱维斯攻击学院式文艺批评和当代新闻标准的激进

性。另一种是实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评论的发现：威廉斯当时发现它

是令人兴奋的，但后来他又支持一种更为保守的态度。与此同样

重要的是莱维斯对教育意义的强调，对此威廉斯自然以他的方式

予以解释，且与他自己的经验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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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威廉斯获得了一份在牛津为工人教育联合会教授

文学的工作。他发现这一工作有些令人气馁，但它还是直接影响

了他的学术工作。他一直为成人教育授课，直至１９６１年他在剑

桥谋得一个讲师职位。人们忍不住要说，剑桥总是要召回它自己

的人。

《文化与社会》 和 《长期革命》 两书使威廉斯成名，但第二

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本书的某些基本观点的扩展。每一本都进

入了非常广泛的读者中，因此都有益于为它们所分析的长期

革命。

在 《文化与社会》 中，威廉斯指出，走向他所称的 “一个新

的一般文化理论” 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书中的主要话题是，在可

识别的现代用法上，在工业革命时期，文化的思想和文化术语本

身都在英国流通起来。威廉斯想努力表明，这一关系不是偶然

的，他试图对作者们构成的思想进步序列做图解说明，其时间跨

度是１９世纪初始到２０世纪的中期。该书中引入了大量的其他

“关键词”，他向人们表明，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开始被使用或出

现了实质性的改变。这些词包括：“工业”、“民主”、“阶级” 和

“艺术”。他打算在附录中详细列出不下于６０个这样的词语，但

经出版商的授意，出版时又去掉了附录。直到２０年后的１９７６
年，它才作为一本单独的书而出现，名为 《关键词》。然而，威

廉斯的 《关键词》 中的关键仍然是 “文化”，在 《文化与社会》

和 《长期革命》 中，他认为它表达了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术语

的出现标志着承认了在道德和智力方面的特殊领域与工业主义这

一新社会的驱动力之间的分离格局。

但文化概念的发展还提供了他所称的 “人类上诉的法庭”，

一个对工业生产经历的 “缓和与恢复的选择”。他在 《长期革命》

中已清楚表明，文化的思想是对政治文化的反应，同时也是对经

济文化的反应，更专门地是对民主理想的反应。他指出，在工业

化与民主化之间没有轻易而明显的相关性。他认为，经济增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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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变迁已为此前的作者相当完好地记述下来，可是，这一记述

又必须与 “第三种革命” 相联系，以及与经济和政治发展相联系

的文化的扩张，这是他在 《长期革命》 中要着手进行的分析。

该书同此前的那本一样，依照作者的意图引起了某种激烈论

战。许多学者尤其反对威廉斯分析中的严格界定的 “社会学” 组

分，它们在知识分子的或文学的文化与平民文化 “感情结构” 的

关联中表达出来。

这一著作将 “工业”，而不是 “资本主义” 置于文化的对立

面上，且它或者未能足够地探索不同文化生活部分间的分离，或

者未能恰当地将它们置入阶级分化的背景下。文化发展显得像一

个独立而抽象的过程，这一强调在某些方面———但肯定不是全

部———起因于这样一个假设：经济和政治变迁已相对完好地记载

下来，剩下的问题是加上文化这第三个领域。

威廉斯随后的写作生涯相当多产，尽管在某一意义上他的写

作主题跨度十分可观，但他的著作仍然很容易地被看成是由一个

单一、全面的主题组成。他并没有背离他的目标：分析并促进朝

向 “参与式社会主义” 的长期革命，以及发展与这一目标相对应

的文化诊断和批判的方法。在 《沟通》 和他的关于电视业的书

中，这一连续性表现得十分明显。他的小说与他对戏剧和文艺批

评更专门化讨论与他的其他著述紧密关联。

当然，在威廉斯的小说中又一次再现了强烈的自传成分，但

它们的主题并不只是描述个人的经历，它只是将这种经历与更广

泛基础上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在 《长期革命》 一书中，他抗议

那种把工人阶级文化与少数 “无产阶级小说” 等同起来的做法，

与此相同，在 《接壤乡村》（Ｂｏｒｄ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一书中，他也想避

免把工人阶级社区作为从世界上分离出去的封闭物加以说明的做

法。这一小说有别于５０年代的多数英国虚构作品的语调———人

们不管好坏地从工人阶级的养育控制中逃离出来。他的作品更强

调社区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威廉斯主要关注的是私人和公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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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私人经历或感受与感情结构的交汇，并且他仍然努力

于此。

他关于戏剧的作品也很杰出。还是一个大学生时，他就写了

有关易卜生的长篇评论，后来，它的一部分又编入了 《从易卜生

到艾略特 （Ｅｌｉｏｔ）》 之中。早些时候，在易卜生失去了曾经拥有

的一些确信之时，他也写出过威廉斯的那种感受，在易卜生那

里，与绝望搏斗被视为个人的事情，威廉斯用了一段时间才设法

全面认识到依据 “社会的解放” 思想来修正 “个人的解放” 观的

需求。

他后来更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这一原因 （以及其他原因），

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具有 “内在的不稳定性”。对布莱希特的发现

使他改变了他的早期观点。威廉斯并不仅仅把布莱希特看成是

“政治剧作家”。布莱希特拒绝认为舞台之外的事件是台上戏剧的

未被解释的决定者，因此，他超越了自然主义戏剧的主要限制。

可是，他不是在用政治学替代自然主义，而是使实际的戏剧性行

动体现出以前的 “外部” 历史的存在。

在我看来，威廉斯作品中似乎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其中

人们尤其会提到他把文化作为关键概念的长期强调———他认为它

能解开的问题环节比其他任何概念都多；还包括他的作品对英国

的起源、英国历史和尤其出现在 《关键词》 中的一系列的 “解释

学问题” 或语言、意义和方法论问题的显著关注。上述的两方面

又可相提并论，通过确定文化概念，威廉斯能够为社会历史开创

新的视野。《文化与社会》 和 《长期革命》 是杰出的贡献，它们

在当代的适用性远远没有枯竭。

同时，威廉斯赋予 “文化” 的核心地位被证明是一把双刃

剑。我不认为他在随后的著述中能够圆满地解决由此而产生的困

境。困境各种各样，但它们都起因于拔高 “文化” 观而贬低 “社

会” 观以及他采用这一概念的保守主义背景，尽管他尽力想激进

地利用它。甚至在 《关键词》 中，当讨论到 “文化” 的现代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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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时，威廉斯也低估了德语 “文化”（Ｋｕｌｔｕｒｅ） 和德国浪漫主

义对其起源的重要影响作用。他同意他的 《新左派评论》 批评者

的意见，认为抱着英国思想独立于欧洲大陆而发展的观点来书写

《文化与社会》 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继续以文化概念为核心

进行写作。

德国浪漫主义与其英国的仰慕者或保守主义一端的对应

者———直至且包括艾略特———将文化与工业或技术并置。为了使

他们的思想激进化，威廉斯继续保持同样的并置。但是，正是这

种极性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模糊了资本家积累过程中现代技术的建立，

并且它使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以一种不受欢迎的方式相对抗。这

与 “文化” 优先于 “社会” 的主张有很高程度的联系。正像许多

社会主义者用来意指某种和谐的社会统一体一样，可对 “社会”

术语持正当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理解成既依存又斗争的相互

关系的话，那么它就在威廉斯著述中所出现的 “文化” 与 “工

业” 的极性间提供了一个本质性的调解。

部分地出于这一原因，威廉斯最持久的关注之物，即情感或

感受的结构与个人日常经验的关系问题，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在

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中，他认为“我们正在寻找的总是整个组织所

要表达的实际生活”，《长期革命》 中表达了这一点。

日常经验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现代时期的变化表现在语言

变异上，如在 《关键词》 中所分析的内容。两个相互重叠的哲学

传统似乎特别适宜于对这些事物的概念化，但就我所知，威廉斯

一个也没引用。这两种哲学传统是解释学的现象学 （ｎｅｒｍｅｎｅｎ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这些当代哲学形式

所标志的最重要发展之一是它们都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公共语

言，个人的经验才能被自己认作为 “自我”。它们都特别抵制私

人经验与社会形成文化的二元论，而在我看来，威廉斯的分析似

乎仍然以这种二元论为前提，尽管他可能十分坚持它们之间的相

互联系。将这些哲学与如此频繁地被当成是现代社会思想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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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 “语言转化 （ｔｕｒｎ）” 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因为二者都强调

语言与实践的交织，后者是语言在 “存在” 或 “可以说什么” 中

的 “另外一面”。解释学哲学中也在很久以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该问题也非常尖锐地为 《关键词》 和它所表现出的文化分析方式

所拥有，它就是人类知识的历史特征问题。

如果威廉斯所描述的术语转化远远超出术语变化本身———如

果它们是在整个意义体验框架内的变化———那么就没有明显的理

由证明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可以与历史过程无关。人类知识的相

对性问题不仅出现于解释学中，而且还出现于后库恩科学哲学

中，它似乎是威廉斯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成分。《关键词》 中完

全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这些评论非常适合于威廉斯的著作，直到 《马克思主义与文

学》 一书出现为止。这是一本比他此前所尝试的更为抽象和 “理

论化” 的书，它以相当直接的方式深入探究了相对主义问题。

那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卷入了一系列的论争中。威廉斯在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中论证道，在讲英语的世界里，马克思主

义一度好像是 “理论或教条的不变体系”，而文学也是 “作品或

作品性质 （ｋｉｎｄ） 的凝固体，它具有人所共知的一般性质与特

征”。二者的联系能够得以考察，马克思主义可 “应用于” 文学

之中。威廉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称他

早期写作时的观点是 “激进的人民党主义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ｍ）”。

他论证道：可是，应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个开放、灵活的

思想传统，而不是独断的教条。同时，“文学” 是什么也是成问

题的。在这些变化面前，威廉斯变得相当敏感于他所谓的 “相对

主义的危险”，但他否认他已屈服于它。

他将他的立场看成是一种 “文化唯物主义”，尽管这一研究

表达了他思想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新的威廉斯身上仍然保留了

大量过去的东西，该书再次从文化概念着手，情感结构概念起着

一个枢纽作用。但这一次语言被看成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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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且威廉斯试图将对意义的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上层建筑分析结合起来。他开始勾勒这样一种观点，它将语言和

意义看成是 “物质性的社会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成分，这一过程

存在于所有时间里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我认为这一观念在本

质上是正确的。可是，我不完全相信或是威廉斯在本书中能够成

功地阐述它，或是它与他仍然支持的早期观点相容。

威廉斯注意到，一方面，“不存在自然的观看 （ｓｅｅｉｎｇ），因

而，与真实间不可能存在一个无中介的直接接触”；但另一方面，

“有必要取消一个绝对的唯物主义建立前提：即不管人们是否表

明了它，自然世界都是存在的”。这听起来更有些类似于康德主

义版本。我想威廉斯并不想赞成康德式立场。但由威廉斯的早期

著作所引发的困境在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中仍未得到解决，且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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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汤姆·马歇尔：

国家与民主

汤姆·马歇尔 （Ｔｏｍ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为人们所铭记的首要原因是

他关于公民性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的著名著作。马歇尔的经典著作

《公民性与社会阶级》（１９５０） 篇幅适度，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

里，它一直对人们产生着影响。在书中，马歇尔描述了在阶级不

平等的分裂性与公民权利的整合性之间的平衡。马歇尔并没有那

么频繁地使用 “民主” 术语，但他对公民性发展的分析肯定可以

看做是民主演变理论。

马歇尔观点的形成受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反应

的强烈影响。马歇尔要维护改良式社会主义，而不是它大胆而猛

烈的同胞：革命式共产主义。他还想表明，阶级斗争既不是社会

变迁的主要动力，也不是政治改善的载体。与马克斯·韦伯一样，

马歇尔承认阶级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个内在要素。可

是，在马歇尔看来，阶级分化只是这种社会的一个尺度。另一个

尺度，即整合性，是在国家共同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中的

普遍卷入。福利国家中产生了国家共同体的具体形式。“福利国

家” 一词最初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其目的是要在内聚

性和保护性的国家共同体与纳粹德国的 “福利国家” 之间作对

比。新福利政策的实行是要将所有公民都作为更具包容性的国家

秩序的一部分来看待，且在如此去做的时候，承认国家对那些以



某种方式被阻隔于有效的经济参与之外的人进行关心的责任。马

歇尔认识到战争对于福利制度形成的影响作用，但又将它们置于

一个更长期的演化背景下。不过他的公民权利理论同时是一个作

为社会主义改革计划之实现的福利国家理论。

马歇尔对于马克思对阶级斗争解释的批判性反应是他的著作

中的清晰、明确的特征。他对马克思关于民主说明的批判却不这

么明显、清楚。马克思认识到民主的普遍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

级分化特性相抵触。他可以将民主权利做狭窄化和局部化看待以

保留他理论中的阶级优先性。在人口统计学体系中，人们只能在

数年的时间里偶尔得到选举的权利：几乎没有或不存在民主参

与。更重要的是，民主权利以两种方式受到局限。在马克思的时

代，只有很少比例的英国人口具有选举权，他们是男性的中产阶

级财产所有者。而且，政治权力对经济领域不会产生影响。作为

纯粹 “劳动力” 的工人在进入工作场所时，牺牲了他或她对自己

身体的所有控制。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是非民主的或反民主的，可

是，对他的原文宽容地阅读能够发现，他相信阶级革命是拓宽和

加深民主化的手段。换句话说，真正普遍化的民主权利能够伴随

某种形式的经济民主而来，后者具有马克思讨论巴黎公社时所指

出的那种参与特性。

马歇尔有意无意地对民主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马克思的另一

种解释。一方面，马歇尔比马克思更清楚地觉察到民主社会中公

民或法律权利实质上的重要性。保证有效自由的法律可保护个

体，使他们既免受国家骄横权力的侵害，又免受有组织的暴力或

压制的侵害。

可是，在讨论经济权利时，马歇尔实际上又拾起了马克思的

民主的局部性话题。马歇尔不是一个经济民主的支持者，但在他

对公民性的整个分析背景下，可将他对福利权利的赞成理解成一

个民主化理论。福利权利使马克思所诊断的民主 “虚假” 性更为

彻底和深化。在与另外两种民主权利相结合时，福利权利为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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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更完整、全部地整合进更广泛的社会秩序中提供了支持。公民

不再只是抽象的选民，而是以一个具有物质需要的有血有肉之个

体的面目出现。她或他期望社会能够满足那些被剥夺者或丧失能

力的人的需要。

如果说马歇尔很少这样谈到 “民主” 的话，那是因为他著作

的关注中心是福利体系和福利国家。在他的论点中，福利国家变

成了民主化的一般性拓展的一部分。然而在他的著述中，政治上

的民主机制一般被自然认可，而不是直接进行探索。

在马歇尔的写作时期，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包括支持

者，也包 括 批 评 者———福 利 国 家 都 将 保 持 上 升 趋 势。哈 耶 克

（Ｈａｙｅｋ） 被大多数人看做是一个古怪而边缘化的思想家；它一

定会预见到后来所出现的新自由主义，但任何其他人几乎做梦都

不会想到。当然，在过去的大约２０年时间里，福利体系成了新

自由右派持续攻击的目标。被马歇尔认为是将使处于不利地位的

个人过上圆满而有益生活的一些社会政策和计划在新自由主义批

评者看来正好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些批评抨击福利权利，认为它

加剧了依赖和冷漠。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远远不是确保下层社

会在广泛的社会中有一个圆满的地位，它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一

个被排斥在外的底层阶级。

马歇尔所想象的前景———如果它确实发生过的话———的落空

不能完全归之于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者为更广泛的变

化提供了一个根据不足的解释，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福利设置，而

且还影响现代社会的其他许多方面。马歇尔集中关注英国问题，

他并未太多关心跨国事件或结构，但正是这些事件与结构才是我

们必须关注的对象。由此才能解释今日福利国家所遇到的困难。

马歇尔没有且也不能预测这些发展的某些方面。但是，他的著作

也并没有把握当今民主关切的扩张，或者同一时期内民主所遇到

的麻烦。

如同马歇尔关于公民性和福利国家的思想有其在英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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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以所谓撒切尔主义形式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也

是如此。然而，以不同面目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学说却影响到

整个世界。同时，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某种进展，它不

仅以共产主义败落的形式出现，而且以其他地方的独裁或军事政

府衰退的形式出现。在自由民主主义的意义上，当今的民主化在

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全球过程。另一方面，在自由民主政治的

核心地带，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民主制度似乎经历着与

福利国家所经受的同样重大的压力与紧张。许多人开始不再信仰

政治家、对政治几乎失去兴趣、无法认同现有政党。

在这一情形下，针对马歇尔著作的一般背景，大量问题提了

出来：①应依据什么来解释民主化过程的全球性扩展呢？②民主

政治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呢？———民主政治等同于自由民主政治

吗？③在民主政治的组织问题与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

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由于已提到过的原因，马歇尔并不真正探索自由民主政治的

吸引力或局限性。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两者都已意识到。他确

信，要在没有民主主义议会制度的情况下，建立强大的福利体系

将导致极权主义。马歇尔似乎并没有把自由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

看成是明显存在问题的。但其他人却看到了这点。包括一些广泛

吸取马歇尔关于公民性思想的学者。对这些作者来说，自由民主

政治与其他政治秩序相比的优点是明显的；一个健全的自由民主

制度的出现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因为一个能正常发挥功能的自

由民主政治要依赖于一个广泛的公民文化———并不只是马歇尔如

此巧妙地分析的公民权利，而是一个更弥散性的政治文化，它有

益于政治的成功更替和非强制性政府的存在。

这样一种民主观为当前民主化的扩展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但它还表明，新近民主化的国家在建立一个功能良好的民主制度

中会面临大量问题。我将称此立场为民主化的脆弱花朵理论。它

将民主化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自由民主政治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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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民主化的脆弱花朵理论，如果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扩展到

许多国家中，那是因为自由民主政治明显优越于任何其他类型的

政治体制。ＥＭ福斯特 （ＥＭＦｏｒｓｔ） 说道：可为民主政治欢

呼两次，民主政治或许是不完美的，但它仍然优越于任何其他选

择，且通过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解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点。可

是，民主植株的成长需要肥沃的条件。它需要几代人积下的土

壤，且同其他脆弱的成长一样，它需要不断的养育。民主的脆弱

花朵理论还是一个追寻理论：民主化要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等地取得成功的话，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成功发展的条件就必须移

入。由于民主是一个脆弱的花朵，这些条件就存在着问题：民主

组织不可能相对突然地出现。

持这一观点的大多数人承认，在民主的公民发展与资本主义

制度或市场制度的进展间存在一般关联性。市场本身不能产生或

维系民主政治。它们是对民主政治的自然补充，因为它们培育了

个人主义和选择自由，而即使市场化本身也不能产生出稳定的民

主生活所必须的文化条件。

脆弱花朵理论非常简单，而又具直观吸引力。实际上，它既

明确了民主扩展的意义，又清楚了民主成功的条件。尽管如此，

对它保持某种谨慎仍是有益的。第一，似乎有这样一些历史情

形，其中民主政治几乎在一夜间建立起来，但却相当稳定。德国

和日本都曾是一个独裁国家，通过二战后战胜国的干涉，他们都

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第二，为了解释民主政治的扩

展，该理论假定了一些没有得到充分解释的事件———尤其包括苏

维埃共产主义的衰落。尽管东欧国家有抗议活动，但苏联并非由

于任何种类的 “民主的不足” 才招致崩溃的。第三，对于那些有

良好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所遇到的自由民主政治问题，该理论并

无启迪作用。自由民主政治在全球所取得的明显胜利伴随着一个

劳损或衰败过程。为什么会如此呢？

不能否认自由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甚至那些或许曾轻视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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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政治上的左派，现在也承认了这点。可是，要探索它的性质

和它当前的声望，我们所需要的或许不只是脆弱花朵视野。我将

提出一种新理论以取而代之，可称它为强健植株理论。这不是一

种民主的追寻理论。它把当前的民主化过程置于更宽广的变化背

景下来考察，这一变化不仅横扫工业国家，而且横扫整个世界的

大多数国家。这种观点并不将民主政治与自由民主简单地等同起

来。自由民主制度的扩展可被理解成在它发生的核心地域，试图

与它们妥协或向它们挑战的相同过程的一部分。

民主或许是这样一个强壮的植株，它能够实际扎根于先前曾

相当贫瘠的土壤中；它不必须一个长期形成的公民文化，但却相

当依赖于能够相当迅速地得以满足的其他结构条件。它总是易于

受到伤害，但却比竞争中的其他政治体系或合法性具有更强大的

内在力量。

我们将把民主化放置于若干很基本的社会变化背景之下。其

中的第一个变化至今已为人熟知，至少在过去的数年中它已像民

主一样被广泛争论，这就是全球化的影响。

第二个变化系列与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它们与去传统化的

影响有关联。在大约两个世纪里，现代化与传统出现了某种对立

中的融合 （ｅｆｆｏｒｔｂａｒｇａｉｎ）。启蒙运动哲学家们与传统作对；大

量依赖科学技术的现代社会，其主导性冲动之一是对来自过去的

固定遗产的克服。然而，现代性在较大程度上与传统相适应，反

之亦然。在大规模设置的层次上，新型意识形态的创造中伴有大

量的传统，包括各种宗教信仰和象征主义等。同样重要的是可被

称作为基础结构传统———即日常生活传统———的持续。在性别、

家庭、亲属、性及其他领域，传统发生了变化，但还是在１９世

纪和２０世纪早期就得以重建。

当前的去传统化有两个主要根源：其一是各种社会运动的影

响。例如，女权运动积极活动，以对传统性的或被自然认可的妇

女观或更一般性的性别身份观提出疑问。传统包含着所谓的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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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力量”；它在为行为提供指导方针之时排除了其他选择的可

能。当传统中所潜存的问题被拿到公共领域时，不得不通过推论

对它们进行辩护。传统的做事方式让位于对行动的积极激励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和争论过程。

全球化过程倾向于去传统化，因为它们将多种新近见到的世

界和生活方式带到一起。任何坚持以传统方式做事的人不能不意

识到其他许多新生活实践选择的存在。一个如此这般的文化大同

主义并不必然使传统消失。几乎相反，传统经常被重新建构并获

得新型动力。但它不能呈现为它曾有的形式。

去传统化的一个尤其重要的方面是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在短

短的几年里，我们已习惯于这种观点：在原教旨主义与民主政治

间存在一种紧张性。的确，在政治极端主义、种族净化和武断的

宗教教条外表下，各种原教旨主义或许是民主对话的首要敌人。

马歇尔完全没有关注这一现象。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因为原教

旨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很新近的事，它反映了这里所讨论的全球

变化。

尽管 “原教旨主义” 术语可追溯到世纪交替之时，只是在过

去的２０年里它才变得通用。当一个术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被普遍引入，或它的使用呈边缘化时，实质上总是表明一个新的

社会现象的到来。原教旨主义可被理解成对激进的去传统化的反

应，这是一种对现代性扩张的反应，也是一种把传统作为可信的

且具自身固有真理主张的努力。在一个逐渐全球化的世界里，原

教旨主义者试图 “以传统的方式” 来捍卫传统；在此过程中，它

纯化传统———经常以一种侵犯性方式，同时又经常与全球化电子

通讯新方式联系起来。

原教旨主义很复杂，我不想过于简化它。可是，总的说来，

原教旨主义可以在任何有去传统化倾向的领域中出现。原教旨主

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为传统建立根据的手段，因而并不与宗教有特

定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与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前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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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真诚对话的观点。它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生活于一个毫

无神圣可言的世界中吗？” 原教旨主义并不总对他人构成危险性，

但却容易变成这样。因为它意味着对对话的拒绝，它所辩护的传

统拒绝与他人进行推论性契约。

影响当代世界的第三个变化群是逐渐高度化的社会反思性。

这里的 “反思性” 是指积极吸纳作为去传统社会环境中不可或缺

的、有各种来源的知识或信息。乌尔利茨·贝克 （ＵｌｒｉｃｈＢｅｃｋ）

公正地谈到我们生活中与去传统化的影响密切相关的命运的退

却。例如，当社会角色相对固定时，大多数男人的命运是期望离

开学校或学院，进入工作场所，直到６５岁然后进入退休期。大

多数妇女的生活预期是专心于家务，围绕孩子与家庭转，虽然还

有相当比例的妇女一直从事于报酬性工作。生理特点不再是命

数，性别也不再是命运。在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不管是否富

裕、有否特权，大多数人不得不做出各种无法诉诸于过去传统的

生活决定。他们必须在各种信息源和具可塑性的知识宣称背景

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出这种决定。

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反思性的社会，其内部则充斥着各种类型

的专家，但同时，专家们又四分五裂，这是一个积极卷入的世

界，但它也令人迷惑且经常难以理解。

在这一系列变化发生的地方，后续产生了各种制度上的后

果。如在社会和经济组织中，曾被韦伯等人看成是社会效率顶点

的科层等级开始遭受攻击且失去效率。在一个命运正消退的世界

里，一个反思性的公民不再情愿接受作为先前时期特征的各种劳

动纪律。在韦伯看来的那个无情过程，即屈从于不动声色的科层

制统治，受到争议且易受攻击。那些似乎不可动摇的稳固设置一

旦被突然置于疑问时就完全不再如此。科层等级的事实与意识开

始让位于强调小规模场所和由下至上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的决策制定。

逐渐积极、反思的公民既需要民主化，同时又看透政治。政

治独裁主义几乎没有消失，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它的确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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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在。然而，反对的压力也不断强大。独裁政体变得易受攻

击；这同样的原因曾导致韦伯式科层意识变为社会恐龙。无疑是

意识形态性因素在呼唤 “顺应性” 和社会卷入，但在人们不再受

天数决定的地方，政治独裁主义也难以起有效的支配作用。其结

果不一定是民主程度的提高。这样一种情形至少在某些背景下，

可导致社会瓦解，任何有效的政府实质上都已不再可能。民主体

系建立的后果是混合性的。全球化的进展将局部和地方性体系与

绕过民族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 的事件与过程联系起来。许多

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件或者发生于民族———国家层次上，或者发生

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技术变化领域。注意到这些现象的不仅仅

是政治学或社会学观察者。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已成为所有人的常

识，并成为他们自己对偶然事件的觉知与反应的一部分。在民主

社会里政治兴趣的失去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领导人所体验到的

明显不适。要维系合法性，这些领导人就必须做出承诺，也必须

保证他们对既存事件结构的控制或改变能力。但公民大众能相当

清楚地看到，这些承诺很少有机会发挥效用。我不认为政治不满

是这一局面能导致的惟一后果，也不认为国家政治领域将不可避

免地完全失效。从更积极的一面来看，存在着 “民主政治民主

化” 的可能性，它既许诺了多数人更高程度的卷入，也阐述了产

生有效政治权力问题。

民主政治的民主化包含各种因素。它们包括对各种形式的政

治庇护的攻击。腐败现象在世界各种不同的政治场合下的大量涌

现并非出于偶然。腐败不一定是最近才出现事情，实际情况是，

政治领域 “社会透明度” 的提高意味着曾经隐藏着的，或被认为

是通常可接受的影响现在进入公众视野并遭到有效的谴责。民主

政治的民主化还意味着权力的向下及向上传递。我们至今尚不知

道这一传递倾向于采取哪种制度形式及它能否为人认识。现在的

地方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似乎都不符合要求。存在着这样一种真实

的可能性：发展出各种可以提高地方决策水平的民主参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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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 “复兴的公民社会” 的支持者所提议的那样。可是，在当

今世界，地区和全球性事件经常直接联系起来。我们不得不探索

出那些能把握住地方与全球新型关系的民主形式。

没有人知道由此下去将变得怎样。但最近关于民主的剧烈争

论，包括提议那些曾被认为是在大规模社会中或者陈旧或者不可

获得的民主组织形式，则显示出了议程的改变。很久以前，韦

伯、熊皮特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等人认为参与式民主在现代社会生活

场合不切实际且无法实现而予以否定。但随着社会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尤其是权力的下移，参与民主的计划又重新被广泛讨论。

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不打算现在就讨论到的各种民主复兴计

划，我只想提一下一种民主机制，我认为它在我已分析过的社会

环境下特别重要。

不管一个人谈到的是自由民主制度或其他形式的民主，民主

都包含两个部分分离的领域。其一是利益的表达。民主制度提供

了各种利益表达的手段和有组织地表达这些利益的场所。但民主

还意味着人们有说话的机会。换句话说，它意味着有对话的可

能。自由民主制度直接提供了各种场景，从而使对话成为可能：

在议会中、在代表大会中以及在其他公共媒体中。或许最近几年

里最引人入胜的对自由民主机制解释的努力———它与审议式民主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观联系在一起，依赖于通过对话解决问

题的思想。如同通常理解的那样，审议式民主远远不及哈贝马斯

的理想谈话情形的思想。在实际对话情形下，经常是争论的问题

不能被直接解决，但争论能使我们接受不同意见，因而可以成为

一个强大的、宽容和抚慰的中介。

不能认为对话民主或其可能性仅仅局限于正式的民主参与场

合。需要在许多局部的或更全球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建立起对

话民主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正在建立。

在此情形下，对话民主出现的背景再次成为上面分析过的彻

底变化。甚至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生活于一个更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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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同观的世界里。世界大同和差异性一直由于地理上的分割

而存在着，直到比较近的时期里才出现改变。不同的群体、文化

和地区在某些方面通过纯粹的地理分割而共存一起。在一个瞬间

实现全球沟通的时代里，地理分割的含义和社会意义大部分失

去。不同的群体与文化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各种类型的全球文化

的渗透已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所共有的日常经历的一个常规

部分。

真正需要的新的沟通和符号交换的可能性因此而产生出来。

同时，在对话与社会政治暴力的潜在可能之间的关系变得尤其紧

张。原教旨主义带着它们完整的 “纯净” 传统的主张，很容易步

入对话关系未能良好建立或者缺乏的空间。

在一切沟通接触的场合，沟通可沿两个可能的方向运行。一

方面，我们知道，从全球外交文献中与从更私密的个人关系方面

中都可以看出，沟通可以成为一种探索差异性的富有成效的手

段。对他人的逐渐了解，不管他是个人、群体或文化，一个人就

能更好地增加自知之明，更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并产生一个有效力

的相互了解的圈子；另一方面，沟通圈子的退化产生了正好相反

的效果：厌恶供养着厌恶，或更糟糕：憎恨供养着憎恨。不管是

评价婚姻中的冲突或是各种宗教或种族群体间的暴力，重要的是

认识到恨像爱一样并不取一个 “固定的量值”。恶意的群体冲突，

包括最极端的野蛮形式，可以发生于这样的场合，在那里，所涉

及的群体或公社此前曾合理共存。在这里与个人生活做一比较并

不是太大的奇想。在婚姻中，当关系恶化时，宽容与爱能变成彻

底的恨。在感情关系文献中的一个令人清醒的发现是，起初使一

个人吸引另一个人的东西 （即特定的人格和行为特性），当关系

变为消极沟通时，就很容易成为最被轻视或辱骂的对象。

对话民主机制跨越国界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迄今为

止，我们只能朦胧地预知这一机制的可能面目。“世界大同式民

主” 的拥护者，如戴维·赫尔德 （ＤａｖｉｄＨｅｌｄ） 论证道，议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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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代表大会 （ｃｏｍｇｒｅｓｓ） 可扩展到民族———国家之上，以便产

生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立法机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这一集会与联合

国有直接的纽带关系。我们也许必须寻找某种比之更非正统化的

对话模式，尽管我这里不准备继续追索这一问题。

在亚政治领域里至少存在着两个场所，其中对话民主化的机

制变得重要或必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科学和技术的作用越来

越普遍化。在西方社会中，科学与传统的关系令人感兴趣，却又

较为混乱。从表面上看，科学和技术作为启蒙运动的主要起源，

它们与传统存在着根本上的对立。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科学

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传统。这就是说，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与

更广阔的世俗社会区隔离，科学家则相对独立于更广大的人口而

从事验证他们发现的工作。随着社会变化的加速，以及技术革新

在这一加速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隔离的屏障消失。科学不再为多

数人认为是神圣的———好似它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一样。在

一个反思性社会世界，由于科学方法在本质上的怀疑性已展示人

们面前，外行的人们就与科学和技术有更多的对话机会。他们不

仅可以 “反驳” 科学，而且他们还常规性地加入到对它的发

现中。

例如，被诊断为ＨＩＶ阳性或患了艾滋病的人，某些时候就

位于与他们的疾病有关的科学研究的前沿。他们并不只是接受

“医生” 所告诉他们的话，而是积极地探寻当前科学和技术知识

的状况。他们不是等待长期的 “常规” 检测过程，而这却是一个

更封闭的科学共同体通常所认可的。许多问题和难点产生于这一

情形，包括各种形式的对贫困者和境况绝望者的商业剥削。但在

这样一种对话机制下，就存在有更高民主的允诺———在那些产生

科学知识的人和那些其生活受此知识影响的人之间创造一个建设

性的对话机会。

对话民主产生的另外一个主要背景是私人生活，它存在于性

联系、婚姻、家庭和朋友圈子中。所有这些社会行动领域都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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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去传统化过程。去传统化的私人关系落入了被我称为是 “纯净

的关系” 类别。纯净的关系是一个理想类型，实际行动场合只是

或多或少地接近它。纯净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它由于本身的

原因而存活着；它在原则上依赖于个体的完善和获得他人的积极

信任。纯净关系必然是对话性的，因为它们并不利用传统的做事

方式，或与他人的关系方式。

我们可以在各种私人生活背景下谈论对话民主的进步，我们

将使这些背景满足特定的沟通条件。在有关私人生活或情感生活

之治疗的文献中，这些条件是明显的。在良好关系的模式———如

同治疗和自我帮助文献中所诊断的———和政治领域内正式民主的

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似性。简单地说，一个良好的关系应符合

这样的条件：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承认其他人是独立和平等的；在

其中问题的解决是通过讨论而实现，而不是通过压制或暴力；它

是开放的和动态的，相应于每一个参与者的需要而变化；商谈与

妥协是其核心。这些特性可以很恰当地被当做是民主政体的构成

者，至少在审议民主中如此。

为民主欢呼两次———这一法则不仅适用于自由民主，而且适

用于其他所有的实际或可能的民主化。民主不是万能药，它是一

个促使人们与他人生活于一个相互沟通、相互尊重的环境下的手

段。尽管它也许还不完善，但私人生活中的 “情感民主” 很可能

像更公众化领域中的民主一样有意义。与对话民主化的其他背景

一样，沟通与暴力间的紧张关系尤其重要，但却存在问题。我们

仍不清楚的是对话民主将在多大程度上发展出来，以及在这些领

域中，与一般性暴力相联系的原教旨主义是否能像在其他领域一

样产生出来。

我现在已不知不觉地偏离了马歇尔的观点。我们能将这一讨

论更令人满意地回到公民和福利国家问题上吗？毫无疑问，我们

能够。人们经常谈到，由于全球化所起到的作用，马歇尔对公民

权利的说明变得多余。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公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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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而民族———国家正受到全球主义

和地方主义双重力量的夹击。对我们来说，公民性不能准确地承

担马歇尔想要它承担的分量，这是真实的；然而对民主政治民主

化可能性的各种分析的确允许我们追踪马歇尔提出的主题，并在

我们现在发现我的自身的场合下精心阐述它们。

把握福利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和它可能的未来，对于评估马歇

尔的长期知识遗产是根本性的。被马歇尔认为是福利制度的不朽

方面现在看来已明显动摇。在若干方面，马歇尔的观点已经过

时，但接受新自由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将同把其所遇麻烦

的起因归结为财政危机一样，都是错误的。对福利的依赖，至少

在某些群体中和某些情形下，肯定是一个事实，而福利国家的财

政紧张也十分明显。可是，我将严格依据我在本章中讨论的核心

点，即社会变化，来看待当前福利制度所受到的重压。

马歇尔全力关注的福利制度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其时，大

多数社会生活方式比当今更稳定，而生活也一直沿着命定的轨迹

向前延伸。因此，福利系统建立的前提假设是，政府能确保人们

不陷入各种被看成是与自然风险同类的风险中。一个人可以是穷

人或变得贫穷、可以生病、残疾或离异，而政府则可介入以保护

受此危险影响的人。在今天这更活跃、反思而又动荡不安的世界

里，这些作用并没有以它们曾有过的方式产生作用。例如，离婚

现在并不是某种只影响少数人的事情，它也不只降临到个人头

上。问题并不单是———甚至主要是———如何为福利制度提供资

金，而是如何重新安排那些制度以使它们与我们大多数人现在正

进行的远为活跃的、反思性的生活吻合。现在必须做的是将关于

公民性的新思想与对民主政治及其可能性的重新评价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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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勇敢的新世界：

新政治背景

我的主题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出其不意地出现于我们面前。

这是一个制造了不确定性的世界，生活总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

被制造的不确定性在我们生活中的闯入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比

以往更具风险性，在个人或集体层次上都是如此。实际情况是，

风险的来源和范围发生了变化。不确定性的产生是人类干涉自

然、干涉社会生活环境的结果。不确定性 （以及机遇） 在很大程

度上是新近产生的。无法用古老的药方治疗它们，我们今天的可

能反应是不断提高对它们的把握程度 （一个无穷过程），同样也

是 “对危险的控制” 与 “补救”。

被制造的不确定性程度加深是现代制度长期发展的结果。但

它们还受到一系列变化的加速，这些变化在过去４０或５０年的时

间里改变了社会 （和自然）。如果我们要把握当今政治生活变化

的背景，查明这些变化是必不可少的。三方面的变化尤其重要。

它们是在前面一章中讨论的全球化、去传统化和社会反思性的强

化。它们有助于解释社会主义的衰落等事情。在苏维埃共产主义

（东方） 和凯恩斯 “福利和解方案” （ｗｅｌｆａｒｅ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的形

式下，社会主义的运作状况尚好，此时大多数的风险是外部的

（而不是被制造的），而全球化和社会反思的程度相对较低。当情

况发生变化时，社会主义或者瓦解或者转为防御———它肯定不再



是 “历史” 的先驱。

社会主义的建立基础是社会生活的控制论模型，它有力地反

映了本书其他部分提到的启蒙运动思想。依据控制论模型，通过

服从于指令性智能 （被以不同方式理解的政府），一个系统 （在

社会主义情形下是经济） 能够得以最优化地组织。但尽管这一体

系能够在更一致的系统中———在这一情形下是低反思性的社会，

其生活方式相当固定———合理有效地运作，但在更复杂的系统中

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复杂系统的一致性有赖于大量的低层次上的输入 （由各种各

样的局部价格、市场环境下的生产与消费决策来提供）。人的大

脑很可能也以这种方式工作。曾经认为大脑是一个控制系统，大

脑皮质负责把中枢神经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可是现在的理论更

强调低层次输入在产生有效神经整合时的重要性。

仅仅与几年前相比，现在认为社会主义处于严重的困境中已

无甚争议。我认为，更反常规的是我要做出的第二个论断：保守

主义面临着同样一个深远的问题。但保守主义没有沿着社会主义

分裂的尾迹而在全球取得胜利，那又如何能够如此呢？在这里，

我们必须将保守主义与右翼区分开来。当今被理解为 “右翼” 的

是新自由主义，它与保守主义的联系至多也是微弱的。如果说保

守主义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它的含义便是保存的愿望，尤其是

将传统作为 “由过去继承来的智慧” 而保存。在这一 （很基本）

的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不是保守派。相反，通过不断市场扩张的

激发，它引发了激进的变化过程。荒诞的是，这里的右翼变得激

进，而左派却主要寻求保存———如努力保护福利国家的残余。

在后传统主义社会中，对传统的保护不能维持它曾具有的意

义，那时它是相对非反思性的对过去的保存。以传统的方式对传

统辩护就变成了原教旨主义，后者的观点太教条以至于无法作为

保守主义的建立依据———保守主义将社会和谐 （或 “一个国家”）

的达成看成是它主要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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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内部也出现了矛盾，且它越来越清晰。一方面，

新自由主义敌视传统———且它也的确通过对市场力量和激进个人

主义的促进———而成为在各地横扫传统的主要力量之一；另一方

面，在国家、宗教、性别和家庭领域，它又依赖于传统的延续来

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和与保守主义的联系。由于没有适当的理论原

理，它在这些领域对传统的维护通常采取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关

于 “家庭” 价值的争论可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一般认为自由个

人主义盛行于市场领域———且市场的范围被极大地拓展。可是，

市场社会的大规模膨胀却是影响家庭生活的分裂性力量的主要促

进因素，对于这些分裂力量，以原教主义面目出现的新自由主义

做出了诊断并激烈地反对。这的确是一个不牢固的混合。如果说

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已经解体，而新自由主义却又是荒诞的，那

么，人们因而要以弗兰西斯·福库亚玛 （Ｆｒａｍ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的

方式转向自由主义本身 （资本主义加上自由民主政治，但却完全

失去右翼原教旨主义） 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这里将简要地陈述

一下原因，在随后部分将进行详细阐述。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不

仅在全球的资源方面受到环境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以被制造出的

不确定性的形式表现出的现代性的限制；基于选举政党体系的自

由民主政治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运作，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里，它不能很好地满足反思性公民的要求；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

政治的结合只为社会团结提供了有限的手段。

所有这些足够清晰地揭示了被认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枯竭。

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像某些后现代社会者所说的那样，认为启蒙运

动本身已经衰竭，而我们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将世界连同它的暴行

与局限一同接受？肯定不是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某种 “新的中

世纪精神”，在比我们自己更大的力量面前，对 （我们） 无力的

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根本性破坏的世界里，它需要根本性的

补救。可是，我们要面对非常真实而困难的问题：在人为风险的

扩张中得以例证的知识与控制间的成问题的关系。政治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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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像社会主义那样把自身嵌入到被抛弃的过去和被人道地构想

出的未来之间。但它肯定不满足于新自由式激进主义———由于市

场力量的任意作用而走向对过去的放弃。激进政治的可能性与必

要性并没有随着对其他所有事物的抛弃而消失，而是，这样的政

治只能与左派的通常取向大致一致。它必须应对一个遇到了现代

性限制的世界。

一种可以被称为是 “哲学的保守主义” ———种强调保护、保

存和团结的哲学———又成了今天新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关联物。哲

学保守主义长期强调的主导性观点，即生活在非理想化之中，在

这里可以加以激进地利用。一个激进的政治计划———它从根本上

看待事物———必须认识到，在面对被制造的风险时，不能采取比

之更有甚的方式，不能以牺牲对现在或过去的保护为代价来对未

来进行无休止的探索。

它们正是那最强烈地声称要继承左派激进主义衣钵———绿色

运动———的政治力量的主题，这不是偶然的。由于这一声称，在

生态学思想，尤其包括 “深度生态”（ｄｅｅｐｅｃｏｌｏｇｙ）与哲学保守主

义间相当明显的亲和关系变得模糊。两者都强调保存、重建和补

救。可是，绿色政治成了 “自然主义谬误”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ｆａｌｌａｃｙ）

的牺牲品并被它自身的原教旨主义所尾随。换句话说，它要依赖

于向自然的回归，而自然却不再存在。我们不再能以传统的方式

捍卫传统，我们更不再以自然的方式捍卫自然。但它们却相当经

常地需要捍卫。

一个激进政治框架

我们与自然———或不再是自然的那种东西———的关系是现代

社会制度维度之一，这一关系尤其与工业、科学和技术的影响有

关。尽管存在着这一密切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将工业化的后果

与资本主义那部分独立的影响区分开来。在这里，资本主义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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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成经济活动中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在该体系中，物品与劳动力

已成为商品。如果社会主义这一对抗性力量不再犀利，资本主义

体系一定能取得支配地位而不受挑战吗？我不认为这样。未受到

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仍然具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结果，社会主义者

早已指出了它们，这包括经济需要对其他所有事务的支配地位、

普遍的商品化和财富与收入的两极分化。对这些趋势的批判肯定

仍然同过去一样重要，只是它们现在不能再由社会主义的控制论

模型有效地产生出来。

政治和行政权力并非直接起源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不管马

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会怎样认为。与政治独裁主义立场相反的是民

主政治，在这一时刻它是一个受人喜爱的术语，现在谁不是民主

主义者呢？可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民主。因为在自由民

主体制似乎到处传播之时，我们发现这些体制在它们发源的社会

中却承受过度的紧张。

与民主问题或类似问题密切联系的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更深层

维度：对暴力方式的控制。暴力使用问题不是传统政治理论的一

个普通部分，不管它们是左派的、右派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理

论。但在像当前社会那样许多不同的文化碰撞、接触的地方，原

教旨主义的冲突变成了一个被严重关注的问题。

在已有评论的基础上，我要提出一个建构激进政治的六要点

框架，它吸取了哲学保守主义思想，但又保留了一些至今仍与社

会主义思想有关的核心价值。我并不自称在细节上发展了它们中

的任何一方，那需要或是充分证明它们的正确性，或是充实它们

的政治意义。

①应当关注受破坏团结的修复，某些时候这或许意味着对传

统的选择性保存或甚至再创造。这一法则适用于所有层次，它将

个人行动不仅与群体甚或国家联系起来，而且还与更全球化的系

统联系起来。重要的不是通过它来理解在左派某些领域如此流行

的市民社会复兴的观点。当居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 “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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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应用于当前社会状况时，令人怀疑。其原因我现在还不想谈

起。今天我们应当更多地谈论重新安排了的个人与集体生活状

况，产生了各种社会解体形式是肯定的，但也为团结的产生提供

了新基础。

我们的一个起点是对当今社会个人主义性质的适当评价。新

自由主义更强调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将它与社会主义理论中不光

彩的 “集体主义” 相对照。可是，新自由主义者通过 “个人主

义” 来理解市场中自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我看来，对于

更应将什么设想成社会反思性扩张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

方式。

在一个高度反思性的世界里，个人必须获得某一程度的行动

自主性以作为存活下来和进行生活的条件；但自主性与利己主义

并不等同，前者意味着互惠性和相互依存。再建社会团结问题因

而不应被看成是围绕着利己主义式的市场世界而对社会凝聚力的

一种保护。应将它理解成各种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

域———内自主性与相互依存性的一种调和。

作为一个例证，可考察家庭领域这个去传统化快速发生的主

要舞台。新自由主义者已很彻底地表达了对影响到家庭的解体化

趋势的关注。但那种认为能够直接出现 “传统家庭价值” 复归的

看法并不现实。因为一方面，据最近的研究我们知道，现代时期

早期的家庭生活常常具有一个相当显著的黑暗面，包括对儿童的

身体虐待和性虐待，以及丈夫对妻子的身体暴力；另一方面，妇

女和儿童都不太可能放弃她们已经取得的权利，而在妇女那里还

伴随有她们在报酬性劳动中的普遍卷入。

这里再一次表现出并不存在真正的历史先例，因此我们不知

道以这种方式能使家庭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有效重建，以便对

自主性与团结加以平衡。然而，可使这一目标实现的某些手段已

变得十分清楚。在去传统化的社会里，团结性的增加有赖于一种

叫做积极的信任的东西，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对他人的责任性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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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积极的信任必须经由努力而争取，而不是来自于对已确定的

社会地位或性别角色的占有。积极的信任以自主性为前提而不是

与之相对，它是社会团结的强大源泉，因为服从是自由给予的，

而不是通过传统的约束而强加的。

在家庭生活的背景下，积极的信任包括对另外一个人或其他

人承担义务，这一义务还意味着对它们的跨越时间性遵守的认

可。由于家庭义务与职责是以积极的信任为基础的，它们的加强

似乎完全不会与所有工业社会中都出现的家庭形式的多样性不相

容。高分居率与离婚率很可能终止于此，但人们能看到多种使社

会团结丰富而不是破坏的方式。例如，对儿童权利和第一重要性

的认可与对他们的责任心一起，可以真正强化在我们周围的那些

在继父母与他们各自携带的孩子间的新型血缘纽带。重新结合的

家庭会带来一个丰富的新亲属联结的纽带，它几乎类似于前现代

那扩展性的亲属群体。

②我们应当承认我将称为是生活政治的东西向正式的和较

少传统性的政治秩序领域的不断集中。左派政治观点永远与解

放观紧密联系。解放意味着自由，或更正确的是各种各样的自

由：从对传统的独裁控制中解脱出来的自由，从独裁权力和强

制性物质剥夺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解放政治是生活机会的政治，

因而它以创造自主行动为核心。就这样，它仍然是激进政治纲

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的关键。可是，今天又有一系列的关切加入进

来，它们来自于先前分析过的变化：在全球化的、世界意义的

秩序背景下，传统与自然的变迁。生活政治不是生活机会的政

治，而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它牵涉到有关这样一些问题的争论

与斗争：在一个我们或是习惯于用自然或是传统来确定事物而

现在则要靠人们决策的世界里，作为个人和集体性人类的我们

应怎样生存？

生活政治包括生态问题和生态困境，但认为它们与更宽广的

身份问题和生活方式选择问题———包括女权主义所提出的一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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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问题———相联系。把生活政治仅仅看成是对更富裕者的关切是

一个基本错误。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正好相反。一些最贫穷的群

体最严重地遇到去传统化问题。因此，妇女正大量地离开婚姻并

寻求重塑她们的生活———在西方国家，由妇女主动结束婚姻的比

例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广泛变化。可是，许多人

又变成了 “新贫穷者” 的一部分，尤其是当她们是单亲家长时。

由于经济失败，她们也被呼吁要拥有一种新型的家庭生活与亲属

关系。

生活 政 治 的 出 现 有 助 于 人 们 解 释 为 什 么 某 些 类 型 的 问

题———如堕胎———如此显著地出现于政治议程中，但生活政治还

冲击着更 “标准” 的领域，如工作、就业和失业。同众多的其他

社会生活领域一样，直到最近之前，工作对于人们来说还是一个

命定之事。大多数男人在他们生活的较年轻阶段进入工作，然后

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为止。大多数妇女则与此互补，她们的前景

是囿于家庭之中。与此 “命运” 抗争的首要因素是推动力的解

放。工会运动如此，它以男人为主导，在体力工人中得到最有力

的发展。体力工人比任何其他人的工作环境都更为固定，都更缺

少行动的自主性。早期的女权运动也是如此。

当前，甚至在那些剥夺程度更高的群体中，报酬性工作和家

务都不再按命定方式濒临人们 （失业常常更是如此，真是违背人

们意愿）。存在一个广泛的反思性知觉，人们所认为的 “工作”

已获得一个比它通常远为宽泛的定义，且它是一个有问题的、争

论性的概念。在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现在很少有人自动

追随他们父母的职业或同一类工作团体所特有的职业。甚至———

人们或许说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收缩背景下，已经清晰的

是，人们需要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定这样优先权，它们不只是关

于努力得到某一份工作而不是另外一份，而是关于与其他生活价

值相比，工作应具有一种什么样地位。

③与社会反思性的产生相结合，积极的信任蕴含着一种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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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突显出来的多产政治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思想。多产政治

存在于这样一个空间中，它将国家与整个社会中的反思动员联系

起来。由于已讨论过的原因，国家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发挥一个控

制性智能的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及其政府最小化思想的局限性

已经十分明显。多产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在整个社会关注和社

会目标的背景下，它寻求允许个人和群体来发动事件，而不是使

事件降临到他们头上。

多产政治的含义如下：

第一，力图通过提供社会动员或参与的条件来取得期望的结

果 （然而，这一用语涵盖了一系列的困难问题）；

第二，产生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在其中，不管是在这种政治

制度下，还是在其他相联系的代理机构中，积极的信任都能够建

立和维持；

第三，将自主权给予那些受特定政纲 （ｐｒｏｇｒａｍ） 或政治影

响的人，并实际上以发展多种背景下的自主性为目标；

第四，鼓励行动中伦理原则的发展，抵制 （以某些面目出现

的） 社会主义对伦理的冷漠态度，但也抵制市场原则与独裁主义

那令人不快的新自由主义式结合；

第五，使政治权力分散化。分散化是产生政治效力的条件，

因为后者需要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和对自主性的认可。可是，在

分散化的权力与政治核心之间的推力与拉力不是一个零 （ｚｅｒｏ
ｓｕｍ）和游戏，分散化可提高核心的权威，它或者由于政治上的

交换作用，或者是因为更高合法性的产生。

多产政治是对政治领域中的政治的捍卫，但它没有使自身处

于旧有的政府与市场的对立中。它的工作机制是：为更广泛社会

秩序下的个人与群体的生活的政治决策提供物质条件和组织框

架。这种政治有赖于积极信任的建立，包括在政府机构中和相关

联的代理机构中。外观情形或许正相反，在今天，多产政治是解

决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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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产政治不是一副万能药。政府的变动性，以及整个人口或

多或少地生活在与国家和政府机构相同的 “推论空间中” 这一事

实，产生了重大的新型政治困境和矛盾。例如，在国家政体只成

为个人生活参照点之一时，许多人就有可能不是经常 “收听” 政

治领域所发生的事情，尽管他们在内心会在一个比从前更坚定的

基础上与其保持 “接触”。“关掉收听” 或许表达了对政治家滑稽

行为的厌恶，但它还会伴随着另外一个结果，即对于本人认为会

随后出现的问题的特别的警觉。在这里信任或许会令人不安地与

冷嘲热讽结合起来、混杂一起。

④在一个全球化的、反思性的社会秩序下，自由民主政治的

缺陷表明，还需要促进更激进的民主化。我这里要重申对话民主

的重要性。在今天文献中所争论的许多民主形式与民主方面中，

可以区别出两个主要的民主秩序领域。一方面，民主是表达利益

的手段；另一方面，它是产生这样一种公众舞台的方式，在其中

所争论的问题原则上能够通过对话得以解决，或至少是被处理，

而不是用预先确定的权力来实现它。虽然第一方面可能得到最大

的关注，但第二方面至少同样重要。

对话民主范围的扩大将构成我在先前章节中称为民主政治的

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 （尽管不是惟一的部分）。既然社会反思性

水平仍然相当低下，政治合法性也就在某一实质性方面继续依赖

传统象征体系和先在性做事方式。所有的特权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和腐

败不仅能够继续存在，而且在政治领导阶层内，它们已变成公认

的程式。可是，在更具反思性的秩序下 （在这里，如果人们愿

意，他们还可以自由地、不同程度地无视正式政治舞台），这些

做法就倾向于为人们质疑。

更加透明的政府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民主化，但这一现象扩展

到的是政治领域之外的区域。人们指出，在国家舞台之外，对话

民主可以在三种主要背景下得以提高。在个人生活领域———亲子

关系、性关系、朋友关系———对话民主已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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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是通过对话而非其间的权力调节的。我所称的情感民主依赖

于先前提到的自主与团结的整合。它的前提假设是，在私人关系

的发展中，积极信任的动员和维系是通过讨论和交流看法而实现

的，而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的独断权力的运用。

因此，父母的权威不再是 “给定的”，这对他们和他们的孩

子来说都是一个生活事实；它将变得更加依赖于双方的协商。情

感民主只要能够出现，它就将对于促进正式的公众民主具有重大

意义。对于自己的感情构成理解良好的人，也能够与他人进行有

效的私人层次上的沟通；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胜任广泛的公民任务

与责任。

对话民主还可通过自助团体和社会运动而运作起来。这些运

动和团体表明了当今的局部与全球社会行动的反思性的提高，且

它们又促进了这一提高。在当今社会，属于自助团体的人要远远

超过政党成员。社会运动与自助团体的民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

于他们在与自身有关的问题上开辟了公共对话的空间。它们可以

强行进入先前未有讨论，而只通过传统的惯例进行安排的社会行

为领域。它们有助于对 “官方” 定义的事情进行争论；女权主

义、生态运动与和平运动同各种各样的自助团体一样都取得了这

一成果。

有一些这样的运动和团体已具有内在的全球性，因此，它们

能够 有 助 于 对 话 民 主 的 广 泛 传 播。 既 然 世 界 政 府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的思想令人难以置信，对话民主就具备了重要的核

心地位。它的运作不仅凭借国家和国际中介机构，而且还凭借其

他各种各样的团体聚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对待全球层次上民

主化的影响是依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待的。国际舞台被认

为高于民族与国家。在这一思想中，民主化将意味着自由民主制

度在更大程度上的建构。换句话说，与政府相关的 “虚空的” 或

“无政府” 领域必将得以填充。当然，这种观点并没变得不切题，

但在全球化与反思性如此深刻地纠缠之处，它的重要性看起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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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因为许多促使全球化的联系并不流经民族与国家，而是很

大程度地绕过它。

⑤我们应当对福利国家进行更基本的再思考。在许多国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残留已经集中到保护福利国家制度、防止新

自由主义的攻击上。至少有一本书已借用哲学保守主义来捍卫福

利制度———认为它有一个已被证明的成就记录并经受了 “时间的

检验”。而福利国家非常基本的方面的确应当保存以防止缩减

（ｃｕｔｂａｃｋ） 或私有化的破坏。例如，就信任和团结而言，福利措

施或服务十分经常地体现为承诺，而如果引入一个更加市场化的

“经营” 取向，那么这些承诺很容易遭到侵蚀。

然而，福利国家是在已显著改变的社会环境下，作为一种

“阶级妥协” 或 “位置安排” 而形成的；它的保障体系更多的是

用以对付外在的环境，而非被制造的风险。福利国家的一些主要

的问题现已被清晰地识别，这部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批判的结

果。不管是在防止贫困中还是在实现大规模的收入或财富再分配

中，福利国家都并非完全有效。与它联系一起的是一个暗含的传

统性别角色模型，它假定男性在报酬性劳动中的参与，而认为没

有男性来养家糊口的家庭是 “二等的”。像所有的科层组织一样，

福利国家的科层组织容易僵化和非人格化；而某些方面对福利的

依赖很可能是真实的现象，而不只是新自由主义的杜撰。最后，

在二战后时间，当长期高失业率似乎不可能下降之时，福利国家

得到巩固。

福利制度的重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有限的篇幅内，我不

能自称对它有一个充分的讨论。可是，对福利国家进行根本性的

再思考很可能需要理清它的关键部分。今天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安

排，但它不再能采取自上而下的利益分配形式。福利措施的目标

是消除阶级社会所最终残留的两极分化，它们必须是促动性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的，而不仅仅是 “分配”。它们必须在家庭和更广

泛的公民文化层次上关注早先提到的那一社会团结的重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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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就必须对性别给予应有的关注，而不只是关注阶级。

被制造风险的应对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带来了一整套的新问

题———且同常规情形一样，也带来了机遇。在这里，人们应当依

照积极性福利模型来思考重建问题。福利国家是以保护人们预防

“偶然的” 不幸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当然，在不幸发生后，社

会保障在本质上也是采取同样做法。作为对比，积极性福利把强

调的重点更大地放在对生活———政治措施的调动上，它再一次把

目标瞄向自主性与个人、集体责任的关联上。

保健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 领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现在它已深深地

陷入国家财政困境中。保健体系的建立基础仍然主要是对疾病的

事后应付。对于该系统遭受批评的一个通常反应是更加强调预防

性医药，这无疑是正确而恰当的。可是，更为意义深远的是这种

建议：我们应当放弃所谓的健康与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型，而更加

强调整体性，尤其是强调健康与环境保持、保护之间的联系。这

一途径包含着对积极性健康与局部和全球的生活方式变化之间关

系的新的意识。减少生态毒性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它需要集体行

动，也需要新型个人责任———将是一个比当前健康保障体系的任

何努力具有更深远意义的保健措施。

⑥由于已给出的原因，一个激进政治计划必须准备面对人类

事务中的暴力作用。我把这个问题留到最后完全不意味着它最不

重要。依据公认的政治理论，它仍然是最难解决的困难之一。社

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未确立恰当的视野与概念以产生一个有关暴

力的标准政治理论；而右派思想则倾向于把暴力看成是一个人类

生活的必需品和地方特征。

这一题目很大。暴力作用毕竟是跨越从男性对妇女的暴力经

由偶然街头暴力到大规模的战争的整个系列。有没有能将这些情

形联系起来因而适宜于建构平息理论的线索呢？我认为有，它将

我们带回到原教旨主义和对话民主的主题上。

在任何社会情形下，只存在有限数量的处理价值冲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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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上的分离；如果与潜在的冲突者或敌对性文

化很少或没有接触，自然就可以共存。更为积极的方式是退出。

一个人或团体若不能与另外一个共处，只需脱身或离开即可，如

离婚。

处理个人或文化差异问题的第三种办法是对话 （见第２章）。

在这里价值冲突原则上可以在肯定性的标记下运作，这样的标记

可以是增强了的沟通和自我理解的手段。对他人的理解可更好地

促进对自我或自身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因而可进一步促进相互理

解和互惠性。最后，价值冲突可使用武力或暴力来解决。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全球化社会中，这四种选择中的前两种急

剧减少。没有哪一种文化、国家或大团体能很成功地孤立于全球

化的世界秩序之外；尽管在某些情形下个人可以选择退出，但更

大的社会实体却无法做到这点。

因此，沿着可能的原教旨主义边缘展开的对话和暴力之间的

关系，今天对我们来说就变得尤其尖锐和紧张。选择的减少是危

险的，但它还提供了希望的源泉。因为我们知道，某些时候对话

可替代暴力，且我们知道这既可以发生于私人生活中，也可发生

于大得多的社会场景中。男人对待他们伴侣的暴力行为，或者对

待妇女总体的 “性别原教旨主义” 态度至少在个人的情形下能够

通过进一步的自我了解与沟通而改变。文化团体与国家间的对话

既是直接针对原教旨主义教条的力量，也是以会谈取代军事力量

的手段。

黑暗面很明显。暴力显然经常来自于利益冲突与权力争夺；

因而，存在着一些严格的物质性条件，对于它们必须加以改变以

抗争和减少暴力。进一步看，如果没有暴力的小规模或大规模爆

发的话，在当今社会中或各社会间的由于分散而产生的离心力也

会太大而难于对付。然而，我已探索过的在自主性、团结和对话

间的关系也是真实的；它们与局部互动场合和全球秩序中的可观

察到的变化相对应。

１２２第十三章 勇敢的新世界：新政治背景



结语：实现途径

为什么提到实现途径了呢？如果人们同意仍然存在一个激进

政治议程，那么谁来实现它呢？“激进政治” 仍然与 “左派政治”

含义相同吗？

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肯定是 “不”。可是，由于右派的命运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新自由主义相同，左翼党派的未来成功就很

可能依赖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占据我试图识别的领地。如果

左翼党派要划定这一领地并占有它，他们就必须与其他许多团体

和运动并肩工作。他们必须将补救与恢复与对事物不可完善性的

谨慎接受调和起来。

２２２ 为社会学辩护



第十四章 工党与英国政治

观 点

几年以前，厄运与阴郁在工党圈内流行。１９９２的迹象似乎

表明，工党至少不会让保守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玛格丽特·撒切

尔不再连任，而约翰·梅杰至少看起来不会使保守党第四次连任。

但随后令工党绝望的不只是他的当选———这与民主测验专家们的

大量评定、预测相反———而是工党的得票数一直只维持在刚超过

１／３的份额。

很快地，清道夫开始清除工党希望的尸体。难道英国变成了

一党为主的国家，从而成为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日本、意大利

或墨西哥了吗？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老问题被掸却灰尘、重

新出现：工党还能赢得大选吗？

两任工党领导人之后，情形又变得模糊。保守党内的智者开

始警告说，如果局面不能得到改变的话，失去一代权力的该是保

守党。

希望越高摔得也越重，１９９２年的大选表明了这一点。分娩

提案的攻势只能再次导致相同的幻灭。那么工党现在该做什么

呢？该问题具有许多具体意义，但却不能脱离所有社会党现在所

面临的广泛困境来处理。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间，我应邀参加了各



个国家的不少于五个的单独会议，而其主题同样陈腐却不可避

免：“左派是什么？” 当社会主义看起来几乎废弃并被掩埋之时，

对于工党来说，左派是什么？我将指出，开始回答这一问题的方

式不是对社会主义传统做一个彻底的拉网式搜寻，以希望能发现

仍然适用的观点，而是要问保守主义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保守

党的麻烦比有关马斯特里赫特 （译者注：荷兰城市） 的争论有更

深的根源。

保守主义的破裂起源于在保守主义与右派间的距离不断增

加，而这两个术语曾或多或少地表示同一个意思。保守主义有许

多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掺杂，然而，不管外表如何，如果保

守主义不意味着 “加以保存”，那么它便失去了意义。保守主义

尤其是对于传统的保护和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联系的保护。

保守主义曾与右派同义，因为保护传统与捍卫等级制和少数人统

治同义。这一做法不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而且更有力地针对资

本主义。后者是稳定性和贵族等级的重要破坏者，因为如同马克

思如此著名地表达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飞速发展，“所有坚

固的东西都熔化、进入空中”。

今天的右派仍然将自己看成是保守派，但保守派却变得一心

一意地赞同曾为他们轻视的东西：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的作

用。其结果是，他们关于世界的立场与观点已出现彻底的自我矛

盾。因为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没有什么比大规模的市场关系更

有害于已有的传统、习惯与社会凝聚力了。当今的保守派的做法

仍然是去保护———保护 “传统的家庭”、国家合法性的传统象征、

宗教和国家的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然而，它们却被现代保守主义

者所养育的市场力量侵蚀、甚至砸碎。因而，一方面存在着经济

自由主义，其中包括对全球竞争的积极信奉；另一方面，向已建

立的结构与习惯中的退却又需要传统的权威、道德和顺从。“返

根” 运动的如此不快性与其说是与某些保守党议员的滑稽性行为

有关，倒不如说是与它内在的自拆台角性质有关。冷静考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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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与强大的、不断集权化的政府的结合显得如此矛盾，只

有撒切尔的人格力量才能使它在长时间内显得似乎可行。不必奇

怪，或许她的批评者表面上与她的赞赏者一样对她敬畏。然而正

是撒切尔主义毁了撒切尔，也参与毁坏了保守主义。

从意识形态上看，当今保守主义已无路可走。对于它，撒切

尔主义总是具有某种志向高远的冷酷性。但它自相矛盾的论点越

是变得市场化，这种冷酷性就越消溶进一种步伐凌乱而又执拗的

市场力量崇拜中。没有撒切尔的撒切尔主义是一种困窘。更高程

度的私有化，进一步缩减公共开支，再加上战略上与之合拍的直

接税收的减少；对于一个同时哀叹社会瓦解和道德衰退的政治家

来说，这是一种什么规则！然而，即使政治上情愿，回到单一国

家的保守主义 （Ｔｏｒｙｉｓｍ） 之路也已经不通。因为一个国家的保

守主义所依赖的传统、顺从和习惯已在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协助

下彻底破坏。

这里或许就是工党重新修复自己的起点。为什么不进入并占

领那已为右派搞的令保守党无法占据的核心保守场所呢？人们也

许会说，让我们反对向市场的投降，让我们再造公社，让我们强

调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延续左派通常对公正性的关注。因此，工党

应注重家庭生活、市民美德和相互责任的重新塑造。

当今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倡者———即提倡社会中的公社再造的

人，如美国的阿米泰·艾特兹奥尼 （ＡｍｉｔａｉＥｔｅｚｉｏｎｉ），心中有一

个很开阔的公社观，艾特兹奥尼把它要发展的公社看成是一组中

国式套箱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ｘｅｓ），其中较小的公社依偎于较大公社之

中，前者如家庭和邻居，后者如城镇和城市；后者又存在于更大

区域之中，最终甚至超过国家公社。艾特兹奥尼将所有这些层次

上仇视公社的复活看成是全面道德工程的一部分———用以平衡权

利与责任的部分。在仿照１９世纪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的指控时，

艾特兹奥尼论证道，权利的增殖破坏了相互依存性。艾特兹奥尼

的思想是戴卫·瑟尔邦尼 （ＤａｖｉｄＳ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的 “责任原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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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由的版本。

以这种方式谈论公社的恢复有什么意义吗？我认为是这样

的，但其方式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提倡者所认为的那样。首先其诊

断只是部分正确的，破坏社会凝聚性和对他人责任感的不是权利

的膨胀，而是市场力量的腐蚀效果。而且，除非是在宽松的意义

上，不然复兴公社观的努力不是应走的路子。称 “个人只有在强

大的公社中才能健康成长” 或许可作为一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口

号而起作用。但若把现代社会看成是或认为它已在变成一套公社

的 “箱子”，好像 “公社” 被有力地限制在一套清晰的共享价值

之内，将是十分不可行的。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公社是整合性

的，不如说它是分裂性的，且通常也是独裁的。到底在哪里可以

发现英国的最强大的公社？在北爱尔兰。紧密编结的公社几乎是

不可避免地养育了内部的人和外部的人。我们必须使用与今天的

公社概念不同的社会凝聚模型。它不假定我们正在经受过度的个

人主义或过度的权利之苦；也不假定对共产主义的提倡与对公民

责任的重新肯定相结合的恰当性。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对现在横

扫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进行评价。已广泛出现了一种新

型个人主义，对于它，所在政党都必须给以评价，但它既不只是

撒切尔主义的一个结果，也不是自私的完全不加以限制的表达 。

撒切尔主义的基本错误是把这新型个人主义与市场中的自私自利

等同起来，并选择了这样一种理论 （哈耶克的理论），在它看来，

通过市场的作用，各种利己主义最终将服务于公共利益。

新型个人主义混合着积极、消极两种效果。在全球秩序不断

增加并成为我们日常活动的背景的情形下，我们都不得不比以前

更积极地建构我们的生活。即使没有市场的腐蚀效应，传统与已

有的习惯也失去了它们的领地。其结果是释放与焦虑的混合物，

并由新型的不确定性为其提供 “燃料”。我在第１２章中谈到过，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依赖于命运。男人的命运不再是养家糊口，

并从年轻时每周参加工作一直到退休。女人的命运也不再是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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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之中。婚姻也不再是一种 “自然状态”，而是一种协商关

系———如果不是真正的平等，那它也是一种暗含的平等，任何一

方都可相对容易地从中退出。不论是好是坏，我们所有人都必须

全力应对这些变化，而这一应对就是这种新个人主义所在。工党

应当寻求利用这种对个人主义而不是将它与关于公社与责任的古

老定义相对立。同时，在概念上与实际上必须将这种个人主义与

市场力量的运作分离开。

作为一个例子，可考虑那些仍被许多人继续贴上 “领年薪

者” 标签的人———年龄超过６５岁的人———的地位和前景。新个

人主义正在大规模侵入老年人的生活并改变着老龄的实际性质。

“领年薪者” 这一术语标示了某人的虚弱，他不得不由政府来供

养。然而，今天６５～７５岁之间的需要经常的制度化关心的人的

比例并不比２５～３５岁之间的人高。年长者还拥有国家财富的相

当大的比例。不管具体采取怎样的退休金政策，我们为什么不把

老年人当成广阔社会的重要资源而非要把他们当成是必须应付的

问题呢？

代际之间的重新整合毕竟应是政治纲领的一个基本部分，而

促进社会凝聚是政治纲领的关注内容；这意味着对多样性的欢迎

而非压制。在这一时刻，老年人位于 “福利集中区”，这实际上

是一种福利依赖。承认新个人主义的影响或许意味着废止不自愿

的退休，还包括其他革新策略。克服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潜在分裂

性竞争的重要性不应低估，如在美国，就有对 “代际战争” 的认

真谈论，而在荷兰，两个 “老年人党” ———其纲领激怒了许多年

轻的选民———则保住了国民议会中的一些席位。

自然，家庭是当今许多社会变化潮流的集中之处，这些变化

影响到性别、性、婚姻和工作。右派们说 “回到传统的家庭”，

同时，它们的经济政策又在对家庭生活增加压力。但是，已经无

法找到回到家庭路途，如果进行历史的考察，它无论如何都只是

一个消散的神话。正如斯蒂番尼·肯特兹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Ｃｏｏｎｔｚ）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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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路》（ＴｈｅＷａｙＷｅＮｅｖｅｒＷｅｒｅ） 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

美国的传统家庭———双亲的活动都有一定规则性，其中母亲不受

妨碍地投身到孩子身上———现在很少再有了。

共产主义社会倡导者那种创造强大家庭的观点不是愚昧的。

艾特兹奥尼强调，当今家庭复兴必须认识到性别的平等、共同承

担家务及共同养育子女。在这一背景下，“孩子第一” 的口号具

有极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孩子被如何过头地描述为 “新贫穷者”

时。但强大的家庭并不很像保守派神话的那种传统家庭，它必定

要包含多样性，且它也未必能产生一个更具凝聚力的广阔的

社会。

传统家庭的核心主要不是婚姻，而是大量的血缘和义务纽

带；实际上，正是它们使家庭强大。它们不是没有可能还会起到

如此作用的，毕竟，当离婚率以及再婚率都很高时，人们经常卷

入新血缘纽带的情结中。如果我们模仿传统家庭来建构 “强大家

庭”，那么单身母亲不像某些右翼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家庭稳

定性的威胁。丈夫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母亲或她们的孩子是

孤立的。相反，在由他们积极帮助而建立起的丰富的亲属关系纽

带中，许多人还位于核心位置。

可是，强大家庭并不必然导致强大的公社，其原因正如同对

公社概念的怀疑。如在意大利，家庭强大但市民的整合却很弱。

“家庭对外界的不介入态度” 可以像任何其他封闭的团体或公民

一样对宽广的市民凝聚性构成威胁。对家庭多样性的容忍将是世

界大同主义的一部分，广泛的社会秩序现在就是建立在它———而

不是公社———之上的。

我使用世界大同主义是精确意指这样一种态度：一个人可能

偶然从属于某一团体或公社，但却不随之摇摆，也不依赖于此。

因为今天不管是在局部、国家还是全球规模上，社会秩序的关键

都是能够与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处并或许会对其做积极性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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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是什么呢？这些观察使我们更接近了一个答案，我们已

到达了这样一个位置，工党离它的距离至少是———而不是几乎

是———十分远。自称社会主义实践能通过公社这一魔杖而被彻底

检讨并跟上时代步伐是没有用的。

大约２５年前，当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做

其 “工党前进步伐的停止” 的著名演讲时，他关注的中心是工人

成员减少速度，并认为社会主义的到来与工人阶级支配地位之间

不成问题地存在着联系。自此以后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工党

前进的步伐” 连同它的军事上的话外音似乎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

时代。自信的前进步伐变成了一个缺乏训练的撤退。实际上，为

霍布斯鲍姆以及如此众多的他人寄予信任的观点无一幸免于消

失。在过去１／４多世纪里，体力劳动者的队伍消失了近乎１／２。

工党社会主义与革命左派的社会主义不同，他们不是以阶级斗争

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但正如同该党名称所明显标明的，它的确

关注阶级分割；且它显然是 “阶级党派”，尽管知识分子和其他

非工人阶级群体的作用也包含在内。

对伦理社会主义、甚至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呼唤不能掩盖这样

一个事实：塑造该党的基本学说已经废弃，可以来看这样一个名

单：计划与合理的经济方向；生产方式的 “社会化”；工人阶级

本身的权力获得；福利国家的进步性扩展；私人资本的逐渐消

失———还可以再继续写下去。保守派并不想改变他们自己的名

称，尽管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已横扫绝大多数他们曾想保存的东

西。工党也不需要这样做，并且 “社会主义” 必然仍将出现在它

的官方词典中；只是该词无法等同它过去的含义。

一些变化使社会主义不再是恰当的经济管理系统，但同样的

变化并没有克服阶级的分割。可以肯定的是，产业无产阶级队伍

的逐渐缩小与国际资本流动性的不断增加相结合，已改变了阶级

结构———如撒切尔时代的情形。可是，同样重要的是阶级的显著

性，即它与社会行动和制度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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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我们带回到新个人主义。阶级曾精确地表现为共同体。

工人阶级群体经常构成共同体，不管是在地方村落或市镇还是俱

乐部和教育协会，都是如此。当然残余仍然存在，但阶级分割现

在更经常地呈现个人化的或传记式的形式。例如，像儿童、单身

母亲或长期失业人员这样的 “新贫穷者” 并未相互间形成一个团

体。他们的惟一共同处是都被排除在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意义的参

与上。

其结果是阶级通常不再作为阶级被经历，而是作为其他形式

的有利或不利条件，此中的多数与消费而不是生产有关。由于这

一原因，且不仅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收缩，工党把自己定义为 “阶

级党派” 在今天已失去意义。

那么，在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之后，党派又意味着什么呢？

社会主义能够具有某种或许与公社相联系的伦理观意义吗？在过

去，社会主义除了关心经济管理外，它还意指如此众多的不同事

情，以至于该领域相当开放。要说在今天的政治舞台存在一个必

要的伦理场所，那是很难否认的，尤其是在几乎所有事情都开始

向市场开放的社会中更是如此。

即使依据ＲＨ托尼 （ＲＨＴａｗｎｅｙ） 的一般模式来理解，

在一个不同的宗教与伦理群体———当然，它是共同体———必然共

存的多元社会秩序下，基督教社会主义也肯定并不可行。如果仍

用 “社会主义” 一词来定义一个一般政治视野，我建议把它看成

一种关心的态度。关心意味着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物质世界结构

负责任的伦理观。关心是利己主义反面，但不与利他主义等价。

因为关心自己———对自己和身体的负责任态度———是关注、关心

他人的能力发源处。

如果将社会主义看成是总是关切人类的相互依存，那么关心

的伦理观就保存了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成分。关心他人意味着承

认为他人的幸福负责，其目的不是去控制他人，而是保护和养育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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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 一词还仅是空洞的口号，它还需要在严酷的现实中

充实内容并最终有所收获。像马克思多年前指出的那样，道德态

度本身并不能产生政治策略，甚至某些时候还能起严重的抑制作

用。关于不平等的争论如何呢？对权力独裁体系的批评如何呢？

与早期共产主义者相比，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毕竟极力要将他们自

己看成是现实主义者。

平等和民主肯定将继续成为工党政治观点的核心诫命。这仍

然用于标明一种左派观，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工党的政治思想一

定对左派和右派的教条漠不关心。政治现实主义现在意味着抛弃

那些教条，而政治激进主义意味着不怕对它们进行彻底的思考。

就工党而言，如果 “公社” 这一术语作为 “国家” 的一种更

易接受的方式被使用———因而只是证明了朝向老左派观点的某种

回返的正当性———那么朝向 “公社” 的转变将是灾难性的。新个

人主义要终止于此，与之密切交织的全球经济与文化秩序也要终

止于此。作为一系列教条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但对于更团结一

致的、参与性社会的渴望却仍然生命力旺盛。的确，我认为与流

行的瞬间智慧相反，由于新个人主义的到来，这一渴望得以

加强。

在这里，个人主义与市场或消费者主义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间

决不存在特殊的关系，它只是我前述的生活命定性的消失。个人

今天所追随的更积极而有活力的生活既不是社会团结的敌人，也

不是接受社会责任的敌人。相反，它是以后者为前提假设的，而

当今情况下的恰当的政治纲领应当关注它们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不能将公社带回到传统意义上那非常缺乏复兴效率的生

活中去。但是我们能够、且应当寻求培养新型的社会团结、凝聚

和公民文化。它们会经常显得陌生，因为它们不再受制于传统或

所在地。例如，我们不应假定惟一可行的团结型家庭是 （所谓

的） 传统家庭。

公社观的吸引力来自于许多人对补救或复兴的需求感。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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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超出了对一个理想化的安全与稳定的过去的错置了的向往。

它起源于对破坏的意识，这一破坏是在市场那无约束力量的支配

下，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对强大家庭的谈论、地方的复兴、公民

文化的重建，这一切都表明一种需求：在过去和未来间建立起有

机联系，将各代人整合。这一思想曾是特有的保守性的，但当保

守主义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时，它们又立刻变得激进。

不应奇怪，这些就是绿色政治理论所带来的主题。我们能否

因此预测工党也将绿化？

那个选举胜利者并非如此，或者从绿色党派自身的命运 （尤

其是在英国的情形） 来看，似乎是这样。但我不是如此肯定。今

天的最重要和最有兴趣的生态思想并不关注向自然的回归，或与

所有的经济增长相对立。他们继续批判性地面对资本主义———这

总是引导社会主义的线索，但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这一批

判性面对正是连一个非社会主义的政党都仍将感兴趣的。

政 策 定 位

现代保守主义的矛盾性为工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政治机会。

但产生一个替代性的政治主义之困难性也是令人生畏的。我们怎

样才能拥有布莱尔所称的 “动态市场社会” 而又不削弱他要培育

的公共价值呢？在全球市场力量面前，国家政府现在是否因表现

无力而或多或少地受到指责呢？即便它们没有受到指责，那么在

国有化不再是一个选择，而福利国家又遇到麻烦的情况下，工党

又如何维持它所主张的平等和全包容式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社会的

理想呢？

对公社的谈论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原因已如前述。需要做补

救性工作，而社会和公民更新的愿望不只是如意妄想。如果这样

的努力脱离了新个人主义的变化趋势，那么它们都必将失败或变

成压制性的。同时，它们还必须设法应对那些更全球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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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新个人主义就是对这些影响的反应。

工党的重要观点应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应真正成为更新的或

公民重建的观点，尽管其他党也要挤入同样的行动。但如果想抓

住任何机会，这样一个方案也要在以下五个主要领域做好根本性

思考的准备：政府现代化；与分配相对立的财富创造过程；福利

制度的改革；失业及有关问题群的应对；追求平等主义———它很

可能是公民重振的真正条件。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重大问题，我

不认为自己能全面地讨论它们。

让政府现代化很可能是工党的关键呼吁领域。有人认为由宪

章８８条 （ｃｈａｔｅｒ８８） 和其他要求宪法改革的团体所产生的受公

众关注的问题只关涉到人口的一小部分———那些没有选举权的

人。但我不认为这样，其原因涉及国家的政府是否还能有效地统

治问题。

产生一个约束性宪法、发展出更可靠的人类公正立法、引入

一个全面的信息自由法案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对上议

院 （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 进行改革，等等，都应列入议事议程。可

是，使政府现代化还须结合着依次委托的民主化，而不管其中是

否伴有成比例地代表现象。通过权力依次委托的民主化———这与

保守党的进行方向相反———并不只在伦理上合乎人们的意愿，在

维护政府在各层次上的合法性上，它也是必须的。

由于前面提到的全球化和新个人主义两个方面的变化，国家

政府的影响衰竭。所有政府现在都不得不应对 “聪明的” 公民，

这些人积极地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但由于电子媒介的独特影

响，这 些 人 还 居 住 在 一 个 与 政 府 同 样 的 “推 论 性 空 间”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ｓｐａｃｅ） 中。

与那个人口更被动、生活模式更固定化、更吻合于传统的服

从标记的时代相比，统治过程应有所变化，也必须变化。如果与

过去相比，许多人对政治更抱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不是由于，甚

至主要不是由于媒体的诽谤态度，而是由于政府本身的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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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撞。

因此，一切都未失去。可是，国家政府要在它统治的社会中

具有一个有效的影响的话，它就不得不习惯于一种双重磋商的螺

旋过程。今天的政府必须经常深入进非常局部的、甚至是私人的

行动场景中，以便进入到它逐渐要加以应对的更全球化的组织和

过程中。例如，新的儿童权利规则就必须既与国际组织磋商，又

与它们应用于其中的或将执行它们的地方团体磋商。双重磋商过

程意味着只要一有可能就敦促上行的民主化———如在欧盟中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同时，下行的民主化又使权力下行移交

到地方和局部中去。

政府的现代化与权力的下行委托尽管在英国会很激进，但它

们不是恢复政治合法性所需要的惟一变化。作为全球化与新个人

主义的一个结果，政治信任的机制已经变化，如在工业中、在其

他组织中、甚至在我们的感情生活中信任机制的实际变化。聪明

公民的出现与积极信任向政府合法性的集中并行 （见第１３章）。

积极 信 任 的 气 候 需 要 透 明 度 以 及———坦 率 地 说———正 直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既然那些处于国家领导地位上的人不受那些他们用

以约束他人的原则的约束，那么政治合法性变得脆弱就不足为

怪了。

一个以促进双重磋商为目的的党派无法不在其他领域也采取

激进的姿态。工党现在也不得不成为一个财富创造的党派，而不

是只关心分配。但至关重要的是财富定义的转变，它不再是纯粹

的经济含义；应将ＧＮＰ之外的其他财富创造的测量带入公共领

域。对市场的必要性与环境和公民更新计划的可能一致性的承

认，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社会财富是生活质量问题，而在

许多情况下，屈从于经济财富将毁掉社会财富。在这里我们应将

生产力与生产主义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区分开来，应将后者理解成

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超出社会收益的任何情形。

对不平等的纠正应被看成是与生产主义战斗的一个内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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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为不平等的社会成本很高，当然它们也能产生很高的经

济成本。作为一个例子，可考察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人们已充

分认识到，如果用死亡率数值来表示，各国间健康水平的差异与

其说是与其保健系统的支出有关，还不如说是与他们的不平等水

平有关。可是，重要的不是这种经济不平等，而是它的社会心理

效果：剥夺的体验与它对生活平等的影响在起作用。

工党一直将福利国家作为消除不平等的主要途径。可有足够

的证据表明，福利系统在这里从未特别有效。通过福利国家而进

行的再分配主要是跨越生命周期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来实现的，而非从

一个阶级或收入群体转向另一个。

工党必须有备于对福利国家的未来进行根本性的思考。简单

地说，捍卫已有的福利系统，尤其是捍卫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 是重要的，且需要高度的公众支持。

将它置于保守党改革的背景之下时，它还有一个广泛的逻辑：将

市场原理引入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关怀的伦理而运行的场合，

就使各种不受金钱因素所产生的信任形式解体。一旦腐败就很难

挽回。

然而，对于工党来说，其长期政策不管是建立在对福利国家

的实际支持上，还是建立在设法比保守党有更高的花费上，都不

切实可行。为一般性社会国家或特殊性的国民保健制度制造暗语

是没有意义的，考察它们都必须在我先前提到的社会———经济转

型的背景下进行，如果社会和市民更新不只是言辞技巧时更是

如此。

分析一直是预测的关键。福利国家的危机通常被看成是财政

危机，而这就是各党派当前关于福利系统的争论领域。不论如

何，在左派看来，福利系统的紧张性被视为 “因为不能支付，所

以不用支付” 心理的一部分，加尔布雷斯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 将其描述

为满足的文化。但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在解释上需做巨大的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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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困难，尤其是社会保障和保健方面的困难主要不

是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的危机。福利国家主要是一个保障体

系，它的作用是抗击个人或群体所面对的危险。它发端于１９４５
年前后，主要是作为应对外部风险———不是由于自身过错而影响

到人们的不幸———的手段而产生的。这些人会发现他们被配偶抛

弃、在贫困中生活、失业、生病、残疾及老龄化等。

可是，被制造的风险具有变动性，通过保险统计的方式不能

简单地将它计算出来。我们 “使得发生” 的与 “发生在我们头

上” 的事物更多地交织在一起。因此而产生了不确定性和忧虑的

整体效应，它既影响社会又影响自然界。自然界如此彻底地被制

造的风险所浸染，以至于它不再成为自然。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巨

大的转变点，由此之后，我们不再像过去的世纪里那样担忧自然

能对我们产生什么作用，而是担忧我们能对自然产生什么作用。

难道由此就远离了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中的那些现实烦恼了

吗？并非如此。现有保障体系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大量金钱花到

了把疾病当成外部风险来看待之上。如同大部分社会保障规定一

样，它们是在出了问题之后再来处理事情的，好似问题的产生原

因是在任何人的控制之外一般。

现在，在许多情形下，这自然仍是一个有效的假定。例如，

一部分疾病的成因或者有争议或者尚不为人所知，而在其他情况

下，又可能没有有效的对待。然而，保健领域像社会保障领域一

样，在其中，被制造的风险与新个人主义为新型的责任、社会整

合和环境修复创造了条件。这里的问题远比强调预防性医药———

而不是医药治疗———为深，它们与鼓励一种生命周期习惯有关。

该习惯将健康看做是积极的目标；它们还与关心环境有关，而不

是只以疾病的避免或治疗为中心的。

在健康与疾病方面，要做出某些决定，困难是十分明显的，

这既有伦理方面的原因，又有财政方面的原因。一些必须的医疗

器械非常昂贵、难于提供；治疗方面的进步将增加而不是减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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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为可治疗的领域在膨胀。对体弱年长者的关怀需连续进

行，这方面的花销并不低。甚至得到最大资助的保健系统也不得

不面临严重的配给问题，而在将来，这些问题只会更为尖锐，而

不是减缓。但我们必须解决的困境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存在于

与私有化相对立的国家供应的狭窄领域。

它们存在于公共保健与由新个人主义所开辟的私人责任之间

的关联上。只是因为我们不幸运，疾病才偶尔遇到我们身上，是

这样子的吗？不，事实并非如此。同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大多数方

面一样，健康与疾病越来越不是运气问题，除非年纪很大的人或

许例外。

让我们首先把真正的健康看做是压倒一切的价值，而不只是

避免生病。一个人对真正健康的追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它们

涉及或私人性的或集体性的责任———这是我们对于或是我们自

己、我们自身的或是他人的责任。大多数疾病不是生物性起因

的，它依赖于当事人是谁，他如何生活以及周围的社会和心理环

境状况。

以避免被制造的风险为取向的保健方式应着眼于产生一种私

人与集体性的对真正健康、责任心的新型结合———其中的大多数

无法通过通常定义的保健系统而运作。向贫困开战、控制环境污

染、提高私人生活责任心和保健知识的获取途径民主化，都是我

们未来应有的行动方向。所有这些因素又相互联系，它们又都与

社会与公民更新直接有关。

那么，这其中的无论哪一个将如何缩短臀部复位的等候时间

呢？自然，它没有这种效果，至少简短地说如此 （尽管一个人可

通过整个生命中适度的但有规律的体育锻炼而使臀部或其他关节

损伤较轻）。然而，将生活的责任心与积极的环境政策相结合又

可节省伤风感冒的花费。可举与吸烟有关的疾病为例，这种疾病

在英国每年造成一万人死亡，但它是可以避免的。在美国，戒烟

运动表明可以获得什么效果，尤其是与减少心脏病风险的其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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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

一些评估认定，在那些曾普遍认为或多或少地与老年人伴随

的疾病中，有８０％与生活方式有关，它们产生于或联系着一个

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模式和环境毒性。尽管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真

相，一些科学家还是认为癌症的高发率起因于可避免的环境毒

性。我们的确知道，污染能产生或加重多种肺部疾病。

就保健民主化的走向来说，富国可从那些产生于较为贫穷国

家的政策中学习某种东西。戴卫·维尔纳认为，那些没有医生的

地方却是发展中国家著名的保健典范之一。维尔纳强调以下原

则：保健不只是每个人的权利；有见地的自我关怀应是任何健康

计划的主要目的；医疗知识不应封闭在少数精选者那里，而应为

所有人自由共享；很少受到正规教育的人应像受到大学教育的人

一样被信任，且他们同样聪明；应对基本保健给予鼓励，而不是

打击。所有这些原则都是可加以推广的。

让我们重新考虑被假定的福利国家困难根源：老龄人口 “问

题”。一个激进的方式应彻底超越这样的问题：哪种养老金体系

更为适合和怎样向它们投资。我不是要说不存在这样的困境，而

只是再一次认为争论所涉及的术语应当改变。这里存在一个朝向

考察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有益转变。

人们通常注意到，如果不是规定超过６５岁的人要强制退休

的话，那么许多到了这一年龄的人也将失业。失业意味着虽然想

得到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但却不能找到一份———更精确地说应是

多份———可利用自己技能与能力的工作。在对６５岁及以上年龄

的人所做的调查中，没有报酬性工作的男人或妇女中，有４０％
的人说，如果有可能，他们还是愿意工作的。如果除去传统的退

休观，表面上的结果将是全部人口中每个人可获得的工作数量的

净减少。换句话说，结果将是增加整个失业水平。会是如此吗？

如果在传统的失业中加上允许更早的自愿退休政策，职业中途的

退休时间可以在以后 “补偿”，以及增加其他一些类似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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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否定性回答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可能就把问题看成是机遇。这是心理治

疗中的一句很好的格言，但它还可运用到政治政策的制定上。现

在有同男人一样多的妇女———实际上，前者稍微多一些———从事

有报酬的工作，“充分就业” 不可能与凯恩斯主义鼎盛时期有相

同的含义。可以有短期方案，它们有助于降低官方失业率；还有

各种补救措施，尽管最重要的影响仍然可能来自于全球经济。可

是，今日西方社会中从事有报酬工作的人数要比凯恩斯福利国家

中 “充分就业” 的高峰期多得多。现在的问题不是 “是否充分就

业”，而是在什么条件下就业和为谁而就业。

甚至用媒体式的语言来说，向失业开战也是与一系列的其他

关注分不开的，这些关注也必须位于政治议程的最顶端，它们尤

其会对性别平等、家庭和环境保护产生影响。有报酬的劳动不应

只被理解成有关财富的生产，而且还是有关它的分配和它在社会

财富形式上的结果。以有报酬工作的公平分配为取向的政策是我

们的选择方向。

一种可能的想象是：在性别更加平等、共同承担家务或共同

养育孩子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其结果是：“灵活性” 意味着产生

了许多 “子工作” （ＭｃＪｏｂｓ），它们主要由妇女承担；失业率居

高不下，男人在长期失业者中构成了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同时男

人支配着报酬最好的工作，它们经常需要人们奴隶般的工作

投入。

另一种可能的想象是：性别趋势平等，并连带着双方更大程

度的家务配合，包括照管孩子。其结果是，灵活性意味着报酬性

工作与其他工作和休闲之间存在多种结合情形；失业不只具有消

极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依据社会而不是纯经济因素来理解

它；性别间有一个公平的职业分配。

第一种想象是我们的现实，第二种想象是我们的应有追求。

但由第一种向第二种的转变将不仅依赖于就业领域之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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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同样程度地依赖领域之外的事情。在这里新个人主义的主题

和它与公民更新的联系带着全部的力量回返。妇女对自主、平等

的要求是这一个人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妇女大量加入报酬性劳

动使得当代社会的整个其他结构受到质疑。公民更新将在根本上

依赖于朝向新的两性关系的进步，而不只是由于在失业、男性的

挫折和犯罪间所存在的联系 ［像比特丽克斯·坎贝尔 （Ｂｅａｔｒｉｘ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所表明的那样］。

除了其他措施以外，福利系统的改革是重要的。英国的福利

计划仍然依赖于这样的假设：男人是养家者，妇女 （通常没有薪

水） 是关怀者。福利改革不应只是要跳出可能会产生的贫困陷

阱，而应当结束那种因全日或半日地养护孩子而实质上受到强大

打击的局面。

在全球竞争中的成功参与将连带着一些基本需要，尤其是对

商业企业和技术的关注。但是，全球竞争不是，或不应被理解成

单一的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关键的是社会或生活方式的竞争。不

同国家的官方失业率经常拿来相互比较，好像其结果有一个明确

的含义一样。但是它们没有这样的含义，除非是：除了其他的比

较之外，人们还比较有多少数量的劳动力想找到一份报酬性工作

却未找到，以及他从事其他什么种类的工作。

如果失业问题的解决与公民更新真正相容的话，促进劳动

或报酬性工作分配的策略应当优先于所产生工作的数量。英国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所产生的大多数工作是在服务业；９０％的是

临时性或部分时间性工作，它们没有职业前途。如同安德勒·高

兹 （ＡｎｄｒｅＧｏｒｚ） 所 表 明 的，私 人 服 务 性 工 作 没 有 或 很 少 有

“生产替代” 作用。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工业生产与技术使得许

多从前高强度的工作更加有效地完成。例如，与较早时期相比，

农业的机械化与工业化可以以高得多的效率生产出多得多的食

物。

可是，大多数新的私人服务职业与一个人自己能够做什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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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它们只是意味着一个个体通过把工作转移给他人而购买

自由时间。这在本质上雇佣仆人一样。高兹指出在现代环境下，

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大规模的 “仆人阶级”，他们主要由妇女组

成。因此，工作的创造并不能在全社会节省工作时间，而只是使

那些有更多的钱可花的人在工作时间上受益。

不可否认，这里所包含的问题是困难的，而增加社会裂痕的

危险性很高。从８０年代早期开始，主要由于技术革新的作用，

英国每年都有３％的工作消失。信息技术的价格越来越低廉且更

“聪明”。因此，人们被完全排斥出工作之外 ，或是工资降低以

适应技术成本上的降低。

然而，认为工作时间可以更公正地在男人与妇女、富人与

穷人之间分配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想法。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

情形：劳动用工的临时化和社会中富人与 “新贫困者” 之间的

两极分化，是对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时间自由化的不正当反应。

针对失业的结构性方法不应只关注失业或临时工作者、而应重

点考虑那些更富裕的、以解放工作时间为目的而又未转移到有

报酬的服务上的人。临时性私人服务所反映出的需要是双重的：

避免劳苦和节省时间。不合口味的工作永远都会有，但这种劳

苦却部分地来自于时间压力。缺乏时间是由于有报酬工作对人

们其他生活方面的支配，换句话说，来自于生产主义。因此，

减少工作时间将具有积极的效果，尤其是当父母在照管孩子上

有更好的配合时。

严格地说，正是这一努力能对家庭结构的复兴和实现公民更

新的目的做出贡献。不可能回到所谓的传统家庭中去，而差异基

础上的团结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想法。我们可以以家庭生活的重建

为目标，并且以一种为 “孩子第一” 的守则注入力量的方式；我

们能够恢复广泛的社会团结。然而，这些事情的实现不能靠强化

离婚法，更不能靠对公民责任的幻想。它们只能在对工作、劳动

和家庭义务重建的背景下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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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财政改革必须列入议事议程。工党在这里必须有备于

创新。在国家财源紧张而又有如此众多的 “有益事业” 等着去做

时，全面意义上的税收削减甚至不会得到考虑。

但这显然不意味着税收的分配与税收利益不能被触动。财政

变化的主要目标不应是增加政府收入，尽管人们认为这是明显令

人渴望的。财政制度一方面应与宪法改革和民主化相统一；另一

方面，则应与积极的福利国家变革相一致。如何转变新的 “被排

斥的贫困者”（即与社会主流分离的贫困群体） 的出现趋势是最

大的挑战，但我们必须直面它。

我将依次展开以上各个问题。

每一个工党政策制定者都应牢记这样一个座右铭 “我不会卖

弄凯恩斯主义的！” 所需要的是经济观点的根本性变化。工党现

在应当在原则上而不是实用意义上占据经济高地，其途径是建立

一种通过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保持可持续性的低膨胀政策。如

果工党要摆脱它的税收，而支出声誉的话，它就要面对不断升级

的斗争，国内外都要如此。赢得斗争是工党胜利后财政稳定的

关键。

当然，凯恩斯主义不同于公共支出本身。很明显，消除撒切

尔规则的残余应是工党的任务，这一残余是 “私营企业有利，公

共企业无利”。但我怀疑，即便是在欧洲的水平上，“适度地回到

凯恩斯主义” 能否起作用。欧洲范围的经济活动规则，包括社会

宪章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ｐｔｅｒ），很可能是未来欧洲的国家经济的关

键。但是，认为凯恩斯主义在欧洲水平上比在一个国家水平上更

可行，却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尽管长期卷入工会运动是善行，执政的工党还是必须鼓起

勇气面对前方的艰苦，因为这很可能无法避免。可是，不管工

党在经济上多么直接地依赖工会，“一个成员一票制” 既改变

了党内的整个气候，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气候。不管以什么样

的方式，进一步减少依赖应是人们所希望的，尽管前景并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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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任何西方国家，由于一个政治派别只吸纳了很少比例的

人口，所以靠大量成员的推动能否永久改变党的经费供给状况

就值得怀疑。

在工党年复一年的政策文件中，工业伙伴的主题周而复始地

出现。像 《迎接挑战、进行挑战》 所表达的那样，“经济的成功

有赖于在工业中的良好工作关系与合作。” 好了，是这样的，但

如果大量失业现象不再存在，那么，还能够达成这种关系吗？因

为今天工会谈判力量的相对弱小反映出的不仅是成员人数的减

少，而且是大规模失业对工资要求的制约。

工党政府所面临的直接问题应是继续限制工资问题。实际说

来，不管事物表面的光彩如何，保守党的限制公共部门工资增长

以控制其他方面增长的政策还必须维持下去。如果说工会曾代表

“统一的工人阶级” 的话，那么现在它已不再代表，而如果说工

党为局部利益而战的话，那么工会难逃其责。鉴于工党的内在组

成和它对老左派的广泛渴望，这里的问题可以说是极端困难的，

如果不施展宏大的政治理性，它们将是无法克服的。

可是，不管发生什么，通货膨胀的压力都不能在产业关系

的基础上得到克服。因为在这个国家控制通货膨胀的困难来自

于特定的 “投资文化”，而它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根深蒂固。大量

的机构和经济活动陷于其中，如住房 （ｈｏｕｓｉｎｇ） 市场、与储蓄

有关的消费模式及各种金融投机。这些格局能够改变吗？它们

已经改变了吗？有充分的乐观理由。与其他工业国比起来，英

国有更高比例的人居住在自己拥有的住房中，而多年来，住房

无疑是最可靠的储蓄手段。在住房高峰期和随后出现的衰退期

都会出现严重的难以应对的问题。然而，表面看来，期望住房

投资胜过其他投资的势头彻底失去。如果已知财产价格在未来

将有 任 何 增 加， 那 么 其 他 形 式 的 消 费 和 储 蓄 将 有 正 值 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输出。可是，在避免价格上升的同时使住房市场重

新运作将难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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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与工资的稳定加上控制腐败将是鼓舞工党金融商业区政

策的决定性因素。工党应发动新一轮的对虾———鸡尾酒攻势吗？

或者它的姿态应当更具批判性和对抗性吗？在１９９２年的选举运

动中，工党得到 《金融时报》 的支持，而且在这一金融商业区中

也的确拥有支持者。那些从市场交易中谋生的人没有摆脱新自由

主义的矛盾和限制。

金融资本并不是许多左派人物曾感到的那种可怕的怪物，但

是工党应当有自信的勇气，应当有面对有组织的金融商业区利益

的准备。“工会不应操纵国家”，是的，金融商业区也不应如此。

公民更新、责任和社会凝聚的主题在权力核心与在其他群体上施

用了相同的力量，而在新的法律规则需要之处，必须将之引入。

在金融部门以及在其他部门，显然需要努力将税收漏洞堵住，而

如果存在有效的手段以对那些能加剧通货膨胀的主管人员的工资

与收益的最高值加以限制，那么必须采用它们。甚至 《经济学

家》 最近也指出，许多英国老板的薪水严重过高。它们的薪水与

份额是在会议室而非市场竞争中确定的。研究表明，在工资和股

票价格间只存在微弱的相关性。大笔的离职金付给了那些成绩不

好甚至极差的离职主管人员。与成绩挂钩的工资制很难实行，但

是，培养工作责任和长期观念无疑应是我们的目标。金融商业区

和工业中的经营领导人有责任作为人们的榜样。

当然，金融商业区与制造业的联系一直是存在问题的。在利

益上，前者倾向于主宰后者，一些人将之看成是英国经济相对衰

退的起因。可是今天，对于同一种关系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进行

解释，且遇到了不同类型的问题。

甚至与２０年前相比，金融和工业资本都更加全球化。英国

的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它们在最便宜的市场中购买和生

产，并随时出售它们的产品。在过去２０年里作为全球电子通讯

的结果而产生的新的全球货币经济中，金融商业区是其主要场

所。全球电子货币经济是如此新鲜，发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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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把握它的动力特征，更不用说在一个单一的国家政府里形成有

效控制的现实政策了。

有人说，金融商业区对英国经济有很大贡献，从所产生的职

位和利润上看这是对的。在新货币经济中所产生的商品与服务的

价值是巨大的———在伦敦三天的交易量足以抵上英国经济的全年

产出。但是，本可以进入工业的大量投资却在货币交易中被卷来

卷去。

工党政府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吗？如果能够的话，它应这样做

吗？对于两个问题，我都将回答 “是的”。没有哪一个独立工作

的政府会具有很大影响，而按照欧洲的标准做出贡献则会是很重

要的。货币追逐着货币并不是没有收益的，像马克思所认识的那

样；但货币交易最终应继随着真正产品的制造，人们认定的就是

这样。如果制造业逐渐移到远东，全球货币经济的中心也将移到

那里。

从国家的立场来说，在正来临的工党政府与制造业之间的密

切合作征兆是有益的。在为保守党政府所欢迎或至少容忍的服务

业大潮面前，工党一贯捍卫制造业的主张。很明显，工党的问题

是要与过去决裂，在那时，无效的工商业吞噬了公共钱财而却没

有生机。

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也没有清晰的模式。在日本和成功的亚洲

经济中，国家为支持特定的工业而积极干预并尝试提前计划性。

但由于各种原因，同样的策略似乎无法在我们国家实行。在德

国，一些不能承受全球市场突然冲击的工业得到了保护。依赖于

特殊工业或公司的地方社区，只要有可能都肯定会得到保护以避

免突然出现的大量冗余，尽管如此，人们不能说德国工业的国家

保护就具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英国所需要的是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国家对弱小工业的

保护，但国家如何能够改变历史形成的弱小局面还不完全清楚。

英国制造业的生产力还落后于日本３０％，落后于美国４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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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国际竞争中的ＯＥＣ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排序还很

落后。

更多的技能、更多的技术教育、更多的训练———人们期望它

们成为英国工业复兴的灵丹妙药。同时，投资于技能与培训被认

为是提高制造业等方面的生产力和解决失业问题的良策。人们认

为，国家未来的投资资本将越来越紧密地与其人口的技能与经验

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资本的流动性非常之大，所以原材料能很快

地从别处买来，而技术也能够购买或迅速复制。因此，就业能力

而不仅仅是就业的人力投资将是关键性的。可以看出，工党应当

发动一场 “供给方面的革命”。

要使 “灵活性” 具有不同于那廉价而可随意使用的工党权

力———这是社会宪章的一个目标———的雄心肯定是正确而正当

的。然而，教育与技能是否具有某些人认为的那种魔力就很值得

怀疑了，尤其是在技术和职业训练成为整个教育系统的核心参照

点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 时。在一个越来越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社

会中，教育必定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根本，但由此并不能推出技术

训练和技能就能缩小失业规模。就像我先前指出的那样，失业问

题已经不是报酬性劳动力本身的问题。就业技能可以提高适应

性，且如果需要时，也可提高劳动力的机动性，但它本身却不能

产生新的就业岗位。

在这里，必须把社会财富的测量问题明确提出来。在技能和

技术训练方面英国无疑滞后于其他一些国家，但由于教育正在成

为整个一生的事情，它肯定保留了一个人文主义的核心，教育应

像我前面讨论的那样以世界大同主义为目标。它应当有助于提高

各种各样的生命价值，而不只是使其 “狭隘化” 或技术化。

教育需要投资，改善交通、通讯设施也需要投资，而保健、

社会保障、退休金以及一个福利国家应具有的许多福利方面都需

要投资。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选举人都知道摩擦不可避免。在

某些领域，投资可能正好来自于私人部门，或来自于商业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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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结合。但政府已经透支，整个国家已被典押，怎么办呢？

所有政治家开始他们演说时的一个容易的回答是：该问题没

有简单的答案。好的，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正像整个世界中的

中偏左派 （ｌｅｆｔｏｆｃｅｎｔｒｅ） 党派所讨论的那样。工党中的老左派

分子有他们自己的答案，而对于其中一些人来，答案简单明了：

应对那些富裕者提高所得税，尽管起点水平要比约翰·斯密斯

１９９２年选举前的预算要高的多。应当有新的财产或遗产税，同

时应当在服务性工作中引入增值税，它将向那些更富裕的、通常

是私人教育和私人保健等部门倾斜。这些措施是向下流动的再分

配，它们将伴随着低收入者的税收减免。同时，继续维持普遍性

的福利，额外的资金流入国民健康保险体系。

尽管这些提议的一部分需要认真考虑，但它们紧紧抓住了有

关可能性的皮毛。它们是用５０年代的思想来考虑９０年代的问

题。更激进的财政计划是可能的，也几乎肯定是必须的，公众的

争论中已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降低所得税的意义上缩减税收

是保守党竞选策略中的诱人之处。在这一问题上，工党应采取迂

回策略攻击保守派。现实地说，把基础所得税比率降至２０％以

下的想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始点，但是，即使这一提议仅仅是保

守党的戏弄人之物，它也能刺激争论。

由于社会生活越来越个人主义化，所以，一个更任意性的税

收政策会比一种非自愿的税收更易为公众接受。鉴于政府的合法

性越来越依赖于透明度和积极性信任，事出有因的税收至少会被

考虑。对于那些经由自由民主党人探究过并在其他欧洲国家讨论

实施的方案，工党不应表现出一种漠然敌视的态度。为教育和国

民健康保险而进行的税收会得到财政部的一致性反对，但会得到

公众的支持，也会显著地增加国家收入。征收特定的保健税，或

使用烟酒税作为国民健康保险基金，或将二者结合起来，都似乎

是可行的。能源、污染和道路使用税都不具有逆向效果，所以，

不管是否有抵押，都将产生严重的争论。当然，减少各种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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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变动最终都将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不管新税收将是什么，都不应把它们放置到税收———花费的

框架之下。福利体系的根本改革既有可能又有必要。我先前建议

的福利国家改革不仅只是或主要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且也是

在今日的社会秩序变动中结构重组的需要。在某些工党圈子里，

以利益为目标会遭到强烈反对，但这是惟一有效的前行方向，它

将做出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

“以某某为目标” 听起来可怕，它表明我们应关注那些被动

群体的利益。这里所具有的或应具有的含义是，充分帮助那些最

需要帮助的人。给与贫困者的利益应当增加而不是减少；但是，

许多接受利益者，包括大量的富裕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却完全

不属于这一类别。

对于占据社会保障花费近４０％的退休金必须详细审查。私

人退休金或许会很危险，继罗伯特·迈克斯韦 （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ｘｗｅｌｌ）
行为之后，我们都知道了这一点。在超过６５岁的人中，几乎

６０％的人有某种私人退休金，但这一比例还应提高。安全措施可

以防止投资者的不道德行为，但认为政府退休金一定更安全却也

是没有道理的想象。对于私人退休金基金，政府没有像它对公共

基金那样的控制，但其原因仅仅是在出现预料外的财政困境时，

削减它们并不容易。

国家中的相当程度的公司财富与退休金基金相联系。拥有它

们的人也应控制它们吗？一些策略是可行的，对它们至少应有公

开争论。例如，富兰克·菲尔德 （ＦｒａｎｋＦｉｅｌｄ） 指出，应当通过

退休金基金的三方所有新制度来克服退休金目前的境遇，雇主、

工人和退休金持有者的利益都应得到表达。

如同我先前指出的那样，对待老年人的政策必须具有提高其

生存能力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变成依赖者。在针对英国社

会———经济分化加剧的福利改革中，这同样适合。我们这里的贫

富两极分化比大多数工业社会近年来的情形更为显著。“这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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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再 有 南 布 朗 克 斯 （ＳｏｕｔｈＢｒｏｎｘ）” 是 约 翰·班 哈 姆 （Ｊｏｈｎ
Ｂａｎｈａｍ） 先生的社会经济重建蓝图中的口号。它肯定是对的，

但英国和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趋势令人担忧。一些出租车司机拒

绝冒险进入曼彻斯特的莫斯锡德 （ＭｏｓｓＳｉｄｅ），而法兰克福和鹿

特丹的出租车司机对于进入加卢斯韦尔特尔 （Ｇａｌｌｕｓｖｉｅｒｔｅｌ） 或

新维斯顿 （ＮｉｅｕｗｅＷｅｓｔｅｎ） 有同样的感受。

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贫富差距加大，在过去的２０年里，

欧洲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提高。大多数贫困的城市中

心区域并不像在美国那样被隔离，且地方性的服务标准还要高。

可是，种族主义同样盛行，也能发现暴力、社会排斥、长期失

业、吸毒和无时不在的绝望。在英国，不存在一个美国标准上的

被剥夺的底层阶级，而新政府的最低需求就是要做到这点。可

是，如同保健和养老领域一样，可以肯定的是答案并不是简单地

支持现存的福利国家机制。右派作者说，提供福利不是城市困境

的出路，而是问题的一部分。左派的人没有一个能听进去的，但

它们或许该听一听。只通过外部干预并不能打破贫穷圈，不管它

的意图多么好。它将需要地方组织、地方的主动性和来自于下层

的公民重建。在批判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援助计划时，左派作家毕

竟强调了同样的事情。一个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题目是 “援

助是毁灭”。在工业国家照样可以出现适得其反的政策，只是可

能存在程度上的区别。如，谁能怀疑政务会的高层办公大厦的破

坏作用比它的改善作用更大呢？

对于经济上的分化和底层阶级的出现，“没有简单答案” 的

简单答案该归过于撒切尔主义，且也就到此为止。保守党政府

最近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一些变革无疑是有益的，在年轻人

那里尤其如此。自８０年代以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对年轻人受助权

利的限制。其中的某些变革肯定要破坏家庭纽带。例如，如果

年轻人呆在他们本地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没有资格 “为膳宿

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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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英国之外的许多国家都观察到的并受全球经济因素

影响的一种趋势，由于撒切尔主义而受到恶化。保守党人所做的

一些福利逆转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助长作用。例如，无家可归者的

租金预付政策可能再度引入，其他一些福利也可能得到恢复。可

是，城市衰落、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无家可归等问题却根深蒂

固。不冷不热的措施不会起多大作用，必须在社会分化和失业的

更广阔的问题背景下看待它们。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公民更新

的结构源泉上来，即工作的重新分配和家庭生活连续性的重新建

立。自由主义者所寻求的积极投资 （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 效果并没有

出现。但是，从那促进各相关制度领域平等性的政策那里，能否

产生出另一种积极投资呢？总之，有关减少贫困和防止阶级分化

的福利改革不会产生多大作用，除非它们是消除不平等的更广泛

努力的一部分。

最近几年，工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思想的发源地，或说不

是任何种类的激进主义。该党从８０年代中期忍痛进行的意识形

态改革被认为是使该党 “有了候选资格”，但如果他们这样做，

则要以失去党的活力为代价。我们必定不希望看到今后的两三年

内进一步的妥协和政治锐利的失去。但危险是在工党看到了新自

由主义的失败之后，其领导阶层会认为在增加一点国家干预或收

入再分配就足够了———化装成了 “公社”。这完全不是我们面临

的问题所在。党内对绿色问题的有限层次的讨论是一个恰当的例

子。生态思想被直接看成是环境保护主义，好像而它们完全相同

一样。然而，关心、连续性和凝聚性这些绿色主题正是公社思想

的产生场所。要使一个低膨胀、低增长的社会再度繁荣且给与参

与和平等以实质性价值，那么，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与生产主义

抗争是惟一可走的路子。

在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如我所指出的那种政治

观点的修改不能是内观的。我这里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反映了一

个远为广泛的全球分化和全球困境，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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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它，这就是生态困境和世界经济的两极化。工党应当有一个

比此前更加全球化的前瞻。仅仅避免那个折磨保守党人的小英国

人 （大不列颠人吗？） 的褊狭意识还不够，仅仅关乎欧洲也不够。

在一个令人迷惑地、直接而又连续地撞击着我们的世界里，一个

明确的国际政策立场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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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社会理论

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
种族中心主义与进化理论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人种学与社会科学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民族方法学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传统消失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排斥与传统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个人经历与语言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日常试验

７８２索引 （中英文对照）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专门技术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官僚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取代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分裂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传统的护卫士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知识分子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ｍ 官僚作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专业化

ｃａｕｓａｌ 因果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功能的

ｆａｍｉｌｙ 家庭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保守主义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对话式民主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增强的团结

ｆａｓｃ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ｌｅｆｔ 左翼法西斯主义

ｆａｔ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命运与传统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 系统论中的反馈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女权运动

ｌｉｆ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生命政治学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ｄａｍ 亚当·福古森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ｉ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人类学与社会学中的田野工作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Ｍｉｃｈｅｌ 米歇尔·福柯

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 法国社会思潮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ｃｈｏｏｌ 法兰克福学派

ｆｒｅｅｄｏｍ 自由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解放

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
法国革命对社会思潮的影响

８８２ 为社会学辩护



Ｆｒｅｕｄ，Ｓｉｇｍｕｎ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个人与社会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传统与强制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ｒａｎｃｉｓ 福朗西斯·福山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ｃｏｎｔｅｎｔ 解释性的内容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意识形态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 目的行动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自然主义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标准化的

ｏｒｉｇｉｎｓ 起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结构功能主义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系统与结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ｌａｔｅｎｔ 显功能与潜功能

Ｇａｄａｍｅｒ，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汉斯·乔治·伽达玛

ｇｅｎｄｅｒ 性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 劳动分工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 总系统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社会科学中的概括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 德国社会思潮

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 全球变暖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多元主义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反思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普遍化

Ｇｏｆｆｍａｎ，Ｅｒｖｉｎｇ 艾尔文·戈夫曼

ｇｒｅｅ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绿色运动与哲学保守主义

Ｇｒｅｅｎ，Ｔ．Ｈ． 格林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 折衷主义

ｌ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晚期资本主义

９８２索引 （中英文对照）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 生活世界

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新社会运动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 文化理性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具体化

ｓｔｙｌｅ 风格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 系统论

Ｗｅｂｅｒ 韦伯

ｈａｂｉｔ，ｌｏｃａｌｃｕｓｔｏｍ 习惯、地方习俗

Ｈａｌｌ，Ｓｔｕａｒｔ 豪尔

Ｈａｒｒｉｓ，Ａ．＆Ｔ． 哈里斯

Ｈａｙｅ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环境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ｅｌｆａｒｅ 积极福利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责任

Ｈｅｇｅｌ，Ｇ．Ｗ．Ｆ． 黑格尔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解释学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自然科学

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 托马斯·霍布斯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Ｅｒｉｃ 霍布斯鲍姆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社会的自我稳定与功能主义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理想主义或者唯心论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社会学想象力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方法论的

ｍｏｒａｌ 道德的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新自由的

ｐｏｓ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后传统社会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团结

Ｃｉ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城市制度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制造业

０９２ 为社会学辩护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通货膨胀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整合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目的性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符号互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ｌｕｅｓ 价值观内化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亲密关系

Ｋｅｙｎｅｓ，Ｊ．Ｍ． 凯恩斯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ｉｓｍ 凯恩斯主义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知识

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ｏｎ 人类行为

Ｋｕｈｎ，Ｔｈｏｍａｓ 托马斯·库恩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平均主义

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财政政策

ｉｄｅａｓ 观念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国家现代化

ｎｅｗ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新个人主义

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政策定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ｏｎｓ 策略与选择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失业

ｗｅａｌｔｈ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财富创造

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 福利国家

Ｌｅａｃｈ，Ｅｄｍｕｎｄ 艾德蒙德·里奇

ｌｅｆｔ，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左翼，激进主义，社会主义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合法化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监督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Ｃｌａｕｄｅ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Ｌｉｂｅｒ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自由民主党人，课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自由主义与社会学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经济学的自由论者

１９２索引 （中英文对照）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 生活世界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殖民化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生活方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结构主义语言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文学与社会

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 约翰·洛克

ｌｏｙａｌｔ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个人忠诚

Ｌｕｈｍａｎｎ，Ｎｉｋｌａｓ 尼古拉斯·卢曼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Ｂ． 马林诺夫斯基

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ｃｅｓ 市场力量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层

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卡尔·马克思

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阶级斗争

ｅｔｈｉｃｓ 道德规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历史唯物主义

Ｍａｒｘｉｓｍ 马克思主义

ＮｅｗＬｅｆｔＲｅｖｉｅｗ 《新左派评论》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唯物主义

Ｍａｒｘｉｓｔ 马克思主义者

Ｍｅａｄ，Ｇ．Ｈ． 米德

ｍｅａｎｉｎｇ 意义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后结构主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 集体记忆

ｍｅｎｔ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ｕｉｃｉｄｅ 精神病与自杀

Ｍｅｒｔｏｎ，Ｒ．Ｋ． 默顿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正统舆论

Ｍｉｃｈｅｌｓ，Ｒｏｂｅｒｔ 罗伯特·米歇尔斯

Ｍｉｌｌｓ，Ｃ．Ｗ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莱特·米尔斯与社会科学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现代性

２９２ 为社会学辩护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反思现代化

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 货币与目的理性行动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动机

ｍｙｔｈ，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神话与科学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民族国家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ｆａｌｌａｃｙ 自然主义谬误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异化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社会化

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新保守主义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新自由主义

ＮｅｗＬｅｆｔＲｅｖｉｅｗ 《新左派评论》

ｏｒｇａｎｉｃｉｓｍ 有机主义

Ｐａｒｅｔｏ，Ｖｉｌｆｒｅｄｏ，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帕雷托与政治学

Ｐａｒｓｏｎｓ，Ｔａｌｃｏｔ 塔尔科特·帕森斯

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精神疗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政治庇护

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私人养老金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现象学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多元主义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政策与社会学研究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政治理论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政治学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ｔｒｕｔｈ 形式真理

ｒｉｔｕａｌ 仪式的

Ｐｏｐｐｅｒ，Ｋａｒｌ 卡尔·波普尔

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激进民粹主义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实证主义

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激进政治学

ｐｏｗｅｒ 权力

３９２索引 （中英文对照）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ｔｈｉｃ 新教徒的工作伦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ｕｉｃｉｄｅ 心理学与自杀

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精神疗法与强迫症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ｄｏｍａｉｎｓ 公共／私人领域

Ｒａｃｉｓｍ 种族主义

ｎｅｗ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新框架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工具理性

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 目的理性行动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 相对论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反思

ｈａｂｉｔ 习惯

ｒｏｕ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常规化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自我规范、自我调节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具体化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宗教

ｅｍｏｔｉｏｎ 情感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重复、循环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强制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社会再生产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资源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社会责任

ｒｉｇｈｔｓ 权利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医疗保健体系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管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现代性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社会化

ｒｉｔｕａｌ 仪式

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ｍ 仪式主义

ｒｉ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社会关系的仪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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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ｌｅｓ 规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语义的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Ｊ． 熊彼特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人文学科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解释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道德

ｍｙｔｈ 神话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多元主义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ｔｏｒ 服务领域的就业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性与社会学

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 乔治·齐美尔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亚当·斯密

Ｓｍｉｔｈ，Ｊｏｈｎ 约翰·斯密

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ｐｔｅｒ 社会宪章

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新社会运动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现代性分析

ｎｅｗ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新综合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正统舆论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社会因果关系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理论多元主义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作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论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基督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提倡共产主义社会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文明

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社会演进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传统、话语与暴力

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智慧与专业技术

ｂｉｏｌｏｇｙ 生物学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 欧洲大陆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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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瓦解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ｉｃｉｄｅ 对自杀的解释

ｆｉｅｌｄ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田野调查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社会科学史

ｓｏｃｉａｌ，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社会团结

ｓｐａｃｅ 空间

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ｅｒｂｅｒｔ 赫伯特·斯宾塞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功利主义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国家社会主义与传统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结构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结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主观主义与功能主义

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精神紊乱

ｓｏｃ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社会因素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矛盾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控制论模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整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技术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 目的论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ｉｓｍ／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撒切尔主义／马格丽特·撒切尔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Ａｌｅｘｉｓｄｅ 阿历克斯·托克维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经济传统主义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部落文化

ｔｒｕｓｔ 信任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ｏｒｙ 话语理论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ｔｒｕｔｈ 形式真理

ｄｅｆｅ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为传统辩护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传统护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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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ｌｏｒ，Ｅｄｗａｒｄ 泰勒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 下层阶级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失业

ｓｋｉｌｌ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技术培训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普遍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结构功能主义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功利主义

Ｓｐｅｎｃｅｒ 斯宾塞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ｃｌａｉｍｓ 合法性要求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社会控制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理解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暴力

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激进政治学

Ｗａｇｎｅｒ，Ａ． 瓦格纳

ｗａｎｔ，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需求与功能主义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ｅａｌｔｈ 社会／经济财富

Ｗｅｂｅｒ，Ｍａｘ 马克斯·韦伯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官僚权威

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阶级斗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ｉｇｅｎｃｙ 历史偶然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目的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 现代性与情感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ｔｈｉｃ 清教徒工作伦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技术知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传统社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ａｙｍｏｎｄ 雷蒙·威廉姆斯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交往》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文化与社会》

ｄｒａｍａ 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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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文学与社会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ｎｏｖｅｌｓ 小说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电视》

Ｗｉｎｃｈ，Ｐｅｔｅｒ 彼得·芬奇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劳动力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重新分配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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