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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臺i彎版的序

東亞社會擁有共通的特色。

在古代,這些社會因篇以漢字烏中心的文字而文明化。除卻

文字,以米烏中心的食生活形態也與政治結構等’也-起由亞﹟l∣l

大陸傳散開來。佛教、儒教,也都帶來範圍廣闊、時間悠久的影

響。古代東亞各個社會,雖然偶爾會出現劇烈變動,但大致都座

落在同-條寬廣的時間之流。

當西歐人接踵而至,原來的情勢也發生了劇變。隨著工業化

的來臨,新文物的流入也勢不可擋。在歐美先進國家支配下,近

代東亞各國成烏殖民地的可能性提高T。在如此脈絡中,日本也

發動對近鄰地域的經濟性、軍事性擴張,終至帶來龐大的傷害。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對東亞人民而言’既是由日本的侵略獲

得解放,同時也因東西對立的局勢,再次回至∣l生活在歐美列強影

響下的命運。

在這條長遠的時間之流末端,也製造出東亞社會的「重層

性」。基層的漢字文明’近代西歐的物質文明,還有與之對抗的

在地文化’都相互交疊重合。這種「重層性」,正是東亞諸社會

共通的特色。

若將臺灣社會與日本社會放在-起看,漢字這個共通點在古

代就巳形成。在街頭多少都能相互看懂商店招牌,即使無法對

話,至少有筆談溝通的可能,就是因篇共有漢字文明的古層。

相對地,共同喜愛棒球這件事’卻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與

美國的關係而形成的態度。對大學生而言’使用英語交談可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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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母語交談更容易。lg80年代以降’伴隨資訊化與全球化的

進展’日本至II臺灣的旅行者不斷增加,臺灣也誕生了大量的「哈

日族」。年輕世代巳不再全賴英語馬中介’藉由相互學習彼此的

語言以理解對方社會的態勢已然構成。當然,日本曾經殖民統治

臺灣的歷史’也不乏∣廈重的評﹛賈了。

不同社會的共通部分,正是我們理解與推測對方社會的方便

門。然而在現貫的社會情境,不論在任∣可方面應該都有不小的歧

異,這無非是前述的「重層性」在各個社會中交疊的狀況互有差

異所致。

本言的讚者在知悉日本社會的特徵後’例如家庭和教育的狀

況,難免因不同舷臺灣的現貫而產生彆扭的「違秈感」。這就像

看至I∣卡通『咯啦A夢』描繪的家庭與學校’會注意到日本家庭

和教育的現賃與自身處境不同。以這種違和感烏出發點而增進相

互的理解,正是原著執筆者的願望。

說來,誕生於西歐的社會學這樣-門學問,也只是西洋文明

的-項。社會學的理論與概念,如何被翻譯篇日本語呢?還有,

如∣可被接受、咀嚼’並用來描繪日本的社會呢?由本書卷末的-

些主題索引可以發現’同-個英語的概念’在中文與日文的譯名

未必相同‧社會學本身,就存在勝它所要考察的社會中,當然╴也

會受至II各式各樣不同的改編。透過中譯來閱讀日本語化的社會

學,不僅深化了對日本社會的理解,也能知道臺灣社會如何接受

及如何改換社會學。要了解歐美的理論是否適用船某個社會,這

正是應該跨出的第-步。

《基礎社會學》繁體中文版能由群學出版有限公司發行’對

我們這些原著執筆者而言,是無比欣喜的事。譯者陽明大學蘇碩

賦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所鄭陸霖教授堅毅投入艱辛的翻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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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完成這件意義深遠的工作,我謹代表執筆同仁致上謝忱。

最後,祈願本害能作篇東亞新的共有財產。

200g年8月原著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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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旨

這-次,《基礎社會學〔新訂-版﹞》在京都世界思想社出

版’我們幾名作者都感至Il十分欣喜。這樣說是有緣由的,因篇這

本害並不是全新的著作,從20年前的l986年開始,我們就在另

-家出版社協助下,合力寫就這本教科書,並且維持每四年-次

的定期改版。這-回,原出版社由舷某種因素無法烏本害發行新

版本’幸而世界思想社願意接手,本書才能l∣頂利以原害名出版這

本貫質上的第六版。對舷兩家出版社的熱心協助,在此表示由衷

的感激。

烏T社會學打開本害的讀者’或許不太了解篇何要看我們說

些不怎麼有趣的出版故事。我們的用意,是希望大家了解這是本

難得能持績出版20年的社會學教科書。當然,歷經20年而尚未

絕版的教科書並非沒有,但像本書-樣四年定期改版,責質出版

到第六版,恐怕已絕無僅有。從20年前的第-版,至∣l今天這個

責質第六版的「新訂-版」’雖然執筆者改變不少’卻-直以

《基礎社會學》篇名而存在。編寫-本能學習「純正」（orthodox）

社會學的教科害,是我們20年來的-頁方針。本害歷次版本廣

受日本各大學選用烏指定教科害,原因應該就是本書從不刻意炫

奇,而是認廈思考能否讓學生接受「純正」的社會學思維。

20年的時間,至∣l底算短還是算長呢?感覺好像不過是-瞬

間,但現在以這本書作篇教科書的學子們,大多巳經是第-版出

版後才出生的世代了,這樣說來, 20年又好像很長。國營企業

民營化、泡沬經濟及泡沬經濟破滅、消費稅及／∣﹨選區的貫施、波

斯灣戰爭、阪神淡路大地震、奧姆員理教事件、全球恐怖主義、 I I



VI 基礎社會學

韓流入侵’這20年間發生許多事件、也造成許多變化。然而在

許多變化中,對我們的生活帶來最根本性變革的’無疑還是電腦

的小型化以及高∣生能的IT（資訊科技）革命。回想20年前,行

動電話只有特別行業的有力人士會用,而且還是扛在肩上的巨型

機器’個人電腦（PC）也只有專業研究人員才能接觸;至∣l了今

天,行動電話巳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電腦也成烏家家戶戶連接

網路的基本配備。

然而,面對滿隘橫流的資訊,我們自己能不能有效管理、妥

善利用呢?想在龐大的資訊中找出有用的資料,並解釋、利用這

些資料,就必須清楚了解自己活在什麼地方、站在什麼位置。人

類過生活的地方當然是社會。在社會中,人占有某些地位、扮演

某些角色過生活。問題是’我們自己活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

在社會中如何能扮演角色、社會用什麼方式驅使人們成篇社會的

-員?看似廣大遼闊、飄渺抽象的社會,其貫也是人類製造出來

的;因此,人類本身與人類倉Il造的社會,又是什麼關係?如果讀

者覺得這些問題值得思考’那麼社會學就應該派得上用場了∣

讀者若能經由本書得至∣l-些理解社會的觀點’我們將感至∣l無

比欣喜。當然,這只是給初學者的人門書’不可能讀完-冊就了

解全部社會學,但我們由衷希望這是弓∣領你閱讀更多社會學書籍

的敲門磚。

最後,我無法--記述幫助本書出版的許多人’但關西大學

社會調查責習準備室的木村知世子／∣﹨姐必須特別-提,對她提供

我們討論場地,誠摯致上謝忱。長久以來,我們曾收到諸多讀者

的批評指正,也期待在四年後的「新訂第二版＝第七版」之中,

讀者能讓我們的社會學想像力更加精進。

2005年l2月原著編者



修訂版的緣由與期許

蘇碩賦、鄭陸霖

-年多前,我們兩名不專業的生手譯者,帶著無理的興奮,

匆匆將言本推上市場。諸多疏失也很快暴露在讀者眼前’例如原

文錯漏、譯名不-、文句不∣∣頂等等。舷是指正的意見不斷來至II ,

友人陳遠竟能列出長達ll頁的勘誤’最後甚至有勞關西大學原

作者群親校日文。

我們在這個修訂版盡力除錯,期許讀者諒解前版的不是’也

感謝日本原書編者烏此版贈序。這本書’讓兩個社會再次思考接

收西方社會學的路徑與是非,確貫是-段奇妙的學術因緣。

日本學界對西方的論述或譯著擁有驚人的質量’日本學界對

人事物的譯名也高度統-,這些閱讀條件都是台灣所不及。因

此,針對本害的專有名詞、參考書目、思想背景,譯者做T-些

補充,簡要說明如下:

（l）專有名詞:原文若篇日文’加註日文原名,例如公（扣

扣平﹛十） ;原文若篇西文,加註西文原名（英文篇主）,例如科

層制（burcaucracy） ;原文若烏特殊外來語,加註二種語言,例

如單身寄生族（／〈司廿1卜 .﹥﹥夕.儿〔ParasiteSingIe﹞）。

（2）譯註:原著提及但未加詳述的西方人物、事件,以及日

本讀者熟悉而不須解釋的人物、事件,適度提供譯註說明。譯註

內容以辭典及工貝書篇基準改寫’出處貝Il不詳列。

（3）參考書目:正文提及的著作或每章的進階導讀,均加註

中譯（若漢字字義等同中文字義貝II省略）,害目原著若烏西文﹑

或有繁簡中譯本,貝∣l增補列於該筆書目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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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名索引:原著害末附有日文的人名索引、事項索弓∣’

台灣譯本保留並再增補篇日文﹑西文（英文烏主）、中文並歹∣I的

索弓∣ ,讀者回溯查看對比三個語言世界的用語。

最後’不可免俗必須寫些摯誠的感言‧謝謝弓∣領日語學習的

吳滄瑜老帥,謝謝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及喜歡這本害的讀者,很高

興和你們-起親近日本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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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熟悉的日本、陌生的日本祉會學

蘇碩賦

這是-本應用社會學概念分析日本社會、教導日本大學生的

教科害。社會學之於日本,-如之舷臺灣’都是舶來品。那麼’

臺灣讀者如何需要-本純粹性不如歐美、親近!∣生不如本土的日文

教科書呢?我們希望說服讀者,這是華文世界首見的日本社會學

教科害’可以讀至I∣日本人講解的社會學概念,也可以讀至II日本人

分析的日本社會。

臺灣人的生命遭遇很少沒有日本。不論遭遇的是堅硬的豐田

汽車﹑柔軟的SKll面膜、趣味的咯啦A夢,或是悲憤的釣魚台

事件、恐怖的奧姆廈理教毒氣殺人,似乎熟悉的日本經驗背後,

隱約存在愛恨難分、-言難盡的日本社會。況且這個社會還是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文化產品熱賣全球的符號帝國’更曾是殖民

臺灣、侵略中國的亞﹟l∣∣強權。

日本這個社會是什麼?日本社會學怎麼理解社會?除了生活

遭遇的好奇’讀過社會學的臺灣讀者必定還有-l固疑惑;何以臺

灣如此不熟悉日本社會學。

難道日本的社會學不若美、英、法、德發達?未必。日本社

會學的規模和經濟的規模-樣’都排行全球第二。根據l993年

資料,「日本社會學會」成員有2400人,僅次肚當年成員

l2500人的美國社會學會,遠多於成員l700人的英國社會學會

（l∣∣台隆男, 2003）。依照現今資料,日本社會學會正式會員巳

達3600人,相較於臺灣社會學會-般會員約430人,正常繳費

之有效會員不到l50人,日本社會學界員的很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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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龐大的社會學人口,研究文化詭譎奇特、生活憂喜交錯

的日本社會,產出龐大的學術成果（日本社會科學類書刊2008

年約出版了二萬種）,竟然鮮少傳遞到這麼鄰近的臺灣,相對船

臺灣法學﹑史學、文學等對日本的仰重’疑惑就更值得玩味。

或許有人會認篇害市裡頭的日本譯害已經夠多。日本譯書在

臺灣的書店確貫占一席之地’例如小說、漫畫,以及不少管理學

指南。但如果對日本社會的好奇’只能簡化至II《日本第-》或是

《日本還有競爭力嗎》之類成王敗寇的抉擇’那麼日本社會學大

可不必弓∣進臺灣了。事貫上,過去幾十年臺灣曾引進的「日本社

會學」著作員的也不多,而且相當零落。lg80年代末期,東大

書局的福武直《日本社會的結構》,遠流「社會趨勢叢害」的加

藤秀俊《閒暇社會學》、星野克美《符號社會的消費》等文化觀

察導論系歹I∣’只能算是偶然的經典。之後二十年,臺灣書市的日

本社會學大致是空白的,至多穿插大前研-《無國界的世界》至I∣

《M型化社會》的連串暢銷書,或者最近才又見至II三浦展《下流

社會》,大多是半學院式的社會觀察。如果算進中國大陸害市,

也只有北京商務2003年起的「日本社會學名著譯叢」系歹II翻譯

十本重要經典’2006年北京社科文獻譯出伊藤公雄﹑橋本滿的

文化研究導讀《你好社會學》,勉強流通到臺灣’烏日本社會學

空白塗上幾筆色彩。

終究,日本社會學的樣貌在臺灣依然陌生。所以’如果-本

教科害可以知道日本怎麼教社會學、怎麼應用西方理論分析日本

社會,應該很有價﹛直,而且有必要。回到前面提到的疑惑,臺灣

篇何將日本社會學排除在學院之外?除T語言隔離的困難,日本

社會學自成-格’應該也是排除的原因之-。

日本社會學界雖然長期弓∣進歐美理論’但也因學院制度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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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高度建制化’形成-個內部完整、不仰外力的學術系統,難

免造成學術的排除（排除他國社會學親近的可能性）。反過來看

臺灣’我們的社會學規模不足以自成-格,卻在學術羋Il準、寫作

規格都單-依附美國,後果貝I∣是另-種學術排除（排除親近他國

社會學的機會）∣兩種相互排除的結果,熟悉日本經驗的臺灣社

會學者卻不熟悉日本社會學,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

如何自成╴格:戰前曰本社曹學開始

說日本社會學自成-格,並不是說日本與臺灣習自歐美的社

會學有所不同。日本社會學同樣習自歐美’同樣尊奉馬克思、徐

爾幹﹑韋伯、齊美爾等古典理論,同樣經歷芝刀Ⅱ哥學派的社會調

查作業,同樣精練統計檢定的貫證主義方法,同樣在近年吸取了

傅柯、布爾迪厄等歐陸先進思維。

然而’日本的社會學既然習自歐美,又如何發展出自成一格

的學風?日本社會學的歷史’令人驚訝的已有l30年。日本知識

分子不只大量學習西方的社會學,更用社會學持績辯詰﹑反省﹑

批半I∣自身社會。尤其是經歷明治維新和二次戰後「兩次現代化」

的歷史際遇,造就了日本社會學成篇-個取用西方、卻獨亢自丰

的學科。

l30年前的日本,在什麼歷史因緣之下弓∣進社會學?社會學

l9世紀中期在歐﹟ll誕生之際,日本還在德lI∣幕府的統治之下。

面對現代西方的威脅,幕府日本無奈而緊張的以「鎖國」來面

對,只開放長崎給中國秈荷蘭商人活動。此時的日本透過「蘭學」

得至∣l的西方知識’巳經讓「市民社會」的思維蠢蠢欲動。因此當

l853年「黑船」事件造成美國勢力入侵江戶（東京）,對傳統幕

聿羯驟縞Ip﹛舢‧vJC趴∣b丫內芯h化W
Ⅲ輝’紉∣冢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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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不滿化成行動,也終結了德lI∣幕府。因此,明治維新不只是

政權的革命,也是社會的革命’代表仿效「市民社會」精神的全

新日本。

全新的日本,透過岩倉使節闋辛面考察歐美制度,-方面學

習現代科技及工商技術強化殖產興業,另-方面也學習政法教育

制度求取富國強兵。西方社會學思索「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

題’展現在日本,貝∣l是新國家如何利用法政以擘畫市民社會力量

的問題。因此l30年前的社會學,是夾帶在政治與法律的知識中

進入日本。

明治ll年（ I878）,在新的高等教育體制下成立的東京大

學,以「特雇外國人教師」身分禮聘美籍年輕學者費諾洛沙

（ErnestFeno】Iosa）教授政治學。費諾洛沙在課堂中附帶講起史

賓賽的理論, l88l年開出日本史上第-門社會學課程,名篇

「世態學」。日本移植社會學的動作十分驚人’費諾洛沙教出來的

有賀長雄’在l883年寫出了-大本《社會學》讀本,基本上是

史賓賽和康德的有機體進化論日本版,也就是以進化論打造-個

統包社會萬象的「綜合社會學」。

】890年代,留學歐美的年輕學者陸績回國任教’社會學在

日本逐漸成烏-門學問。日本對西學大量模仿、快速反省﹑彈性

改造的能力,也很快就展現。

-次世界大戰的lg】0年代,日本參加同盟國成篇戰勝國,

民主主義氣氛高張’市民社會的知識成烏備受期待的頒域,日本

的社會學界開始獨倉II理論。米田匡太郎仰賴日本大量翻譯的西方

思想,並獨尊以德國齊美爾的形式社會學研究人與人的互動’揚

棄綜合社會學的純粹思辯性,把社會學落貫至I∣人際互動關係。米

田開倉Il這條「特殊社會學」的新途徑,也就是以日本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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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研究對象的心理學式社會學（新明正道, Ig50 : 306）。米田

後績的高田保馬、戶田貞三、鈴木榮太郎等三人’號稱日本戰前

社會學的鐵三角（B’y夕﹑. 久Ij╴／BigThree） （富永健-,

2004 : 48）。米田匡太郎和鐵三角面對的是工業逐步發達的理論

難題,-貝∣l思考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定位問題,二則思考傳統的家

（1工）與村（么歹）體芾Il變革的問題‧ 】g20年代的日本社會學

大量調查家庭、農村、婚姻貫態’建立-大套人類學式與歷史學

式的知識,並融合西學提出屬舵日本本士的抽象理論,例如高田

保馬的派生社會論、鈴木榮太郎的自然村理論等（布施鈇治,

l982）。

面對明治維新以來「第一次現代化」的自省,草倉∣∣的日本社

會學已有狂野奔放的思想競賽,「本土化」的開展既熱烈又早

熟。以高田保馬篇例,生平著言超過百冊’36歲那年寫成的

《社合孛原理》多達l▲00頁,儼然成烏-種典型。吸收西學卻緊

扣時代,不甚嚴謹卻深人問題’他們打造了鼓勵思想奔放辯詰而

非嚴格規約寫作的社會學學風’應該是傳給後世日本社會學的珍

貴遣產吧I對比我們臺灣學界熟悉的輕巧、精短﹑嚴謹、自律的

學風,確貫彷若另-個世界。

狂放思想、緊密組織:戰後曰本社蓄學的出現

】945年二次大戰的敗戰,衝攣日本進人「第二次現代化」

的社會危機’「戰後社會」成烏日本重要而獨特的專有名詞。戰

前只在帝國大學及少數私立大學中點綴∣生的社會學,戰後在美國

知識指導下大量成立的新芾II大學中,巳然是重要學科（塭原勉’

l9g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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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日本社會學的規模,主要就是在戰後快速成立、發展而

成。目前日本的大學（不含短大）有四百多所,設有社會學部或

學科（相當臺灣的社會學院或學系）的有將近-百所,就讀社會

學系所的學生有九萬多人。如果參考前述日本社會學會的正式會

員（不含學生會員）有3600人,確貫有自成系統、不受外力拘

束的本錢。

日本的社會學科系分布不如臺灣或美國「純粹」,也使日本

社會學跨越學科屏障的機會相對較大。不純粹,是指社會學在日

本的大學裡,散編在各個學部間。例如社會學在東京大學就分屬

文學部（人文社會研究科）和教養學部（絲合文化研究科）,多

數私立大學貝I∣隸屬社會學部;相對的,稱篇「社會學部」的學芾I∣

之下,也包納諸多其他學科’例如編寫本害的關西大學社會學部

就下設社會學科、jL理學科、大眾傅播學科、社會系統學科。

社會學科雖然打散在各個學部,但日本有-套堅責的學會組

織’也建置了-個邊界清楚的日本社會學族群。日本的企業組織

能力獨步全球,學術組織也不遑多讓。如果要追溯社會學會的源

頭’令人驚訝的,日本恐怕比】g05年成立的美國社會學會早上

幾年。日本在l896年就有布l∣∣孫市﹑高木正義官∣l立「社會學

會」,這個組織雖只有短命三年,但日本社會學者自我組織化﹑

芾II度化的努力-直未停,斷績又有l898至lg03年的「社會學研

究會」, lgl3年至l927年的「日本社會學院」等組織。延績至

今的「日本社會學會」,則是由-些較年輕的學者倉II設於lg24

年,定時發行機關刊物,每年召開會員年會（二次戰末暫停三

次）, l940年的開會地點還是台北帝國大學。

加本社會學的組織化﹑箭I∣度化’擺寧相嘗早熟.逼∣圃戰前就
﹄咸形的建制,打

縱嚐……….膠耨丈怒此p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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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亙常性、規貝∣l性、正統性的學術規模。大戰期間學會活

動短暫停頓,但並未毀損,因此戰後大量擴張的學界,很快就恢

復穩定的系統。當然,伴隨而來的貝I∣是芾Il度化的缺點。就如lI∣合

隆男（2003 : 39l）說的,日本社會學科建制達至Il-定規模之

後’必然出現興盛的科層體芾Il 。隨之興盛的是次級結盟和年會主

題逐步導引資源分配與研究方向。在集體學問活動昌盛、分化的

榮景下,意昧原本不羈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關懷被限縮了。

談至Il這裡,日本社會學年會的主題排行榜是什麼呢?l∣∣合隆

男（2003 : 2g7）考察的結果,第-次大會主題兼歷年總冠軍是

「階級諭」,緊追在後的是「民族論」。階級這個左派社會學的基

本問題,從戰前延展至Il當代,-直屹立不墜,而在日本「戰後社

會」初期格外明顯。

要特別-提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社會學的奇特地位。階級

問題在戰前日本社會學的討論雖存在,但並不活躍,因篇戰前馬

克思主義的發展受至I∣右派軍國主義壓制。但在二戰期間,馬克思

主義對於軍國壓制的抵抗’反而造成其「神格化」。即使在戰後

走向資本主義的日本’社會主義革命幾乎不再可能’馬克思主義

卻仍在日本享有極高權威的「正統」學術地位。用塭原勉

（lg98 : 23）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種主張,更是理解

許多社會學說的基本符碼。

緊扣時代命運:戰後三｛固時期的社富學風

日本戰後的經濟歷程輝煌而慘烈,社會變遷亦然‧如果要捕

捉日本戰後史,-般常用兩個時間點斷代: lg60年「所得倍增

計畫」的啟動﹑lgg0年「泡沫經濟」的破滅。兩個時間點畫I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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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個時代,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掌握日本社會學。借用見田宗介

《社會學入門-人間匕社會囚未釆》-害提出的「感覺歷史」
!14『

三階段,大致是:戰後至l960年代的「理想時代」、 l960至

lg90年經濟高度成長的「夢想時代」、 l9g0年代起後高度成長

的「虛構時代」。

「理想!奇伐」下的日本社會學,遭遇的歷史處境是戰時的集

體生活體制已-夕崩潰,社會在美國指導下以個人化、民主化的

形式重組。因此,言論自由﹑農地改革、勞動解放、婦女解放的

要求排山倒海而來,社會學面對「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

解決的途徑分歧篇二,-是遵循美國指導而開始弓∣進帕森思

（Ta】cottParsons）的結構功能論,另-方面貝II是不滿自民黨及美

日安保的反抗傳統,也就是前面所講的馬克思主義。

「夢想時代」的日本社會學,存在的處境是「所得倍增」掀

起的經濟高度成長,也象徵「合理社會生活的理想」走入歷史灰

燼,「富裕經濟生活的夢想」取而代之成烏時代主調。社會學目

睹對抗美國霸權的唸保鬥爰」失敗’左派的民主化勢力重挫’
只能無奈面對驚人成長的「產業社會」。日本社會學理論取向,

除了繼績接納帕森思帶有樂觀∣生質的功能論,馬克思的批半II性格

也仍大量用以探討層出不窮的社會運動,較特別的是韋伯理論對

「理」∣生化」的悲嘆,亦成篇這時期分析現代社會「鐵牢籠」的重

科屠靼織要觀點。

經濟高度成長的日本,至II了l985年危機浮現。美國篇解決

貿易赤字而強迫日圓升值,全球熱錢瘋狂湧進日本的房地、股

市,原本因優異製造能力而富裕的日本’變身篇因金錢遊戲而富

裕的日本。夢想時代的末期,就在海外觀光﹑投資、購買名畫、

名牌奢侈品等消費狂潮中度過。「泡沬經濟」推升日經225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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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g89年l2月29日攀到史上顛峰389l5.87圓’是泡沬經濟最

膨脹的-亥Il 。

〔虛搆陵代I」的日本’起舶lgg0年3月日本大藏省開始限

縮土地交易融資。瞬時市場信心崩潰’股市不至I∣兩年跌篇l4000

圓（2008年初篇l3000圓）’整個l990年代的日本,就活在這

種經濟成長停頓但奢侈消費依舊的泡沬崩壞時代’人稱「失落的

十年」。日本社會學面對追逐帳面∣賈∣直、遠離貫際價值的日本社

會’開始思考資訊、消費等現象,進而∣∣褽疑社會的廈實∣生,-股

符號學的轉向、社會建構主義的氣氛十分明顯,也就是臺灣今天

比較熟悉的日本文化趨勢研究學風。

如果要烏這三個時代勾勒-個簡明的目次表’東京大學出版

會在三個年代推出的系列社會學叢書’倒是-個不錯的指弓∣。這

三套分別是l957至l958年出版的福武直監l∣多的《講座社舍孛》

八卷、lg72至l976年福武直監lI多的《社合孛講座》l8卷、

l998至2000年北lI∣隆吉、塭原勉、蓮見音彥監﹛∣多的《講座社合

孛》l6卷。三個系列叢書的分冊主題雖有重霤,但仍可看出各

個時代的特月∣l關注’例如l957年版的大眾社會、lg72年代版的

經濟發展、l998年版的情報（資訊）與性月∣I 。

大量遙譯、不斷自省的學風

《講座》系歹II叢書是日本特有的出版文化。這種由少數學者

決定主題、轉交多位學者執筆、短時間完成編篡的學術集結’固

然因沒有審查而可能玉石交錯,但《講座社會學》的出版,也是

日本學界不斷自我檢視﹑自我定位的表現。東京大學出版會前述

三套《社會學講座》’只是日本戰後社會學自我檢視的-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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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他還有l980年代東洋經濟新報社的《基礎社會學》五

卷、l990年代《岩波講座現代社會學》二十六卷。在這些主題

的弓∣領之下,日本社會學的意索（ethos）也隱然成形。

l957﹣lg58年

《講座社會學》g卷

l972 ﹞g76年

《社會學講座》l8卷

l9g8－2000

《講座社會學》l6卷
系列名稱

個人七社合

集團七社合

社合七文化

現代﹟﹢含論 文化

家族社舍孛

農村社合字

都市社舍孛

政治社合孛

家族

村落七地域

都市

政治

階層

社合運動

理論七方法

家族﹑村落﹑都市

民族七因家

階級七組合

社合休制七社合奕動

社合孛理論

歷史七課題

理論社合字

社合孛囚歷史七方法

大眾社合
分冊主題

產業社合字

絰清社合孛

知識社舍孛

社合病理字

社合福祉論

教育社合孛

社合意識論

社合開兗論

數理社合字

法社台孛

產業

旁慟

社合情報

逸脫

福祉

環境

﹥﹥工﹥／夕論一（性別﹚

囝際社合

如果說《講座》提供的是自我檢視的內視鏡,那麼「翻譯」

就是向外觀看的潛望鏡。日本強大的翻譯能量,持績支持社會學

社群汲取西方思想。歐美先進思想的翻譯,在日本大概l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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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能完成「弓∣介╴翻譯及解說╴研究」的三段式歷程。日本

學術翻譯市場的胃納既深且寬,完全不受限於英美語系,甚至偶

爾會超前美國汲取新知。例如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b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第-卷’法文原著（C〃／／qα2De

Lα阿eg腮o／／d／e〃〃e）在l948年出版,日文版在lg68年譯出,但

要到l9gl年才有英文版。

臺灣人對日本的翻譯能量總是既驚又羨。臺灣趨勢觀察家詹

宏志在《城市觀察》-害中曾用「轉口港」形容日本文化特色,

意指日本扮演「全球買辦」的角色,買進先進國家的文化,再包

裝轉賣給臺灣這些第三世界國家。類似的話在－百多年前的清末

就出現過, l887年康有馬在《日本害目志》序文寫道: 「泰西

諸學之言’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

泰西篇牛,日本篇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害畢集

矣。」只是,把歐美思想當作牛,把勤於翻譯的日本人當農夫,

坐等現成的中國人不知是否廈能成篇害生。

或許誤以馬的轉口港或農夫,其貫是自我理解、自我反省的

深刻學術體系。翻譯這本日本社會學教科言’是希望藉由日本社

會學的講解與分析,感受他們吸收歐美、深亥I∣內省的複雜心情。

這本由日本關西大學社會學科l2位專任教員合撰的教科

言,算是集體社會學教學的成果,他們以-貢的筆觸、-致的深

度,介紹l6個「基礎」的主題。關西大學具有深厚的法政批半∣l

傳統,社會學者本是批半II的先鋒,害中多個章節帶有攻擊既有體

制的強大火力,讀者應可明顯感受。自從lg86年出版第-版,

本害歷經多次改寫,作者的心意也遠超過教科害,除了古典與前

衛兼具的社會學理論’還利用大量的日本社會史材料,提供「以

西方理論來反思本土社會」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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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學與日本社會學-樣,都活在西方社會學的啟蒙與

陰影之下。目睹日本自成-格、不仰外力的學術風格’我們或許

可以深思臺灣社會學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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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社會學

社會學常被認鳥是很雞理解的學問。這可能是因鳥

「社會」這個訶彙看釆稀鬆乎常、而且不太具體;但換個角

度想’正因如此,社會學也是一門可容自由!思考、範圍廣

泛的學科!社會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這

種講法並不誇張。然而更需要關注的是:社會學從什麼樣

甘勺角度理解這些包羅萬象的社會現象?過去的社會學家留

下很多看待社會的觀點’就讓我們從觀點及歷史的學習闆

始’踏出社會學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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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卓越社言學家的肖﹛象

（左上:≡lB;右上;淙爾幹;左下:帕森思;右下:墨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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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社會」這個詞︹
﹤

初次接觸社會學的人,大概都會問: 「社會學至II底是什麼學

問?」雖然初識任何-門學問’都難免有類似疑惑,但是多數學

科在貫際接觸之前,我們對於學科的對象多少有個具體印像,但

是對船社會學要學什麼,這個印象卻是模糊、籠統、摸不著頭

緒。主l∣多社會學的學生,不只是自己感至II困惑,常常還要苦惱怎

麼回答親友的疑問: 「你主修社會學啊∣好像很有趣唷∣但是…

…社會學在學什麼呀?」而這種疑問’在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其

貢並不常聽至I∣。例如,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商學﹑教育學、

甚至宗教學,都有具體的學習對象’因此較少被問至∣l「在學什

麼」。烏什麼社會學特別有這種疑問呢?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因

篇在「xx學」的學字前面的名詞不-樣。例如,法、政治、經

濟﹑商、教育、宗教,即使沒有讀過大學’也都能從日常生活經

驗描繪具體印象;但相對地,「社會」這個名詞雖然經常使用’

但員要描繪具體形象,其貫員的很難。換句話說’社會學這門學

問被認篇很難,就是因篇「社會」這個概念模糊、難以掌握。因

此,我們就先從「社會是什麼?」這個問題開始討論。

日本翻譯學者柳父章寫過-本有趣的名著《外文翻譯用語概

說》（柳父章 《翻訢語成立囚事情》 東京:岩波新書l982

年）’書中選出十個由外國引進、但在日本巳普遍使用的詞彙’

描寫這些詞彙被譯篇日文的曲折過程.他指出,「社會」是與

「個人」、「現代」、「戀愛」等概念－起出現的。的確,「社會」

這個概念並非日本原有’而是明治時代l以後才新生的語彙。

「社會」-詞來自英語世界的socicty ,不過現在大家都接受「社

會」就等船society的翻譯’只要看至IIsociety這個英文單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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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轉譯成「社會」這兩個漢字。這樣的直譯固然簡便,但相對

也因烏有種「-對-」的對應關係,所以英語世界society概念

的原本意義,也就很少有人細究。將外國語文翻譯成本國語文,

雖然有助船本國人理解某些概念,但是society這個概念即使譯

成「社會」,其實還是不能清楚理解意義。根據漢字的語意分

析’「社」和「會」原本都是表示人群聚集之義。「社會」如何

成篇society的譯名呢?我們或許可以追溯「社會」-詞還未通

用前,日本學者如何考究英文中society的文脈﹑以及如何努力

尋找適切的譯語。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烏了表達society蘊含的

複雜意義’曾經使用過多個譯名’經由了解這些譯名的歷史,或

許有助肚掌握society的複雜意義。

福澤諭吉是明治時期最有名的翻譯家,先看看他如何翻譯

soclety 。在l868年翻譯出版的《西洋事情外編》2-書中’福

澤諭吉前後總共使用了「交際」、「人間交際」、「交（末c扣

0）」、「國」、「世人」3等五個不同的詞語來翻譯society 。另

-位明治初期的名翻譯家中村正直,在他翻譯的穆勒（J.S.Mill）

《諭自由》感-言中,也使用「政府」、「中介」（仲間連中）、

「世俗」、「仲間」﹑「人民社圄」（人民0）舍社）、「中間社團」

（仲間合社）﹑「會社」5 、「總體人」等多個名詞翻譯society 。

q

︺

〔譯者註釋﹞

1 日本明治天皇在位的年號,始於】868年9月,終於I9l2年7月。

2 Po／〃／cα／EC﹝﹚〃﹙﹚〃!y的譯本,原著作者不明。

3 這些名詞均鳥原書表述的日丈漢字,本書不再逢譯‧

4 原書鳥JohnS.MiII所著的O〃L【b2﹜‧U!一嘗,中丈一般譯名鳥《論自由》。 J
S.Mill亦曾被譯鳥密前、密勒。

5 「仲間」原意鳥從事相同工作的人; 「會社」意指以商業鳥目的之法人

團體,亦指同好之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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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譯語雖然看起來很凌亂,但若仔細觀察,其貫可以歸納出幾

個重點。

第-個要素是「人」,這個字在前述譯名經常出現。這個字

顯示社會是由「人」所構成的基本概念’-個地方即使有大量建

築物,如果沒有人在其間居住活動,就不能稱篇社會。第二個要

素是「間」或「交」這兩個企圖表達人與人關係的詞彙。人若是

個別存在,也不足以構成社會,因此人與人的關係與互動,是構

成社會的基本條件。-群人若彼此缺乏有機的連帶關係,也難以

成篇社會,譬如一輛滿載乘客的捷運車廂,雖然聚集的人很多,

也不能稱馬「捷運社會」。這麼說來,「社」秈「會」這兩個

字,似乎重點都是在表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交住。但存卜述的

翻譯語中,還有些是「人」與「交」這兩個要素不能涵蓋的元

素,例如「固」與「政府」。若仔細考察「固」秈「政府」這種

詞彙具有的共通內涵,就是「公共」（公、打打』P∣））的意義。

我們在此必須強調這個「社會」的第三要素、也是最重要的要

素,其貫就是「公共」的概念。

表示人群存在、交往的語詞,在日本民間自古以來就有,例

如前面出現過的「世俗」和「世間」。世俗和世間這些詞彙,之

所以不被用篇society的譯名,應是缺少society所蘊含的「公」

這個重要元素。就像在現代,聽到有人在談「世間話」（街談巷

論、八卦）’沒有人會認篇他們在討論政治問題或國家大事。因

此,正是烏了要把「公」的性質含括進來,所以才必須倉II造「社

會」這個新的詞彙。

所以「社會」這個新詞彙,原來是想包含society的所有意

涵,但「社會」成篇生活用語後’反而讓我們忽略society的根

本意義。「社會」（＝society）應該包含「人」、「關係」、「公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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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要素;以社會篇研究對象的社會學,也可以說是研究這三個
╴

要素的學問。雖然可能因研究者不同,強調的重點會不-樣,但

總的來說,大致都是以第三要素「公共」l乍烏研究重心。然而問

題是,超越個月I∣的個人意志而存在的「公共」領域如何可能呢?

這個社會學研究的主要議題,答案就是那些束縛個人、具有「公

共」性質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可以稱烏「芾II度」或「文化」。

第二節社富學的思者 反

J

經過前-節的說明,即使粗略對「社會學是什麼」有些印

象’但-定還不太清楚如何尋找研究對象。以下建議幾個社會學

式的思考方向:（l）關注現代的意義;（2）遵循自己的感覺;（3）懷

疑常識;（』）挖掘有趣的現象;（5）思考前因後果;（﹩）了解歷史;

（『）開拓視野;（8）掌握現象的整體。

注意,社會學是以「現代」烏研究對象的學問,了解「現代

社會」至I∣底發生什麼,是學習社會學的第-步。事貫上,現代社

會每天都在發生各種複雜的事l∣青,如果沒有「問題意識」

（probIematic）’貝Il什麼都看不到。「問題意識」不是躺在家裡靠

腦袋用力想就會出現,而必須知道過去有哪些問題被研究過、還

有什麼問題可以追問。其次,遵循自己的感覺也很重要。具備感

性的基礎,才能更敏銳的磨礪理性;如果對社會現象沒有感覺,

當然很難用理性研究它。光這樣講,大家可能還是認篇社會學很

抽象難懂,所以在這裡,我建議可以採取-種比較具體的思考方

式’也就是「懷疑常識」。這種方法是社會學思考的起點,因烏

不管是誰,-且把某個事物當作「常識」理解,就會認篇該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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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所當然」,也就會認篇不必再思考﹑不必多解釋。但事實

上,這個被視篇理所當然的事物,如果處在不同時代、位於不同

空間、探取不同立場重新思考’常識是否仍然是常識呢?我相

信’很多「常識」在時空立場更迭之後,可能都會瓦解崩潰。這

裡舉個例子說明。

日本東京郊區的衛星都市「國立市」,十幾年前發生了-起

住民運動,運動的目的是阻止市政府興建人行天橋。乍聽至∣l這個

反人行天橋運動,很多人可能都會疑惑,「馬了保護行人穿越馬

路安全而設的天橋,住民烏什麼反對?」抱持這種疑惑的人’腦

袋裡應該都是-個常識: 「天橋是保護行人的好東西」 ;如果依

照這個常識看事l∣青’幾乎不可能理解反天橋運動的意義。要理解

這個住民運動的行動邏輯,就必須從捨棄「道路是汽車用的」的

常識開始。自古以來道路就是供行人﹑汽車共同使用’但是人行

天橋的出現,反l至I∣將使用道路的優先次序轉換篇汽車優先、行人

讓位。沒錯!從「汽車」的立場來看,如果行人都由ZP面穿越道

路,汽車就必須不斷停車﹑起動、停車、起動;蓋了天橋之後,

汽車不只暢行無阻,還可以節約能源。但相對從「行人」的立場

來看’原本只要號誌燈轉成綠色,就可以輕鬆走斑馬線橫越道

路;蓋了天橋後卻得耗費更多體能爬上爬下才能穿越道路。換句

話說,天橋節約汽車能源卻耗損行人的能源;要是有坐輪椅的、

推娃娃車的,想過個馬路卻碰至II天橋,-定更有苦難言,要不是

繞遠路至Il有斑馬線的路口,就是乾脆不要過馬路。所以,國立市

的反天橋運動說明了-點,「天橋是保護行人的好東西」這個常

識’並非在任何時空、對任何立場都一體通用。社會學其貫還可

以對這件事再進-步考察。-般常識會成烏「常識」而廣泛通

用,一定有它形成的社會背景。與人行天橋有關的「常識」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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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有「效率至上」價值觀的普及,又有認篇其有必要的工業

社會理論支持。至∣l這裡或許還不能馬上進行分析,但只要先依照

「懷疑常識」的思考方法,想發掘現代社會中興味深長的現象,

應該不至舷太難。

若能發現興味深長的現象’接著必要的事,就是思考「現象

是如何發生」的因果關係研究。凡是社會現象都有其社會成因;

探求現象的社會成因,正是社會學的工作。而要有效找出社會成

因,就必須從「了解歷史」秈「開拓視野」著手,了解我們要研

究的社會現象在歷史上發生船何時?發生時有何社會條件?這些

條件扮演什麼角色?還有,現象發生當時與現在的社會有何差

異?了解以上事項’才能做好推論前因後果的基本工作。至於開

拓視野’也就是把空間性、社會性的立場「相對化」。例如某個

在我們身邊當作常識的現象,在別的國家也同樣當作常識嗎?如

果在某些國家是常識,在某些國家不是,那麼區別二者的關鍵篇

何?跳脫「自我」的觀點、站在「他者」的立場觀察,就是開拓

視野的重要原貝∣l 。!∣生別就是「自我∕他者」的-種範例:有些事

情對男生來說是常識’對女生而言卻未必是常識’甚至像座山-

樣難以跨越。所以開拓視野的工作’就是拋棄「此時、此地﹑我」

的既定看法,而採取相對化的視點,這樣才能更清楚而且持平看

至Il現象的社會成因‧

經過前述的工作,最後一定要能掌握現象的「整體」。我們

先提-位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思（TalcottParsons）理解社會整體的

理論模型’他認烏整個「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可用四個功

能要件掌握,分別是: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I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潛在性（Latency）,也就是著

名的「AGlL圖式」。現代社會各種領域複雜糾結,如果單從某個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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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領域的視角觀察,勢必有很多現象不能完全掌握。而帕森思

的AGIL功能要件對應了經濟﹑政治、狹義的社會（連帶）、文

化等四個領域,運用這個理解圖式,有助松我們觀察這個現象在

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也才有助於對社會現象整體的掌握。只要

我們記得整體∣生理解的原則’就算是身邊發生的微小現象’也能

做出不錯的社會學研究。反之’如果放棄整體∣生原貝Il ’也就等船

放棄社會學的獨特能力。

第三節社會學的歷史

社富學的誕生

這-節,我們將簡單學習社會學的歷史。社會學’-般認烏

始自l9世紀前半活躍的法國思想家孔德（AugusteComte）。孔德

的老師聖西蒙（SaintSimon）實際上也做過類似的工作,但是孔

德發明了社會學（Sociologic）這個名詞’而且留下較有系統的社

會學著作,因此「社會學倉Il始者」的榮譽就給了孔德。孔德與當

時英國的史賓賽（Herbe㎡Spencer）等人,同屬社會學倉Il始階段的

第-代社會學者’他們的社會學被稱篇「綜合社會學」（Synthetic

Sociology）。特徵有以下幾點:

8

（l）受至∣l生物學的強烈影響,而且以生物有機體類比社會’

亦即探取「社會有機體」的說法。

（2）將社會學分篇「社會靜學」與「社會動學」兩個部門。

（3）追求進化論性質的社會發展法貝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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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確具有社會改造的貫踐意圖‧

（5）意圖以社會學統攝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

這種綜合社會學現在巳成篇歷史的遣跡,不少人認馬綜台社

會學失去研讀l買值,但廈是這樣嗎?其貫這種說法預設社會學

「必然具有」或「應該具有」某些觀點與立場’反而是缺乏反省

的粗糙說法。事貫上,綜合社會學的-些特徵,巳經轉換成其他

語彙而繼犢存活於現代社會學中,例如「社會有機體」的理論演

變烏「社會系統論」、「社會靜學／社會動學」演變烏「社會結

構論∕社會變遷論」、「社會進化論」元素演變篇「發展階段

論」,並繼績活躍在當代思潮’成馬社會學的核心理論。另外,

關胎社會學應有「實踐意圖」的問題也-直留存,如果我們想思

索「篇何要從事學術研究?」或「對社會無用的『紙上計畫』有

何意義?」就必須談社會學的「貫踐」意義。接著,第（5）點特

徵是名篇「綜合社會學」的直接原因,將-切社會科學都含納至Il

社會學中,所有研究都由社會學者包攪進行,這種想法確貫可說

傲∣曼。但如果只是篇了糾正這種傲慢’就把社會學局限在其他社

會科學不要的領域,封閉在狹窄的範圍中進行研究,絕不是一件

好事‧如∣司前-節所述’這是個盤根錯節的現代社會研究,不應

過度自我設限舷特定領域,而應該盡量有開闊的視野想像。跨學

科整合研究的興起’正是因烏體認至Il這種必要性。從這個角度來

看,我們反而應該盡量綜台∣生地從事社會學,而不應該不分青紅

皂白批鬥綜台性社會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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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代的社富學者:現代社富學的原點

對「綜合社會學」有較多認識,也了解其缺失’接下來就能

重新肯定其價值。但是,在孔德與史賓賽之後的第二代社會學

家,當時面對的情況完全不是我們今天持平看待的樣子。這些第

二代社會學家,面臨「社會學是不是『科學』」的挑戰’他們必

須大幅超越未受科學檢驗的第-代社會學家,若不能提出足以樹

立學科基磐的論點’「社會學」可能會從此夭折。處在這種存亡

之秋的第二代社會學家,就是齊美爾（GeorgSimmcI）、韋伯

（MaxWeber）、徐爾幹（Emi】eDurkheim）這些在lg世紀末陸績

登場並名留社會學青史的思想巨人。

明顯站在反對第-代綜台社會學而登場的,是躂虛的眨
式社會學」。他認烏其他社會科學都已擁有「學」字之前的專門
一 一

研究頜域,如果社會學還宣稱要處理全部領域’勢必找不至∣l成馬

獨立學科的立足點。齊美爾清楚體認至I∣這種危機,但他主張社會

學不應如同其他社會科學,只是研究某專門領域的學科,而主張

社會要研究所有社會科學領域共通的「關係形式」。齊美爾稱這

些關係形式的研究篇「社會性的形式」（fbrmsofsociation）,也

就是-般習稱的「形式社會學」（fbrmaI socioIogy）。所以社會學

之舷社會科學的任務,就如幾何學之於自然科學的角色;因此齊

美爾也稱社會學篇「社會幾何學」。所謂社會性的形式,具體而

言,就是支配、鬥爭、競爭、模仿﹑分工、代表等等社會的關係

形式。齊美爾的形式社會學具有非常豐富的意涵,是超越時空的

高度-般性理論,即便在-百多年後的現在’都能原封不動運用

他的命題解釋社會現象。反過來說,正因篇形式社會學抽象程度

很高,晚近也澶受文化研究理論者批羋Il烏缺乏歷史性與現實性。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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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位大師韋伯’最檀長細緻思考社會現象的歷史性。韋

伯這種學術特質最極致的發揮,就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ⅧeAwesrα〃／E／〃／Cα〃d／〃e助〃／／q／oJp〃α／『s〃!） 6這本書裡。對

於馬克思（KarIMarx）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解釋資本

主義誕生的唯物經濟史觀（historicalmatcrialism）,韋伯抱持反

對立場’強調精神要素的重要’並主張「此世禁慾」（This

Wo【ld】yAsceticism）的新教倫理是使資本主義導入西方世界的原

因。韋伯看待歷史的視野不只描述事貫,他的目的也是試圖分析

歷史的法貝Il ,進而超越「經驗、歷史」以及「抽象、理論」的二

元對立。

篇了抗衡當時盛行的馬克思主義,韋伯倉Il出「∣買值中立」

（或譯「﹛賈﹛直無涉」〔﹨／aIuePree﹞）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認篤應該

嚴格區分「關於事責的科學認識」和「關船理想的l賈∣直竽Il斷」。

前者是社會科學的任務’後者貝Il是社會政策的任務。在這個觀點

上,社會科學主張﹛賈值必須保持中立,因此稱篇「∣賈值中立」。

這不是說社會科學與-切價值都毫無牽連,而是說在進行研究

時,對舶研究者自身的價值立場以及問題設定的道理,都要明白

表示。如果無法釐清﹛買值的關聯,那麼也不可能選擇研究對象;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不能假借科學之名’而將個人特定的立場偽

裝成客觀公正的觀點。他所提出的「理念型」（ideal type）’就是

-種積極探用「價值關聯」的方法論。所謂的「理念型」,就是

10

﹝譯者註釋﹞

6

Weber,Max‧ Ig3（〕.ⅧePm『巴W〃∕E／〃／﹝’﹝〃】d∕脈SD〃‧／／α／C叩／／α∕∕MI.Tmnslatedbγ
TalcottPa『s0ns’NewYork; Scribner. 2002.P／.﹝﹚『e』∣『﹝』〃「E／／』／cα／『d／／JeSP〃／『o／

Cα／﹚／『α／／』〃『.TransIa『edbyS『ephcnKaIbergLosAngeles:Roxbury.中譯本:康
樂﹑簡j慈美譯《基督新教倚理與資本工我精神》 台北;述流’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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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價值觀點的立場上,由複數的現貫中切取片段而構成的模

式。理念型並非現貫本身’但藉由作篇純粹類型的理念型,我們

才可能對複雜多樣的現貫社會加以掌握、定位。因此,任何想掌

握現責的社會學研究者,理念型確貫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舅且這留數不清的研究成果’他的責質理論稱篇〔埋腔i上直
學」（VerstehenSoziologie或InterpretiveSociology）。韋伯對社

一

會學的定義是: 「闈明社會行動的意義’並據以對社會行動的過

程與結果進行因果解釋的科學」。從這裡可看出,韋伯主張社會

現象必須分解篇個人的社會行動（socialaction）來理解,也就是

站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的立場。理解社會現象’甚至理解

社會’都必須透過其構成的基本單位-社會行動;而篇了要掌

握社會行動,就必須理解行動者如何對他們的行動賦予主觀意

義。以上就是韋伯對社會學的基本看法。

第三位要談的重要社會學家,官∣∣建-種與韋伯觀點大異其趣

的社會學,這l固人就是法國的徐爾幹。相對船韋伯式的「方法論

上的個人主義」,徐爾幹探取「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立場,也

就是他自稱的「社會學主義」立場。這種立場認烏,社會現象不
-

能還原至Il個體行動來解釋,而必須視篇超越個人存在的「社會事

貫」（sociaI facts）來理解。例如法律、道德、言語、宗教、金融

制度等等事物,當然不能化約篇個人行動來理解。如果不能理解

這些社會事物是存在於個體之外並對個人發生影響,就無法理解

這些芾II度。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社會事貿不單單具有外在性

（extemality）,它還具有約束個人的強制性（constrain）。這種將

社會優位於個人的觀點,後來被Ⅲ日森思繼承而加以發揮。

認篇「社會現象應視篇社會事貫」的徐爾幹,最具代表∣生的

研究著作是《自殺論》（s〃／C㎡e）。自殺,乍看之下是非常個人的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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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現象,但徐爾幹以「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立場切入,顯示

社會學研究獨特的分析能力。徐爾幹關注的是不同國家、社會﹑

團體的自殺率差異,他發現男!∣生自殺率高於女性、單身者自殺率

高船巳婚者、軍人自殺率高舷平民……。這些不同社會團體的自

殺率差異,淙爾幹歸結烏自我中心式（egoistic）自殺、集體中心

式（altruistic）自殺、脫序式（anomic）自殺三個類型作說明。

其中最有名的是分析不同宗教「抑芾∣l自我中心式自殺」的差異’

並以此解釋歐洲不同國別的自殺率差異。也就是基督新教

（Protestant）烏主的國家自殺率會高船天主教（CathoIic）7篇主

的國家,是因基督新教教會對教徒的控芾Il力較弱、集體凝聚力較

低,對自我中心式自殺的抑芾Il力也就較不足。徐爾幹的《自殺論》

等舷是方法論的集體主義宣言’也是首次運用大量統計資料的貫

證研究,而在社會學史留下美名。
︹
﹤

坩
■
I

功能誧及貝批判
～-－＝

帕森思的社會學理論以「自願主義的行動論」展開,帕森思

在形態上統合韋伯和徐爾幹的社會學,後來並完成「結構功能論」

（StructuraIPunctionaIism）的理論系統,成烏I950～60年代西

方社會學的主流。帕森思把社會體系中不易變化的安定要素稱馬

「結構」’相對船結構的可變要素則扮演「功能」的角色。經由這

〔譯者註釋﹞

信仲耶穌基督的宗教統稱鳥基督宗教（Chris【iil】】ity）,西元l l世紀羅∣馬與君
士坦丁堡的榷力爭鬥,使基督宗教分裂鳥羅馬公教（CathoIicChurch）與希臘

正教（O『【h0doxChurch ,或稱柬正教）, l6-世紀!禺丁珞德發勁宗教改竿,新

教（或稱誓反教〔Pro『es『ant﹞）由羅』陽公教中再分離。華人一般稱羅!另公教鳥

天主教﹑新教鳥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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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個概念,帕森思提示了系統分析的思考方法。前文提及的

「AGlL圖式」’就是這種分析方法產生的概念圖式之-,貫際上

也廣泛應用在各種社會體系的分析。

然而帕森思的理論-直受至II如下批評:-、只是紙上談兵,

不能貫證分析;二、無法處理體系變遷的問題;三、意識形態傾

向保守;四、結構決定論忽視行動者的主體性。某種程度上,這

些批羋II的確都講至II重點,絕不容輕忽。但帕森思的理論並未因這

些批半Il而喪失價l直。例如對變遷問題的批判’有人指出後期結構

功能論的發展已經解決此問題,只在齡∣買值觀不同罷了。其貫最

嚴厲的批羋I∣,恐怕還是這個理論無法處理行動者（actor）的主體

性問題。相對地,現象學社會學（PhenomenoIogicaISociology）

和符號互動論（SymboIic】nteractionism）貝Il最重視行動者的主體

性,並對行動的意義特別關注,他們的觀點被認烏是I∣日森思結構

功能論的反命題’而在70年代之後逐漸受至∣l關注。

功能論的另-代表人物,是∣伯森思的好友兼學生墨頓

（Robe㎡Menon）。不過貫際上,墨頓和I∣】日森思的理論旨趣不盡相

同;帕森思的理論壯大而抽象,但責質上不太可能自我檢證,墨

頓建構的理論貝I∣強調可以檢證而且要能具體操作。墨頓提出的理

論架構’介舷帕森思的龐大抽象理論和日常調查的小型操作假設

之間,所以墨頓稱馬「中程理論」（MiddIeRangeTheory）’參考

團體（refbrcnccgroup）就是其中-例。所謂參考團體,指的是

作篇行動和半∣l斷規準的他人（或團體）’是分析現賣行篇必須考

慮的重要概念。墨頓將此概念明確化’對有關選擇的過程、行

動、結果加以有系統地檢討,並對相關理論進行體系化整合。墨

頓的中程理論不只限於個別、特定的理論,他還致力船賦予各種

中程理論-個邏緝∣生的關係,最終的理想仍是建立-個概括性的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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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理論。不過這個理想並未責現,墨頓的工作只停留在特定的

個別理論。然而,墨頓致力舵提出操作∣∣生假設（operational

hypothesis）並建構具有檢證可能性的理論,對重視貫證性的社

會學理論提示了新方向,因而羸得高度評價。

在墨頓提出的概念中,社會學分析較容易運用的’當屬「正

功能╴反功能」和「外顯功能-潛在功能」兩組概念。尤其是反

功能秈潛在功能的概念,早期的功能分析都未能明確提出,這應

該是墨頓對社會學最大的貢獻。對舷體系的維持和存績,功能並

非全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這就是反功能的概念。由於此

概念的提出’使功能分析也能應用於體系變動的研究。另外,對

船行動者的行動常會出現預期之外的結果,也因篇運用潛在功能

的概念,而有了社會科學上的重大意義。對於捕捉行動者對自身

行動賦予的主觀意義、並據以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的韋伯式「理

解社會學」,墨頓的思考方法正好補足韋伯所忽視遣漏的觀點。

70年代以後,社會學界對功能論的批判逐漸強烈,各式各

樣的典範（paradigms）也紛亂雜立。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是

「多元典範的共存」,若從負面的角度看’貝∣l可能是學問尚未成熟

的原始狀態。然而,與其費時討論學問應該具備何種體裁,不如

運用社會學的思考方法,踏責做出研究結果。這應該也是當前社

會學最被期許的目標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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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曹學O＆A

4

毛
】

:人是以「二元∣生」的意義在社會中存在,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人’貝Il社會不存在,因此人是以「創造社會」的意義

而存在;另-方面’人生活在社會中’內化社會既有的﹛賈

值觀和文化而進行社會生活,因此人也是以「被社會創造」

的意義而存在。是以,人既創造社會,又被社會所苜Il造,

這就是人作篇社會存在的二元∣生意義。社會學掌握人和社

會之間的關係,如果偏重腓人創造社會,則寫「方法論的

個人主義」,如果偏重人被社會苜II造,貝Il烏「方法論的集體

主義」。

l
l

O
～
A

社會鬥爭有助舷強化結合’有這種事嗎?

-般來說,社會鬥爭通常被認篇具有破壞社會關係的機

能,但齊美爾貝I∣反向思考,指出社會鬥爭其貫還具有強化

社會結合的機能。第-、經過內部的鬥爭,原本對立的雙

方才開始謀求禾∣l害的調整,溝通也才成烏可能,此即鬥爭

促進結合的意義。第二、從另-面來看,經過和其他集團

發生鬥爭的危機狀況,集團內部的團結才因此提高。能對

社會結合產生正面機能的鬥爭,用墨頓的話來說’大概可

視篇潛在功能吧∣

Q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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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擂

子又jMy﹣╴▲宮島喬訊 《社台孛的方法0）規準》 岩波文庫 I895
／lg78年。

淙爾幹探討肚會學研究方法的文集’本文提到自殺論的研究方法’在書中有

具體範例的應用〔Durkheim,EmiIe」895／l9Ig.刀!e「〃／e＄q／‘﹩〃c／o／og／cα／〃】e／／!o﹝／.

t『aⅡslatedbyW.DHalIs.NewYork:FrecP『ess.中譯本:狄玉明譯 《肚會學

方法的準則》 北京市:商務 】9g5年;胡偉譯 《祉會學方法的規則》北

京’第二版I99g年﹞。

清水幾太郎《才羊﹦久卜 ‧刁﹥卜》〔AugusteCom『e﹞岩彼新書Ig55
年。

描述祉會學創始者孔德思想與生平的書’是－本有趣的讀物,不像很多專論

那樣讀來艱澀。

富永健一 《社余孛講義》 中公新書 I9g5年。

以祉會學的『正確」思考方法為基礎而寫的導論書’如果對本章所讀到的耐

會學有興趣進-步了解和思考’這本書不可不讚。

有斐閻lg97年。

可峴為社會學史的

那須壽編《夕口二夕儿社合孛》〔編年史祉會史﹞

用平易的語言介紹肚會學誕生期到當代的著名祉會學者

人門書。

新明正道鈴木幸壽監｛∣多 《現代社合孛囚工＼y七﹥／久〔改訂版﹞》〔現

代祉會學的本質﹞ ↖u力＞社 l996年。

介紹27位重要的第二代祉會學家之學術經歷及中心學說,較前述的《夕口二

夕久社余孛》難度稍高,但較根據原典忠實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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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方法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做很多事情。但如呆問到「鳥什

麼這樣做?」相信多數人都不太能輕易答出。反正就是覺

得應該這樣做,甚至覺得非這樣做不可,至於鳥什麼?就

不兄得搞得清楚。而社會學就提供我們一些方法了解身邊

的複雜世界如何運作,並提供一些觀點幫我們觀察世界。

然而也要注意,不論一個觀點多「正確」,一旦成鳥

「絕對」,就會使我們的世界觀變僵硬而失去彈性。本章關

於社會學方法的討論,也就在反省自己觀察世界的觀點,

並進而活用這些觀點。

l5

兔子弓∣誘女孩; 「IⅡ-個洞穴比較好

玩Ⅱ尼?妳不親自進去看看是不言知道

的。好I拉I我們就繼牘前進吧。」女

孩說; 「Ⅱ恩……,那我就暫時跟牠走

-下好了。」

資料來源:淇堅Ij7﹥又 夕才╴卜 ,本間康平等譯《思者囚j《歹夕‧1么上》

紀伊國屋害店’1981年。Fo『d】 」u∣Ienne. 1975Pa／adigmsand危／『Wa／es孑an

／nfmduc〃onfo叻esc／enceofmean／ngsLondon;Boston:RoutIedge＆KPauI‧
原故﹦I∣胃節取材自《愛麗絲﹦遊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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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社曹學解釋的基礎l6

對別人說明-件事!∣青的時候,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有

時候絞盡腦汁講得口沫橫飛,對方還是茫然不知;有時候只要輕

鬆講個三言兩語,對方就完全心領神會。篇什麼會這樣?這絕不

只是誰聰明或誰愚笨的問題,更重要的關鍵,在於聽者對齡說者

「這樣說能聽懂多少的程度」的差異,也就是「理解水準」（納得

性0）水準）的差異。如果講給每天廝混的哥兒們或姐妹淘聽,兩

三句話就可以傳達很多內容,也就是對方的「理解水準」很高;

但如果要向外國人說明家鄉的傳統習俗,勢必花上好幾倍的力

氣,也就是對方的「理解水準」很低。

我們每天都會面對各種不同「理解水準」的場合,例如學術

活動的解釋與日常會話的解釋就很不同。但要注意,理解水準的

「不同」絕不意謂理解水準的「優劣」,更不能半Il定高尚或低俗,

學術的解釋和生活的解釋,都是在該領域中的正當l∣生說法。那

麼,社會學的解釋是什麼?有何獨至I∣之處?與日常生活的解釋有

何不同?我們接下來就要討論這個問題,苜先讓我們從身邊熟悉

的事物開始。

曰常生活申的解釋

我們的生活世界可說是由「常識」支配的世界。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澶遇任何事!∣青’都必須立亥∣I羋Il斷是什麼狀況’並立亥II依據

判斷做出相應的行動。依照常識,應該能做出和月Il人-樣的羋Il

斷,接下來的行動應該也會∣I偵禾Il進行並可以預測。如此-來,我

們對生活中的「現貫」就能產生信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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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構造。社會學家舒茲（AlfTedSchutz）
╴

（A.﹥二 ’y ﹨y 《現象孛的社會孛》森l∣∣廈規雄譯紀伊國屋害

店 l970﹣l980年）最早將這種構造當作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因

此我們將學習他的方法,探討日常生活中「常識」的構造。

我們對現貫生活會有安全感,是因篇我們不把周澶發生的事

’∣青,全當作完全陌生或無跡可循,而是把大多數事情當作「熟悉

的」事物處理（這種情況稱烏L扈且哇噬狸L」‧比方說,看
至∣l有人站在十字路口、嘴巴叼個Ⅱ肖子、兩手比來比去,我們不會

覺得奇怪。篇什麼?因篇我們知道那是警察在指揮交通’是我們

「熟悉的」人在做「熟悉的」行烏,不管我們認不認識此人。

又比方說,我們會放心把私人信件投進郵筒’是因篇我們假

設「郵差看至∣l地址就會把信件送達」。抱持這種假設的’不光是

我們寄信人而已,郵局的內勤員工﹑外勤郵差也都有相同的假

設,而賈際’∣青況也大都符合假設,讓我們產生信任。寄信、處

理、送信這-連串的行烏,當事人相互之間並不認識,因此,這

也是-種「匿名l∣生的類型化」行烏。

這些「類型化」普遍存在於生活中,但我們ZF常並不會特別

意識至∣l 。在運用類型化的時候’也都是習以篇常﹑不加反省的動

作。這種行事方法’除非事情的發生出現「反證」（例如事情的

進展在預期之外而產生困惑）’否貝∣l沒有必要特別檢證。這種

「信任」幫助我們迥避掉生活中很多不安與混亂,保障我們的安

全感。如果過去的作法-直都沒出差錯,我們就會以這些經驗過

的事實當成行事的依據。但是,我們在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時,

都完全以自己從出生以來的所有經驗烏依據嗎?當然不是。我們

這些「經驗」,其貫很多都是-開始就把世界當作-種類型而經

驗至∣l的;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世界是什麼東西,並不是我們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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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摸索而來的經驗,而是被告知（或被賦予）的經驗。這麼說

來,「人是由社會所創造」的意義,就可以比較容易了解。

意義的共同體

用類型化的方法理解人、事、物,包含兩個重要的論點。

-、所有類型都是由社會所累積,再提供給成員使用;二、類型

背後必定有「不須多加解釋的『意義標準』（意昧囚地平）」。什

麼是「意義標準」 ?我們可藉由俗民方法論（ethnometIlodoIogy）

倉Il始者葛芬柯（HaroldGar伺nkeI）的實驗來了解。

這個貫驗是葛芬柯耍求學生的作業。先找至I∣一位適當的貫驗

對象’和他進行會話’然後將對方在會話中「每-個」詞彙所代

表的意義,都逐-嚴格確認,再寫下這段會話的過程成篇報告。

想想看’對每個詞彙都逐-確認意義,想必可以消除溝通可能的

誤解吧?但結果並非如此,反而造成溝通的完全崩潰‧以下這個

報告的內容就是典型的例子（Gar伍nkel,Narold. 】967.S『〃d／es／〃

E／〃〃o〃zc／〃odo／ogy.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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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仃∣l 】A（被霄驗者）揮著于微笑的向B （實驗者）說:

A:你好馮?
U『

B:請問你是問那方面的好?我的身體狀況、經濟﹑學業﹑還是心

情……?

A: （臉色變紅、然後開始生氣）嘿∣我只不過禮貌上打個招呼,我

幹痳知道你什麼東西好!

日常生活中,-個人若發出表達某個事物的類型化用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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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中的「你好嗎」就是代表打招呼的類型化用語）,都會預期

對方將回應╴些可以理解而且應該理解的詞語或動作。但從上面

的例子可知’若回應出乎預料而無法理解,必定讓發話者覺得對

方莫名其妙,甚至有病。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理解的不是詞語

的嚴格科學定義,而是這些詞語和動作的「範躊∣生」（catego『ical）

意義,而且範疇其貫由社會所界定。因此,知道某-些詞語或動

作如何解讀的人,就是擁有相同「意義標準」的人。

擁有相同「意義標準」的人’對船自己身邊的世界是什麼樣

子’就會有同樣的觀看方式。所以,對物理學家而言,世界就是

由物理現象、物理法則構成的世界;對宗教界人士而言,世界的

現象就是由超越性神衹的意志所造成。這些擁有相同「意義標準」

者構成的社會,就稱篇「意義共同體」（意昧囚共同休）。我們談

至∣l科學世界、政治世界、經濟世界﹑宗教世界的時候,其貫指的

就是這種「意義共同體」所表達的世界。

身處不同世界的人就有觀看世界的不同方法;用所有世界上

共通的詞語表達各人看至Il的世界,難免不精確。因此,身處同-

世界的人們,就必須倉Il造-些能精準表達他們世界的獨特語言

（行話、術語）。這些約定俗成的術語在社群內部因溝通方便而經

常被使用’結果’-方面使「意義共同體」內部成員能理解更多

基本事物;但另-方面也排除「意義共同體」外部人員理解的可

能性。這種I∣青況讓人很傷腦筋,卻是當前的現況。

那麼,所謂「台乎邏輯」又是什麼意思呢?雖然大家都認

篇,-個解釋必須「合乎邏輯」月Il人才可能聽懂’但既然全世界

有數不清的意義共同體,要說出讓所有人都聽懂的解釋’當然是

難上加難。別以篇任何人都活在日常世界中,就以篇日常用語、

日常邏輯沒什麼了不起;其實因烏不同地域、不同世代、不同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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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階層的「意義標準」各不相同,日常用語和日常邏輯也就沒想

像中那麼簡單。既然「台乎邏輯」只是對特定團體的「合乎邏

輯」,也就不會有跨越團體的「合平邏輯」。反過來看,有時候在

現貫!∣青況中,-個客觀中肯的說法竟被指責烏「不合邏輯」,這

又是什麼道理?這種情況’其貫是特定集團中的有力人士,假借

客觀之名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邏輯。因此,當-名社會學老師對

學生說出「你這個意見不合邏輯」,就應該自我警l∣易,這可能是

老師在強迫學生接受他熟悉的「社會學界的邏輯」。然而在學校

教育的世界裡,這種社會學老師對學生的「強迫」貝Il被認篇有意

義,而且不稱篇「強迫」,稱篇「社會學教育」.

第﹦節社曹學解釋的邏輯

因此社會學的邏輯,就是具備社會學界共同認定篇「不須多

加解釋」的解釋形式。那麼,社會學者會視何種形式的解釋烏台

乎邏輯呢?我們來看看貫證主義派與詮釋主義派的說法。

叩

社蓄學的貢證主義

A、賣證主義的邏輯

具有貫證主義特徵的思考方式’概括來講大致如下:

（】）貫證主義相信現象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因果關係是符

「原因-結果」模型表述的關係狀態。所謂「科學的語言」,

「以因果模型表述的語言」經常被認烏是同義字。

今
口
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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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注意的是,社會現象並不盡然如此。-個社會現象即使

看來是很簡單的因果關係,卻常與其他因素相互糾結。而且就算

對社會現象建立「原因╴結果」的假設’很多l∣青況也不能在貫驗

室裡「做貫驗測試看看」。比如說,有人假設信仰基督新教的地

區自殺率較高,但-來在現貫上不可能用貫驗的方法把基督新教

「傳進」某個地區試試看,二來在倫理上也不允許汨Il試增加自殺

的可能∣∣生。因此,貫證主義經常與高深的統計技術結合,無非就

是想努力彌補這種現貫及倫理限制所帶來的遣憾。

（2）貫證主義認篇能以客觀證據表述的事物才員責-如果

想要用客觀的方法記述,語言的指涉就不能模稜兩可、字義含

糊,而必須是特定的（speciEc）。輕易就能看得至Il 、摸得著的東

西倒還容易界定,但像信仰、忠貞、友∣∣青等因人感受而異又看不

著的就比較麻煩。語言必須經過不會誤解的定義才能使用,這種

定義清楚的語言’就稱烏概念（concept）。

責證主義者並未因此滿足。他們認烏,烏了要使概念能夠員

實,就必須與客觀的證據結合。何謂客觀的證據?不論是在∣可時

何地發生,也不論是誰在觀察,只要有相同條件就能達至Il相同結

果,這就是客觀的證據。換句話說,概念不是個人的希望或信

念,概念必須能轉換成可客觀測量、記錄的東西,這就是所謂概

念的「操作化」。「操作化」意指能將理論性的「變數」轉換成

可觀察的「指標」,例如「壓力」可由「壓力計測量顯示的數值」

得至I∣定義, 「溫度」可由「溫度計水銀柱高度」得至∣l定義（此即

「操作性定義」）。

（3）貫證主義主張去除神祕的面紗-貫證主義認篇,能以

客觀方式確認的概念所構成的陳述句’才具有意義。反之,若-

個陳述句中的概念無法檢證,既不能說是員﹑也不能說是偽,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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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無意義的」（nonsense）。例如「神存在或不存在」這個問

題,既不能證明篇員也不能證明是偽,就是「無意義的」。篤T

達至II客觀的目標,貫證主義的作法可能過船缺乏彈性,但他們就

是想盡量排除「無意義」的陳述句,和神祕主義與觀念主義畫I∣清

界線,希望可以更接近科學。

B 、淙爾幹的責證丰義

徐爾幹的《自殺論》經常被視篇社會學貫證研究的經典。在

這部名著當中,徐爾幹充分運用自殺率的統計數字,閨明「自殺」

這個最個人的行馬,其貫是受至II社會因素制約的現象。不過’在

徐爾幹的著作中,最能充分發揮貫證主義觀點奧妙者,與其說是

《自殺論》,毋寧說是《社會分工論》。 l

《社會分工論》-書並未用至Il量化資料和統計方法,但我們

可以看他對犯罪的描述: 「我們並非因他犯罪而責難他,而是因

篇要責難他,所以他是犯罪的。」這個簡短的描述’幾乎就是貫

證主義觀點最濃縮的精華。我們不妨依照緊接著本書之後出版的

《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中提示的幾個重點來觀察。

（l）觀察還能有什麼可能性-犯罪是傷害社會集體情感的

行篇。這是徐爾幹對犯罪所下的定義。然而,人們如∣可得知某種

行篇是否傷害集體∣青感呢?徐爾幹舉了幾個集體情感的例子’例

如宗教的情感、l∣生的情感、個人人格的情感等等’要觀察這些情

〔譯者註釋﹞

1 Du『kheim,Emile, I984／ l893JⅥ2DMsio〃q／止!b◎【〃‧／〃Soc「en!‧Trans】a【edbyW
D.Halls.London:MacmiI】ian中譯本:渠柬譯 《社會分工論》 臺北:左岸

2006年（譁丈版本甚多,不再逐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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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當然不像細菌可以放在顯微鏡底下直接觀察。我們能夠看到

的只有集體情感被傷害之後弓∣起的反作用’也就是「刑罰」。所

以徐爾幹說: 「雖然不是刑罰製造了犯罪,然而所謂的犯罪是什

麼?我們眼睛能看至∣l的無非就是刑罰,因此,如果想要了解犯

罪,就必須以刑罰篇出發點。」

當然,你也可能出現以下的疑問:是否有某種行動傷害集體

情感卻未成篇刑罰的對象?的確,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但是對

我們而言,不諭有或沒有其貫都不重要,因篇「巳傷害集體情感

卻未成烏刑罰對象的行烏」與「未傷害集體的情感也未成篇刑罰

對象的行篇」’既然沒有確切的方法可以區辨,追問這種不能區

辨的事物就是無意義的。

（2）社會學研究社會﹑同時也研究人-犯罪（也就是刑罰）

不只存在於某些特定類型的社會。古今中外,沒有任何-個社會

沒有犯罪。如果是這樣,我們憑什麼把（-般所相信的）犯罪當

做「異常的」社會現象呢?既然所有社會都能見到犯罪’就必須

把犯罪視烏社會的特徵’而且是正常的特徵。徐爾幹的貫證主義

就是研究「刑罰」,而以經驗科學的方式論證社會的本質和變

化,也烏「道德」提出-個新的解釋觀點。淙爾幹的貫證主義指

出,有-種集體情感會弓∣發「刑罰」的能量,而這種集體情感就

是道德的泉源,也是「人之所以篇人」的關鍵。在這個意義之

下,徐爾幹開拓的社會學研究法,也提供了研究「人之所以篇人」

的條件方法。

22

社富學的詮釋主義

我們生在科學時代,對於「科學的」這個詞彙總有些膽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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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貫證主義的特徵本來就標榜是「科學的」,因此-般人似乎都

不太敢公然反對。但如果以教會的出席率代表宗教信仰的強度、

用打電話的次數代表愛情的熱度,恐怕任何人都會覺得怪怪的。

這種怪怪的、不太對勁的感覺,可能是因篇問卷預先設計的選項

與很多人現賃世界的廈正感覺有所差異‧

社會學傳統裡也有這樣的想法’認篇人際間的社會現象和自

然科學家觀察的自然現象不同。韋伯（MaxWeber）的詮釋社會

學以及現象學社會學、符號互動論、俗民方法論等,都是抱持這

種看法的學派。我們在此無法詳細說明個別理論的特徵,只能暫

且以i『鶯羅臘∣倒i鴉繃峒韉鰱崴
在日常生活上’世界都不存在所謂「自然的事貫」（指沒有經過

詮釋的員實）。世上只存在經由特定框架理解的事貫（＝現貫

〔reality﹞）,稱篇類型化的理解。-般人生活中的「現貫」,在社

會學者給予解釋前,日常生活者已有所解釋,並根據解釋過生

活。詮釋學派社會學家想知道的就是人們「對事責的解釋」。

如果這才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就不能像貫證主義把預設的

選項強加於人,而必須把人們在行動中對事賃的解釋「萃取」出

來。借用韋伯的話,社會學的概念其貫是「意義適當的」。

如果-個社會學的概念能做到「意義適當的」’即使用難懂

的詞彙表達,人們也能透過概念「發現自己」。譬如韋伯定義的

「科層芾II」（bureaucracy）概念’貫際上並不是員的按照韋伯定義

的樣子「存在」員貫世界,但是與組織有關係的人聽至∣l「科層芾Il」

的概念,大多能對自己人生的經歷有更深的理解與體會。這個時

候,過去當做理所當然的事物’可能就會受至∣l質疑;過去置之不

理的事物,可能就變得重要。社會學的詮釋,在本質上就是探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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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化觀點觀察事物、採用不同視線看待世界,並不斷認識自我

的各種可能性。

（2）客觀∣生的問題-按照詮釋主義者的看法,如果理解社

會就是理解行動者看至I∣的世界,那麼如∣可保證他的理解具有「客

觀∣生」呢?

若要追究至I∣底,確貫沒有辦法保證完全的客觀性。若由詮釋

主義的方法論立場來看,必然也是如此;因篇如果每個人都記述

他看至Il的世界,不同的人看至II的當然都會不-樣。例如,-個把

道路圍起來施工的公共建設工程,都市不同地區的住民感受到的

重要∣生就不-樣;建築包商和過路行人對暫時不便的接受度也不

-樣。由不同人的角度觀看同-件事,絕不只是「有或沒有」這

樣簡單的單-圖像,因此詮釋主義認篇單-客觀的觀點並不存

在,當然也就不會太過講求客觀∣生。

不過,如果對一件事的說法變成每個人各抒己見’每個說法

都將缺乏說服力,不然就是有人獨斷強迫月I∣人接受他的說法。如

何避免這種獨斷∣生呢?社會學勝是要求「社會學的解釋」必須符

合「開放給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可否證性﹙faIsibility）2原則。

刀
吋

︹
﹤

可否誇性原則

社會學在記述社會、解釋社會時,其貫是研究者根據所見的

資料、現象及人類行動等等,加以記錄、整理、思考的-連串過

〔譯者註釋﹞

2 這是科學哲學家帕波簡（KarIPopper）所提出的方法論觀點,他認鳥科學最
重要特徵並非「可以被鑑明鳥具」,而是「可以被證明鳥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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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他探用什麼材料、如何思辨、導出什麼結論,都應該詳細記

錄,這就是完整的解釋。如果其他人使用同樣的材料,卻經由不

同的思辨過程導出不同的結論,也就可以指出原先思考的問題與

盲點。透過這種「可否證性」的原理,科學解釋才有可能經由他

人的批評與檢討,使材料的運用及思辨的邏輯更加清晰。如果沒

有經過這種「可否證性」的過程,就逕自宣稱自己的主張正確無

誤’也就表示其他人都不確認這個主張是否正確無誤。無法確認

的「正確」主張,無異是神祕主義的手法。

篇了去除神祕主義色彩、符合科學主義原貝∣l而徹底致力齡

「可否證∣生」的檢證者’即貫證主義。經過複雜的步驟’將社會

現象轉化篇「數字」,再將這些數字視篇「資料」處理,這-切

的努力都是烏了進行「可否證性」。當然,如果只是將材料陳列

展示,社會學不會有魅力。徐爾幹的貫證主義研究’就是由記錄

各種法典、調查各種刑罰開始,才能深入討論社會和人的關係,

但不可否認,調查秈討論之間確貫有-道鴻溝。要填補這道鴻

溝,憑藉的就是像徐爾幹對社會與人的深亥II洞察力。這種洞察

力,正是徐爾幹的思想具有魅力的關鍵。

詮釋主義學派方面的I∣青況大致也類似。詮釋主義調查、記

錄、整理「人如何解釋現象」,並以此理解社會如何可能;他們

用來解釋的材料,原本就是解釋本身,這點必須注意。所以,作

篇解釋材料的正是「人如何解釋現象?」這類的質性資料,而非

量化的資料。舉例來看,黎士曼（DavidRiesman）的《寂寞的

群眾》3 、威利斯（PaulE.Willis）的《學習成篇黑手》糾等書,

25

〔譯者註釋﹞

3 ︵□

Riesman.David. 】95﹙）‧γ／lG／o〃e／）】c「owd『α＄『【﹛dyq／丫／!Gc／】α〃g〃】gA〃】Gr』c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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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都沒用至Il數字統計資料,但也不損社會學名著的美譽。相對

於量化資料的研究’這些著作幾乎都是使用具體觀察的案例,憑

藉豐富的質!∣生資料及思考分析理解生命的意義。所以’他們的關

懷重點’都是如何使本地社會的觀察分析更具有妥當性,也包括

敘事是否具體、考察是否合乎邏輯等。

如果將「開放給被推翻的可能性」說成「開放給不被推翻的

可能性」’相信就比較不會弓∣起研究者心理上的反感。因此’所

謂解釋是從否證開始,亦即研究者-且提出解釋,就是開始要誘

發他人的批評。透過保證相互批評的可能I∣生,才能防止個人意見

和想法變得僵化而獨斷。在這個意義下,「開放給推翻的可能性」

與其說是社會學的信仰’不如說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基本要求。

第≡節要注意哪些現象? 26

前-節所談的其貫就是所謂「廣義的方法論」。既是關於社

會學的方法論、也是社會學方法論。但相信還是不能解決很多人

的疑問:既然稱篇社會學方法論,怎麼完全都沒講至II如何責際進

行社會學研究?因篇前面是在「方法論」的層次上討論。「方法

論」是對過去學者做過的眾多研究所探用的方法加以分析,而不

〔譯者註釋﹞

c／!αj.αc『c／‧.NewHuven:YaleUniversi『yPress日譯本:加藤秀俊譯 《孤獨jk
群眾》 么寸苛書房 I96￠年。中譯本:蔡源煌譯 《寂寞的群眾》 台北

市:桂冠 I984年‧
￠

WiI】is,Pal』IEIg77.Lcα〃『『〃g『o／αbo』〃M】Dwwo／.尺／〃g（.／﹝『』sk／dl﹨.gG『Ⅱ’（﹚／.k／〃gc／α＄J

／obJ.『ambo『ou2h.巴n2: SaxonHouse日譯本:熊汲誠﹑山田澗譯 《j﹨▽╴
夕白﹥野邱g它》 名﹤求學術丈犀 lg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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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體教導寫計畫書、解釋案例、增進操作技巧等等。所以,方

法論和研究方法,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理路。

雖然理路層次可能不同’不過修習社會學的學子,確責都很

期望找至II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技術。然而在這-章的篇幅裡,我們

不可能講解貫際的操作技術。其貫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都是在

演練與貫習之中逐漸抓住觸動內心的感覺,這些演練責習’包括

研讀前人的研究、臨摹老師和前輩的作法、自己練習寫作等等,

透過各種不斷嘗試錯誤（triaIanderror）的過程,才漸漸熟悉方

法的運用。也唯有如此,才能篇自己的關注找至Il適當的方法。還

有,研究者必須努力研讀他人的論文,因此也應熟悉快速搜尋社

會學相關論文的檢索工具。論文檢索的結果,有時會豐富至Il讓你

自己大吃-驚;如果能多多研讀相關論文,你和你關心的主題或

方法’-定有更高的機緣可以相逢∣

注意「不對勁的感覺」

研究應該從自己生活相關的主題著手。雖然本章第-節講

過,日常生活是指全體成員都被常識所包覆,不須對行動的意義

逐-確認’只要行動能合乎預期而生活lI頂利運作即可;我們若將

自己當作是日常生活者,就不太會對現象提出懷疑。因此比起日

常生活,更適合研究者解釋的其實是「貫踐」（practice）的世

界。所謂貫踐,意指生活能夠∣∣頂利運作當然最好,但如果未能按

照預期l∣頂利運作,烏了過日子就只得改變策略而不斷嘗試行動。

這些貫踐要如何解釋,其貫並不容易看出。因此這裡就有二重障

礙’第-個障礙是如何由日常生活找出社會學主題,第二個障礙

則是如何由日常生活運作不l∣偵的麻煩事中找出主題。

▼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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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是好呢?老責說沒有什麼好答案。可能就是從日常

生活盡量發掘「怪怪的感覺」。舉例來說,在水果店和超級市場

全年都可以買到「香蕉」。你可以把它當作是日常生活裡便宜又

好吃的香蕉,但如果注意香蕉上的小貼紙就能發現,這是貼著美

國食品公司DelMonte商標的香蕉。那麼你也應該覺得怪怪的’

篇什麼日本會進口貼著美國商標的香蕉呢?

若讀過鶴見良行的《香蕉與日本人》（鶴見良行 《八寸＋匕

日本人》 岩波新害lg82年）這本害’你就會知道日本人吃的

香蕉竟然是「產在菲律賓的田園、貼著美國的商標」,那種說不

上來的「不對勁的感覺」（違和感）’背後的答案可以追溯自明治

時代以來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農產品剝肖Il關係,後來又演變篇以

美國烏主的跨國企業集團入侵亞﹟∣∣的世界政治經濟史。所以’在

日本能吃至I∣「便宜又好吃的香蕉」這個日常生活的現象,透過鶴

見良行的害所教給我們的’其貫揭露-個「強迫菲律賓農民永遠

貧窮」的隱匿事貫。強而有力的研究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出來’但

至少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些「不對勁的感覺」’經常都潛藏著

值得研究的社會學主題。

如果對大眾媒體、權威人士的高談闊論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懷疑地方人士贊助公共建設居心不良;如果在職場隱約體驗

有人被剝肖∣l ;如果認烏「心靈時代」的廣告標語暗藏蹊蹺’就表

示你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在注意「不對勁的感覺」。對這些「不對

勁的感覺」保持敏感’應該就不難找出有趣的研究主題。在此意

義下,日常生活就是社會學研究的絕佳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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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O＆A28

社會學有沒有特別有效的讀書方法?

日本哲學家鶴見俊甫曾說,哲學思考的特徵之-是「個月∣l

事物必須置舷事物整體的關係當中觀看」,社會學的思考基

本上也是如此。以各自體驗的個月I∣事物做篇思考的出發

點,對肚既存的理論就能感受至II生命力’而且能進行批

羋Il 。然而-般人對偉人的名言,總是不加批羋∣l地相信,要

跳出這個框架非常困難。

I
I

o
－
A

O2 :幽浮（uFo）能作篇社會學的對象嗎?

A2 :當然可以。街頭巷尾的常民有興趣的是幽浮是否廈的存

在,學者則從其他方式想問題。自然科學家會追查幽浮的

物理性質,所以會努力蒐集分析幽浮殘留的軌跡和成分;

」D理學者會拿出墨跡貫驗紙卡,要求目孽者注視墨跡並問

他們看至Il了什麼;貫證主義社會學家會進行相關調查’研

究看到幽浮的人偏向什麼階層或政治立場;功能主義社會

學者會認烏,人們相信幽浮存在對社會具有潛在功能’例

如讓漸漸不相往來的人們變得有話題可聊;歷史主義社會

學者會探討幽浮何時成篇話題,並調查如何擴散,然後可

能做出「幽浮是現代社會產物」的結諭;詮釋主義學社會

學者’大概會觀察相信幽浮者的世界觀,譬如他們的戀愛

觀。這樣說好了’-名廈正相信幽浮的人,如果從來不曾

幻想自己的戀人可能是外星人,那麼他的戀愛恐怕也沒什

麼好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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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霉譆

／﹨╴力╴／夕儿﹚﹣╴森下伸也訊 《社合孛再考》 新曜社 l98l
∕lg87年。

本書副標題是「做為方法的解釋」’作者主要的提問是「祉會學的目的為何』’

對平常祉會學者忘卻的精砷進行挑戰。看完會有想要再讀祉會學的力量

〔PeterBerger＆HansfTiedKellner,】g8l’Soc「o／ogyRc／〃／e﹜W把『eα.A〃Essαyo〃

Me／向odα〃dl／bcα〃o〃NewYo『k:AnchorBooks〕。

中缽正美編 《生活孛囚方法》 I守x久出版 l986年。

以生活世界常見的景物做為分析對象’讀之會有恍然大悟的感覺。這本書由

l8位研究者分析他們關注的現象’其中包括米山俊直優秀的方法論著作。

宮本常－《忘扒5扒尤日本人》〔被遺忘的日本人﹞ 岩波文庫l984
伍
【◎

作者自己常常四處走動’從所見所聞的事物去思考。他的發現是:原來普通

人的人生竟是如此的豐富。

廿－廿久／力－,1﹥仕儿I至力》 北澤裕、西圾仰訊 《日常性仍解

剖孛-知七合話》 ▽儿﹥虱社 lg89年。

俗民方法論創始者早期分析日常生活構成的作品收錄而成的論文集,還看得

出作者初試新題材的熱情〔本害是編者選譯GeorgePsathas,Ha『oldGarfinkel,

【larveySacks及EmmanueI Schegloff等四位日常會話分析學者的文章輯結而

成﹞。

竹田青嗣 《現代思想●冒險》 右﹤求孛芸文庫 l9g2年。

希望能夠擁有超越原來自我的全新自我’這是人的根本欲望之－。在這本害

中’作者認為這種自我超越欲望的出現’在思想的洪流中’是和「社會」概

念密切相關的。適合對社會學高度渴望的人-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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瓩會調杳與資料

社會學研究是一種茨口識的工作。然而,如果光使用頭

部進行社會學研究’保證做不出什麼有意義的柬西。要做

出有意義的社會學研究’一定要能從現實社會發生的事物

中蒐集資料、分析資料。但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當成資

料。鳥了要能「分析」符合研究目的資料,我們就必須先

知道應該蒐集「什麼」資料、「如何」蒐集資料。

還有,當找到屬意的研究目標之後’實際操作時又該

選擇誰釆進行調查呢?調查對象的數量又該如何決定?如

果最好的調查對象無法進行,又該怎麼辦呢?

︹
己

n
﹤

母體

＠◎＠＠◎◎◎＠＠◎

＠◎◎◎◎＠◎＠◎◎

G
隔誤樣本

∣◎◎◎◎◎∣◎◎◎◎◎

G
不富的錯誤結論
﹙大家都快樂）

不﹦的抽樣導出錯誤的推誧。例子中因為田母體抽出l扁誤的樣本,結栗

﹦出「所有人都I∣央樂」的假l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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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社蓄調杳的曰的30

探索問題型調杳

我們活在社會上’是以個體的姿態過日子’透過自己的親身

經驗,以及藉由聽聞他人l專布的消息,構成了對社會事貫的意

象。在親身經驗方面,人總是受至II所處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不

同的人生經驗會形成不同的社會意象。這點從有錢人家與貧窮人

家對經濟↓∣青勢看法的差異,應當可以理解。至舷聽聞他人傳布消

息方面,由於人的社交網路都具有社會階級的相似性,經由溝通

構成的社會意象也難免有階級偏向。例如,在半Il斷國家該不該加

強貧窮救助政策時’社會優勢族群的政策芾∣l定者,若以身邊都看

不到窮人篇由而認烏沒必要特別照顧窮人,這將是什麼社會啊!

是以,烏了掌握社會的廈責情況’取得不偏、正確的資料絕對必

要。社會調查就是取得這種資料的手段,這種調查是「探索問題」

或「發現問題」的社會貫情調查,稱烏「探索問題型調查」。

探索l∣生的貫情調查,也烏我們提供機會建構「假設」

（hypothesis）。要建構假設,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I

imagination）雖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如何取得社會貫情不偏

的、正確的資料,I司樣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適當結合想像力

與資料,才能建構有意義的假設;然而假設若沒有經過檢證’可

能只不過是空想或幻想,假設若能通過不偏而正確的資料考驗’

就能稱馬「員責」。透過不偏而正確的資料加以推論,社會學的

想像力才能發揮威力。在這種經得起檢證的原貝Il下進行的調查’

就是我們下面要談的「假設檢定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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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檢定型調查
坩
∣
』

口

︺

對方夕社會現象篇什麼會發生的因果機芾∣l ’每個人多多少少有

些想法,但這種想法往往都是以偏頗的資料烏基礎。如果不能以

不偏而正確的資料掌握正確的因果機制,就會有錯誤理解﹑紗II斷

的危險。例如’富裕的企業家比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政策影響力,

如果這些人把社會解釋篇「如果像我們這樣努力工作,所有人都

可以告別貧窮。貧窮就是因篇人們的∣賴∣I育病造成的’這樣的人根

本不需要社會救濟」。當事人的努力不夠固然是導致貧窮的成因

之－,但貧窮難道不可能是其他原因的影響嗎?也就是說,前面

的解釋並沒有經過資料考驗,只是某種「假設」’也就有必要接

受「不偏而正確」的資料作檢證。篇了取得這樣的資料而賞施的

調查,就稱篇「假設檢定型」的調查。所以’假設檢定型調查不

只具有貫踐上的理由’更具有學術上的理由。透過假設檢定而得

出正確的知識並刀∣I以累積,才能說有助於人類進步。

因此,不論是建構假設或檢定假設’資料（data）都非常重

要;篇了取得這樣的資料,就必須進行社會調查。但是,這種不

偏而正確的資料如何取得?這樣的資料又具有什麼特質?這就是

下-節的主題。

第﹦節資料的種類、適當∣生、可信Il生

資料的種類

貫際上’任何事物都可以是資料。例如,分析移民與家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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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書信’可以閻明移民與家族、共同體的關係變化;分析報紙

的讀者投害,可以探究現代人的幸福感;分析重要節日寄送的賀

卡,可以了解都市居民的社會網絡特徵;分析ll9電話報案人與

消防隊員的對話,可以探索溝通的本質;仔細觀察-般人相機拍

攝的內容’可以理解常民的∣賈值觀;分析文學作品與電視劇的劇

情演變’可以掌握時代價值觀的變遷。以上這些研究依據的材

料,都可稱篇「質性資料」（qualitativedata）。

但另-方面,我們也可以把質性資料加以分類,並對各個類

月Il賦予數值,使之轉換篇可探用統計處理。如此轉換後的資料,

就可稱篇「量化資料」（quantitativedata）。這樣的資料轉換過

程,也可以見諸研究者以問卷出示給受訪的調查對象’再由受訪

者在設計好的選項中勾選,同樣都是質∣∣生資料改變烏量化資料。

因此,資料也就可以根據使用方法而區分篇質性資料、量化

資料兩大類。質∣∣生資料看來是直接取用資料的原始型態,但更須

要由調查者或研究者,對深埋在資料內部的意義加以解釋,也就

是記述並分析日常語言的特徵。

例如《讀賣新聞》有個生活諮商的專欄叫「人生案內」。這

個有名的專欄從大正時代l就持績刊出至今,內容是刊載讀者投

害有關人生意義的苦惱問題,再由學者專家在報端答詢解惑。2

表3-l所列的就是近期這個紙上諮商專欄的案例。如果對這些諮

商內容長期記錄並加以解釋,相信能理解日本人如何思考人生意

義,也能找出日本人煩惱問題的時代變化軌跡（見田宗介「現

32

33

〔譯者註釋﹞

1 日本大正犬皇的年號,始於l9I2年、終菸】926年o

2 類似聯合報「薇薇夫人」專欄（ I964年－l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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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宣∣∣生貢料的範例

雖然明年春天就要大學畢業了i但我身遏卻都沒有什麼好運氣i工作到╴半也被
解雇。好運啊!為什麼都不來呢?（22歲,女學生）

我先生是個大酒鬼l我對追件事非常困擾。我沒有打算離婚’但是該怎麼辦好

呢?（30餘歲l家庭主婦）

要去探望生病的親戚了’我想’大概只能跟他講-些空話罷∣可能會看著親戚的

臉而哭泣,所以沒有探望他的勇氣。到底該怎樣去看他呢?（60歲,自營商）

頁料來源:≡者摘要自《;賣賣新問》,「人生案內」網頁o

網址; h㎡p:〃wwwyomIu『ico.】p／linseI∕。

代日本囚精神構造」東京:弘文堂lg65年; J.A.McKinstry

andA.N.Mckinstry’ l99l,刀〃＄e／』〃〃α／.MESha『pe, lg9l﹡乙）。

相對地,「量化資料」貝I∣是經由統計分析,利用統計值及圖

表解釋資料’以考察單-變項的特徵或多個變項間的關係。量化

資料還可以再區分烏間斷變項（discretevariab】c）3資料以及連

績變項（continuousvariabIe）資料。所謂間斷變項,就是在問卷

常見的「l.男2.女」、或是「l.適合2.不適合」、或是「l.非常

同意2還算同意3.沒什麼同意不同意4.不太同意5.非常不

同意」等包含幾個回答類屬給受訪者填答的變項。例如,在回答

是否贊成某個想法時,受訪者是面對五分選項’如果他自認烏態

度的強度還不至II「】.非常同意」卻稍微強過「2.還算同意」,他也

必須在「l」或「2」二者之中勾選-∣固選項’而不能回答「l.4」

這樣的答案。簡言之,間斷變項是不會有／l﹨數點的。

〔譯者註釋﹞

3 亦稱不連績變項（discon『I!luousvariilbIc）、或類別變項（c﹛l【cgoricaI
variabI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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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間斷變頂的範例

問題:你是否會思考人生意義?

1 ＼經常會思考

2 ﹑有時會思考

3 、不太會思考

▲ 、幾平從不思考

5 、不知如何回笞

250℅

584℅

12。6℅

0.7℅

3‧4℅

資料來源:根據2000年Wo『∣dVa∣uesSu『veys曰本部分資料（lngIeha「tet aI.’
200▲）,由筆者統計‧

再舉-個例子。】g8I年至Il2000年間,世界有數十個國家

同時實施-項國際比較性的「世界l買值觀調查」（worldvalucs

surveys）。表3﹣2就是2000年世界∣賈值觀調查中,日本人被問到

「是否會思考人生意義」這個題目的回答結果。因篇研究者將之

視篇量化變項,受訪者對「人生意義」的回答就被處理篇不同程

度的頻率,也就是百分比的分配。

如果把上述的回答結果做交叉分析,對於「人生意義」這個

題目, l98】年時烏45﹣5斗歲、 lgg5年時篇55﹣64歲以及2000

年時馬65歲年齡層的受訪者,回答「經常會思考」的比率相對

較高;而在】990年的調查貝∣l沒有某個年齡層較高（表3﹣3）‧從

這個結果’我們可以提出第-個假設: 「人如果至I∣了職業生涯晚

期,比較常思考人生意義。」另外,還可以再提出第二個假設:

「lg80年代後半到Ig90年代初期,日本處船泡沬經濟的大好景

氣之中,所以在這個時代走到職業生涯晚期的人,比較不會思考

人生意義‧ 」（我們的目的是檢定前面兩個假設,因此範例中

2000年時烏I8﹣24歲者雖然有不少人回答「經常會思考」’也不

須要處理）。如果第一個假設正確,那麼我們可以推論:世界各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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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巨3 「經常言思考人生的意義」者的百分比

年齡層 1981年調查 1990年調查 1995年調查 2000年調查

18～24歲

25～31歲

35～44歲

q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全體

19‧7

21‧3

224

24.1

I5.9

23.9

24‧2

26‧4

22‧6

30.3

227

24.4

300

27.4

222

25‧4

21.5

31.8

23.7

169

12‧8

27.8

32‧7

172

21.3 25‧825‧421.1

資料來源:Wo『∣dVa∣uesSu「veysB本部分資料（lngIeha『tet aI ‧ ’ 2000＆

2004）,由≡者統計。

國面臨退休的人,「經常會思考」的比率都較高。如果第二個假

設正確,則我們可以再推論,世界各國如果遇至II景氣不錯的時

代’會思考人生意義者的比率會變低。若是要檢定這些假設,可

以蒐集其他國家的相同資料進行交叉統計。這種分析,就可以透

過間斷變項處理。

與間斷變項相對的是連績變項。連績變項是連績性變化的變

項,因此也會有／l﹨數點。區分間斷變項秈連績變項篇什麼是個問

題呢?在舷二者適用的統計分析方法不同。例如,有-種表達資

料中心點的重要統計量稱篇zF均數’只有在連績變項中才會出

現‧而在間斷變項的情況中要表達資料的中心位置,只能用眾數

（最頻值）或是中位數（中央值）。分析多個變項之間關係的多變

量分析’對舶間斷資料和連績資料的使用方法也不同。因此,預

先思考調查蒐集的資料如何分析’是很重要的步驟,這也意昧我

們貫施的調查’必須能蒐集至II與分析方法相應的資料。

只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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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適富性與可∣言性

烏正確掌握社會狀態,就有必要蒐集資料;任何資料都可能

成篇蒐集的對象,因此資料的種類也就有很多種。但不是任何資

料都是有用的好資料。究竟什麼資料才是值得蒐集的好資料?這

可以由「適當∣生」秈「可信∣生」兩個觀點來談。

資料的適當性

蒐集至II手的資料’如果被認篇足以適當說明現象,就是所謂

的具有適當性。聽來是理所當然的道理,卻有-些問題要討論。

例如-名研究者篇了解大學生的就職意願,決定挑選-所綜

合大學,抽取各個學院的受訪者進行縝密的調查;又篇了解都市

住民運動的特徵’決定前往-個都市景觀保存運動的社區,賣地

探訪住民的說法。這兩個研究的作法都可行,但這種所謂的「個

案研究」方法,只分別探討「那-所」大學生的就職意願’或

「那-個」都市住民運動的特徵。這種個案調查蒐集到的資料,

不能推諭「-般」大學生的就職意願或「-般」都市住民運動的

特徵。所以即使足以說明某個現象’也未必就是適當的資料。如

果要了解現代日本大學生的就職意願或日本住民運動的特徵,作

篇調查對象的「母體」（popuIation）,就必須是調查當時日本全

國各大學的在籍學生,或調查當時日本各地的住民運動（圍體或

成員）。亦即要對母體進行「-般」論述’就應蒐集足以說明母

體狀況的資料。烏了達至Il這樣的目的,-個方法是對母體所有成

員進行全員調查’不然就必須透過保留母體特徵的小規模樣本

（sample）來調查’再禾∣l用樣本調查的結果推論母體的狀況。

︹
D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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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既沒必要、也沒義務提出符合母體所有成員的-

般∣生論述,因此我們都會由自己關心的角度出發,針對任-特定

現象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如果研究者由特定事例出發而想推論

至II全體,就必須烏他的研究提出-個假設。

所以用什麼方法﹑蒐集什麼資料’限定了我們所能解釋的範

圍。反過來說’想要解釋什麼現象,也限定了我們該用什麼方式

蒐集什麼資料。

資料的可信性

如果母體規模不大,全員調查並不困難’責際上也經常在做

（例如班級普查、鄰里普查）。但是在母體規模較大的’∣青況下,就

無法經常賣施普查’而必須抽取部分成員（稱烏樣本）進行調

查。對母體全部成員進行調查的作法稱篇「普查」（census）,而

抽取部分樣本調查的作法,稱篇樣本調查（sampIesurvey）。

可能有人認烏,只有全體普查才能取得不偏而正確的資料,

樣本調查做不至II 。其貫’在母體規模很大的’∣青況下,普查要耗費

大量人力、時間,幾乎不太可能責施。以日本篇例,五年一度的

「國勢調查」糾就是以日本住民全體篇對象的「普查」典型;然而

2005年的普查總預算高達日幣649億4200萬元’2000年的普

查總共動員了逾80萬人。貫際上,國勢調查除了政府,幾乎沒

有任何單位有能力做。而且普查是透過調查員進行訪問（親自面

訪或留置問卷）,人數不僅龐大而且多樣,因此不同調查員影響

〔譯者註釋﹞

q 類似台灣瑰行的「臺閩地區人口普查」。日本的國勢調查最早實施於】920

年,現在每十午進行一次大調查,大調查之後的第五年實拖簡易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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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的問題（非抽樣誤差）也較大。其貫絕大多數的調查都

是樣本調查,根據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廣報室5編的《世論

調查年鑑（zF成十六年版）》,內閣府在2003年斗月至2004年3

月間,委託各機關在日本全國各地總共貫施了I355件有關內閣

施政的民意調查,其中樣本調查占92.2％’普查只占7.8％。

進行樣本調查時,如何從母體中抽出樣本是個非常重要的過

程。在企圖由樣本推論回母體的-般化程序中,如果單單只抽選

容易調查的對象,得到的資料當然有偏誤。只調查朋友、熟人、

自己所闢團體的成員,或只調查自願接受訪問的人,即使調查的

對象數量很多,也沒辦法推導出-般化的結論。也就是說,偏誤

的樣本推論不出正確的結果。

如果能保留母體的各種特徵,即使樣本規模不大,也能推論

回母體的-般狀態。抽取這種樣本的最佳作法稱篇隨機抽樣

（randomsampling）。隨機抽樣保證「所有樣本被抽出的機率相

等」 ;換句話說,任何-個調查對象被抽中烏樣本的機率,都是

偶然而沒有人篇干涉。注意’所謂「隨機」絕不意謂「隨便」或

「隨興」,但也不意謂「有效」。

按照隨機抽樣原貝Il而依序抽出的樣本,被期待保有母體全部

的特徵。當然’樣本終究還是樣本’樣本的特徵不可能與母體的

特徵完全-樣,多多少少都會產生「誤差」。因篇抽取樣本而形

成與母體的誤差稱篇「抽樣誤差」。如果抽樣能符合機率原貝I∣,

那麼抽樣誤差就能透過統計程序加以估算。這點就是隨機（機率）

抽樣最重要的地方‧

7

『

α
J

〔譯者註釋﹞

5 內閣府大臣官房,近似我國行玫院秘書處,但位階更高。廣報室扮演的即新

聞室﹑發言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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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抽樣誤差

樣本比率 l0％

（90℅）

20℅

（80℅）

30℅

（70℅）

50℅q0℅

（60℅）笞樣本數∣回

士0.6％

士1川℅

士1‧3℅

士I9％

士26℅

士59℅

士186℅

士0.8℅

土1.4℅

士1.8％

士2.5℅

士3.5℅

土7.8℅

士248℅

士09℅

土1 ‧6℅

士20℅

土28℅

土40℅

士90℅

士284℅

土l.0﹪

土1.8℅

士2.1℅

士3.0﹪

士43℅

士9‧6℅

士30.4℅

士1o℅

士18℅

士22℅

士3.1℅

士4’4℅

士9‧8℅

士31.0℅

10,000

3’000

2,000

1,000

500

l00

l0

註l :以簡軍隨機抽樣方法、在95℅﹛﹦lu﹨水準的抽樣誤差∣∣青況下推l古

註2 ;樣本比率是指抽樣調查中貝有臬個特徵者占全部樣本的比率。

表3﹦4中是以簡單隨機抽樣法抽出的樣本,都是具有某些特

徵的樣本,如果將具有某－特徵的比率標示在「樣本比率」櫚

位,並與母體比率（母體具有此-特徵的比率）相比較,不同的

樣本數∣青況大致會有以下誤差。舉例來說’對某-意見的贊成比

率,在數量l000的樣本中,有60％的人回答「贊成」;我們就

可以推測,母體中回答「贊成」的人’應該是57％﹣63％之間。

還有,唯有在隨機抽樣（符合機率抽樣原貝ll）的資料下,

「假設」才能進行統計檢定,由此也可知隨機抽樣的重要性。

38

第三節樣本數的決定

樣本數的最極端狀況,就是對象只有-個。這種情況下’我

們可以對這個人盡可能深人訪問（∣〃Il如中野卓《口述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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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曷女囚愛凸呎↓﹚囚日本近代》6或蕭（CliffbrdShaw）的《﹥

﹢、y夕 . 口-歹:澎5非行少年自身幻物語》7）’或者對這個村

落或公司進行嚴密的研究。這種「個案研究」的調查對象,通常

是刻意選出的（不是隨機的）,這些著作內容大都很有趣’也發

揮了社會學的想像力,但並不能由調查結果推論回母體（例如

「現代日本的勤苦女性」或「20世紀初期美國芝加哥市的偏差行

篇少年」）。也就是說,這種研究是沉浸在特定案例中以詳細了解

事情的內容,但並不能說明包含案例在內的全體-般性特徵。

雖然從某個角度來看,所有研究都可說是不同程度的「個案

研究」,例如-個日本人政治意識的研究,即使是進行全國規模

的民意調查’但若放在國際比較的層次,也只是全球政治意識調

查的「日本個案」。然而,只要這個調查是以機率抽樣的原貝Il進

行,至少能夠不偏且正確的知悉全日本的狀況。如此看來,挑選

少數日本人篇個案的方法,即使非常深入探究個案的政治意識,

也絕不可能推論日本人全體的政治意識。因此,∣盡管同樣含有個

案調查的意義,推論的能力仍然有差異。

再者’同樣用隨機抽樣的方法調查,並不是抽取多少人都沒

關係。舉例來看,從無限大的母體中隨機抽取l0人篇樣本,得

知有70％「贊成」某個意見;當我們要由此推論母體的「贊成」

比率,考慮表3﹣斗的抽樣誤差,推估結果得出70士28.4％’也

v＼b﹨

α
︺

︹
◎

〔譯者註釋﹞

6 中野卓 《口述0）生活史:澎5女d）愛七呢囚日本近代〔增補版﹞》 東京:

御茶0）水書房 Ig95年。

7 玉井具理子﹑池田寬譯 《﹥十 .y夕 ‧ 口－歹－:溢曷非行少午自身0）物語》

東京;求洋館出版社 Ig98年。英丈原著鳥Sh﹠lw,CIi月brdR. I960刀ic／αck﹣

Ro∕／2仄.ADe／／〃q【《f〃『Boy＄Ow〃S／oⅣ‧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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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3﹣1 隨機抽樣中「樣本數三」與「抽樣誤差」之關係

就是推估母體的「贊成」比率烏斗【6％﹣98.▲％的區間範圍。也

就是說,雖然在樣本的贊成者占多數（70％贊成、30％反對）,

貫際母體卻有可能是反對者占多數（4l .6％贊成﹑58.4％反

對）。了解抽樣誤差造成的推論結果,立亥∣l就能看穿這個l0個人

的樣本調查沒有意義。因烏樣本數量太少,抽樣誤差將會很大,

即使依照機率抽樣進行調查,恐怕也無助松了解社會現象。因

此,如果-個研究的目的是要推論至∣l-般狀況’而不只深入描述

少數案例,就必須’∣慎重選取樣本。

但樣本數是不是愈多愈好呢?∣至∣I也未必。從表3﹣4和圖3﹣】

可以了解’樣本數增多確責會降低抽樣誤差,但我們應該看得出

來’樣本數增多並未使抽樣誤差以相等比例降低;當樣本數高到

某個數量,抽樣誤差的減少幅度就會大打折扣,付出的成本也得

不至∣l期望的效盆（精確度提升）。資料的精確度當然是調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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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慮,但由成本效盆的觀點來看,機率抽樣原貝II進行的調查’

即使是日本全國規模的調查’3000個樣本數就已足夠。

第四節蒐集資料的方法:活用資料庫檔案10

如何蒐集至∣l社會調查的資料呢?大家馬上想至II的可能是自己

製作-份全新的問卷進行調查’以取得第-手的原始資料（raw

data）。透過這種方法取得的資料’稱篇初級資料（first﹣hand

data）。但我們前面也提過,如果不能保證用機率抽樣的方式取得

樣本,就不能進行正確的分析;因此’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很輕

易地貫施調查。但若無法自己做調查取得-手資料也不必絕望,

因篇世界上還有很多已經做過,而且可以公開使用的調查資料。

貫際上’調查資料未必是要-手的初級資料。調查只是研究

的手段而非研究目的。因此,如果月Il人認廈貫施過的調查,岡∣l好

符合自己研究想調查的’而且資料又可以合法取得,其責就沒有

必要自己做調查。利用既存的調查資料,稱烏次級資料（second﹣

handdata）。次級資料不需要特別蒐集,只要透過調查資料庫檔

案（dataarchive）即可取得。

調查資料庫就是將經由社會調查取得的資料加以收藏、存

檔,以供需要次級資料的第三者使用的機關。本文無法全面講

解,只能選幾個重點介紹。日本國內的重要資料庫,主要有東京

大學的「日本社會研究情報中心」（SSJDA﹚、大阪大學的「問卷

調查資料庫」（SRDQ）8 。其他國際性的著名資料庫有:國際社

會科學資料組織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ofData

OrganizationsfbrtheSocialScience）9 、歐洲社會科學資料檔案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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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CouncilofEuropeanSociaIScienceDataArchives） io 、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大學政治社會研究協會（The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fbrPo】iticalandSocialResearch）Ⅱ 、美國康乃狄克大

學的羅普民意調查中心﹙TheRoperCenter﹛brPublicOpimon

Rcsearch） i2 。以密西根大學的ICPSR篇例,收藏了包括六千多

件研究計畫、四十五萬個檔案’是極烏重要的調查資料庫。

如果能活用這些資料庫,不僅能學習如何進行社會調查,

也對自己日後的調查研究頗有助盆。關舷lCPSR資料庫的

具體使用程序以及其他重要資料來源,可以參考筆者作成

的「社會調查的道具箱」（網址馬http:／／web.kyoto﹣

lnet.or.jp／people∕mabuchir／too】b0xhtml）。 l3

〔譯者註釋﹞

6 SS」DA隸屬束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綢址鳥: hl【P:／／ssjda』ssu﹣
【okyαuc」p ; SRDQ隸屬大阪大學人間科學研究所,網址鳥:

ht『p;／／srdq」﹞【】s.osak﹠l-u.ac‧」p 。

9 簡稱IPDO , http:／／www.ifdo.o『g 。

I0 簡稱CESSDA , h【【p:／／www‧ns﹙luib.no／Cessda 。

ll 簡稱lCPSR , h『tp:／／www.lcps『.umichedu 。

12 http:／／www.『opercen【er‧uconnedu o

13 台灣地區最大型的調查資料庫,是隸屈於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的「學術

調查研究資料庫」（SRDA , Su『vcyaI﹞dRcsearchDataArchive）,資料庫中收
藏大量學術調查、官方調查﹑媒體民意調查等資料檔,闆放給學術用途使

用,綢址: http:／／s『daM『】ica‧edl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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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曹學O＆A42

ol :樣本數只有-人的時候,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抽

樣誤差是土98％,這意昧著什麼?

Al :由於樣本數只有-人,因此他的回答代表樣本的】00％’

抽樣誤差是士g8％,在這種狀況下,推估回母體馬】00％

土98％’也就是2％﹣l00％’所以,當樣本只有-人時,

不論他回答什麼,都無法知道母體的狀況。

個案研究難道完全沒有意義嗎?

由母體以隨機方式抽取少數樣本,即使進行詳細的調查,

抽樣誤差也很大,因此也很難推論到母體的狀況。在樣本

數量很少的』∣青況下,即便使用機率抽樣的簡單隨機抽樣

（SRS）’也很難了解母體,更何況使用非機率抽樣（例如

立意選樣）,那就更加難以推論回母體。但透過個案研究’

我們可以深入知道樣本本身的各種特性。因此,個案研究

的關注點與其說是母體,倒不如說是案例本身。所以個案

研究絕不是無意義的,而且豐富的個案研究可以帶領讀者

發揮社會學的想像力’提供進-步發掘問題、建構量化研

究假設的契機。

Q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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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譆

↖歹╴∕▽『七＞／廿U「y7＞／久百1「弓╴島菌進, 中村圭志

訊《心仍習慣》 慇寸﹣『書房 l985／l99l年。

對大約兩百名美國人進行面訪調查’從中發現四種美國人的典型’是研究美

國人價值觀的個案研究。這本書雖然不使用統計推論’但卻是以個案研究的

方法討論母體特性的名著〔Bel】ah‧RobertNe【al 】98aHαb／／＄q／∕／!忽／!eα『∕..

／〃﹝／Md〃α／／s／〃 α〃d ﹙γ﹚〃!〃『!／〃『c〃∕ ／〃A〃『f〃cα〃 ／﹙／b; BcrkeIey: Univcrsityof

CaIifbrnia.中譯本:翟宏彪﹑周穗明、翁寒松譯《心靈的習性:美國人生活

中的個人主義和公共責任》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09I年﹞。

見田宗介 《現代日本囚精神構造》 弘文堂 l965年。

由『讀賈新聞』的-個專欄「人生案內」裡的諮詢內容’鮮活描繪出現代日

本人「不幸」的類型’是質性研究的經典作品。

木它1卜 奧田道大、有里典三訊 《久卜U╴卜 .刀－寸－.y廿

工矛1》 有斐閣2000年。

利用參與觀察研究都市祉群的個案研究經典作品,是所有社會學學徒的必讀

讀物,書末的附錄富含祉會調查方法論的敔示﹝Why【e,WiIIiamFoot I9q3.

S〃Gc『（i﹙〃‧〃2／. .﹨∣（﹚﹝﹑ie0’ ’‧ ／／『GJ﹝jc【α／＄〃.〃c／Mγeq／α〃／／α／／α／『 .『／〃〃J.Chicago:Univcrsity

ofChicagoPress.中譯本:黃育馥譯 《街角祉會:-個意大利人貧民區的

祉會結構》 北京:商務出版 I9g5年﹞。

林知己夫 《林知己夫著作集》（全l5卷） 勉誠出版2004年‧

可以-窺林矢Ⅱ己夫探索日本人國民性的博學研究之軌跡。透過量化研究（尤

其是間斷變數﹚的統計分析,是至目前為止闡述日本人心靈轉折作品中,最

令人驚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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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謝野有紀、栗田宣義、高田洋、間淵領吾安田雪編 《社合0）見

方‧測0方-計量社芸孛︿●招待》〔社會的觀察方法﹑測量方
法-歡迎來到計量祉會學〕 勁草書房 2006年。

這本書重靦統計分析、但更重峴社會學的觀點’對於如何由調查主題連結計

量分析’害中有豐富的分析實例,是初學者也能看懂的入門書。



第4章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人」與「社會」如何街接?人如何能與他人共同生

活?這一章試著以「人﹑關係、群體」的軸線理解「社

會」,希望能對社會學進行系統性﹑理論性的探討。因此,

本章將討論社會行動、互動、關係、團體、組織、全體社

會等概念’說明這些概念指涉什麼意翕、彼此之間有何關

聯?另夕卜 , 「丈化」與「人格」也是在理解、分析社會時

很重要的概念,當然也是本章的重要主題。雖然我們在日

常會諾原本就多少會用到一些社會學用語,但學會社會學

的基本概念後,相信必定更能掌握其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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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試、為健康、為／」﹨孩祈福,不同的人抱持不同的願望進到神社參

拜。苣些行動都是社言學所說的台乎「∣賈值台理I∣生」的社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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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專門用語的重要I∣生44

社會學是以人們日常生活互動形成的社會烏研究對象的學

問,因此’使用人們日常生活的語彙,某種程度也能討論社會

學。但是日常語彙的界定並不嚴謹’使用者的意圖也存在諸多差

異。而社會學則不然,社會學篇T正確傳達研究的內容、關注重

要的現象,會對專門語彙（概念）進行嚴格定義。

例如,我們在日常生活常會用至II「國家」這個詞彙,像是

「我喜歡日本這個國家」﹑「日本的國家施政方針出現變化」等

等,都說得通。但社會學在使用「國家」這個概念時就沒這麼鬆

散。做篇日常用語的「國家」可以寓含多樣的意義’但社會學專

門術語的「國家」’卻不能把日常生活的用法搬過來用。回頭看

上面兩個例句’其貫兩個「國家」就寓含了不同的意義。第-個

國家用來代表整個日本的自然、風土﹑文化、人民;而第二個國

家則用來代表「政府」。亦即,日常用語中的「國家,至少混用

了社會學專業用語裡的兩個概念:其-是具有地緣意義的「全體

社會」’其二則是扮演政治功能的「政府」。有了這種認識,我們

就不難理解烏什麼「愛國心」既被當作值得歌頌的美德’卻也被

認烏是應該反抗的惡行’因烏兩種反應都是只看至Il-種「國家」

概念的偏執狂。因此,將國家視烏「行使權力的機器」而完全否

定抗拒,固然沒有必要;相對地’將國家視篇「生我養我的社會

裡的文化和人民」而完全不加抗拒地熱愛,也未必天經地義。了

解社會學的專業詞彙,應該可以解開不少這－類的曖昧問題。

社會學倉Il建肚lg世紀前半,一百多年來已經倉Il造出很多概

念。在這些概念當中,有很多是社會學研究者甚至-般人也經常

在使用,而且歷經長時間至今仍適用勝分析當代社會的現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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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歷久不袞的概念’已被視篇社會學的共有財產而留存。學習這

些概念並進而善用這些概念’是修習社會學的基本作業。在本言

裡當然也會提至∣l很多社會學獨有的概念,像是「理念型」、「方

法論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的集體主義」、「正功能／反功能」、

「外顯功能／潛在功能」等等。本章將簡單介紹思考社會結構不

可或缺的幾個社會學基本概念。

￠5

第﹦節從「社曹行動」到「社曹關係」

村富行動
一－╴

如同第-章所說,社會由人構成。但只有人不足以成篇社

會;還必須要有人與他人的互動,才能成篇社會的基本要素。所

以,社會的最∕l﹨構成單位,是-個人對他人因馬某個原因而採取

的任何行動’也就是「社會行動」（socialaction）。

對社會學而言,行動（action）的概念有明確的用法,而且

和行馬（behaviour）不同。「行篇」這個概念,用胎指涉人及動

物做出來的動作,特別是指第三者也能見至Il的任何身體的物理∣生

動作。相對地,「行動」這個概念則是被行動者賦予主觀意義的

行篇;在這個定義下,「行動」只會發生在能夠處理「意義」的

人類身上。如果這種行動指向他人（不論直接或間接）,就稱篇

「社會行動」。

根據最早提出社會行動概念的韋伯（MaxWeber）的說法’

社會行動可分成四個類型,分月Il是:（l）目的合理性行動

（instrumentallyrationalorientedaction;goal﹣orientedac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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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合理性行動（valuerationalorientedaction）、（3）情感性行動

（affectuaI oremotiona】orientedaction）、﹙4）傳統∣∣生行動

（traditionalorientedaction）。分別說明如下:

（I）目的合理性行動’是指行動者篇達目的而選擇適當手段的行

動’而且這個行動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所以,買-件商品

會選擇至I∣便宜的商店購買、到一個地方會選擇最短的路線前

往,都是這種類型的行動。

（2）﹛賈值合理!∣生行動’是指信奉某種特定l賈值觀（倫理、藝術或

宗教）的人探取的符合該∣賈值觀的行動,像齋戒、祈神等宗

教行動,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這種行動雖然特殊但並不

罕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都能看至II價值合理!∣生行動。例

如,舉行結婚典禮寧可付出昂貴的代價在吉日辦喜宴、也不

願在凶日享受低廉的餐飲優惠;或者學校棒球隊如果-直連

勝’寧可每天忍受髒汙,也不願洗球衣,這些都可視篇這類

價值合理∣生行動。

（3）情感∣生行動,是指因情感猛然觸動而做的行動,哭泣、憤

怒、高興是這類行動的典型’有╴些手舞足蹈、放聲唱歌也

是。因篇這種行動的起因是情感觸動’相較舷目的合理∣生或

﹛賈值合理性行動,被賦予的意義也較少較弱。

（4）傳統性行動,是指對舷慣常發生的刺激不加深思就立亥Il反應

的行動,我們日常習慣的行動很多都屬於這類。接朋友電話

說「喂」、和朋友碰面說「你好」、告別的時候搖搖手說「Bye﹣

Bye」。我們做這些行動時不會深思熟慮’而是當做-種習

慣。習慣化的行動,很多原本就是特定情況下目的台理性的

行動,而後漸漸成篇習慣,以致於原來的目的性不再被明顯

意識至II ,而成篇傳統∣生行動。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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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i Ⅲ＞γ
後來的社會學者將韋伯的行動理論發展篇兩個不同的方向。

第-個方向的承繼者是帕森思（TaIcottParsons）。他把韋伯「行

動是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的想法加以延伸,但I∣日森思貝Il相對較

馬忽略韋伯很重視的「意義賦予」。在帕森思理諭的發展下’行

動的定義是: 「行動者在受至II規範芾II約的狀況下,以達成目的烏

動機而進行的能量消耗過程」,因此帕森思重新定義的行動論’

也就很輕易與他的社會體系諭相結合。

在此脈絡下討論行動如何受社會l∣青境影響也很重要。湯瑪斯

（WilIiaml.Thomas）和茲納涅茨基（PlorianZnaniecki）提出-

個有名的概念「情境定義」（de月nitionofsituation）。〃∣青境定義指

行動者會對當下遭遇的∣青境定義;並據此定義行動。情境定義會

因行動者的各種考量而有差異’即使是相同目的的相同∣青境’同

-行動者也會有不同的行動。 抿）r
另-個韋伯行動理論的發展方向,貝Il由舒茲（Al仕cdSchutz）

所開倉Il 。舒茲高度肯定韋伯注意至∣l「行動是被賦予意義的」這一

點,但他也補充批羋Il韋伯未能注意到的另一點,那就是:「意義」

在現貫社會中並不容易共同分享。根據舒茲的理論,意義既然在

行動者之間並非不證自明就被理解,那就必須進一步分析烏何大

家會具有共同的意義。舒茲這種理論觀點,開倉∣l了「現象學式社

會學」（phenon】enoIogicalsocioIogy）。

47

社富巨動與社富關係
╴╴

社會行動既是指向他人的行動,通常也會帶出他人給予的回

應。這種回應也是以社會行動的方式展現,因此社會行動至少要

兩個人交互作用才能成立;這種社會的交互作用,在社會學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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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社會互動」（socialinteraction）。

以社會互動烏研究重點的學派’即烏米德（GeorgeHerbert

Mead）與布魯默（HerbertBlumer）倉Il立的符號互動論

（SymbolicInteractionalism）。他們的理論中心在研究人如何使用

各種符號（包括語言、動作、姿勢等）作篇媒介而交換意義的過

程,而且他們認篇這些意義不是社會既定的,而是在互動過程中

產生。如同舒茲的現象學式社會學,二者都強調人在面對社會時

透過意義解釋而具有的主體性。

社會互動也可以用「交換」的過程來理解。所謂交換’原本

指財貨往來,社會學所談的交換’範圍貝Il不限於可計算貨幣價值

的經濟財,還包括無法計算貨幣∣賈值的社會財。例如「愛情」、

「友誼」等都可稱篇社會財‧但既然社會財不能計算貨幣價值,

篇什麼社會財可以交換呢?根據交換論者的解釋,關鍵在於「意

義」。所以,社會學裡討論社會互動無法避開意義的問題。

雖然山林裡交錯的登山客互相問候也是互動,但對船社會的

構成要素而言,重要的不是這種偶-篇之的互動,而是持績性的

互動。持績l∣生的社會互動,就可以視馬「社會關係」（social

re】ation）。

48

W﹩箇簍縛i騰釅繃!蒼鯀囂i鱸鰍:
神性互動,是社會得以成立的原因。這些精神性互動展現在外的

樣式就是「社會形式」,其貫也就是社會關係本身。齊美爾主

張,探討這些社會關係的-般形式,正是社會學不同舷其他學科

的獨特之處,因此,齊美爾的社會學就從支配﹑鬥爭、競爭、模

仿、分工、代表等社會關係的抽象討論展開。

現代社會學對船社會關係的研究,-定都會提至Il地位



第4章祉會學的基本概念 75

（status）和角色（role）這兩個概念。不論什麼樣的社會關係,

都會有地位秈角色。如果把這個說法反過來講,其貫就是透過地

位和角色的社會互動’才能看至I∣社會關係。地位是社會關係的-

種位置’角色貝II是由舷占據-個地位,而被地位賦予責任、權

限、期待的行動模式總體。

-個人可能同時占有很多個地位（稱篇地位叢〔status

Set﹞）,這些地位上各有應該扮演的角色,因此-個人也就同時具

有多個角色（角色叢〔『o】eset﹞）。例如班上某個大學生A男,

他在家庭是兒子、孫子,在學校是碩士班研究生、是籃球校隊的

經理’還在外面打工當補習班導師,而且也是某個女孩的戀人﹑

某些男生的死黨,所以貫際上A男占有了很多地位。以籃球校

隊經理這個地位烏例,占有這個地位的人有-些被期待的角色要

扮演’要管理球具、要安排校外比賽的交通工具、要登記球賽紀

錄、要發行球隊刊物﹑要傳達教練命令﹑要提供球員諮詢等等,

這個地位的工作就多得不得了。而這個人還占有很多地位﹑扮演

很多角色’而且每個角色都執行得恰如其分﹑不能漏東掛西。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在執行某個角色時’就難免會影響到其他

角色的執行,而造成前後夾攻的心理負擔‧這種情況稱之篇「角

色衝突」（roleconHict）。

然而’每個人總須占有-堆地位、扮演-堆角色。在諸多地

位之中,像兒子、孫子這種生下來就被賦予的地位,稱烏「天賦

地位」（ascribedstatus） ;至舷補習班導師、球隊經理這種透過

自己的意願和努力而爭取至II的地位,稱烏「取得地位」（achieved

status）。但不論何種地位,-個人如何扮演這些地位上的角色’

都是透過後天學習。這種角色取得的過程’最主要的就是透過

「賞罰機制」（sanction）。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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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社蓄圄體到全體社會

社曹圄體的分類

「社會圍體」（sociaIg『oup）是什麼?雖然可以定義篇是由擁

有內部歸屬感,而且相互持績互動的多個行動者形成的社會關

係,但是這個概念包含的範圍非常廣泛,可以小至家庭、也可以

大至國家秈社會。因此社會學家嘗試對社會團體稍加分類、整

理,以下就是幾個代表性的類別。

第一個著名的分類’是突尼斯（F.Toennies）根據圍體成員

結合性質做的分類,他將以情感∣生、人格性篇基礎而結合的團體

稱烏共同團體（Gemeinschan）,以計算性、利盆性篇基礎結合的

團體稱篇結合團體（GeseIIscha仕） ;共同團體的例子如家庭、傳

統村落等’利盆團體的例子貝I∣有都市、國家等。根據突尼斯的說

法,這二種圍體在現代社會的比重是由前者向後者轉移,這也是

社會變遷的方向。突尼斯對船朝向利盆集合篇中心的社會趨勢感

至Il悲觀,並認篇社會將再出現-個統合性的協同組合,他稱篇合

作社團體（Genosscnscha仇）。

第二個著名的分類,是馬祺佛（RobertMMacIver）﹛I多改突

尼斯的概念而提出的共同體（community）與結社（association）

的分類。所謂「共同體」,是像村落或小鎮等自然形成、共同生

活的固定區域。共同體的成員共同生活、擁有共通的生活模式與

文化,因此也擁有強烈的「我群意識」‧結社貝∣l相對是以地域性

篇基礎,是具有共同目的或關心的人們聚集而人烏形成的團體,

像是學校、教會、營利組織﹑公會、政黨等。

第三個著名的分類,是由庫利（CharIesCooIey）提出,依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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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成員是直接接觸或間接接觸區分。他把人類最初活動的團體稱

篇「初級團體」（primarygroup）’像家庭、死黨玩伴﹑親近的鄰

居等;初級團體成員間的接觸是面對面直接進行,而且是具有強

烈聯帶感與-體感的親密結合。庫禾I∣認篇初級團體具有培養人

格﹑l∣灰復人l∣生的意義。相對於初級團體的是「次級圍體」

（secondarygroup）,例如學校、公司、政黨、國家等基肚特殊利

盆關係而組成的團體,成員間的間接接觸是最主要的特徵。在現

代社會中有很多』∣青況,次級團體的重要∣生巳經超越初級團體了。

上述三種著名的分類都根據某種特徵篇基準,不過我們其貫

可以混台分成兩大類:其-是「共同團體＋共同體＋初級團體」

（基礎性團體）,其二則是「結合團體＋結社＋次級圍體」（功能

性團體）。基礎性團體是自然形成的團體,還可再分烏血緣性團

體和地緣性團體’血緣性團體的例子有家庭、親族、種族等;地

緣性團體包括鄰里、村落、全體社會等。功能性團體貝Il是基於某

個特定功能而形成的人烏團體。基於不同的功能’產生各式各樣

的功能圍體,代表∣∣生的例子包括:政黨和國家之類的政治性圍

體﹑企業秈行會之類的經濟性團體、學校和宗教組織之類的文化

∣∣生團體。在此要提醒,這些分類都只是-種「理想型」的分類,

所以扮演某個特定功能的圍體,也有可能扮演其他的功能。

科層組織

功能性圍體是篇了達成特定功能而人馬形成的團體,成員間

具有共同目的,而且會進行地位和角色分工,並芾∣I定行烏規範。

這種形態完整的團體,就稱馬組織團體簡稱烏組織

（organization）。過去由舶功能分化不明確,因此組織形態也不明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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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社會主要是以包含多功能的基礎性團體烏主;而隨著社會日

盆複雜化’單-特定功能的功能性團體（亦即組織）也逐漸成篇

社會團體的主要形態。

功能特定的組織篇何數量及重要I∣生都大幅增加?主要是因篇

人類要追求更高標準的欲望滿足;也可反過來說’是因烏要滿足

社會系統功能要件的水準也愈來愈高。這是什麼意思?舉例來

說’如果-個社會對「教育」在傳遞文化的功能要求不高’由功

能未分化的血緣性基礎團體（主要是家庭）執行就足夠了;但若

要求更高標準的教育水準,就要交由特定教育功能的組織（學校）

執行。甚至,由船學校教育的時間還要分割篇人格養成、生活輔

導等部分,研讀課業的時間有限’而再分化出各種不同的需要,

例如有人需要專門幫助讀害人學的私塾和預備學校,有人需要傳

授特定技能和知識的專科學校,因此也就相應需要各種功能更細

緻分化的組織’難怪組織會愈來愈多。其他如經濟功能也是’由

過去自給自足的家庭、親族團體-手承擔’至II現在社會已分化成

馬生產、流通、販賣等不同的功能團體,也是篇了更高層次的需

求滿足。

人類篇了想在更高的效率之下滿足欲望,當然也就造就了追

求規模效盆（sca】emerit）的組織;而隨著交通工具和通信設備

的發達,組織的大規模化也成篇可能。大規模的組織篇了保有經

營的效率’就必然會探用科層制（bureaucracy）的型態運作。所

謂的科層制具有以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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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層體制的運作,主要不依靠人的支配,而藉由理性規貝∣l支

配。如果-個組織會因領導人情緒起伏而改變運作方式,那麼這

個組織裡的成員-定無法安心工作。因此’科層制組織的地位安

排是金字塔型的構造,也就是「階層制」,透過這種安排’業務

才能有效率的分工。構成階層制的各個地位（職位）,都有相對

應的權限,在該權限範圍內,組織成員可以根據自己的竽I∣斷行

動;因此在階層芾II職位上的成員,也就必然被期望擁有專業知

識’並能專心負責執行業務。如果不具備專業知識或用至I∣-位不

專責的成員,對組織來說就會產生負面效率。

在人數不多的組織中或許還能用口頭溝通,但大規模組織就

不可能了。大規模組織裡的重要事項決議,都是以文害傳遞篇原

貝∣l ,以確保資訊正確傳達。而且組織的公事活動（公領域）也不

容摻雜私人關心的活動（私領域）’以避兔組織的效率打折。現

實中公私混篇-談的例子不少,像組織高層幹部不看能力而-路

提拔自己人,這種事如果被發現,通常會使成員士氣低落。不論

是誰,只要相同的業績表現就給予相同的考評,也就是確保以業

績作篇人事升遷的基準,才能保證組織成員專注舵自己的業務。

具有以上特徵的科層芾∣I ,是大規模組織要進行有效率運作時

不可或缺的。但另-方面,科層組織也被稱篇「官僚主義」

（bureaucratism）,因篇這些運作方式’有時也會自己產生妨礙效

率運作的現象。

官僚主義的第-個問題是「規則至上主義」,也就是只講官

n
↙
﹄

尸

0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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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規貝∣l ,沒有通融餘地的作風。出現這種問題,是因烏成員對於

非-般的狀況不願柔軟因應。第二個問題是「寡頭權力壟斷」’

也就是金字塔結構的權限都集中舶頂端成員,結果造成下位無法

發聲﹑也不能適切執行業務。這種∣胃況會壓抑成員士氣,也使成

員無法自主羋Il斷而降低效率。第三個問題是「部門主義」

（sectiona】ism）,也就是過度重視專業知識和專業分工,以致陷入

不願接受刺激的狹隘思維,造成各部門過度強調自身範圍的利

盆,經常帶來無盆的資源爭鬥。第四個問題是「公文主義」’也

就是徹底執行文害作業溝通的模式,連雞毛蒜皮的／l﹨事也要求簽

公文,造成浪費時間的形式主義作風。第五個問題是「異化」

（或譯疏離〔alienation﹞）的問題,也就是因篇嚴格的公私區分、

普遍主義﹑業績褂帥,壓抑組織內部人際關係的發展,造成組織

環境的冷漠,即所謂「非人性化」,組織成員也因此感受至∣l「異

化／疏離」的感覺。篇此,人際關係學派乃提倡「重新找回初級

團體」’就是認篇這種非人l∣生的組織環境是對組織的傷害,因此

主張科層制組織必須在內部適度發展「初級關係」性質的非正式

組織（infbrmaIorganization）,以維繫人與人的關係。

q

︺

﹤

︺

組織聯結關係與全體社蓄

γ＼1L
組織篇達成目的而進行活動,這與個人的「目的台理∣生行動」

的意涵可說相同。因此在法律上就以「法人」（corporate）指稱

組織,亦即貫際上並不是自然人,卻可等同自然人而以主體的姿

態行動。在社會學,這種用法也同樣成立。組織可以在內部形成

單位,對外展開組織行動,也可以在組織之間互動,締結組織結

盟關係。因此,社會關係也會發生在社會團體和組織之上’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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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關係利工會聯盟,都是篇了共同目的而形成,並且擁有創生

規範的更高層次組織。再更進-步,以這些大組織烏單位,可以

再發生大組織之間的互動、大組織的結盟,進而形成再更高層次

的大大組織….…’如此不斷進行,最終形成的貝I∣是-個社會,稱

篇陰體其賞」（totaIsocicty）。
所謂「全體社會」是指成員的任何欲求都能得至II滿足的區

域。通常如果沒有特別指定’我們所說的社會就是指全體社會。

在社會學中,「全體社會」大多預設烏「國族國家社會」,例如

日本社會、美國社會。但嚴格來說,任何欲求都能滿足的範圍’ 5斗

在當代生活中可能必須要有「世界社會」這樣的規模;不過,假

如考慮至I∣團體自身擁有的文化﹑語言、共同’∣青感﹑權利義務等典

章制度的完整性’其賣「國族國家社會」比「世界社會」更合

適。當然,有些案例是因宗教與族群的差異,使國族國家內部還

分裂出多個全體社會,或像歐盟這種超越國族國家範圍的全體社

會,這都提醒我們注意:國族國家與全體社會未必完全相等。

1」之直尷噎（sociaI structurc） 禾Ⅱi填燮置（sociaIchange）等
社會學的重要概念’指涉的對象也都是全體社會。社會結構是構

成社會最根本的固定關係’行使維持社會運∣乍的重要功能.這些『﹥∣﹣﹥﹥
關係∣∣生的變化就稱篇社會變遷。帕森思提出AGIL四個功能要「＼＞』
件,以表示維持社會結構的四個最重要功能‧帕森思的理論雖然Pn〕
被批竽Il烏無法解釋社會變遷,但如果這四個功能要件無法滿足’

則社會就不能維持隱定的關係性’也就容易產生社會變化’從這

個角度來看,他的理論也並非全然不能處理變遷。

社會變遷還可簡單區分烏兩種:第-種變遷是任由社會中多

數成員的欲求自然聚集發生（而這些成員並不關心全體社會怎麼

變）,稱篇「趨勢∣生變遷」 ;第二種變遷是指有-個篇全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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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的計畫主體’根據規畫立場而意圖改造的「計畫性變遷」。

提至∣l計畫∣生變遷’-般人的印象可能會強烈聯想至∣I「明治維新」

和「二次大戰後工業發展」那種劇烈改造,但現代社會其貫-直

都在穩定進行計畫性變遷,而責施的計畫主體當然就是國家。現

代國家扮演的最大角色,就是要使功能要件確貫滿足,甚至提升

至ll更高水準,因此也有必要適度進行計畫性變遷。但沒任何事由

就貫施計畫’必定難以達成。所以,現代很多計畫性變遷,其實

都是因應趨勢性變遷而來,例如退休年金芾I∣度’就是因應少子

化、高齡化社會的變遷趨勢而提出的-種計畫!∣生變遷。

只
︺

︻

︻

︶

第四節文化與人格

文化與l賈l直

如果外國人要你向他介紹「日本的文化」,相信多數日本人

腦海浮現的大概都是茶道、插花、能劇﹑狂言、歌舞使等活動。

-般人所謂「文化」’指的應該就是這些可以向其他社會誇耀的

傳統藝術。對日本人來說’知道這些著名的傳統文化,是否就能

了解現在的日本和日本人呢?其貫不然。若要透過文化了解現代

的日本,我想應該還是得知道我們身邊的大眾文化。而且,除了

了解那些容易被表達出來的事物、也應了解那些難以被表達的事

物（例如人們的溝通形式）,這些都是了解文化必須的。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社會學所談的「文化」也就具有較寬廣

的意義。所謂文化與能否向外國社會誇耀無關,文化指的是類型

化的行篇模式、是價值與觀念的體系,以及這些體系的所有產

冊王＼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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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某個意義上,文化也可說是人在社會生活中「後天獲得」

的所有事物。如果社會（結構）是關係性結構的框架,那麼文化

就是在此框架中貫際活動的內容。文化透過「符號」而被學習並

向後代傳遞;學習至∣l文化的世代還會對這些內容再變形使用,文

化也就出現變化。

因此,文化既可作篇「解釋其他事物」的概念’也可以是

「被解釋」的概念。﹛賈值觀（價值的觀念體系）就是-個典型。

因烏l賈值觀可以用來解釋各種社會行動、社會現象,但也是被研

究、被解釋的對象。l賈值是文化的核心,也是社會學中很重要的

概念,我們在這裡就先討論這個概念。

﹛賈值（vaIuc）是以「評價的主體」及「被評l賈的客體」之間

具有關係篇前提而成立的概念。一般日常用語的「∣賈值」,像是

「不符合l賈值」（偭值力＄合杓﹡【﹞）、「價值多元化」（偭值力:多樣

化L亡（﹚曷）這類的說法,都是從「評價的主體」立場出發的用

法。然而,社會學討論「價∣直」貝Il有更嚴謹的用法,例如「對A

君來說,與B君的回憶具有其他事物所不可替代的價值」,在這

句話中,l賈值表示-種概念’意指主體對所評價客體的「期望的

理想狀態」（囚唁求L色）。也就是主體的評l買基準所表示的並非

具有高低差異的「價值」,而是-種特定的「∣賈值觀」。因此,前

述「不符合∣賈∣直」及「∣賈值多元化」的說法,以社會學的嚴格用

法來說,應該是「不符台價值觀」及「l賈值觀多元化」。

價值觀是主體的評價基準,既然是主觀的,原本也就因人而

異;但如果是在同-社會、同-團體內共同成長的人,習得的文

化必定高度同質,他們的價值觀也就高度共通。這種共通的價值

觀’也就是我們理解的「日本人的﹛賈值觀」、「韓國人的﹛賈值觀」

之類的說法’用來表示社會與團體的l賈l直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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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社會雖共有l賈值觀,但全體社會也包合眾多不同團體’

而各團體也會再生產他們的∣賈值觀,因此在多族群社會、多宗教

社會之中,就會因族群、宗教、文化各自繼承不同的文化而形成

互異的∣買值觀。除了族群和宗教,不同的性別、年齡、階層、地

域’也都會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前面說過價﹛直是文化的核心,所

以l買值觀的差異其貫也就是文化的差異。在社會中多數成員所共

有的文化稱篇主要文化（maiorcuIture）’而社會中各種團體所共

有的文化’稱篇次文化（sub﹣culture）,如果次文化具有對立、反

抗主要文化的內含’則稱烏對抗文化（counterculture）,這種對

抗文化經常就是造成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原因。

人格與認同

設想-位你很熟的朋友,他在某種狀況下會探取什麼行動’

你大致上應該能預測。在人與人的互動場合也是,我們對朋友做

出-個行動,大概都預測得至II朋友會做出什麼反應,「溝通」即

由此產生。亦即我們認篇不應該出現預測以外（意外）的事∣∣青才

對。篇什麼預測得至Il別人的行動?因篇我們理解朋友的行動結構

原理。這種個人的行動結構原理,可稱烏人格（personality）。 l
人格是由生理、精神的特質,加上能力、價值觀等造就,即使長

期上會有變化,但至少具有短期的安定性和持績性。因此,如果

知道-個人的人格,通常就可能預測他的行動。

人格雖然因人而異,但構成人格的重要因素「價值觀」是社

會的產物,所以在社會影響力較強的環境下,團體成員也會具有

類似的人格。因此在特定團體中產生出來的共通人格特質就稱篇

社會性格（socialcharacter）。民族特性﹑上班族作風、公務員心

▽
「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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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男子氣慨等等名詞,都是描述社會性格的典型例子。還有’

說日本人具有「島國性格」、法西斯社會是「權威性格」等等’

都是著名的「社會性格」。

能夠理解他人人格的人,未必能夠理解自我的人格。理解

「自我的人格」’也就是理解「我自己是誰」、「我可以做什麼樣

的人」,能使自己處於∣青感-致的狀態,也才能穩定過生活;如

果不能擁有-致的l∣青感,則生活勢將陷舶不安。這種!∣青感稱篇

「認同」（identity）,缺乏這種I青感的狀態稱篇「認同喪失」或

「認同危機」（identitycrisis）。

最早提出認同危機概念的是」D理學家是艾里克森（ErikH

Erikson）,他的人格發展理論認烏,認同危機最容易發生在進入

社會前的青年期,但晚近的研究貝∣l指出’認同危機可能發生在各

個年齡層。例如-名奉獻-生給公司,以工作篇認同對象的職業

男∣∣生,在屆齡退休之後,不少人會出現無所適從的危機。另外,

像不少女性在生命中會面臨「婚後憂鬱」、「產後憂鬱」、「育兒

官能症」、「依賴／l﹨孩的母親」的困擾,其責都是認同危機的不

同類型。這不是說青年期的年輕人就沒有認同危機’在現代社會

裡’很多青年也都熱切在「追尋自我」的口號下想確定自我認

同。從事志工（volunteer）活動的年輕人、全身都是名牌服飾的

年輕人,都可以看做是篇T「成烏什麼人」而進行的行動吧∣

〔譯者註釋﹞

pcrsonaIi【y這個字也可以譯鳥個性﹑『I生格,這是由於這個字富含「與他人相同」
以及「與他人不同」的意思,而有「人格正常」（與一般人相同）﹑「很有個

性」（突出於一般人）這樣的用法。本丈脈絡的意毚多指「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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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蓄學O＆A︹
b

民
︺

Ql :經濟人（homoeconomicus）和社會人（homosociologicus）

有什麼差異?

Al :經濟人和社會人都是解釋人的理論模型,用以表示貫際在

社會中行動的人。經濟人模型認篇人是經濟動物’是以

「追求最大利盆」作篇行動準貝I∣的「利己式個人」,這種模

型也是經濟學解釋人類行動的-種基準。另-方面,社會

人的模型則認烏人的行動選擇會受限船他所在的位置’所

以人是「角色性個人」’這種模型較重視社會整合’也是社

會學解釋人類行動的-種基準。人在現實中的行動,其貫

既受限舷他所在的立場,也企求最大利盆’所以兩個模型

都具有解釋的力量。

:請思考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的關係。

:按照本文所述,社會變遷有兩種’其-是藉由不考慮全體

社會’而依照多數成員的欲求累積’自然發生的「趨勢性

變遷」’其二是交由少數執行計畫的主體’全盤考慮社會

後,以人篇方式提出改造的「計畫∣生變遷」’社會運動經常

扮演串連兩者的角色。社會成員的欲求可能透過正常管道

告知執政者,這種∣青況會帶動變遷;社會成員的欲求也可

能是透過-個明確的活動而被知道’這也會帶動社會變

遷。後面這種∣青況’即可稱篇社會運動。循此’社會運動

可說既扮演「趨勢性變遷」角色,也扮演「計畫∣生變遷」

的角色。

Q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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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譆

白工╴／（－清水幾太郎訊 《社合孛山根本概念》 岩波文庫】92】

∕I972年。

從社會的基本單位「祉會行動」開始談起,對社會關係、秩序、團體等相關

概念都有系統性的整理〔Webcr,Max. l962Bα㎡cCo〃﹝﹑Cp∕J／〃Socio／0gy.New

YorkPhiIosophic﹠﹜ILibrary中譯本:韋伯著’顧忠華譯 《社會學的基本概

念》 台北:遠流 Igg3年﹞。

安田三郎低力編《基礎社合孛》（全五卷） 東徉絰涪新報社lg80﹣

】98I年。

是程度較高的講座論文集’對於想要詳細理解及活用祉會學基本概念的學

子,是很具有挑戰性的書籍。

塭原勉《社含羊0）瞎侖1 ｛本系的展β刖 日本放i差出版協合I985年b

將祉會學的基本概念有系統﹑靈活﹑而詳細的解釋。

碓井I』崧低力】編 《社芸孛0）理論》 有斐閣 2（）00年。

以全球化及後現代化為主軸’對於肚會學理論重新理解的-本理論書。

森下伸也 《社全孛力吋〕力》曷事典》〔理解祉會學辭典﹞ 日本夷業出

版社 2000年。

用充滿幽默感而且平易近人的語言書寫’在樂趣十足的閱讀中’也可以了解

祉會學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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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的家庭

談到「家庭」’你腦海裡會想到什麼樣的人物、景像

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日本’普遍都對「家庭」存有

一種丈化的刻板印象: 「丈夫工作嫌錢、妻子理家育兒﹑

小孩讚耆玩耍」社會各種制度禾口法律,也幾乎都以這種丈

化刻板印象的家庭鳥標準;但事實上,在日本的歷史當

中,這種刻板印象的家庭形態,卻是到戰後某一時期才出

瑰。因比我們不兔婆問,家庭是如何演變成今天這樣的?

59

㎡ 二■﹄ 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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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際照料幼童的年長姐姐們
盯

在屢田除草的婦女

≡兩幅照片是五十年前曰本震村的B常生活景緻（左圄取材自中村〉台

《乃仰匡5京都囚﹦5L》 京都;世界思想社;右圄取材自熊台元-

《震村囚婦人》 岩波寫頁文庫 〈｛夏亥I」口1『版〉）。

2001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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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工業化帶來的家庭變化n

︺

︹

b

公共頜域與家庭頜域的分離

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家庭是工作場所。除了極少數的貴

族’成年人烏了維持生計,不分男女都必須在家庭中從事農業、

手工業、商業的工作。而／l﹨孩雖然有學業,但家人更期待他可以

幫I∣亡家業（參見本章扉頁的照片）。換句話說,工業化以前的家

庭’是「所有家庭成員都篇了生計而勞動」的形態。那麼,家庭

會變成「先生上班工作去、太太管家帶孩子、小孩讀書玩遊戲」

的角色分工形態,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引發這種變化的最大原因就是工業革命。由舷工業革命發明

了大規模的機器,資本家也就得以購置機器開設工廠並雇用勞工

來工作。機械化的工廠有本事生產出手工業望塵莫及的大量低價

產品。家庭手工業者即使動用所有成員,努力細心製作產品’終

究還是被工廠大量牛產的低價產品徹底打敗,很多家庭傳承的家

業就此告終,因此家庭成員必須外出工作。本來在農林漁業工作

的人,就這樣變成工廠的勞動工人。以前家庭既是工作的場所也

是衣食住的場所,但隨著家業衰退、工廠繁榮,就使工作圈松職

場、生活屬船家庭的所謂「職業∕家居分離」變得相當普遍。

然而’有＝點我∣Ii不可忽略:e工業化初期’事實上何很多
婦女與孩童受雇在工廠工作。女性與小孩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

因此廣受作篇雇主的資本家歡迎。但對男!∣生勞動者而言,則會擔

心資本家優先雇用低工資的婦女與孩童,認烏這將造成自己失

業。所以男∣∣生工人就團結起來,限芾Il婦女與孩童至II工廠工作’如

此-來,男l∣生就以獨力養家篇由,驅使資本家和政府拉高男∣∣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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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的工資。如此經過男性勞動者、資本家與政府交涉的結果,

丈夫慢∣∣曼成烏收入較高的階層’婦女和孩童就變得愈來愈少就

蕊繃兢∣鷥:川﹟﹟糕↑!鑒
域∕家內領域」的二分法認識世界。所謂公共領域是指職業、政

治事務的男性頒域;家內頒域貝∣l被當成責育、愛情、!∣生事之類的

女性頜域。

社會學正是誕生在這個時期。馬克思、淦爾幹、韋伯等最早

苜Il立社會學基礎的「男士們」,對「公共領域與家內頜域分離」

的想法,根本未曾∣∣裹疑就照單全收’認烏公共領域是人類獨有、

異雕動物世界的「社會」,而相對認馬家內領域是與動物沒有太

大差異的「自然」領域。在他們這種思維底下,「社會」的公共

頜域是社會學研究的議題’而「自然」的家庭貝Il被認篇不太值得

社會學研究。因此對現代社會的家庭秈女性,那幾位先生都沒有

進行太多研究。

但是’人類的家庭絕非全由本能和生物法貝∣l所支配。即使社

會學家的眼神不太關注家庭’但家庭依然隨社會變遷而不斷改換

面貌。以社會學馬中心的研究者會員正關心家庭議題’其貫是家

庭的變化巳經至I∣達無法忽視的時候,也就是20世紀過-大半之

後。那麼,當時的學者如何理解這種現代家庭呢?

剴
I
∣

6

從「家庭與l專統共同體台作」到「家庭與雪門機構台作」

苜先,我們可以試著觀察「家庭」和圍繞家庭外部的「社會」

二者間的關係。依照歐格朋（WilliamOgburn）的理論,工業化



g2 基礎祉會學

以前的家庭承擔經濟、教育、保護、宗教、娛樂、愛∣青等各種功

能舵-身,因而在社會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然而工業革命之

後,前述的諸多功能逐漸轉交給各種專業機構,至I∣最後’現代家

庭就只殘留「愛情」這項功能,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就變得低落。

對船現代家庭的變化,歐格朋以「家庭功能流失」（fhmilyis Ioss
offUnction）的觀點來理解,難免帶有「往昔多美好」（昔﹛﹡水力』

□尤）的論調。相對地’帕森思（TParsons）則是以「家庭功

能專業化」的觀點來理解,因此提出「今天在進步」（今幻方力司

進步LT↓﹨曷）的論調。依照帕森思的看法,現代家庭確貫失去

很多功能,只有非家庭來做不可的功能才會殘留下來’其他功能

移轉給專業機構,家庭就可以集中處理專屬家庭的功能,形成

「專業化」。所謂非家庭來做不可的功能,就是「孩童的社會化」

和「成人的情緒支持」。

歐格朋與帕森思的家庭變化理論,其實都有部分﹛∣多正的必

要。第-,現代以前的家庭,經濟﹑教育、保護、宗教、娛樂、

愛情等功能,並不是由單-家庭單獨完成,而是藉由親族、鄰里

等傳統共同體的合作而協力完成。例如’在沒有機器的時代從事

農業工作,與村落中其他家庭的合作不可或缺。因此,烏了要把

村裡某個小孩養育成獨當-面的人’對小孩進行教誨和訃∣∣練的單

位就不是家庭’而是村落全體。而現代家庭的教育秈保護功能,

的確有部分已移轉到學校﹑醫院、警察局等專業機構,但這些功

能在家庭中並非完全消失。例如小孩生病或被壞人跟蹤,這時家

庭就要帶他看病﹑在家照料,以及設法因應、主動保護,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呶Ⅱ果這樣觀察,家庭在今天仍然承擔很多功能,

其賣很清楚。所以,現代社會的家庭並不是失去教育、保護、宗

教﹑娛樂的功能,而是與專業機構台作以完成上述功能。換言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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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從前現代至I∣現代的家庭變遷,就是指家庭完成諸多功能的合

作對象,由原來的傳統共同體變成專業機構。

第二節現代的家庭

男II生的上班族化、女性的家庭主婦化﹙l975年以前的曰本）

在前-節中大I咯可以看至∣l家庭和社會外部的關係。在這一

節,我們將看看職業與分擔家事、育兒的事〃∣青。前現代的家庭是

生產的場所,家業是代代相傅的大事。在那樣的社會中’「家庭

全員都要工作」就是家庭的存在典型。而進入現代社會,不僅職

業秈住家分離,兒女也沒規定要繼承雙親的家業。這樣的社會

中,依照IlI日森思的論點’家庭是以「丈夫工作賺錢、妻子理家育

兒、小孩讀害玩耍」的角色分工形態∣∣偵∣陽運∣乍。實際上,這類家

庭是在增加。

在圖5﹣l中,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女性勞動參與率（有職

業而參與勞動的女性比率）與專業家庭主婦比率的變化。其中可

看出,在l975年以前,就業女性的比率-直在降低。日本在

】g55年至】975年間的這段經濟高度成長期,其實就是自營商

（自己當小店老闆者）大量減少、受僱勞動者（上班族）急遽增

加的年代。隨著「上班族化」的男l∣生離開家庭前往工作場所’女

主人秈男主人共同做家事的時光也逐漸消逝。而且,這個高度成

長的年代’也是日本經濟逐年成長、丈夫所得逐年豐厚的時代;

因此光靠丈夫-l值∣人的薪水’就已經比以前的家庭生活好太多

了’妻子自然就不是很需要工作,女性因而朝向專業主婦化。從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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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5﹣1 曰本女Il生勞動參與率與雪業家庭主婦比率的演變

資料來源;根據總務廳統計局《勞動力調查》貢料檔製。

戰後十年左右的lg55年至∣l lg75年周止,「丈夫工作賺錢﹑妻子

理家育兒」形態的夫妻數量也就不斷增加。

男性收入與女性就業的關係（曰本1975年至合的變化）

但由圖5-l我們也看至∣l ,至II了Ig75年以後’女I∣生勞動參與

率又往上升,專職家庭主婦的比率則往下降。換句話說,就業的

女性增加了,專職家庭主婦反而減少了。就業的女性增加有什麼

特別的意義呢?在生產育嬰期間仍持績工作的女性增加了嗎?生

產育嬰期間暫時離職,然後再復出就業的女性也增加了嗎?

圖5﹣2顯示了】g70年至2000年間每l0年的不同年齡別女

性勞動參與率（不同年齡女性人口有職業者之比率）。在l970至

2000年的這段時期, 20﹣24歲者就業比率最高;但至I∣了25﹣3斗歲

4
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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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5﹣2B本女∣∣生年齡層勞動參與率的演變

資料來源;根據總務廳統計局《勞動力調查》資料憎製c

的生產育嬰期,就業女l∣生的比率就降低T;再到大約35歲以

後,又可看至∣l再度就業的女性增加了（尤其在】g90年代至2000

年間, 25﹣29歲女性就業比率大幅增加,原因應是近年晚婚及延

後生育的趨勢所致）。從圖5﹣2中可以看出,在lg75年以後「職

業女I∣生」的增加,除了因篇（生產育嬰期間）-直持績工作的女

性增加,更是因馬生產育嬰期過後二度就業的女性增加。

烏什麼再就業的女性會增加?回答之前我們先想﹛∣茴∣問題:什

麼樣的女性復出職場二度就業?什麼樣的女∣∣生持績在當家庭主

婦?由表5﹣l的調查結果來看,不論是40歲世代或是50﹣60歲

世代的女性’專職家庭主婦丈夫的年收入,都高胎二度就業女性

丈夫的年收人。換句話說,當小孩長大-些,房屋（小孩要有獨

自的房間）﹑教育（學才藝補課業）費用也隨之攀升,如果女性

可以持績當家庭主婦而不必二度就業,那麼丈夫-個人的收入就

必須要能滿足經濟上的需求。這裡換個方式從圖5﹣3的調查來

尸

0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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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丈夫年收入與妻子再就業之關係 （）內為l固案數

丈夫的年收入（平均值）
t值 顯著水準

妻子二度就業 妻子未夕卜出就業

661.7萬日圓（94）＜796.▲萬日圓（55）

604.9萬日圓（41）＜858.3萬日圓（24）

40歲世代

50-60歲世代

﹣2510

﹣2461

p＜005

p＜005

註:調查對象為六十歲以下巳婚女性。

資料來源:大利札子, 1998 , 「女∣∣∣生仍勞∣動市場再參入仁閏寸曷■－木╴卜比

較」i收入岩＃／﹣﹨郎編《l995年SSM調查﹥Ij-文l3淇王﹥夕-七

歹1,立╴x》, l995年SSM調查研究言出版,頁58（部分l∣多改）。

﹙％）

60

50 48

囊 』0
子
的

鱉 :0
率

20

3』

＼303

﹃...﹃22’6

不工作

﹣﹣7.7

攀驢工作者

﹣﹣ 20.3 ﹦﹣﹣
I7‧7 ﹃

M‧7
】3.5l0

0

未滿』∞萬 ▲∞萬以上, 卹萬以上’ 8叩■以上’ I蛔茁元以上
未滿0∞萬 未滿8叨萬 未滿】唧萬

固5﹣3艾夫年收入與妻子二度就業

資料來源:參者「第2回家族仁□↓》﹄﹝0）全國調查（NFR」03）」（B本社言學

言、全國家族調查委三言2004年竇施）之資料信製而成。圖中所示

的分析對象為28﹣60歲已婚女l∣生之就業I∣青況。

看,丈夫年收入超過-千萬日圓者’妻子就業（不論兼職或全職）

的比率都很低。

】975年後女性勞動參與率增高的時期,其責就是經濟高度

成長告終,男!∣生所得也停止擴張的年代。對船這個事賣,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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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顯示, 】975年後女性就業人口增加的時代背景,其貫

肇因船經濟成長停頓、丈夫收入不再擴增,而人們嚮往的生活水

準卻持績上升;若丈夫-人的收入有限,這種家庭就只有夫妻雙

方都出去工作,才能貫現嚮往的生活方式（買-棟獨棟豪宅吧!

給子女最優質的教育吧!全家每年至I∣海外旅行-次吧……）。

再由表5﹣2的調查結果來看,不論何種年齡層’學歷較高的

女性持績當家庭主婦的比率都較高（l995年的調查中’50﹣60

歲年齡層者’高校畢業即可歸類篇學歷較高,當時大學畢業巳可

視篇學歷特高的罕見案例）。-般大眾媒體都會解釋這是因烏

「高學歷女性喜歡回至∣l職場」,但責際情況顯然不是如此。根據研

究結果,已婚的高學歷女性在小孩長大後’反而較少回至II職場,

大多繼績當家庭主婦。在歐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被認烏是求取

專業工作的手段;但在日本則不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更

是結識高學歷﹑高收入男l∣生的手段吧!

秈蹲校

66

表5-2妻的學歷與再就職

妻子學屜 二度就業專業主婦合計（寅數）

初中畢業

高中畢業

大學或短期大學畢業

l00℅（26）

100℅（l2l）

l00℅（28）

65‧4℅

66.1﹪

39‧3℅

346℅

339℅

60.7℅

￠0歲世代

初中畢業

高中畢業

大學或短期大學畢業

100℅（99）

100℅（126）

100℅（16）

556℅

37’3℅

6a8℅

▲4￠℅

62.7℅

313℅

50﹣60歲世代

資料來源:大利札子, 1998 ’ 「女∣∣∣生叨勞l動市場再參入仁閏﹣丁曷立-木-卜比

較」《l995年SSM調查﹥Ij-丈13﹥工﹥夕-七司1y刁-久》’

l995年SSM調查研究言’頁58（部分修訂）。



98 基礎祉會學

家事誰來倣?／」﹨孩誰照顧?

接著我們將討論家事和育兒的工作分擔。夫妻兩人都上班與

只有丈夫上班的家庭’家事和育兒的分擔大不相同。參考圖5﹣▲

可看出三類妻子（全職職業女性、兼職職業女性、專職家庭主婦）

生活時間分配的差異。職業女性,尤其是全職的職業女性,因烏

耗費很多時間在工作和通勤’家事只能匆」∣亡粗略做完,休閒時間

最短;而專職家庭主婦則是∣∣曼條斯理做家事,休閒時間也最長。

但相對地,不論是職業女性或專業主婦,她們丈夫的生活時間分

配卻大同小異。例如做家事的時間（包括育兒）,如果妻子是專

業主婦,丈夫的家事時間是32分鐘,如果妻子是職業女性,丈

夫的家事時間是36分鐘,差異相當有限。這個「夫妻兩人都上

班,只有女性做家事」的社會現責’就是造成女性不能持績投人

職場的障礙。再者,根據圖5﹣4觀察,把現代人的生活區辨馬

7

『

︹

h

︶

】級活觔 2級活觔 3蛔藩劻

【吃舨﹑睡兜等I 獵■nT作家卒 ﹙休閒﹑交際
檸】

9:』8 6:l5 3:50 4:06

I勰
╴ ∕

0:53 !3:43 .／‧5:02∕5:2】 i

∣■■…

l0: 】8 0:04﹃.....0:50 ／. 0:37 i
I…

0 ﹃﹄■■

l0:0l ／8:0g﹣、﹣﹑～.﹣﹑﹣﹑F0;305:l6l
閒 I

0:55 l 8;2l 0:22勺! 5;2l !
■i

而

】0:l5 ﹛ 7:“0:﹩吋! 5:28 ∣
Ⅱ

本身足全魘工作
／

妻鑼∣ 本身是皴臟工作

＼本身足冢庵丰糰

／囊子是全臟工作

夫氐 囊子是兼臟工作

﹑囊子是家庭主婦

曰5-4夫婦生活時間比較（每曰時問為I司平均換算而成）

資料來源:總務廳統計局「平成13年社會生活墓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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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休閒」的二分法,其責是以男性篇中心的構想,如果要

理解女性的生活,我們認烏有必要建構「工作／休閒∕家事」的

三分法。

那麼’既然丈夫不太做家事也不太幫忙照顧小孩,是否就意

謂做家事、帶小孩只能由妻子-個人獨力完成呢?先來談帶小

孩。有-種普遍的說法認烏,／l﹨孩三歲以前如果能由母親親手哺

育對小孩而言最好’我們稱篇「三歲定終身」（三歲兒神話）。但

賈際上,如果完全只由母親-人陪小孩,廈的是件好事嗎?我們

可以發現,呼籲「三歲定終身」最熱烈的時代’其實就是l970

年代。而這個】g70年代,正是專職家庭主婦比率變得最高的年

代（恐怕也是日本歷史上最高的年代）。所以同樣在lg70年代,

母親因育兒而出現精神官能症（Neurosis）’也就被「社會問題化」

了。所謂的育兒官能症或育兒焦慮,大概就是下面這樣的’∣青況:

「第一個小孩出生後四個月,我就出瑰嚴重的倦怠感和

失眠症,丈夫說我得了「懶惰病」.後釆生了第二胎’又出

瑰一樣的情況,每天早上都爬不起釆、心情低落、然後淚

流滿面。我完全沒有感到育兒的喜’Ijt,只感到負擔沉重,

以及從未停止的極度焦慮……。」

「兩三個月前,我闆始在家幫忙一些工作,可能是因鳥

疲倦,會把事情一直往很壞很壞的地方想。丈夫回家時間

很晚’經常一整天都沒講到半勺諾,我被兩個小孩綁子綁

腳,一點辦法也沒有。」

資料釆源:落合息美于, 「現代0）乳幼兒七毛0）親尢古」三

澤謙一等著《現代人囚歹1夕立－又》 三不儿占7書房, 】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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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育兒官能症秈育兒焦慮,對小孩的身lL發展必然會帶

來負面影響。根據調查顯示,母親在育兒時如果精神暴躁不安,

就較容易施加體罰（父親的情況也－樣）。那麼,什麼情況容易

產生育兒官能症和育兒焦慮呢?根據既有的調查,如果母親有以

下兩種感受:（-）「照顧／l﹨孩是母親-∣固人的責任’而父親又

放手不管」,或者（二）「想暫時不照顧小孩都沒辦法」,那麼就

較容易出現育兒焦慮（圖5﹣5）。在前現代「全家共同工作」的時

代,小孩可交由兄姊、祖父母、鄰居幫﹟∣∣亡照顧,但至II了「丈夫工

作賺錢、妻子理家育兒、小孩讀言玩耍」的時代,想交由其他人

照顧小孩,無疑變得相當困難。關在家庭裡孤單育兒的現代母

親,不論是誰,恐∣∣日都難逃育兒官能症和育兒焦慮的威脅。

但還是有很多母親可以有技巧免除育兒官能症和育兒焦慮。

她們怎麼做至∣l的?貫際上’她們有的由雙親和姐妹幫!∣亡照顧／I﹨

孩,如果親人不住附近,她們就－邊和鄰居串門子、-邊讓小朋

友玩。這樣-來,就能適度擺脫小孩子的束縛而稍微得至∣l喘息,

而避免暴躁不安或施加體罰。表5﹣3顯示這類母親的行動方式。

68

經常臼十有時白 幾平不由十完全不會

（％）l00 80 00 40 20 0 20 40 00 80 l00﹙％﹚

己』2.0％

刁l0』％

--】2M％

l％■■

6％「╴

72.0％』

87

89‧

自騁養冑小孩之外,

什麼事也不能做

覺得離開小孩就能做

想倣的﹡

n『％︺ 8L3％
p＜0.0 】

﹦﹁不焦靨者︻-﹞焦靨者

「能否暫時離開／」﹨孩」與「盲兒焦慮」的關係

牧野力﹑y刀 「嬰幼兒芒它司母親0）生〉舌匕〈盲兒焦虐〉」

盲研究所紀要》3 1982年頁45（部分｛∣多訂）。

固5﹣5

資料來源 《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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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與親人距離很遠的』∣青況下,母親如果能與鄰居交換看小孩’有

不少人是「幾乎每天都去」。親人如果住在附近,就由親人支援

幫〃l∣亡;親人如果不住附近,就會找鄰居支援幫』∣亡。這樣看來,即

使是現在的社會’母親也不是-人獨力撫育小孩,而是由雙親、

姐妹和鄰居幫∣∣亡,部分、暫時分擔育兒的工作。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調查’會抱怨「養育子女是沉重的負

擔」, 「自己沒有自由時間」、「養育子女而造成身體疲勞」、

「-直盯著小孩而不得休息」、「夫妻不再有歡樂時光」的母親

們,家庭主婦都遠高舶職業婦女（厚生勞慟省 《2l世紀出生

兒縱斷調查》 2002年）。原因應該是職業婦女比家庭主婦享有

更多育兒協助（例如托兒所）,得以暫時把小孩托給他人而取得

自由時間。如果從這個結果來看,現在的母親未必需要獨力育

兒,應可藉由雙親、兄弟姐妹、鄰居、托育機構而部分、暫時負

擔育兒的責任。

α

︺

︹

0

表5-3 「親人居住距離」與「和鄰居交換看／」﹨孩」的關係

親人居住的距離

距離10分

鐘以內的路程

距離斗0分

鐘以上的

路程

距離10～▲0

分鐘以內的路程

同居和鄰居交

換看小孩

夫方親人妻方親人夫方親人妻方親人夫方親人妻方親人

幾乎每天

周二≡次

月三四次

幾不往來

合計

13.3％ 103℅ 31.3﹪ q3.3％ 37‧6℅532℅ 543℅

303℅345℅ 289℅ 233％ 36￠℅28‧1℅ 19.8﹪

240℅ 172％ 22‧2℅ 167℅ 7B℅ 6.3℅ l3‧7﹪

32.7℅380℅ 17.8℅ 16.7﹪ 182℅ 12.5﹪ 122﹪

100℅﹙l50） 100℅（29） 100℅（』5） 100℅（30） 100℅（77） 100℅（32） 100﹪（I31）

資料來源:落合惠美子 「現代家族0）盲兒不’卜▽╴夕」 《近代家族匕y

≧二丈么》 勁草害房 1989年頁106（部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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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中’不同於刻板印象中「丈夫工作賺錢、妻子理家

育兒、小孩讚害玩耍」的家庭形態其貫很多,較常見的當然是夫

妻二人都工作賺錢的雙薪家庭’或由親友鄰居（尤其是爺爺奶奶）

分擔育兒工作的家庭。很重要的-點是:這些與亥II板印象有所偏

差（deviance）的家庭,反而都能兔除亥II板印象的束縛而過得不

錯。免除亥I∣板印象的束縛,不僅貫現自己嚮往的生活方式,也避

兔育兒官能症的發生。如果滿腦子都還是「丈夫工作賺錢﹑妻子

理家育兒」或是「小孩三歲定終身」的亥II板印象,只是在躲避現

貫、追逐夢想,也將錯失認識家庭廈實內涵的機會。現在’妳還

陷溺在美麗的家庭幻想嗎?還沒看清楚現責家庭的樣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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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曹學0＆A ︹
U

7
J

Ql :「三歲定終身」的神話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請禾∣I用

「正功能」、「反功能」、「顯∣生功能」、「潛在功能」的概

念說明‧

Al :在這裡提示以下的解答範例,是否適當可和朋友多討論。

【解答例】相信「三歲定終身」神話的人,提出「母親專心

陪在小孩身邊」可以篇子女的成長帶來理想的正面影響

（正功能）,也造成天下的母親身體力行（顯∣生功能） ;但

責際上,這種育兒模式使母親陷溺在與嬰兒的兩人世界

中,反而容易引起母親的育兒不安’篇兒童的成長帶來意

料之外的負面影響（反功能）,並造成不少人開始出現憂鬱

（潛在功能）。

「文化亥∣l板印象」是把事物的某-面向單純化,並加以強

調’而在貫際上貝∣l因此很難看到事物的其他面向。「男!∣生

工作賺錢、女性照顧家庭」的亥∣l板印象,是不是讓我們難

以看至Il現貫的某些面向呢?

例如男性工作賺錢的亥∣l板印象,若從壯年男性大多數都有

工作的事實來看應該沒錯。但由工作得至Il報酬的水準可就

大不相同,這也使家庭生活造成很大的差異。另外,女性

照願家庭的刻板印象,也使我們很難看到,其責有工作的

女性反而是多數。這種文化亥∣l板印象的運作’還可以找到

很多其他的例子。

o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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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擂

落合惠美子 《2】世紀家族︿（第3版）》 有斐閣200￠年。

以很容易了解的事例來說明日本家庭的實際型態及變化。讀完後’應該可以

體會到你的父母結婚當時的祉會氣氛。

山田昌弘 《家族叨u久卜歹夕子工7Ij＞γ夕-2l世紀0）夫婦‧
親子∣或g刁生言殘荀力﹑》〔家族的再結構-2l世紀的夫婦.親子如

何存活〕 筑摩言房 Iggg年‧

「經濟不景氣對選擇結婚對象有什麼影響嗎?」「寄生單身族（∕〈歹廿1卜 .

﹥＞夕儿﹚和專職家庭主婦未來還會存在嗎?」關心這種問題的人’這本書

值得深入閱讀。

上野干鶴子 《近代家族叨成立七終焉》 岩波害店 】gg4年。

「家庭制度是現代的東西」﹑「婦女的生命歷程因丈夫收入高低而分為二種」’

書中都是對這類的火辣問題之論證探討。

《現代家族●社余孛-脫制度化仍,7﹦u╴.久夕子
〔現代家族的社會學-去制度化的家庭研究〕 有斐閻

石lI∣美編

1╴式》

I9g7年。

片山義弘編 《家族在考大荀本》〔思考家庭讀本﹞ 福村出版 】gg5

年。

以上二本書’都是在既有對家庭的傳統知識之上’再加添新的看法的教科書。

既可學習基本的知識’也能享有讀書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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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間

都市隨時都有最新資訊’人們在都市也隨時在體驗新

鮮刺激的事物’並隨時感受擺睨各種束縛的自由。然而另

一方面,人們在都市也可能受到犯罪咸脅’或被都市人的

冷漠傷害。所以說,都市的生活體驗同時包含人世的菩與

惡,至於遭遇晷與〃惡的比例,就因人而異了。

有人鳥享受悠閒的生活而搬離都市移居鄉村’卻有更

多的人仍然希望生浩在都市。然而所謂的「都市生活」究

竟是什麼體驗?人們在都市中創造的「社會」又是如何對

待我們?

17
J

都Ⅲ﹚的樣子;南來北住的人群不斷從《匕.y夕.1﹥4－》（meB／g／ssL∕e）

雜誌0Ⅱ賣者的面前走過‧洹是-本專為遊民（HomeIess）提供工作＼協

助自立的雜誌。i三本國際I∣生的雜誌1991年於英國肩∣辦, 2003年秋天弓∣

進曰本。本圖是2005年9目攝於大阪市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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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都市經驗少

﹂

7
‘

人□的密集

人們烏什麼有「生活在大都市」的感覺?是林立的高樓大

廈?是穿梭流竄的車流噪音?是充斥街頭的時尚精品?是撼動心

靈的音樂電影?是摩肩擦踵的陌生人群?是不斷湧來的新鮮柬∣I

激?對於從漁村山林、鄉下／l﹨鋇初次進入大都會的人,所謂「大

都市」,大概就是以上體驗的總和吧∣

反過來看’生長在都市的人面對這些大量的巾I∣激,恐怕別有

-番感受。日常的生活起居,是空氣和清水都由人工控管的環

境。每天的食衣住行,都必須以金錢才能換取。烏了賺取金錢而

勞動、馬了出人頭地而拚命,挫折與無力感也油然而生。因篇他

人的冷漠而心寒,並不斷陷入無底的絕望。享受完這些應該是快

樂泉源的「強力刺激」,麻痺與倦怠總是隨後湧上心頭。「我」

是誰?在數位資訊之中被撕裂篇碎片,對身邊的世界卻完全無能

改變……。唉!都市就是這樣-個矛盾體驗的交錯場所吧!

都市,究竟是具有什麼特徵的空間呢?簡單的說’就是「人

口密集地」‧依照日本「地方自治法」規定,只要是「人口數五

萬人以上」的自治體,而且是由「從事工商業或其他都市∣∣生質行

業」人員及其家庭構成的市街,即符合施行「市芾II」的條件。根

據2005年的資料’日本人口數最多的都市是東京,常住人口大

約是848萬人’然後依序是橫濱、大阪、名古屋﹑札幌、神戶、

京都﹑福岡、lI∣崎、琦玉、廣島、仙台,這些都是超過-百萬人

口的大都市。

I直得注意的是,日本大約有兩成人口居住在這些超過-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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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都市;另外,京濱葉、京阪神、中京l這三大都會區的範

圍內,包含了日本的半數人口。根據2000年的日本「國勢調查

速報」數字,全日本符合上述標準的都市共有672個’而後歷經

所謂「zF成囚大合併」2 , 2005年的都市總數增加篇75l個。

從這些數字大概可以了解,確貫有很多人就是這樣過著日常的都

市生活。

以數字知悉人口朝向都市集中的趨勢固然重要,但是我們更

應該先T解「人口密集」對於都市生活經驗的意義。如果只是根

據人口數量畫II分都市或鄉村’或根據統計學及生態學資料描述都

市範圍,這些作法都有局限性。因篇,人生活在都市的整體體

驗,很難只透過數字表達。

對胎人們的都市體驗,能否用-個概念總括呢?繼承芝加哥

學派的費雪（ClaudeFischer）,對船所謂「都市經驗」（松本康﹑

前田尚子譯 《都市囚休驗》 未來社l9g6年）3曾做過以下思

考。他認烏,乘坐加長房車駛過曼哈頓（Manhattan）大街的大

富豪、聚在南布朗士區（SouthBronx）鬼混吸大麻的年輕人,都

是「紐約客」 ;因此即使住在同樣的紐約市’都市「體驗」卻有

天壤之別。這樣-來,豈不是應該說「多少人住在都市﹑就有多

︹
J

7
J

〔譯者註釋﹞

l 「京濱葉」指束京都、橫濱市、千葉縣二個地理位置相連的都會帶; 「京阪

神」指京都府、大阪府﹑神尸市三個地理位置相連的都會帶; 「中京」指名

古屋市鳥核心的伊勢灣及鄰近工業區。

2 「干成0）大合併」是指日本地方自治體制（市叮村）鳥了囚應汽車生活圈的

擴大以及強化基層財玫能力,而闆始於2000年的大規模廢止╴設置－分割－
今併。在大合併之前的Igg9年, 日本市叮村總數鳥3232個, 2005年己咸

併鳥I820個‘ 目前仍持續進行當中。

3 Fischer,CIaude」984‧T片eUγbα〃Exp它／γe〃cE‧ SanDiego:HarcourtB「ace

Jovano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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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種都市體驗」嗎?費雪接著說: 「但是,責際∣I青況岡I∣好相反,

他們〔不同的都市經驗﹞之間仍然存在相似性。」

對外部環境的依賴

-堆人密集居住在有限的空間,會造成什麼結果?我們試著

由這-點勾勒所有脅陋的共通特質.
第-個要指出,都市的糧食與能源無法自給自足。雖然都市

裡四處都是餐廳與市場’但在市區耕作收成的農作物卻極篇稀

少,肉類、乳品、魚蝦也都得從都市外部運來。因烏糧食無法自

贓換朧黨贓鰥讖爵嫵騵駕
分由都市外部供應,有極少數都市設有火力發電廠’但主要供電

摭韉繃﹟∣檸:繃繃瓣羈j蟹l嗽萵
部也不處理廢棄物’因此廢棄物拋流人海或棄置荒野的違法行

徑,也從未停歇。這樣看來,大量人口密居的都市,根本不是內

部封閉的環境,而是高度倚賴外部的空間;所以都市帶來的破壞

力,也就不只限船都市自身,還波及遙遠的農村、漁港。

人口與產業分布不均衡的問題’並不只是日本國內都市與鄉

村的問題,這問題其貫是全球性的。因篇能源﹑食材、工業製品

不斷由海外輸入,不均衡也隨之在國際間擴散。譬如’日本蝦子

74

〔譯者註釋﹞

啡 東北地方位於本川島求北區,亦稱奧羽地方,包括福島、宮城
森﹑山形、秋田六縣;北陸地方位於本州島西北區,包括富山

并、新潟四縣。

青
福

﹑
﹑

子
川

岩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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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量如果增加,泰國漁村的景觀就會跟著改變;日本超市廉

l買蔬菜的需求量如果增加,中國農村的作物就會跟著改變。因此

苜先要了解’日本都市商店櫥窗裡的商品、餐廳菜單上的美食,

都與我們不認識國家鄉村裡的陌生人緊緊連繫在-起。不過我們

過日子通常對這些狀況亳無意識,豐富的商品、豐盛的食物、方

便的能源,理所當然的享受,這就是都市生活的常態。

匿名性與自由

從人與人的關係來看,都市生活具有-個很大的特質,就是

每天都與要周邁數量龐大的「陌生人」-起生活。百貨商場裡擦

身而過的人潮、公車捷運中同-車廂的乘客’這些人我們大概都

不認識。雖然可由衣著打扮猜測是年輕學生、中年上班族,而進

行所謂的「類型化」辨識;但是若沒有言語交談,我們幾乎無從

得知他們的姓名、年齡、職業等深入的細節。所以’與陌生人共

處同-空間,是都市日常生活每天要面對的現實。也因烏如此,

在這些場合發生麻煩的可能性也較高。例如車內暴力5 ﹑使用行

動電話弓∣發的衝突’都是因篇與陌生人共處同-空間才會發生。

但也不能說在都市空間就亳無秩序。在都市中,陌生人之間

通常仍會遵守規則。譬如在客滿的電梯或電車裡不會秈別人大眼

瞪／l﹨眼互相直視,便是都市裡的禮節（etiquette）,高夫曼

（ErⅥngGoffman）稱此篇「i量-i且」二!2﹣王國﹣L』﹣」（cMI

『石

〔譯者註釋﹞

5 車內暴力指的是發生在地鐵等大眾運輪工具車廂內的暴力行鳥,在】980年代

中期成鳥日本一種特珠的社會問題,原因很多是暴躁的青壯年人不滿其他乘

客動作緩慢（尤其是老年人）引發的肢體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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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ntion）。都市生活者共同遵守這些彼此有默契的規則’「公

共秩序」才得以維持;也因篇陌生人之間大都彼此合作、約束,

我們才能在某種程度上迴避都市生活的危險。

在都市中,不僅我們不熟悉相逢碰面的他人,我們自身也不

被他人熟悉。這就是所謂的「匿名性」（anonymity）,把人們從

原本「與熟悉夥伴」的緊密關係與長期交往的窠臼中解放。在都

市的喧嘩中,人們可以感受至Il不被干涉的思考與活動自由’這種

擺脫傳統與制度束縛的自由,也帶動倉∣l造新﹛賈值與文化的動力。

在相互「匿名」的情況下如何溝通,無疑是都市人不得不面

對的問題。匿名溝通的基礎,正是「危險與自由」的微妙ZF衡。

因篇與互動的對象不熟悉’就有可能被欺騙甚至被傷害。換句話

說,都市生活就是對所有人都「不信任」的生活方式。然而’也

因對方都是不熟識的人,所以也更能不拘常規、不帶偏見的相互

合作。享受暗藏風險的自由,應該就是都市人共同的體驗吧I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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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市內的弗賴雲（F『eyung）廣場。｛專說在中世

紀時’罪犯只要能夠逃進這l固廣場就可以擭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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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生活在都市

獨居生活者的社曹

眾所周知,日本-直在高齡化社會的道路上前進;同時,獨

居家戶型態的增加也是廣受注意的現象。所以從社會福利的觀點

來看’獨居老人-個人生活的問題有諸多討論;但在都市,-個

人生活則未必是什麼問題,因烏都市原本就是單身年輕人密集之

地。鄉下前來求學住在分租公寓的學生、外國派來工作住在商務

住宅的主管,都屬舷這種都市獨屆寥巨的類型。如果是工作派任
而獨自在都市生活者,貝II比較有可能是壯年人。在東京,全部家

戶（households）中有超過四成是「-個人生活」（d匕Ij暮5L）

的獨居家戶形態,晚歸回家時必須自己扭開燈光’就是典型都市

經驗的寫照吧!

在都市生活的家庭’成員的獨立性也很高,幾乎也可歸類篇

「-個人生活」的型態。不少年輕人在核心家庭中誕生、小學後

即搬至∣l自己房間成長,即使成長仍與父母親同住’卻沒有緊密的

溝通,經常也是過著互不干涉的責質獨立生活。另外,由肚晚

婚,三十、四十幾歲仍然未婚的都市男女比率不斷提高,這類一

直住在父母家裡卻維持末婚身分的成年男女,稱篇「家戶內單身

者」,也就是習稱的「單身寄生族」（j〈歹廿1 卜 . ﹥﹥夕.儿

〔parasitesingIe﹞）。這種成年男女的生活形態與「獨居家戶」其

責非常接近。

不論是獨居家戶或是單身寄生族,過著「-個人生活」的

人,篇T避免孤立舷社會,就必須採取-些方法保持與外界的聯

繫。年輕人在自己的小房間裡,靠著電話與電腦網路設備與外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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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他們居住的／I﹨房間,乍看之下是「-個人生活」的獨立場

所’貫貝I∣是藉由資訊設備篇媒介的網路終端場所’具有朝向世界

開放的可能∣生。相對地,大多數高齡人士不僅沒有這些資訊設

備、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這樣-來,「-個人生活」的老年人很

容易就會自我封閉在孤獨之中。在可預見的將來,都市地區將更

加速進入高齡化,甚至將有大半人口會「-個人生活」。因此對

舷高齡者的生活支持’不能只是單靠電話慰問,如何建立親訪住

處﹑言語交談的生活支援體系,才是當務之急。

事貫上,需要幫助的當然不只老年人。人不可能離群索居,

隨著單身家戶增加,共同生活的新方式也逐漸形成,譬如與家人

以外的朋友共同居住,但同時保有自己的獨立生活模式。在都市

生活的世界裡’-個人如何培養獨立自主的心l∣青與習∣生’又擁有

免船孤獨的智慧與能力,確貫非常值得思考。

都心與郊區

在大都市中,廈正居住在都心〔即都市中心﹞的人其賣很

少。這是因烏商店與辦公廳座落的都心不適合居住的想法’把人

口推擠到郊外。lg60年代開始的東京、lg70年代開始的大阪,

都能清楚看出這種所謂「甜甜圈化現象」（『-﹚- ﹑y化現象）6的

人口移動。因烏人口從都心外流,小學被迫關閉、老店收起生

意,然後高層辦公及商業大樓-棟-棟蓋起來,儘管白天人潮熙

攘、夜晚燈紅酒綠’卻很少有人廈的住在裡頭。因此,昔日打造

?
『

7
Ⅱ

〔譯者註釋﹞

6 指中間空洞﹑夕卜圍實密的人口分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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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特色的歷史景物與節慶,也隨時間而流逝消散。

相應胎都心衰退的是郊區的發展。雖然都市人外移到郊區的

現象始自明治時代’不過當時（東京的）新宿與（大阪的）梅田

還只是田園錯落的零散索落,算不上什麼大規模的郊區化移動。

但從】920年代至I∣lg30年代’東京與大阪突然急速發展,現今都

市的範圍也大致形成;二次大戰後,這兩個都市的原有地域已無

法容納暴增的人口,舷是官民協力開發大規模郊外住宅（也就是

所謂「新市鎮」）的時代展開,都心地帶的空洞化亦從此展開。

相對淞原本座落都心的家空間狹窄、空氣濁惡、噪音擾人,

郊區附設庭院的「我的甜蜜家園」（?1木-么〔myhome﹞）,
當然就成篇經濟高度成長時代每個家庭的夢想。但換個角度來

看,當搬至∣l郊區的都市人漸漸習慣長時間的通勤,在郊區住宅

裡,加班的父親在家庭晚餐中缺席的場景,也就越來越多。

在l980年代泡沬經濟高峰期’日本的土地價格瓢漲,都市

生活者被迫遠離都心,搬至II相對廉價的郊外。隨著郊外住宅勃

興’大型購物中心（shoppingmaⅡ）、家庭餐廳﹑電玩商場、便

禾∣l超商﹑商店街也形成風潮,營業時間也-直往深夜延伸’甚至

至∣l了24小時全天營業,構成了現代郊區的特殊景觀。不過,日

本的「郊區」在l9g0年代接連發生重大的少年犯罪,郊區問題

因此逐漸受至II輿論關注。然而郊區這種新形態空間’究竟對兒童

會產生什麼影響’學者也還不能明確掌握。

再回過來看都心,因郊區化空下來的老舊公寓成了單身外國

人棲身的場所。這些外國人並不是在日韓國人、朝鮮人、中國人

等早期留住日本的「舊外國人」（才╴儿『 ’ 夕1?-父〔0ld

timers﹞）,而是被日本的好景氣吸引的「新外國人」（二堅-.力

▽╴丈〔newcomers﹞） 。這些人除了留學生’男性還包括來自西



I I4基礎祉會學

亞與南美的體力勞動者,女性則有不少是來自亞洲的情色產業工

作者。都市吸納了這些新移民’反而造成了都心再生的契機。

隨著l990年代泡沬經濟崩潰以及持績的經濟不景氣,土地

∣賈格及貸款利率-路下跌,人口也逐漸回流到都心。這或許是年

輕人認烏都心是「柬I∣激又方便的」生活場所,而選擇進住都市。

若是長遠來看’當都心的人口大量替換,空間的特徵也必出現變

化。我們該密切注意這些在全新的都心過生活的外國人與年輕

人,看他們會篇都市的風貌帶來什麼變化。

︹
Ⅸ
︺

﹃
／

第三節多樣l∣生與次文化

都市的多樣性

都市帶有各式各樣的歷史。在自然環境與歷史洪流當中’倉Il

造出各具特色的空間,住在該處的人們所具有的文化也成篇其特

徵之-。

自古以來,從歷史發展分類城市,大致可以得出「城下

盯」、「港盯」﹑「宿場盯」、「門前盯」等城市類型。到了現

代,快速成長的新興都市也能區分烏工業都市、軍事都市、駐驛

都市（bedt0wn）﹑觀光都市等類型。但無論怎麼分類’關注的

重點都是:都市在社會中擔負什麼功能。

然而’分類可能使都市的複雜性被過度單純化。因篇都市的

重要特色就是「多樣∣生」,這是經由多種人群的文化互相衝擊才

得以形成。在都市中,貫際上就是各種不同群體的人-起生活。

年齡、族裔﹑職業、收入、學歷、興趣、思想……,這些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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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闢性與價﹛喧觀的人,並不是經過「互相同意」才聚集生活在-

起’當然也容易發生摩擦。貫際上,都市本來就是不同族群、不

同階級互相對立的場所,因此,都市的多樣性也正是城市社會問

題的根源。

但是,對立的人們如果能-點-滴苜ll造出「相互的同意」,

建立溝通的規貝∣l ’不斷來往交流’相信衝突的情況將有所改變。

譬如’想像-個特殊族群長期居住的地域:-開始這些弱勢族群

篇了有個照應,選擇聚集在都市中的某個區位;而後偶爾會與鄰

近區域的人發生誤會、衝突與對立;因此,他們開始組織跨族裔

的援助與合作,區位範圍也越來越擴大。如果這種互動模式的態

度與智慧可以逐步累積,相信這個地域在都市中將很有魅力’因

篇這裡擁有其他地方所沒有的「相逢」（出合刁）機會‧

前面介紹過的費雪指出,都市中具有相同特質的團體會反覆

隧鰓∣【栓Ⅶ熟駛哭贓鯉鱖輥囌
使獨特的「次文化」出現的可能性增高’也因此突破舊有的常識

而誘發倉∣∣新的想法和行動。當代都市社會的多元文化,就是經由

這種過程倉I∣造。由多元文化倉Il造的「新鮮」感覺,應該就是把人

們吸弓∣至Il都市的力量。

n
U7

／

標準化的進行

另-方面’在現代都市中,人們或團體生活風格的獨恃∣生以

及都市自身的「個性」,都在逐漸消失當中。例如高速鐵路（新

幹線）不斷闢建、車站廣場陸績開發,每個站前街景都與其他都

市高度相似。甚至大量興建的華廈（?﹥﹥三﹥）與豪宅（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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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住宅）,也都成篇工廠規格

化生產的工業製品。由通勤電

車的車窗向外望去,不諭到哪

裡,住宅區的景觀好像都是同

-個樣子’乍看之下責在難以

辨認差異。

﹨

圄6-2

街景大同小異,飲料食 現代都市的多樣性.這是法國巴黎市
物、時尚服裝高度近似,大眾 第十三區的中國城裡-家超級市場.

遵循「流行」的旗號’選來選 喜鯊書靦惡鸛窯羅
去都差不了多少。不只如此,

甚至教育、醫療、福利等領域’也都-樣出現「套裝化」（／弋 ’y

γ-﹥化〔packagization﹞）的服務模式,有時甚至以代金取代服

務。與其辛苦分配物資和提供服務,這種方式顯然更有效率吧!

近年來,標準化快速成篇全球共通的現象。「全球化」的樣

貌,在美國誕生的麥當勞漢堡之類的速食餐廳就能看至∣l 。麥當勞

漢堡的分店遍及全球各都市街角,不論是巴黎、莫斯科、約翰尼

斯堡、上海、曼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羅……,大大小小的都

市都有金色拱門的招牌在閃爍。

住在上海的小朋友,能到市區的麥當勞吃個漢堡,大概都會

有夢幻般的快樂;出國自助旅行的年輕人,在陌生的都市拖著疲

憊飢餓的身子’手邊又沒有平價餐館的資料’如果這時看至II麥當

勞’大概就像在沙漠看至∣l綠﹟ll般的解脫。麥當勞提供的漢堡與可

樂,在世界任何角落幾乎都是同樣味道。透過麥當勞,全球人們

的味覺也習慣標準的昧道。工讀生店員面對顧客時行禮如儀的

「手冊化」對話,也被視篇現代商品買賣的基本模式。便利商店

與郊區超商,也全體向速食店看齊,以標準化模式驅逐原本各具

80



筑6章郃ii『空間 l 】7

地方特色的商店街,人們逛街購物與選擇商品的形態,也－步一

步改頭換面。

都市計畫與都市再造

高度工業化所推進的都市,看來都是-個樣子,我們可以解

釋這是因烏都市都是被固定模式的計畫建設。然而,都市如果完

全不受約芾II而自然成長,必定出現空間與道德的失序。每個人如

果都按自己喜歡的方式使用土地,權禾Il的爭執不可能停息;每個

人如果都把垃圾隨手丟棄,可怕的傳染病必定四處蔓延。事責

上,在步人現代的時期,世界所有都市幾乎都經歷過貧困與失業

問題’也被疾病與火災奪走無數生命。

如果碰至I∣嚴重問題才起身尋求藥方,這樣的都市不會有未

來。都市總希望在問題未發生前提早防範,於是出現由都市主動

倉Il造適合人居住社區的觀念。這種「都市計畫」的概念,在】g

世紀的西歐社會開始發展,日本貝Il在明治維新之後弓∣進,並且有

T責際操練的機會。

以計畫性的都市建設改善舊有的惡劣環境﹑活化沉滯的地域

經濟,這種想法逐漸被市民接納。但另-方面,透過都市更新而

l∣偵勢驅離社會弱勢者,這種不名譽的案例也很多。歐美列強在亞

非殖民地利用建設首都的機會橫奪住民土地,現代都心再造計畫

把原本安住的遊民強制軀除,這些案例-直都存在。這種都市計

畫過程’倉I∣造許多所謂「美觀」都市或「安全」都市,但「美觀」

與「安全」究竟是站在誰的角度來看?犧牲了誰﹑成就了誰?我

們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多加思考。

都市社會,-直都有容許各式人種存在的「深度」。都市社

司
I
I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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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這種深度’由空間從不曾被單-∣賈值觀霸占,應該不難知

悉。然而,都市計畫或都市再造’卻都基船標準化思維推動強制

!∣生的設計,當然也就輕易將原本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排除了。

都市社富的課題

在都市中,各種文化在歷史上厚責地層層堆黌。所謂的都市

「多元文化」,正是這種歷史性、重層性的產物。在昔日的殖民地

都市中,掌握權力的支配者是從宗主國前來,他們也經常把自己

國家的制度與文化強迫被支配者接受。但即使在這些殖民地,土

著文化總是能堅強留存。這些土著文化在不同的狀況下,經由接

觸、融合支配者的文化’進而蘊育倉II造新l賈值的基盤。

在現代都市中,如過去殖民地般明目張膽、強迫推銷標準化

的生活方式,已不可能再發生。但最近幾十年來,像是阪神大地

震災區的復原、美軍基地撤離移轉、核電廠及廢棄物處理場建設

韉攤!!﹟躓肅瓣:劂韉鴛贓鞣
愈來愈標準化。在我們自己現在居住的都市中’如果遍尋不著安

身立命的場所’那該怎樣做呢?-個能接納自己﹛賈值觀的都市空

間’是否只能是人們生命中的無邊追尋呢?

我們能既保持超越國家民族界限的交流,又能避免淪烏標準

化生活方式嗎?我們能保有各自差異性共同過生活,但又不用擔

心被同化嗎?這是都市社會給我們的課題,相信不論是對個人的

可能性或對社會的未來,都是重大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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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富學O＆A
︹
＜

Q
︺

我們有辦法篇「都市」下-個漂亮的定義嗎?

韋伯（MaxWeber）與渥斯（LouisWi㎡h）的定義應該是都

市的最經典定義。他們注意至Il ’密居的擁擠土地、密集的

大量人口、多數從事工商業,使住民之間不容易結成親密

關係。這些觀察確貫符合我們的生活經驗。但如果考慮至∣l

像居無定所的遊民在都市社會扮演什麼角色’或是像某些

舊社區（如「下盯」）何以至今仍維持緊密的人際關係等,

便可知道找出面面俱至II的都市定義有多困難。提出理想型

定義,再拿自己生活的社區對照這個定義是否相符’應該

就是很有意義的頭腦體操了。

】
】

o
﹑
A

巳經凋零的商店街,如果想讓它們重新復活,該怎樣做才

好呢?

首先,先試著分析商店街衰退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泡沫經

濟時代市中」D不動產﹛買格諷漲,以致店家付不起租金而撤

離。原因之二是雙薪家庭增加,很多人週末才-次買齊-

周分量的食品,因此設置在郊外﹑提供廣闊停車場的大型

購物中心（shoppingmaII）顧客l∣∣流不息。越來越多人禾Il

用2斗小時營業的便禾∣∣超商,尤其年輕人更是明顯;那些產

品樣式少、傍晚就打烊的商店街,實在很難抗衡……。但

換個方向思考,是否能想出對應的行動或政策?先嘗試拜

訪那些仍然充滿生機的商店街,了解他們怎樣留住顧客、

了解他們吸引什麼顧客,都是很好的作法。要了解街坊,

當然就要走進街坊。

o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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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霉擂

盯村敬志.西澤晃彥 《都市仍社合孛》 有斐閣 2000年。

不只網羅過去都市祉會學累積的成果,還活用其他研究領域的分析’對現代

都市肚會做出多角度的解讀。文章易讀’圖片和進階書目也很充實’非常適

合當作入門書。

鈴木博之 《日本叨近代】0都市︿》 中央公論社 l99g年‧

描繪幕府未期到現代的日本都市變化軌跡’並由都市計畫﹑郊區開發、都市

復興、國家主辦的展覽賽事等面向來討論’提供近代都市與文化的概觀。

松田素二 《都市芒飼b﹨慣5寸﹣》〔劇I∣養都市﹞ 河山出書房新社l996

年。

舉出很多世界上與歐美社會學理論不適用的事例’比如非洲都市仍在進行農

耕生活。作者基於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成果,闡明都市也可以是農耕民眾的空

間。

前田愛 《都市空間仍江力薊0）文孛》﹝都市空間中的文學﹞ 右〈求

孛芸文庫 lg92年。

透過熟讀文學作品’描繪出活生生的都市景象。這本書也為建築史和都市研

究帶來很大的影響。作為課外讀物也是很有趣的╴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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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和社會

談到「教育」,幾乎任何人都可發表一番兄解’甚至還

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但事實上’一般人對教育的理念,經

常來自於個人受教育的經驗。人要了解自身的經驗其實並

不困難’但要了解自身教育經驗的社會意義,可能就不簡

單了。這不只是囚鳥每個人的經驗不同,更是囚鳥個人的

祝野有限,以致於無法關照社會整體的面向。人在理解自

︹

d

︹
︹
︺

身的經驗時,一 、二釆

疑,就。若想要超越這兩道障礙

必須先了解這『狗道障礙。

l

聒
軸
■

眩

紲

P
l
﹦

哎
膂蟈邁五髏甄﹁

二﹦二

貢料來源:－巨余次郎揹著柴薪萇雪的雕l象。二宮金次郎是B本歷史中

綜合所有美∣惡的象徵,集≡行、學問＼勤勉、自立於-自,他的雕l象在

二次大戰前的／」﹨學校園中四處可見（弓自井上≡╴著＼大木茂攝影
《∕又夕儿﹥’’夕 71『儿二宮金次郎》 新宿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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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學歷社富的時代趨勢8q

日本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的十幾年間,開始大幅度急速上升。

由圖7﹣l所見’日本的高中入學率在lg55年是50％,到

lg80年已上升至∣lg5％’幾乎達至∣l「高中完全就學芾II」。而-般

大學和短期大學（短大）的人學率,在l960年時大約是l0％,

到lg75年已攀升至I∣37％,至II2004年更達到50％。如果把專∣I多

學校也計算在內’日本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實際上已有70％。

）％
Ⅲ

（
I

就諷面中比率

80

60

40

20

0
l955 60 65 70 75 80 85 00 95 2000 04（年度）

圄7﹣1 升學率的變遷

資料來源;≡者根據文部科學省網頁資料統計製表。

教育機會的急速擴張與教育程度的急速提高’雖然有人批評

是成就主義的魔爪蔓延,結果只是把孩子逼進嚴酷的考試煉獄,

但另-方面,也有人認馬教育擴張使人們得以藉由lI茴l人能力求取

職業秈社經地位,而不再仰賴家世、階級等與生俱來的屬!∣生’所

以肯定教育擴張有助民主、ZF等的社會結構。如果用社會學的術

語來講’就是認篇社會經濟地位的分配原理,已經由「身分優先」

轉變烏「成就優先」 l 。在學歷取得方面,因篇現在-般都取決

而日手目前難狄琉酈綢階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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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考試」,即-套對全體學生客觀評量的共同標準,也就是說

現代社會的選考過程’已經由「特別主義」（particularism）轉變

篇「普遍主義」（univcrsalism）。

完全以個人能力（merit）決定職業和社經地位的社會,楊恩

（MichaeIYoung）稱篇「用人唯才主義」（meritocracy）（甲窪田

鎮夫、元山卯-訢《XIj卜夕歹﹥-》至誠堂l972年）, 2他

在書中並以類似／l﹨說的戲譫形式’描繪未來人類社會的悲劇。用

人唯才主義的社會,是設想-個個人能力可以發揮至I∣最大限度的

社會;雖然這只是表達-種理想’但問題出在單以「學歷」認定

「個人的社會能力」這點上。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先看看當

前社會學歷與職業的關聯。

表7﹣l是小學、中學、大專三種不同學歷的人,與他們所從

事職業的關係。先看專業人員的學歷,大專學歷的比率明顯高舷

85

表7︻1 學歷與第-次就業的階層之關係（軍位:百分比℅）

「豆盲
第╴份工作

小計

百分比（總數）大企業藍領

工人

專業

人員

管理

人員

曰領

職員

中小企業

藍領工人
自營商 農民

I0（〕﹪（377人）

I00℅（5﹙）0人）

l00﹪﹙28l人）

l0（〕℅﹙I I58人）

國中﹑小0〕

高中 6.2

大專 34g

全部 l I.2

I0」

2I ’6

互
l】9

25‧7

8‧0

∣8

I2‧3

0

0

ll

03

I I4

323

4g‧5

2g‧6

69

斗.﹙）

2‧B

47

斗5.6

28.0

』▲
2﹩」

資料來〉原;藤田英典 「社舍日,教肓的卜司’y午﹥夕.囚構造」 《現代B本仍

階層構造3教盲匕社舍移動》 東京大學出版言起自1990年。

〔譯者註釋﹞

I

身分（ascrip【ion）指生下米即被賦予的社會屬lI生,例h口家庭背景﹑I皆級等;

戍就（achievcmcM）指後天個人努力的成就,例﹣如考試成績﹑工作表現』等。

2

Y〔﹚ungMichaeIDunI〔﹚p. Ig58‧刀『c尺／＄eq／『／『GMf〃∕〔﹚c∕Ⅶcγ’ ／870﹣2﹙）﹣〕J’‘A〃E『Jα）!

﹝﹚〃Edαcα〃o〃α〃dEqMα／in!‧Bal『imore:Penguin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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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不同等級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比較

資料來源:弓∣自刈谷岡∣彥【汞力’ 《教盲幻社舍學》 有斐閭7儿▼（原圖出自平

澤利司「就職內定企業規模仍規定x力二丈么」 『大學力】5職業︿』

廣島大學大學教盲七﹥夕╴ 1995年）。

其他二種學歷;白領職員也差不多,不同學歷的落差很大。反過

來再看藍領工人秈農民,大專學歷者貝Il遠低胎其他二種學歷。所

以,不同學歷有不同職業分配,其實相當清楚。

再看圖7﹣2 ,不同等級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公司的規模也有

差異。以入學成績篇基準’學校排名百分位數70以上的-流大

學（難關大學）’畢業生直接進入頂尖大企業的比率是42.7％,

若杷直接進入-般大企業的畢業生也計算在內,比率竟然高達

gl％;相對的,百分位數50的大學,進入頂尖大企業的比率只

有l】.8％,進入-般大企業的總共也只有27.g％‧所以,不光

是不∣司階層的學歷（縱向學歷差異）會造成職業分配的落差,同

樣大學階層、不同等級（橫向學歷差異）的學校,也會影響職業

圖叮-L分配。

現在回頭討論-個問題:學歷是否虞能代表「個人的社會能

力」 ?相關論點主要分成兩派:肯定派的代表理論是所謂的「功

能論」 ;否定派的代表貝∣l是所謂的「衝突論」或「關係論」。

之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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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功能論的解釋

技術功能誧

先來談「技術功能論」的解釋,這個理論比較接近-般人的

常識’也比較容易被接受。以下先說明此派學說的基本觀點。

隨著社會的發展,產業結構也產生轉變。從日本現在和戰後

初期的三級產業比率變化來看,-級產業目前約占】0％,約烏

戰後的l／4 ;二級產業目前篇35％,約篇戰後的I.5倍;三級產

業目前約占55％,約篇戰後的l6倍。這種變化的意義,絕不

能只歸因於技i∣可秈管理部門的比重增加。事賣上,隨著工業的產

能提升、層面擴大,必然需要更高的技術和知識。對於工業社會

的需要’「教育」也就必須有所回應。借用美國教育社會學者克

拉克（BurtonCIark）的話可以清楚了解: 「現在我們面臨的時

代,是-個不斷需要技術人員秈專業人員的時代。在培養人才這

方面,『教育芾∣l度』受至ll社會的高度期待來達成這l∣』重要使命。」

克拉克這樣的觀點認馬:隨著教育的人數增加及等級提升,受過

較高知識與較多訃∣∣練的人,自然就可以分配至Il相稱的職務和職

位。這就是技術功能論的基本概念,也可說是-種「肯定現狀」

的解釋。

人力資本誧
﹃

／

︵
H
︺

接下來再談另-種功能論的觀點’稱篇「人力資本論」

（humancapitaI theory）。人力資本諭是以經濟學「財富會刺激民

眾欲望」的基本想法,支持技術功能論對教育與職業的解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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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學家修茲（TheodoreSchutz）3於l960年美國經濟學會會

長就職演說中,清楚表達出人力資本論的內含: 「透過對自己的

投資’人們擴大T選擇的可能性‧這就是自由人自我提升福祉的

途徑。」該諭點強調透過教育而獲得技術與知識的過程’並非

「消費」∣生」的支出’而是「生產!∣生」的投資。當然,他所談的

「福祉」或財富本身,其貫都意含「帶來幸福」。也就是說’他們

認篇任何人只要對自己（或孩子）的教育投入時間、精力、金

錢,就能馬自己（或孩子）倉Il造高產出、高價值的勞動力’當然

就能走上財富和幸福之路。這種理論說法,聽來確責很吸弓∣人‧

所以,當很多高中生懷疑篇何要讀無聊的書本,懷疑烏什麼

要進大學,如果把問題拋給老師或家長,得至II的典型答案都是:

「如果考上好大學,就能去看自己想看的世界,現在的辛苦就是

在擴展貫現理想的機會啊! 」這和前述修茲的說詞是不是很像

呢!可見這種想法在社會中是如何根深蒂固。

但另-方面,人力資本論其貫還包藏-種邏輯:不論成功或

失敗’都必須歸諸個人的責任。也就是說,-個人若停止對教育

的投資、不能獲得較高的學歷,責任就在於家長的眼光短淺﹑學

生的生∣∣生愚懶等等,反正不管什麼理由,終究都會落入「個人歸

因」的結構。這種邏輯將社會的不平等都直接歸因雕個人的!∣生

向,其責是只看結果成敗’不論過程公義,這種思維正是自由
＝﹦﹣︾︻﹃

（市場）主義的延伸。
↙一＼／＝﹑︾﹦～︼↗、＝～︼︿～︾︻～

〔譯者註釋﹞

＝b

。 Theodo『eWSchu】tz （ Ig02﹣I998）是美國著名經濟學者, 】950午代末期閘始

提出人力資本概念, 】963年出版著名的T／icECo〃o〃﹟／Cl／t!／〃e㎡Ed〃﹝w／o〃.

NewYork:CoIumbiaUnive『si【yPress.這個概念受到很多桃戟’社含學界提出的

社會資本（SOckI【c叩itaI）概念,即意含對抗經濟學人力資本論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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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後復興期（ lg50年代）到高度成長期（lg80年代）的

30年間’日本處於產業升級、職位擴張的時代,技術功能論和

人力資本論因此擁有很強的說服力。即使如此’老師秈家長那套

「人力資本論」的∣I多辭,並沒有員正解答某些孩子的懷疑:社會

整體經濟的成長’篇什麼沒有消弭社會的不ZF等?如果注意至∣l這

點,也就能進-步了解,功能論的解釋其責隱含了某種欺瞞。 88

第三節衝突誧的解釋

對功能誧的批判

就如人力資本論所說’在教育上投入時間、精力﹑金錢’確

賃增加獲取高學歷的可能性,也增加謀取好職業的機會。他們因

而認馬「只要有心’成功的機會大門是對所有人敞開的」。但這

明顯有誤導的成分。因烏能投資於教育的時間、精力﹑金錢並非

所有人都相等。經濟富裕的人不僅金錢多’也確保小孩的自由時

間多,加上在空間秈文化上提供較好的「讀書環境」,促使小孩

本身對教育的態度也較正面。父母教育﹛賈l直觀的差異,對教育投

資的程度當然也會產生不同。由舷教育投資面對「不知何時才能

回收」的不確定狀態’除非背後有強烈的價值觀支撐,否則必定

不可能長期投入時間和金錢。

表7﹣2是根據父親的職業月∣I來看小孩的學歷狀況。父親的職

業是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他們的小孩獲得高等教育學歷的比

率’比其他職業者高出甚多。反過來看’初等教育學歷的人’他

們父親的職業也比其他學歷者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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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父親的職業階層與兒女的學歷

…篤膽縐∣紉…∣噸…∣窩…∣ 【辮數∣
孩子的學歷 ∣ 百分比

J專業人貝

v管理人員

曰領職貝

自營商

大企業藍領工人

‧FP小企業藍領工人

農業

總計

26’2

27‧5

494

443

52.7

52‧8

4l4

67‧2

66‧2

373

269

243

l5」

I08

I00（6I）

I0﹙）﹙ 80）

】00﹙ 83）

】00（253）

I00（ 74）

I00﹙I﹙）6）

l00﹙389）

l0〔）（l0斗6）

06

6.3

I3.3

289

230

32‧ I

47.8

3l.7 ∣ ￠2.7 ∣ 25.7

資料來源;藤田’同表7-1

再更進-步來看’表7﹣3是日本十四所頂尖大學的新生資

料,以及他們出生當年父親的職業、教育資料。這些頂尖的大學

生都出生於l956至l965年,他們有75％來自專業人員或管理

人員的家庭, 89％的父親擁有高等教育學歷。比起同-時期出

生的-般日本人,這種專業人員、管理人員、高等教育家庭的背

景確貫遠高淞-般。

這裡雖然是以父親的職業和學歷代表家庭狀況’但身分和階

級的不同也會影響取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就是說,教育系統-

直對社會支配階層有利。即使事責如此,功能論卻仍認馬「機會

的大門對所有人敞開」,並鼓勵個人參加競爭’而-且失敗就歸

罪是個人缺乏努力或能力。是以’新馬克思主義者對教育的觀

點’就是批判功能主義的解釋其賣就是支配階層的邏輯’卻把教

育體系包裝成「用Ⅱ職主義」的制度,也就是「教育」是支配
階層烏了保護既得禾Il盆,用以鞏固獨占支配地位的工具。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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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頂尖大學新生／父親職業、學歷階級的比率

出生年 ∣ 父親職業是上層階級父親學歷是高等教育以上

1926﹦1935

1936﹣1945

1946﹣1955

1956﹣1965

562﹪

646℅

75‧0℅

75‧0℅

37‧5℅

39‧3℅

65‧0℅

88.9℅

貢料來源:尾鳩里≡ 「教盲機合￠趨勢分析」 《現代曰本幻階唇構造3教盲

匕社言移動》 東京大學出版社 l990年。

身分文化誧

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教育功能諭的批判’主要在抨擊學歷與

出身階層的結合關係;而接下來要介紹的新韋伯學派的教育理

論,鳳I∣主要在抨擊學歷與職業（及社會地位）的結合關係,柯林

斯（Randa｝lColIins）的觀點就是最有名的例子（新崛通也監訊

『資格社會』有信堂l97g／ l98斗年）。馴

柯林斯同意學歷確貫與職業和仕會地位有關’但其間的關

係,是否就是技術功能論者解釋的「學歷代表工作所需的知識秈

技術」,柯林斯亦抱持否定的態度。柯林斯論證的重點如下:

第-,職業所必要的知識秈技能,主要是由職務的行使過程

習得,而不是由學校教育習得。醫師、律師、政府官僚、企業經

理﹑技術人員…….不管什麼職業都是如此。工l乍需要的知識技

潯’尼i〔…釋】 在台
令 C0IIins,RandaIl Ig7g刀!8（M／e〃〃α／Soc／e／yNewYOrk:AcademicP『ess.中譯

本:劉慧珍等譯 《丈憑社會》 台北:桂冠 】998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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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幾乎都是透過工作經驗而獲得’從在職養成訃I∣練（onthejob

training）的制度即可知道。

第二,各階段的學校成績’只能預測進入更高教育階段的可

能性;也就是說,大學的學業成績和職業的關聯,頂多只會影響

教師、研究貝、某些需要證照的職業,學業成績幾乎不能用來預

測其他職業的表現。

如果是這樣,烏什麼企業界還是熱中探用高學歷的人呢?柯

林斯指出’這是因烏學歷被視篇證明某人「歸屬某個特定集團」

的指標。

如果用排外性格明顯的宗教共同體、國族共同體來類比,以

學校馬基礎而形成地位團體的「教育共同體」,同樣也具有區辨

自我（se】f）和他者（theother）的特徵。這些可資區隔的特徵包

括名聲、興趣、禮儀、守法程度、談吐風格﹑聊天話題、價值

觀、威嚴、品味、教養、交友圈等等。也就是說,學歷是種「相

似∣生」的指標,所以特定的「教育共同體」代表這批人經歷過相

同的學校生涯’擁有相同的動機、技術秈道德品行。有些美國企

業要求儲備幹部必須主動進修管理碩士（MBA）的學歷’就被

認篇是在考驗他們對企業的忠誠度,這可以視篇該論點的例證。

暫且不論擁有相同學校生涯的人是否擁有同樣的道德品行。

企業高層的升遷可能會比較注重生產和管理技能;但在基層的新

聘員工,重要的考量卻是「這個人可以信任嗎」’所以組織的幹

部（某種身分集團）以學歷作篇徵聘員工的標準’其貫就在藉由

學歷保障信任’因此並不是亳無道理。

在此應該特別注意的是,「貨幣不認識它的持有人」。這裡

試著把學歷比擬成貨幣。在上述過程中,如果下屬階層烏了社會

地位而大量湧進教育系統求取學歷,那麼學歷貨幣的l賈值就會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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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學歷通貨膨脹）。因此,支配階層篇了維持他們手中的貨幣

價值,就會想盡辦法提高標準。結果教育系統也就愈來擴張、愈

來愈高度發展。

坩
■
■

0

︶

文化的再生產諭

以上兩種批羋Il技術功能的理論,觀點雖有些許不同,但都不

反對學歷會影響往後的人生。如此-來,就會出現很諷柬Il的結

果:學歷制度愈受到嚴厲批判,就更像員的擁有驚人的力量。篇

什麼會這樣?以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的觀

點來看,那是因篇前述的論調,在無形中都把對自己∕l﹨孩的投資

和對（公共領域意義的）教育的投資畫∣上等號,因而所有投資的

收支都只能還原篇經濟資本（金錢）的計算。篇了要克服此種理

論的缺陷,布爾迪厄提出文化資本（cuIturalcapital）的概念。

（文化資本’包括n常的談吐用訶、作活態廈﹑金錢觀﹑學歷
觀、職業觀、事物喜好﹑人際關係、夢想、甚至是最廣的人生觀

等等;換句話說,就是-個人在家庭成長過程中長期浸淫、對外

在環境持績適應’從而展現船「身體」的全部內容（布爾迪厄稱

之篇habitus） ;簡言之,文化資本就是-個人成馬現在這樣的全

郃內咎）
文化資本發揮其「資本」的力量,能夠以很多種形態出現,

學歷只是其中-種,也就是本章談的這種。國民教育教導的課程

內容,就是社會認定篇「正統」（onhodox）的知識,也就是使用

正統語言解釋的知識。因此’教育系統重視的就會是古典音樂而

不是演歌、是文學而不是電視、是文法而不是身體語言、是正確

計算而不是討l買還價;如果這樣來看,在「學校」的場域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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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階層的文化資本具有雙重優勢。其-,他們較不須花時間肚經

濟性維生活動,因此擁有較多自由’在日常生活中接觸正統文化

的機會也較多;其二,他們的生活經驗轉譯篇（學校）語言符碼

的相似度也較高（關於第二點可以參考Bcrnstein,Basil 】g7l

C／αss’codesα〃dco〃〃o／.London’RoutIedgeandK’Paul 。害中所

做的貫證報告很有趣。日譯本:荻原元昭編訢《言語社合化論》

明治圖書出版】98l年）。簡言之,文化資本就是「因篇自己的

生活經驗接近學校知識,能輕易轉換篇學力或學歷,卻傭裝成是

本人辛苦努力才獲得’而不久就可以變換篇經濟資本的東西」。

I暸烯鱖咆鰓攏亨羈離蘿隆:廳議
文化貨幣,然而文化資本的本質,更在於它能與另外-種資本密

切結合‧除了與獎邃貫交結合’文化資本也常與社會資本-
（sociaI capital）結合運作’而所謂社會資本,也就是－種以親屬

網絡烏主的人際網絡（人脈）。

文化資本在IⅡ∣【裡培養出來?最主要的當然就是親屬網絡’另

外還可以是基船交易、地域或社交關係而形成的各種人際網絡。

這樣就是以「社會」∣生的力量」將個人向上推動’被推上去的個

人,人際網絡也就更加強化。這些關係網絡的最極緻表現就是婚

姻市場,與誰結婚（與什麼家族結篇親家）,是表現個人文化資

本的最根本場景,同時也是倉ll造、強化社會關係資本的場景（佐

藤朝泰的《閨閥-日本囚二堅╴工又夕,. Ij ’y﹥堊x﹥卜》

立風書房l98I年。貫際記載了當時經濟、政治界最上層相互結

成網眼般複雜而精密的婚姻關係）。舉例來說’假設有-位著名

的政治人物是東京大學畢業,再取得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學位,

看至II這些學歷,可能大家還是不相信光憑學歷就可以成烏政治人

︹

﹤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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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果再知道他的祖父曾出任日本總理、父親當過部長,想必

大家就心知肚明他篇何能擁有龐大的政治資源’而他的教育文

憑,也就退居幕後成篇模糊的原因了。

也就是說,學歷資本是-種較弱的資本。即使是以專門資格

烏基礎的身分集團（例如醫界或法界）,要爬至Il最上層還是需要

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這些都不乏貫證調查結果可以佐證。-方

面,我們承認較強的資本支配了再生產’然而另-方面,我們也

不否認教育的大門是篇所有人敞開’也就是確賃有不少人藉由學

歷獲得不錯的社會地位。對舷這種矛盾的現象’文化再生產論

（cuItural reproduction）也提出-個有趣的解釋:教育體系扮演的

角色’主要就是使階級再生產具有正當性。

既然社會現象就是如此,只擁有學歷資本（而沒有經濟、社

會資本）的教育菁英,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司學會、校友會、

學閥派系等等,都是名校出身的菁英篇了自我保存、自我擴大,

企圖以師生網絡對抗社會資本的血淚史I啊∣

第四節學歷社曹論的課題 93

布爾迪厄的理論貢獻,揭示了以往經濟學的錯誤,因篇經濟

學只是把計量可能的變數投入進行模擬分析,而且認定只有投入

的要素是重要的;相對舶此,布爾迪厄清楚讓我們看至Il ’階級的

再生產就是「人」的再生產,也是人際網絡的再生產。然而’文

化和人際關係,這些我們認篇人與人之間無關利盆算計的「廈性

情」,若要稱篇「資本」’難免在道德上令人尷尬,但布爾迪厄卻

讓我們知道,就是「無關算計」的員誠∣生以及「不好意思」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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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誼本身,才能將文化和人際關係的資本性格隱蔽。

假如我們承認前述「無關算計」的員誠∣生秈「不好意思」的

廈情誼是資本隱蔽的意識形態產物’但要把身體文化和人際關係

視篇經濟資本的道具,還去計算這些關係轉換篇經濟資本可值多

少金錢’難兔還是有不舒坦的感覺。貫際上’對肚不能掌握太多

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芸芸眾生,舉再多文化再生產的例子也無

助船他們體會。這恐怕是因篇:將「資本」指稱的所有事物作篇

繃驥膽薦熨儸鮪臆:縣繅!l.
社會學這門學問,是要研究人類豐裕與幸福的多樣性。將文

化與人際網絡自身作烏價值來觀察的視點,也是必要的。教育的

意義也-樣,不應單單只想至Il教育如何換取地位和財富,有時也

須思考:教育是否擴大（或阻礙）了人類追求幸福的多種可能

性?這些就是年輕讀者你們的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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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蓄學O＆A 9q

:學歷本身也會模塑人的形成嗎?

:學歷這個詞不單只是表達教育程度的事貫’也表達了對畢

業資歷的社會評價。從高低不同的學歷都對應高低不同的

「尊嚴」,就能知道這種社會評∣賈的運作。這種尊嚴,不只

是「擁有某種東西就自傲、沒有某種東西就自卑」的量化

層次,更是各種欲望（我想要什麼）的質性差異。學歷會

讓人的欲望產生質變,從這樣的意義來看,的確是學歷在

官∣l造人。然而,人們常把「人的欲望不同」錯看成是「人

的l賈值高低」,這種人大概也很難爬出學歷主義的洞穴。

l
l

O
～
A

Q2 :對船媒體的影響力,教育社會學如何思考?

A2 :藉由興論形成而不停改變、誘導人的狀態,很久以前就有

人提出這種媒體擁有的力量。但很明顯的,隨著研究的進

展,媒體的發展也在變化,成篇研究追不上媒體變化的腳

步。這種窘境出現轉機,大概要等至I∣在媒體空間中出生、

長大的年輕世代開始自我省察,再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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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禱

竹內徉‧德岡秀雄編《教育現象仍社合孛》 世界思想社 】g95年。

這本書透過很多生活世界的事件來討論教育現象’這些事件包括砷秘的寶塚

音樂學校、學歷詐欺的歷史﹑益智遊戲的誘惑、色情論爭等等’展開對教育

現象本身的討論’讀來令人有擊掌痛快之感。從這本書可以清楚感受到教育

祉會學者的精砷奔放〔寶塚音樂學校是日本著名的專業女子貴族學校’隸屬

寶塚歌劇團,位於兵庫縣寶塚市’以大型的改編歌舞劇（如亂世佳人﹑源氏

物語等）為主’團員均需經過兩年的音樂學校訓練’嚴苛教導歌舞技能、也

嚴格要求輩份偷理’知名演員黑木瞳﹑天海祐希都是寶塚的學生﹞。

寸儿子」－／／〈久口＞宮島喬訊 《再生產》 藤原書店 lg70

∕l9gl年。

這本書是當代祉會學討論階級和教育的經典作品’雖然各有難度’但書中所

述不僅能激起人們的共鳴﹑也具有強烈批判性’是－部有細讀價值的著作

〔PieITeBourdieuandJean-CIaudePasseron Ig90R叩／ud!!c〃o〃／〃edⅡcα〃﹝﹚〃’

soc／G／弘α〃dα〈／∕αr巳Trans】atedfTomFrenchbyRichardNice‧London:Sage‧邢
克超澤《再生戶:-秤教育系統理睢的要京》北京商勞印牯店2002年﹞。

1u、y子口 東洋‧小澤周三訊 《脫孛校仍社全》 東京創元社

l970／lg77年。

這本書強烈反對將「學習」與「學校」劃上等號’批判「學校化祉會」已造

成學生想像力貧乏而且狡檜成性。在篤信「學習必須自己親手去摸索」的今

天’這本言更是不可不讀﹝Ⅲich, Ivan. Ig7】Desc〃oo／／〃8Soc／e『V,NewYork:

HarperaHdRow中譯本:吳康寧譯《非學校化祉會》躉北:桂冠I99￠年﹞。

口╴L↙﹥友田泰正訊 《日本囚高校-成功七代償》 廿1▽儿

出版芸 】983∕l988年。

這是-位美國人類學家在日本關西地區持績觀察-年的田野報告。他以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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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各異的學校為體材’描繪出日本高校生活的真實面。不論是內容或觀點’

這本書可能都超越日本學者作品的水準﹝Rohlcn,ThomasPl983／αpα〃IsH【g〃

Sc〃oo／JBe『keley,CA:Univc『sityofCalifOmiaPress.﹞。

白1u又熊呎誠.山田潤訊 《／﹨?╴夕□﹥叨野郎E它》 巧〈

求孛芸文庫 lg77／Ig96年。

這本害以肚會階級明顯的英國為場景’精彩描繪出勞動階級的小孩如何「心

甘!I胃願」的同樣成為勞動階級。書中有非常多深刻的民族誌記錄〔WiIIis,Pau】

E. l977Lcα〃㎡〃8／oI仰boα∕..’〃0wⅥbγk／〃gC／αyJK／dsO2／ i』br肘〃gC／α邶／ob＄‧

Famborough,Eng:Sax﹙﹚nHouse.﹞。



第8章

社會的病理

發生在社會中的各種瑰象,有些是所謂的「異常的」

或「有問題的」現象。除了殺人、搶劫等暴力犯罪,也涵

蓋校園霸凌（buIIy）、官僚貪汙等違法事件’甚至還包括戰

爭禾口恐怖主義之類的跨國暴力。所謂異常或有問題的現

象’其實是無窮盡的。「社會病理學」的目的’就是以社

會學的觀點分析各種病理現象。在本章當中’將依序以

「社會的正常與異常」、「自我實現預言與標籤論」﹑「社會

問題的建構論」二個論點考察社會的病理瑰象。

95

報紙每天都報雩諸多對社言帶來衝擊的事∣牛。對於≡樣的現象’社言學

如∣可解釋0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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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第╴節社會的正常與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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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沒有犯罪的社書

早上起床打開晨間電視新聞,主播正在播報某某殺人案的凶

嫌落網的消息。聽至∣l這樣的新聞,-定很多人會想,唉!他們篇

什麼要殺人呢?如果只是-邊啃麵包-邊想,當然想不出殺人犯

的心情。近年來好∣象可以感覺至II社會犯罪的新聞變多,看起來好

像世界變得動盪不安了,但世界上難道有完全沒犯罪的社會嗎?

每個人大概都曾嚮往-種「沒有犯罪的社會」。的確,沒有

犯罪的社會似乎廈的是個理想社會。所以社會病理學就是要對犯

罪進行社會學分析、探討原因,並提出阻止犯罪的對策。但請先

稍等-下,在探討具體的、責踐的課題之前’我們應該先來些社

會學的思考’也就是先解釋:對-個社會而言,犯罪是什麼?

犯罪還能是什麼?犯罪不就是犯罪嗎?犯罪不就是壞人做出

危害社會的事?大家-起努力讓社會都沒有犯罪,不是很好嗎?

但是對社會學而言,「沒有犯罪的社會」未必就是「理想的社

會」。這話乍聽之下會讓人嚇-跳,然而我們甚至要說,在某種

意義之下’犯罪是「正常」的現象。

這裡先確認-點: 「犯罪」未必等於違反法律。意思是說,

違反法律只是犯罪的-種’犯罪違反的是比法律更廣義的社會規

範（例如道德等）。只要是對某個社會規範偏差（逸脫

〔deviance﹞）,都會被稱篇犯罪。請注意一點,用這種方式理解犯

罪,或以社會學概念談論「犯罪是社會的正常現象」’絕非肯定

犯罪行篇本身,也絕非誇獎殺人者的勇猛。只要是犯罪,就是偏

離社會規範道德的行篇,就會對社會跟他人帶來某種程度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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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這絕對不容∣∣褽疑。那麼前面說「社會犯罪是正常的」’究竟

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要思考犯罪的「正常性」’就必須先探取社會學思考的

兩道程序。第-,所謂的社會學思考’就是必須與社會的（或用

-個比較容易了解的說法:-般人的）價值竽Il斷保持距離。意思

是說,不能以社會的善惡判斷當作分析的標準,反而要將社會的

善惡竽Il斷當作分析的對象;第二,思考某-現象時,不能把現象

孤立起來單獨分析’而必須考慮現象篇何會發生的社會脈絡。以

犯罪烏例,如果只思考犯罪是個別犯罪的行篇,那就只會針對個

人動機和心理因素來探究;如此-來,研究者忽略了犯罪發生的

社會意義,對社會學來講’這樣的分析顯然不足。

但這又如何解釋「犯罪是正常的」 ?我們先根據徐爾幹分析

社會的正常與病理來討論。首先,思考-下沒有犯罪的社會是什

麼樣子。假設有-個全部由聖人君子組成的社會（例如徐爾幹的

範例就是僧侶組成的修道院）,這個社會將是什麼德行?這個

「沒有犯罪的社會」,確貫可能看不至Il-般人所謂的犯罪;但一般

社會所容許、不算犯罪的行篇,在這裡卻可能被當作是犯罪∣

例如’我們在日常生活難免有些「無傷大雅的謊言」（噓它

方便）,也就是因應時間秈場合而不得巳說出或大或小的謊言。

我們以「是否要對癌症患者據貫以告」篇例,社會上有各種主張

立場被認篇絕對正確。多數I青況下,病患或家屬都希望知道癌症

病情;但某些∣青況下,╴也有家屬不希望病患知道或病患不希望家

屬知道。在後者的情況下’家屬就可能對病患撒謊「你沒得癌症

啦」,這種行篇卻未必會被譴責。

然而如果事’∣青發生在遵行宗教戒律的僧侶或﹛∣多士身上,又是

如何呢?他們打誑語、說假話時,會被如何對待呢?在-般社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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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被處罰的「非惡意謊言」,在僧侶或﹛∣彥士的社會也沒事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說謊,對舷僧侶、修士組成的社會帶來的衝

擊’可能相當船竊盜搶劫對-般社會帶來的衝擊。

接著反過來思考,想像-個完全由惡人匪類組成的社會。在

這裡’-般世間認定的犯罪行篇,大概都會被當作沒什麼大不

了,也就是犯罪在這裡不被當作犯罪。那麼,這豈不是另-種

「沒有犯罪的社會」嗎?只不過與聖人君子社會的意義恰好相

反。由此應該可以了解,每個社會內部都有獨自的「規貝∣l」

（rule）,違反這個規則,才是-般所說的「犯罪」。再舉－例來

說’有-個青少年幫派的成員,因篇在商店偷東西被逮至II警察

局,幫派內部並不認烏偷竊是什麼大不了的壞事’當他被釋放

後,當然也不會受到幫派責罰;但如果他在接受警察調查時,再

密告咬出其他成員,那麼出來之後必會受到幫派嚴厲處置’因篇

出賣朋友不見容於幫派規約。

既然人所組成的團體或社會都有規範’必定就有人違反規

範。在這個意義下,徐爾幹才會說「沒有犯罪的社會是不存在

的」,這個論點也就是「犯罪正常性」的理論根據。

︹

b

α

﹀

犯罪的社蓄功能

現在,應該大致可以了解「沒有犯罪的社會是不存在的」。

然而單只是「所有社會-定都有犯罪」’恐怕還不足以解釋篇什

麼「犯罪對社會而言是正常的」。因此,有必要再進-步探討犯

罪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

對社會而言’犯罪對「未來社會」是有用的。第-’我們可

以先從「犯罪是社會多樣性的指標」這點來討論。如果-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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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發生犯罪,在某種意義下應該是高度同質性的社會,社會成

員的意識和行動都有高度-致性。這個社會固然犯罪很少,適應

環境變化的能力卻也較弱,因篇這個社會從未準備面對迥異船現

行規範的新觀念和新行烏。相對地,如果-個社會經常發生犯

罪’也就是經常有人偏離規範的社會,雖然裡頭窩居了很多諸如

罪犯之類的偏差分子（負面意義的偏差者）,但換個角度來看’

等於也是存在很多預告新觀念和新行篇的人（正面意義的偏差

者）。這種容許∣賈值觀多樣性的社會’反而比較能適應外在環境

的變化。所以犯罪的存在,其實是社會多樣∣生的-種面向。

在某個社會被認篇是犯罪的事,在其他社會可能被視烏正

常。舉個﹛〃Il子, l5世紀哥白尼（NicoIausCopernicus）主張的

「地動說」’ l在當時遭至∣∣天主教教廷斥篇離經叛道的犯罪行烏’

後來卻被現代科學證貫篇正確的理論。再舉同!∣生戀烏﹛﹟Il ’從中世

紀至∣l近代的歐美社會,也都把同性戀當作反社會的犯罪行篇,但

當代社會巳普遍接受同∣∣生戀是「-種生活方式」。因此,犯罪經

常也寓替來社會先驅的可能性.
第二,犯罪對「現在社會」也有效用。嚴格來講,並不是犯

罪本身對社會有效用,而是犯罪制裁（sanction）2對社會有效

用。社會不斷對犯罪施加各式各樣的制裁’社會的成員才能不斷

確認社會規範還在運作。以最近頻繁發生且普遍被認篇是犯罪的

跟蹤狂（staIk）秈家庭暴力（domesticvioIence）現象篇例,當

99

〔譯者註釋﹞

1 l473年出生於波蘭,留學我大利時接受天丈學訂II練,反對當時天工教信仲的

太陽繞地球之「托勒密體系」思想,工張地球不是方的,也不是宇宙中心,

而是與五大行星一樣圍繞太陽運行﹑本身也會自轉的行星。

2
sanction原指對行鳥的賞.罰’在本丈中專指對犯罪之處置,故譯鳥制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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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制裁這些出現跟蹤狂與家暴行烏的人,等舶也在警告那些潛

在的跟蹤狂和家暴者。如果透過媒體的大幅報導’就有更多類似

遭遇的人關心,因而能透過制裁案例了解「社會容許的行篇／社

會不容許的行篇」之間的分隔線’並不斷確認這條線。這樣-

來’社會規範就更加鞏固了。

以上,就是以犯罪的社會效用（社會功能）論證「犯罪的正

常l∣生」 ,也可以讓我們回想-下前面提示的兩道社會學思考程

序:-、不受限船既有的社會∣賈值觀’以達到獨立自主的竽I∣斷;

二、將看至I∣的現象放進社會脈絡之中思考。透過這樣的思考程

序,就不應再天廈認篇「犯罪等舷罪惡」,也才能獲得新的觀

點,也是社會學式的觀點。

第二節 「自我責現的預﹦」與「標籤論」l00

在前-節較篇抽象∣生的討論層次,我們大致了解社會中犯罪

（偏差）的意義,接下來要把焦點放回日常生活的場所,討論社

會的偏差如何產生。

自我寅現的預﹦

想像兩個感∣青要好的初中同學,從小至I∣大-起讀害、-起玩

耍’讀同樣的班級﹑參加同樣的社團,擁有相似的課業成績。今

年四月3開始,這兩人都升上國中三年級,逐漸逼近高校入學考

試的時間。對腓是否參加明星高校的入學考試’這兩人都覺得茫

然,但父母都希望他們報考名校。國三渾渾厄厄混了半年,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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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兩人都進了補習班。有-天,兩人在滿分五百的補習班模擬考

中’同樣都拿至I∣320分。320這個分數很尷尬,剛好就是名校邊

緣的落點。

A男孩的母親見至II這個分數後說: 「你玩了-整個學期’這

樣有點不行。這分數要進名校還差-點,但如果現在開始好好加

油讀書,-定考得上! 」反之, B男孩家裡卻這樣說: 「你玩

了-整個學期’難怪考這種分數!就算你現在開始拚命加油,難

道別人就不讀害嗎?我看你沒救T,不落榜才怪! 」這天之後,

A男孩相信好好加油就會考上’於是努力讀書,成績也就漸入佳

境; B男孩貝Il相信即使拚命用功也追不上’船是無力讀言’成

績也不進反退。之後B男孩更不用心,形成惡性循環。最後,

A男孩金榜題名、B男孩名落孫山。

這之間發生的事,應該有些﹛直得討論。A男孩和B男孩模

擬考-樣都是320分’後來的結果卻很不-樣,關鍵出現在兩方

家長的態度。A男孩的家長說「-定考得上」’ B男孩的家長貝∣l

說「不落榜才怪」 ;兩人經由兩方家長的不同反應,而產生不同

結果。如果A男孩和B男孩都不把模擬考成績拿給爸媽看,又

會是什麼結果?或許,他們都會慢慢靜下心來用功讀書,最後兩

個人都考上也說不定。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人會因篇先對未來提出預言,再覺得事

情會如預言進行,最後事貫果員如預言所說而發生,這就是所謂

的「自我責現的預言」（selffulHlingprophecy）。要注意的關鍵

是:預言造成人的意識和行動出現變化,而且變化的方向就等船

﹛
0

0

口
1
I

〔譯者註釋﹞

3 ︻＋f虹

日本學制鳥一學年兩學期制,學期起迄與台灣有異,開學鳥四月及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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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的方向（但是’如果預言「明天會下雨」,結果隔天廈的下

雨’這個例子不算是自我貫現的預言,因篇是否下雨’與提出預

言者的意識和行動無關）。

在社會學的分析當中,這種預言自我貫現的過程,是相當具

有解釋力的概念,特別是在分析犯罪與少年非行現象’都可看到

顯著成果。

標籤論

人烏什麼要犯罪?

這個問題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可以解答。最單純的方法,就是

說明犯罪者做出犯罪行篇的「動機」。即使在社會學的研究領域

內,對犯罪者本身﹙與社會無關的）心理因素的研究,也占有重

要的分量。但這裡要用的社會學方法,是要換個不同的角度說明

犯罪,例如犯罪社會學裡極具代表∣∣生的標籤論（ labeIing
theory）。社會學方法的標籤論,最根本的特徵就是:標籤論不以

犯罪「行篇」秈犯罪「者」篇分析焦點’反而更想勾勒「與犯罪

行烏有關的所有人」如何互動的圖像。

根據標籤諭代表人物貝克（H.Becker）4的說法’「社會圍

體都會設定-些規貝I∣（-旦違反就會被當作偏差）,並把違反規

貝Il的人貼上局外人（outsider）的標籤,就這樣製造出偏差」。在

這種解釋下’偏差「不是當事人的行篇本質,而是因馬他人把

規則與制裁套用在『違反者』身上的結果」。例如,所謂「殺人

l02

〔譯者註釋﹞

￠

Becker。HowardS」963.O〃／＄／dG〃』.‧S『【α／／2』／〃『／!eSoc／o／（﹚Rγo／DfWα〃cc.Lond0I﹞
PrecP『essofGlen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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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定義,不是犯下殺人罪行的人,而是被貼上「殺人犯」

標籤的人;所謂「不良少年」的定義,不是行篇不良的少年,

而是被貼上「不良」標籤的少年。

兩個定義看起來沒什麼不同,何必多此-舉? 「殺人犯」何

必囉哩囉唆說是「被貼上殺人犯標籤的人」 ?二者乍看沒有差

異,但在社會學分析的意義卻大大不同。

如果先對「責際發生的行篇」與「社會認知的行烏」做出區

別’就能理解兩者的差異。先拿殺人事件來說,貫際發生而不被

社會認知的案例幾乎不太可能;但青少年篇非作歹（例如扒竊）

呢?並非所有貫際發生的扒竊都會被警察發現,有些可能員的完

全沒人發現,有些可能是老闆發現後斥罵一頓就放人,沒報警也

沒告訴學校。這樣-來,警方「公布」的青少年扒竊案件數目,

就會少於「實際發生」的扒竊案件。當然,至Il底有多少案件數目

成T漏網之魚’責際上不可能知道。因此,把官方公布的統計數

字直接當做社會貫際發生案件的數字是有問題的。這種「貫際發

生卻未被社會認知」的行篇數量,就稱篇「黑數」（暗數〔dark

hgures﹞）。在分析犯罪現象時,犯罪黑數是經常要注意的問題。

社會學解釋犯罪與偏差的「因果關係」也有獨至II的看法。

一般人通常這樣想: （-）先出現扒竊、跟蹤狂、殺人等「行

篇」 ; （二）然後再對這些行篇貼上偏差或犯罪的「標籤」。

但我們是否該考察:廈的是「先」做T行篇「然後」才被貼上

標籤?

當然,大多數偏差犯罪的情況,確實符台「先行烏－後標籤」

的單純因果關係。但社會上貫際發生的事’未必都會遵守這種因

果∣∣偵序。有些事件的因果關係正好相反:先貼上標籤然後激發行

烏。標籤論關注的就是這種逆轉的因果l∣頂序。

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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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扒竊篇例,假設有C女孩與D女孩兩名高中生,兩人

都在便利商店∣I偵手偷摸-包零食被逮至∣l ,家長也都接至II電話通知

前來處理。C女孩的媽媽很快趕至∣l便利商店向店長道歉,並拿

出金錢賠∣賞’保證日後嚴加管教, C女孩自己也誠心認錯表示

不會再犯,所以C女孩就被帶回家’沒被貼上「不艮少女」的

標籤’故事也就結束了。相對的案例D女孩,家裡卻-直沒人

前來處理, D女孩自己也看不出認錯反省的樣子’店長-怒就

通報學校和警察局。D女孩就這樣被警察列管輔導,並受至Il學

校導師和學務處的密切注意。從此, D女孩就被校方和警方貼

上「不良少女」秈「問題學生」的標籤。

周澶同學對船被貼標籤的D女孩開始改變相處態度’紛紛

用「不良少女」的有色眼鏡看待她。之後,對其他人不太嚴重的

行篇（例如打電話說感冒不能去上學）’如果發生在D女孩身

上,就可能弓∣來惡意的猜測: 「這女的素行不良,八成是裝病蹺

課! 」起先, D女孩還會氣憤自己的行篇被曲解,久而久之,

心想反正做什麼都會被當成壞胚,乾脆發狠當個巨正的不良少

鱸瞭:鷥露難鰓『:鰓膽﹨濰後T
C女孩和D女孩的故事當然很極端。在現貫社會中’雖然

事情本來就會受至I∣各種因素影響而產生複雜變化,所以這種劇情

會被認篇是最初的行篇相同’但因篇接著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不

同,最後的結果完全迥異。然而標籤論重視的其貫是人的互動如

何改變人的行烏,這裡的例子,就是-個人被他人貼上「偏差者」

標籤後如何改變日後行馬的過程。

當然’並不是所有偏差行烏都吻合標籤論的說法。「殺人者」

的標籤,是做T「殺人」行烏之後才被貼上去,這種因果l∣頂序幾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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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可能逆轉（除非受至∣I冤半∣l）。但在日常生活當中,卻有各式

各樣的人背負著「偏差者」的標籤在過活,這些標籤的意義對當

事人可就很沉重了。因此’關注「被貼標籤者」與周遭的人如何

互動’是社會學分析的-個重要內含。

第三節社曹問題的建構主義

「偏差」標籤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了解,標籤論以異船l專統諭點的角度切

人,提出偏差者秈偏差行烏的新解釋‧以往的理論都把焦點集中

在偏差者及偏差行篇本身’如果我們能關注人類互動仰賴的文

化、社會’就能看至Il不同於行篇者秈行篇的另-個層次。

標籤論最重要的分析概念,當然就是對偏差的各種「標

籤」。流氓、毒蟲、性變態等,都是這類標籤。標籤論分析的就

是這類標籤在日常生活互動中如何發生作用。在此稍微轉動-下

視角,先採取另-種觀點看問題:標籤在社會上是如∣可製造?如

何傳散?﹨在前一節,我們曾探用標籤論的觀點定義偏差: 「社會

圄體中『-旦違反就會被當作偏差』的規貝∣l」’我們就從這-句

定義開始討論。

在近幾年的新聞報導中,「家庭暴力」、「兒童虐待」或是

「纏擾」等名詞大量湧現。當然,有可能是這些現象貫際上賃的

變多,所以對這些名詞與現象的解釋會是:以前這類現象不多’

最近因烏某種原因急速暴增,引起人們的注意,然後這些詞彙也

就廣馬人知‧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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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簡單的解釋,貫在不夠充分有力。以「I∣生騷擾」

﹙sexua】harassment）這個標籤篇例思考,難道從前的性騷擾行篇

廈的很少,最近才突然大量增多?事貫恐怕不是如此。某些行篇

在從前可能不被當-回事（例如男上司對女部屬毛手毛腳、在辦

公室懸掛裸女月曆）,今天卻會被指篇性騷擾。這種說法或許更

貼近事責。

換句話說,行篇本身沒有改變,而是人們對行篇的認知改變

了。認知改變烏什麼可能?原因是「l∣生騷擾」這個詞彙和概念

「先」在社會普及了。在這個詞彙秈概念尚未倉∣∣造、普及的時

代,很容易忽略這類行篇;當l∣生騷擾這個詞彙、概念普及了’任

何性騷擾的行烏都會立亥Il被注意。

如此,就像前文強調的,不只要注意「現象先增加→標籤

後出現」的因果方向,還要注意「標籤先出現→（社會認知的）

現象後增加」的逆轉因果方向。那麼下個問題就是「社會性偏差」

的概念又是如何普及?我們之前討論標籤諭的焦點,在船透過人

際互動而製造出偏差「者」及偏差「行篇」的過程;這-節我們

的觀點將超越這個範圍’討論社會性、文化性偏差的概念如何被

倉I∣造,這稱馬「社會問題的建構主義」（theconstmctionismof

socia】problem）研究取向。這裡先說明建構主義的基本概念。

社富問題的定義

所謂「社會問題」究竟馬何?校園霸凌、祕密宗教、電車禮

節淪喪、少女援交、毒品問題、」∣生別歧視……等,具體的例子不

勝枚舉,甚至可說每天報紙和電視的社會新聞都會碰至I∣。

但這些都是個別的、具體的現象,如果要把這些現象歸結在

︹

b
n
︺

l



第8章社會的病理 】5】

「社會問題」的概念下理解,那麼這些現象又具有什麼共同特

質?我們可能會界定這些現象都「對社會造成危害」,但這樣的

定義不夠精確’若再問具體一點: 「對社會的誰造成危害」 ?可

能就無法明白指認。舉例來說,現在美國約有半數的州仍視「同

性戀」烏犯罪。但同∣∣生戀至I∣底對誰造成危害?再舉個例子,在雙

方同意的契約關係上進行人體器官買賣,至II底對誰帶來危害?再

舉個例子’-位魅力型的教派頒袖,如果不做違法的事’只是在

山中領眾修行﹑集體隱居’又對社會帶來什麼危害?在第-節我

們曾以哥白尼篇例來思考’知道在某個社會被當做是犯罪的行

篇’在後世可能是備受景﹛I∣」的行篇。因此’在今天∣賈值觀日漸多

樣化的現代社會,要對「社會問題」下定義,當然更加困難;因

篇某些人譴責痛斥的行徑,可能是另-批人稱頌讚賞的壯舉。

建構主義就是試圖要解決這種界定社會問題的困難’他們

認篇,被當作社會問題的現象,都有共通性質的過程:這些現

象是透過某些人以「社會問題」的形式向社會訴求（appeal）,
才被視烏「社會問題」而存在。對社會學來說,社會問題的

「客觀存在狀態」並不是觀察的重點;人們認定某些現象周「社

會問題」’進而向社會訴求的活動過程,才是社會學應該分析的

對象。

社會問題建構主義的奠基者史培德（MalcoImSpecto!.）及吉

瀨（JohnKitsuse）5就稱這種過程篇「宣稱成立過程」（claims﹣

makingprocess）,並以此篇社會問題提出以下定義: 「社會問題

是對某個想定的狀態陳述痛苦並宣示的個人及團體活動。」

7
〃

n
U■

Ⅱ
』

〔譯者註釋﹞

參兄Spec【or.M﹠lIcomai】djol】】IlKitsuse. I07弘O〃!.﹨’〃.!﹛﹙W〃gSoc∕﹝!／P〃〕【﹚／2〃i.﹩

MeI〕IoPark﹩ClIif.:Cllmn】】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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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的思考方式,有什麼別於其他論點的獨到之處?我

們提過,建構主義不是要分析現象的「客觀狀態」,而是要陳述

人的「活動」。也就是說,建構主義不是要問社會問題是否員的

客觀存在。例如,學者指控「核試爆嚴重汙染環境」,社會團體

發動「暴力漫畫反對運動」、狂熱分子預告「外星人將在三週內

攻打地球」,建構主義者把這些都視篇「宣稱成立的活動」。從建

構主義的立場來看’各種主張的內容是員是偽’並非討諭的重

點,甚至應該與這些主張的廈偽論辯保持距離。因篇從建構主義

的角度出發’社會學的考察重點不在腓檢視主張內容的員偽,而

在分析社會對這些「宣稱」接受或拒絕的過程。

我們在此可以試著用建構主義的觀點分析-些社會問題。舉

例來看’「兒童虐待」、「逃避上學」、「校園吸菸」等等現象’

都是先有某些人提出主張將這些現象「社會問題化」’然後才是

把具體的人、事﹑物放入哪個社會問題範疇的問題。這樣的想

法’篇社會問題研究帶來了全新的思考方向。

「對社會而言,什麼是正常、什麼是異常呢?」在這-章我

們從這個問題出發’看了-些社會學的觀點。不管是哪種觀點’

其責都有個共通點,就是對社會上-般認篇「正常是好的,異常

是壞的」這種常識,我們並不墨守成規、人云亦云。我們應該理

解至II ,常識中對「正常／異常」的分類架構,正是社會學的分析

對象。這章我們就談至I∣這裡,同學們,請把各種對社會「病理」

的觀點放在腦中,試著貫地研究社會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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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O＆A I08

如果依照「自我貫現的預言」解釋,難道任何被預言的事

∣∣胃都會成篇廈的而被貫現嗎?

不。並非所有預言的事情都會依照預言貫現;反之,有很

多被預言的事」∣青都沒有貫現。例如-名學生因模擬考試成

績達到錄取標準,就懈怠不認巨讀書,結果員正的入學考

試反而名落孫山。這種∣青況下,自認必定考上的預言反過

來造成落榜的結果。這樣的預言,就是與「自我責現的預

言」完全相反的「自我破壞的預言」。

Ol

Al

:-旦被貼上偏差者的標籤後,是否就完全撕不下來了?

:答案是可以再撕下來。另外,還可以拒絕由社會所強芾II貼

上去的負面標籤,然後烏自己再貼上-張新的標籤。例如

被貼上同∣∣生戀（homo﹣sexuaIity）標籤的人,就是先拒絕負

面的舊標籤,再烏自己重新貼上同志（Iesbian或gay）的

新標籤。

o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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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譆

子又jI／夕﹣╴△宮島喬訊 《社余孛的方法叨規準》 岩波書店 Ig7g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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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對標籤論加以界定’並用參與觀察的方法’揭示被界定為偏差者如何

觀看世界〔Becker,HowardSlg63O〃∕＄／de﹚.s ﹩ ﹩／〃d／fJ ／〃∕／!c＄o﹝.io／og）’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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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夕夕╴∕午﹨y七村上直之∣虱力h訊 《社合問題0）構築》 ▽儿

﹥﹦社 lg77／l990年。

本書主張「祉會問題」是由人與人的互動建構起來的’對後來的建構主義研

究取向’是-本先驅性的前沿理論〔參見MaIcomSpcc【oI。andjohnlKi【susc

Ig77.Co〃s〃〃﹙.〃〃gSoc／α／P∕ub／e〃】』Men【oPa「k﹑Ca】if:Cumming:.﹞。

德岡秀雄《社芸病理0）分析視角》東京大孛出版合 】g87年。

這本書關心偏差問題’並進入祉會問題的客觀面與主觀面的靦野’從二者之

間的因果性及互動觀點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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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與脫序

過去社會的人,活在支配的柿鎖中,到「現代社會」

就解放了嗎?讓我們由以下的圖像來’思考:

高聳的監視塔豎立在中央’離監視塔不遠的夕卜圍,建

造了環繞成圓形的牢房。高塔禾口牢房各有相互對望的窗

尸,從監視塔望出去’一眼就可看穿牢房的內部,但從牢

房往夕卜看,卻完全看不到監視塔的內部。牢房內的囚犯,

囚鳥不知道監視者何時在注視自己,反而形成了全天24

小時都受到監視的效果。後來,囚犯逐淅把監視者的視線

內在化’最後變成自己監視自己’如同臣服於權力。

這正是對「瑰代社會」的絕佳隱喻。

∣09

b
■

囚犯在孤獨的牢房中,脆苦面向中央監視塔祈『壽。

資料來源;Ⅱ7儿╴﹦口▽﹥ 《懲〉台監獄0〕計I甽》 18▲0年

（M, 刀╴ 《監獄0）誕生》新潮社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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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現代社曹l10

開始認員考察人所處的社會,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事。社會學

就是這種考察的-分子。事貫上,社會學關心和考察的對象,也

正是現代社會。或者可以這麼說:社會學的成立’是現代社會意

識至Il自身的－種型態。

「宗教」的衰退

人篇什麼要遵守特定的規則而生活?馬什麼某種型態的知識

（例如科學知識）會被當做是正確的?就算我們偶有這種疑問,

通常也都被當做庸人自擾而不了了之。因馬只要疑問-出現,就

有一種社會裝置發動運l乍,負責把這些疑問擺平。這種社會裝置

不僅解答疑問,還烏既有的規貝∣l提供根據和正當性,讓人篇的社

會秩序看來像是自然產生、不證自明的,甚至還能預先防堵疑問

的出現。以往在社會中擔負這種正當化功能的裝置’就是廣義的

宗教;而至∣l了現代社會,裝置的本質沒變,只是（以理性主義秈

民主主義篇主要訴求的）人文主義取代了狹義的宗教,接績扮演

宗教的角色。因此有人認篇社會就是-種宗教性現象（例如徐爾

幹）’意思是說’社會秩序的根基是由－種宗教在支撐。

在宗教力量極端強大的時代,人要對社會自身提出質疑,

極度困難。在人類歷史上,開始能員正對社會自身進行有組織

的考察,是發生在歐洲中世紀基督宗教支配的時代崩潰之後。

以現代社會篇研究對象的社會學,也是在這樣的時空下才得以

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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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專統社富:前現代的社富

社會學致力理解現代社會,篇了理解現代社會,其中-個比

較的對象就是中世紀的傳統社會。傳統社會具有-些特質,例如

重視集體秩序甚舷個人權利、重視身分關係甚舶契約關係、重視

人格非合理性甚舶現代合理性等;我們可以試著從這些特質思考

傳統社會獨特的社會構成原理,簡而言之,傳統社會就是社會全

體的共同體型態（參考第四章第三節「社會集圍的類型」）。『﹨1b
在傳統社會裡,村落共同體、擴大家庭、教會、基爾特

（guild）i等等共同體的力量非常強大,幾乎主控經濟﹑政治﹑宗

教、教育等主要的社會性活動。傳統社會在絕大多數I∣青況下,人

-出生就從屬船某個團體,既不能脫離所屬團體生活,也不可能

自由改變所屬團體。共同體的統制’滲透人的所有生活領域,規

制人的所有行動秈意識。在那樣的社會’自我的存在與共同體緊

密融合;對人來說’切離共同體而存在的自我或超越共同體的更

廣大社會,二者都是不可想像的事。

ll1

認同 自我是什麼

活在現代社會的人,自己扮演的社會角色（例如父親、職

員、學生等）下∣﹦I社會地位,當然必定與「自我的存在狀態」有些

許扣連’但也經常被認篇只是身外之物。在現代社會裡’恐怕很

少人會把角色和地位視篇天生宿命,對很多人來說’社會角色和

〔譯者註釋﹞

l 基肘特亦可意譯鳥「行會」,是中世紀歐洲的一種同業組合（例如商業﹑于工

業）.掌握當時城市經濟的實權‧直到l6世紀近代工業興起後才逐漸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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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應該只是與「自我本質」分離的暫時狀態（伋囚姿）。然而

在傳統社會中,唯有作馬共同體成員的自我,才是能夠被意識至Il

的自我;人的認同（identity）由社會所給予,與生俱來的身分和

職業與自我的概念分離,改變身分與職業亦幾乎不可能。人的認

同來自共同體,所以也無法出現超越共同體的觀點‧

「個人」與「國家」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所謂現代化,意指原本融合﹑浸埋在

共同體中的個人變成具有主體∣生個人的「析出」過程。用文學的

術語來說,這是「現代自我的出現」’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這

是「人格（personaIity）的主體化」。這裡所謂的主體,是指-種

類型性的存在狀態,這種存在狀態不受周澧意見和社會規定所干

擾,而由自我本身決定什麼是正確的行動和認識’也由自我本身

發現認同、獲得認同。

這個主體∣生個人的形成過程,換個相反的角度來看,也就是

過去支配人的共同體袞退的過程。因馬共同體弱化,個人得以切

斷與共同體的聯繫而浮顯,在歷史上也相當舶中央集權的「現代

國家」發展過程。-般人的常識,大多認烏國家和個人對立,但

在責際的歷史上,廈正與個人對立的是共同體’國家反而在抗衡

共同體支配’對舷個人出現及現代成立,國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

色。這點對現代社會的影響非常深遠（作田啟- 《個人主義囚

命運》 岩波新書 】98】年）。

︹

匡

坩

∣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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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現代的主體

資本主義人

討論對現代化過程研究留下思想遺產的社會學家,-定要提

至∣l韋伯（MaxWeber）’尤其是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娓山力.大塚久雄訊《才口于久夕﹥于『式么C倫理七資本主

義囚精神》岩波文庫l900﹣】905年∕（上）lg55年（下）lg62

年）。韋伯認烏,資本主義是現代社會的根本要素,然而資本主

義的成立有其必要條件,就是社會上必須要大量出現某種特殊類

型的人,也就是「資本主義人」（資本主義的﹡人間）。所謂資本

主義人’意指對利潤追求具有特別態度的人。在人類歷史上,無

止盡追求禾Il盆的人雖不多見,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這類人幾乎都

具有投機性格’甚至具有掠奪性格’可說是以「享樂」作篇追求

禾∣l潤的目的。可是資本主義人不是這種人。資本主義人在方法上

秉持-貫的合理性原貝∣l ,最特殊的是他們在性格上不以消費烏目

的,所以合理消費之外所剩餘的財富’統統都要儲蓄或再用松投

資以求取更多禾∣l潤。因此韋伯認篇,這是現代資本主義成立的-

個重要∣∣茉件。

墓弩新教與資本主義

如∣可產生資本主義人呢?韋伯根據歷史材料考察’試圖論證

「資本主義精神」是源自 l6世紀西歐出現的基督新教

（Protestant）。 I6世紀的宗教改革（TheRefbrmation）是對當時

主流天主教（CathoIic）的反抗運動,也是對強大教會共同體與

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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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墮落神職人員的批羋Il運動。宗教改革人士主張信仰純淨化,

亦即信仰不須由外在行篇證成,信仰是內在靈魂的問題。

在基督新教當中,與資本主義精神關聯最密切的,是由喀爾

文（ JohnCaIvin）所提出的教義,尤其是「預選說」

（predestination）。「預選說」教義認篇,人的靈魂能否得至II救贖

在出生之際就被上帝預先選定了;亦即,人能不能上天堂早已被

選定,無論人做什麼都不能改變。因此,人不可能透過上教會或

做善事來改變命運,人也無從得知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選民。對人

而言,這種教義其貫相當冷漠而嚴酷。那麼在喀爾文之前,天主

教又是如何處理靈魂救贖的問題呢?天主教的作法是由「教會」

明確指示教徒在現世中怎麼做,信教者的現貫生活才有意義。但

再來看基督新教的作法,教會對胎相信預選說的人不提供任何幫

助,這種不論教徒做什麼都無助靈魂救贖的教義,剝除了他們現

貫生活的意義。按照邏輯’喀爾文教義的發展很可能弓∣發耽於享

樂或是自我放縱的生活態度,然而歷史出現了相反的走向。

歷史上,那些現責生活意義被剝除的新教徒,仍然千方百計

想要尋找生活意義。篇什麼?因篇對人而言,在一個沒有意義的

世界上很難活得下去。換句話說,篇了被救贖,人無論如何都要

找到某種「確信」的線索。

所以相較於放任欲望自然滋長’用-些形式自我要求、自我

壓抑的禁欲生活,應該更加能夠「確證信仰」。也就是說,自我

壓抑的禁欲生活,被相信是「上帝的選民」的合宜生活方式。另

-位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馬T.路德（MartinLuther）的「天職

觀」（Bcruf）,也暗示T確信救贖的線索。路德主張’對舵職業

的專心奉獻是「神所賦予的使命」,所以教徒不必至II遠離世俗的

教會或修道院執行禁欲生活,反而必須在世俗的幟業生活中貫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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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生活（稱篇「在此世禁欲」）。如果從具體的歷史來看,生活

的-切都在「勤勉、節約」的原貝∣l下組織,當然就產生「追求利

潤、累積財富」的結果。這樣一來’營利活動與財富積累成篇宗

教性的義務,同時也成烏確信得至II救贖的象徵。要注意的是’在

生活中累積的財富並不用來消費,而是反過來追求更多禾∣l潤,如

此持績投入就成馬了「資本」。

q

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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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主體

這種宗教態度不只造成現代資本主義的出現,在社會學上還

有更重要的意義,那就是:造成了前所未見的新「主體」出現。

這個新主體,其意義不只是自由市場中追求合理利潤的經濟主

體。基督新教的非選民再怎麼努力都不可能得至II救贖的「預選說」

教義,使個人的靈魂出現空前的孤絕化;基督新教這種否定教

會﹑否定神蹟、切斷所有救贖手段的人’也就把個人遣留在內心

的孤獨化情感中。切斷過去支持情感的共同體紐帶,致力累積財

富卻無法保證救贖,而且也找不至∣l任∣可明確的救贖信號,人被迫

陷溺進入無盡的自我審查與自我懷疑。但也因篇如此’人才得以

站在脫離現貫世界的位置觀照現實世界。這意思是說’因烏人探

取了超越現貫世界的觀點,也就誕生了把現貫世界當作對象（客

體）的「主觀者」（＝現代性的主體＝subject）。篇了自我壓抑而

持績自我審查的內心世界,也就無限深亥∣I化。如此,人們才能脫

離共同體的束縛而求得自由的自我,也才能獲得超越現責世界的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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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

現代主體的誕生,韋伯看至Il的背後驅力是新教倫理。但新教

倫理其貫並不直接導致現代主體出現,因此,我們或許可用更-

般性的觀點解釋。譬如說’我們可以試著論證現代主體的起源,

是來自於「現代文學」這樣的社會機芾II 。現代文學的出現,指的

就是寫責主義（reaIism）的出現。寫貫主義是-種表達方式,這

種表達方式不是講述空幻虛構的大道理,而是描述讀者心靈直接

的、有所感觸的事』∣青。促使寫貫主義出現的,是人類世界從未有

過的-種全新書寫語言。貫際上,基督新教能夠否定傳統教會’

也是因篇當時倉∣∣造出這種全新的書寫語言。在l6世紀以前,聖

經都是以拉丁語篇標準書寫語言,有能力閱讀的人相當有限,唯

有當聖經改用各國的方言害寫,才有可能讓大量的教徒自行閱

讀。因此在】6世紀中期,古騰堡（JohanneGutenberg）發展出

活字印刷術（typography）’翻譯成各國方言的聖經大量出版,各

國方言成篇標準語言廣泛散布至II廣大民眾,並成篇同-國族人民

口說語言的準貝∣l ,後來也就成篇各國國語的基礎。

尸
◎

弓
■
I

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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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致運動

↗

／ 日本現代國語的倉∣l造,-般認篇是源自明治後期的「言文-

∣ !
∣時態,文末會使用「～萱」或者「～∣汕」之類的助動詞;然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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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經過言文-致運動’這些不同的表達〃式則統-烏「～尢」這種
l

∣韉贓鹽鷥邕囌／司韉囂鰓
事是虛構或傳聞的事。原本兩種過去時態能表達說話者內／D的細

微差月∣l ,現在二者都變成「～尤」,差別就都被抹平了。換言

∣黷 ﹟ j 鰱鸛
化了。讀者讀至I∣的敘事,與其說是作者講述的’不如說是讀者內

心直接感受至Il的。如此,人的內在世界就漸漸深刻化,不只能感

受具體狀況,而且發展出-種超越性的視線,把現責當作客觀對

象加以考察’才成篇可能（繪畫與攝影頒域的相應發展是「透視

法」出現）。如此’與社會關係分離的自我,也就是現代主體,

才成馬可能’並且在文學中得至∣l確認（柄谷行人 《日本現代文

學＠起源》 講談社 l980年。中譯本《日本現代文孛的起源》

赳京羋擇北京:生活、淒牯.新知三朕牯店20﹙）3年）。

戀愛與現代文學
︹

D

坩
■
I

坩
■
I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現代社會的戀愛,是異∣∣生戀主體化

的型態。在現代以前,戀愛是特權階級的專禾∣l 。這些特權階級擁

有凡人沒有的特殊感性’所以才能談戀愛;至於戀愛要普及到-

般民眾,則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事。

進入現代社會,人才從共同體解放,並急著四處尋求內心的

員責感受,當他們把所謂的身分、家世等共同體的束縛都拋在腦

後,人舶是頜’∣吾至∣l ,遵循激情並冒險找到愛情,才叫員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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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這種廈愛的追求,與凡夫俗子不同。俗人只會把別人的欲望

當作自己的欲望,不會甘冒生命危險追求欲望,他的欲望不是源

自自身的賃正欲望,而是模仿的欲望。因此,斤斤計較得失以及

追求表面虛榮的人,不可能擁有狂烈的愛。只有員正篇自己的生

命而活、用激情與想像力而愛的人,才能得至II員愛。由激情與想

像力發出的欲望,叫做自發l∣生的欲望,因篇這是對自我內在員貫

感受的執著態度。

要表述這種思維與感∣生,現代文學早就準備好工具,所以戀

愛也就是現代文學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對在乎別人眼光、不能表

露員正欲望的俗人而言’那些服膺自發!∣生欲望而達至I∣主體∣∣生的

人’正好就是啟發欲望的範本。責際上,戀愛在俗人之間普及,

就是來自對愛’∣青文學故事的反覆與模仿。-個缺乏感性的人,如

果沒有讀過愛∣青小說,或者讀過之後也沒有感覺,不可能轟轟烈

烈談-場戀愛。

泛視監視設施

上面的論點其貫還潛藏-個弔詭（paradox）的地方。不論

是精神的自由、純粹的感∣生、自發的欲望,這些人的「內在」自

律性,責際上是透過「外在」模仿、強迫而貫現‧

傅柯（Michel FoucauIt）透過深入考察邊沁（Jeremy

Bcntham）設計的「泛視監視裝置」（-望監視〔panopticon﹞,或

譯圓形監獄）’非常鮮明的表達出這個弔詭。「泛視監視裝置」

通常使用在監獄之類的地方,基本構造是-座高聳的監視塔豎立

在場地中央,監視塔的外圈配置著圓形環繞的牢房,監視塔和牢

房各有相互對望的窗戶’每個牢房都有個大窗戶。從監視塔望向

▼
『

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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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9﹣1

暹〉lⅡ的泛視監視（panoptIcism）設施的

設計曰。資料來源:M夕╴口╴

《監獄囚誕生》 新潮社1977年。

牢房,隨時可以看透牢房內部,由牢房望向監視塔卻什麼也看不

見。這就形成-種效果:因篇不知道監視者何時在注視自己,囚

犯因此覺得全天2￠小時都好像受到監視。因此,囚犯等淞是把

監視人的視線「內面化」,然後自己對自己進行監視。他們開始

服從自己的規律’「主體化」（suh】ectiHcation）也因而形成。這

個時候,具體的監視究竟如何運作巳無關重要,至∣l最後甚至不需

要廈的有人在那兒監視, 「支配╴服從」的關係抽象化’囚犯受

至II監視,是因篇自我意識的自動運作（M. ,-刀-田村倣訢

《監獄α）誕生-監視匕皿罰》新潮社l975∕ 】977年）。

這個例子清楚顯示’現代社會的「主體化」只不過是新形態

的「從闢化」（suhjection）,人並沒有擺脫支配而得至I∣自由’而是

改用比較抽象的方式服從支配。現代主體雖因脫離共同體而得至II

自由’但實際上使人的內在世界成篇對象化的「超越性視線」,

並不是源於自我本身,而是源船把舊共同體打倒的新共同體,也

就是國家。篇什麼這樣說?因篇現代文學﹑科學﹑學校、工廠、

軍隊、醫院等各種現代芾Il度,基本上都與泛視監視裝置具有同樣

的結構。就這-點看來,個人與現代國家的對立,或個人主義與

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對立,也都產生自同樣的源頭。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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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義下,現代主體構成的社會雖然擺脫了舊共同體,爭取至Il的

卻是-種新形態的共同體。

第三節脫序

「名譬」的衰退

q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支配抽象化有什麼影響?柏格

（PeterBerger）以名譽衰退（obsolescenceoftheh0nor）的概念來

討論。傳統社會裡每個人都重視名譽,有時甚至不∣∣昔賠上性命保

II8 住名譽。在現代社會,名譽已不再具備如此崇高的價值,也沒有

人會捨命維護名譽,如果有人因名譽受損而感傷,多半只是招來

訕笑。現代社會中取代「名譽」而興起的是「個人尊嚴」。這兩

個概念有什麼差異?名譽的概念’指涉的是屬齡同-個共同體成

員間的社會關係。-個人的名譽什麼時候彰顯,什麼時候喪失’

都由具體的社會脈絡所規定（參考P.／〈-力-I孓力』 高山員知

子等譯 《故鄉喪失者尢右》 新曜社） 2 。如果用第三章的用

語,名譽是文化體系的-個項目,同時也在社會體系中被芾II度

化。個人的尊嚴貝∣l是指涉抽離具體人際關係的「主體」,是遠比

名譽更篇抽象的概念。個人人格具有普遍∣生格,因此也不容易在

具體的社會關係中被芾∣l度化。

〔譯者註釋﹞

2

PeterBe『geretal Ig73‧刀】G〃﹙﹚〃『C／巳V＄M／〃﹝／ ‧.M（﹚d﹝w〃Zα〃﹙﹚〃α〃（／o﹚〃＄C』O』『J〃eSs
NewYOrk:Vintag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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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序的概急

脫序（anomie）是徐爾幹所倉Il的概念,意謂社會的無規範、

無秩序。和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在各方面都可見至II秩序混

亂、規範動搖。但脫序這個概念不只是描述社會混亂’脫序是在

解釋現代社會特有的、結構性的原因造成的混亂。

墨頓與脫序

墨頓（RobertMerton）用脫序的概念,巧妙解釋I930年代

美∣剷社會頻頻發生的混亂行動,並試圖提出結構∣生解釋。他認

篇,∣專統美∣或I社會把「美國夢」（AmcricanDream）的財富成就

尊奉馬文化目標,因此美國社會被相信是任∣可人都有機會致富的

國度;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成功’就會被指責篇個人的道德有缺

陷。美國社會把這樣的文化目標成功灌輸給所有階層的成員,但

對船追求這個文化目標的社會芾II度工具,在不同階層的分配卻很

不平等。譬如’接受高等教育是財富成就的有效工具’但現實

上,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非每個社會階層都平等擁有。下層階層

的人受到財富成就的目標驅

隱舊蔗辦辦○ 糎蕾饉嗧
㎡＼叫段以期達成目標。這樣的解

釋,確實可視篇徐爾幹「脫序」

概念的範例。 文化體系 人格

曰9﹣2 文化＼社宮與人格

9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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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與脫序

○ 單純意義的社會混亂’指的是社會提出的文化項目不被社會

成員所信任。依照圖9﹣2的示意,就是文化體系內化到個人人格

的過程「不夠成功」,也可稱烏「社會化不足」。但在墨頓的例子

中’脫序不是因篇人不信任社會提出的價值觀而弓∣起,反而是因

馬社會把∣賈值觀灌輸至I∣個人的過程「過度成功」了,所以即使人

格內化的過程l∣偵利進行’還是發生了混亂,原因在舷文化體系的

項目在社會體系當中沒有相對應的芾II度化。責際世界裡’每個人

在「文化」目標上都立志成馬富翁’但要每個人在「社會」芾I∣度

上成功,則根本不可能貫現。

因此,現代社會必然會處在脫序的狀態底下。何以見得?正

如前面討論「個人尊嚴」的段落所見,現代社會的文化體系具有

非常「普遍、抽象」的性格,所以無法在社會體系當中充分制度

化。現代社會文化體系的組成內含,其賣都是如同人格尊嚴般

「普遍、抽象」的人文主義;可是社會體系的性質卻是「特定﹑

具體」的階層結構型態,因此現代社會必然-直處在危險的平衡

狀態。-方面,因烏主體化的發展,社會承受了普遍化的壓力;

另-方面,社會又需要-個具有個人主義∣生格的共同體。在這種

矛盾之下,普遍主義的「人格尊嚴」’就必須排除「外國人」,因

篇現代社會是透過倉Il造「外國人」（被歧視者）以倉lI造社會內部

連帶。也就是說,現代社會的文化體系和社會體系之間’存在著

基本矛盾。如果從另-個觀點來看’現代社會就是-段持績製造

活化、動態的秩序,同時也在天秤兩側大幅擺盪的歷史。

02■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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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曹﹦大眾社富

「現代社會」指的是以某個時間篇界’出現與以前社會迥異

樣態的社會。這個轉折的時期也稱篇「近代社會」。但是現代社

會的基本結構並未改變。如果現代化的社會原理是「人格」的主

體化,那麼現代化運動就在使社會朝向個人﹑國家兩極分裂。傳

統共同體崩壞之後,歷史上有過不少團體努力想阻止社會發生兩

極分裂,例如夫婦篇核心的／l﹨家庭、職業公會、政黨、地方社

圄﹑企業、宗教組織等自發性的結社。這些團體或組織具有媒介

的功能,既將個人的要求向國家反映,同時也將國家的要求傅達

到個人,因而稱烏「中介團體」。中介團體貫際上也具有對抗國

家或共同體的特質’加入中介圄體以得至∣l保護,是主體化個人用

來保證自由的社會基礎。然而,現代化隨著經濟力量及大眾媒介

的聯手發展,中介團體也逐漸巨形化、官僚化,在這種I∣青況下,

個人也就無法在其中找到歸屬感,終至造成個人的極小化,乃至

無力化。再度失去對抗國家的中介團體保護的裸露個體’於是大

量釋放出來（成篇大眾）。這些大量的個人,以前被稱篇「市民

社會」（civiI society）’現在則被稱烏「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大眾社會的理諭很多,但論者多數認烏, l930年代法

西斯主義之類的全體主義抬頭,就具有大眾社會時代的樣子。

法西斯主義的抬頭與「孤獨的群眾」

在l920到lg30年代,現代化成功的社會中,都冒出被稱

篇「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與運動。在德國﹑義大卞II 、日本﹑西班

牙等國家,法西斯甚至登上政權領袖賣座。法西斯主義標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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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族優舷個人,這種論點否定民主主義,對那些相信現代人文

主義是時代潮流的人,賃在不可思議,也無法理解篇什麼有這麼

多人瘋狂支持法西斯,甚至不惜拋棄個人的自由?佛洛姆（Erich

Fromm）就曾在納粹的統治下,對法西斯現象提出重要的社會學

解釋。

根據佛洛姆的說法’人由共同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方面

被賦予自由,另-方面也斷絕了與他人的穩定結台關係,並被推

入孤獨與不安之中。隨著現代化勃興,布爾喬亞階級在名義上和

責質上都得至I∣自由。可是對於沒有辦法享用新自由的中下階層﹑

貧困階層的人,由共同體解放只是重新扛著不安與無力的重擔’

對這些沒有積極∣生思想的人,思想自由完全沒有意義。主體化的

社會環境’強芾II要求人要「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如果人無法

承擔,只好認同╴個超越性的權威並積極奉獻自己,用以解消不

安與無力感。這種「逃離自由」的現象’正是法西斯主義發達的

「人性基礎」。

法西斯抬頭並非法西斯國家獨有。例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美國也出現過麥卡錫主義（McCarthism）3 。這是因篇現代國家

都具有類似的情況。但跟法西斯主義者相比’美國都市中產階級

有著很不同的思考與行動樣式,也就是黎士曼（DavidRiesman）

所說的「他人指向型」的人,意指人一直追求能被同儕團體與社

會輿論所接納﹑認可,因此具有從眾的特徵。與市民社會中堅守

自我原則的「內部指向型」的人恰成對比’「外部指向型」的人

旬
I
∣

2l

〔譯者註釋﹞

3 參卡錫工哀發生在l950午代的昊國,是場大規模獵捕共產主翕分子的愛國工

我運動,由當時妁參詖員參卡錫（JoscphRaymondMcCu『『hy）發動,誇張指
拄政府部門及媒體界都受到共產主我者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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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人送出的信號時時留意、敏感反應,自己的態度與生活目標

貝Il跟著無原貝∣l地變化。失去中介團體支持的大眾’只能強迫自己

找尋類似共同體的東西解消不安’否則恐怕難以存活。

開放的社曹

現代社會的產生,帶有超越共同體、朝向普遍性開放社會前

進的動機。但超越共同體的現代普遍性,也可能出現某種對新形

態共同體的需求。然而不管如何標榜普遍性理念’只要是共同

體,就具有共同體的特性,都是需要排除外部因素的封閉社會。

介船開放性與封閉∣生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可能關係呢?這是現

代社會仍然無法解開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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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2 社書學O＆A

對文學沒興趣的人很多,文學員的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嗎?

完全不讚文學的人也會受至∣l文學間接的影響。就算受到的

影響很少,現代文學帶來的現代國語,至少也是我們共有

的基礎。這種人反而可能具有素樸的文學態度。因篇優秀

的戀愛小說也必然是戀愛的批羋I∣,優秀的文學也經常是作

篇犀利的文學批羋Il而存在。

l
l

O
﹑
A

「消費社會」與「後現代」超越現代社會了嗎?

「消費社會」在l9世紀的大都會就巳經出現,也許可以當

做是現代社會的-種面向來理解。「後現代」卻是想廢棄

現代（近代）,以超越∣生視點掌握現貫與歷史的態度。但就

現實而言,這種觀點的社會性條件尚未完備。

Q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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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霉甍

百工－／﹨╴棍山力.大塚久雄訊 《尹口子久夕＞子丫大▲叨倫理匕

資本主義叨精神》（上.下） 岩波文庫lg0斗,lg05年∕ （上） l955
年（下） lg62年.

這是韋伯討論宗教及祉會關係的《宗教祉會學論文集》之部分。閱讀這本古

典著作時,與其當作在討論資本主義’不如峴為在討論「現代性」’或許更為

恰當。

,╴﹦I╴田村椒訊 《監獄●誕生-監視七姐罰》 新潮社lg75

∕l977年。

祉會乃是權力性質的溝通之場所’在這個主題之下,傅柯討論刑罰型態在歷

史中的變化’由所謂「身體刑罰到監禁刑罰（自由刑罰﹚」的演變來探索現代

祉會的誕生〔PoucauIt,Michel 】g77D／sc叻／i〃fα〃αA〃!『s／叭.ⅧeB／／.／／】q／P『／so〃.

London:Vintage﹞。

子工儿仃╴▲宮島喬訊 《自殺論》 中公文庫 l897／l985年。

這本書雖然都被視為是研究「自殺」現象的實證研究,但徐爾幹寫作的意義’

仍是以「現代社會」為背景,尤其是在談到「脫序」概念的部分。

,口▲日高六郎訊《自由力﹚50）逃走》 創元社 l91I／lg5l年

對於「法西斯」這樣－個歷史上的獨特現象’這是第－本由當事人的內在世

界角度來深討的著作,因為這本害’開敔-了許多「祉會學的祉會心理學」的

研究路徑。﹝Promm,ErichE『cαpe∕》u﹚〃F／℃2do加,NcwYorkFaITa『 and
Rinehart‧ 〕

u╴久▽＞加藤秀俊訊 《孤抽巷群眾》 分寸苛書房 l96l／lg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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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被認為是最早真正提出全新「大眾社會論」的重要著作。這本書與《何

仍尢叻囚豐力它》’並列為後來開敔「消費祉會論」諸多研究的前沿理論

〔Riesman,David. Ig89TheLonelyCrowd;aStudyoftheChangingAmerican

Charac〔e【NcwHaveⅡ:YaleUnivcrsityPrcss﹙OriginalWorkpublishedl950）‧中
譯本:蔡源煌譯 《寂寞的群眾》 台北:桂冠第七版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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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我主義社會

社會的瑰代化’可說是解枚「個人」的過程（九山真

男I ）。在比意義下,瑰代社會顯然面臨一個難題:提供什

麼新的「安身立命之所」給由傳統共同體解枚的個人?在

今天’瑰代社會對這個難題的回應是:私人化的個體’或

說私民的「自我倌仲」。但是,信奉自我的「私民」心裡,

沒有足夠的自信倉∣∣造自己的「神祇」 ;以至於許多苦無人

生方向的「迷子」2都只能透過「我們」幻想（私尤芍幻想）

及更有魅力的「虛構」’四處追尋某種歸屬感。這章就嘗試

描繪這樣的時代圖像。

︻
＜
︺

︹

﹤

l

1從前各∣固區域都

是整齊的（請將

全黑地方視為無

意識的黑暗）

2‧可是隨苦近代

黎明………

義溢出框外是相﹦

顯的﹦

4如合全都解體了

意義與無意義的大戰爭

曰片來）原:橋本治 《七刁仁涅槃左寸酋T》3東京;｛惡間害店l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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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曰本社曹的公與私

q2

吋
B
『

「滅私奉公」4這個口號’-定會勾起經歷過戰爭世代者的深

亥I∣回憶。「篇了國家不惜犧牲自己」這個教條,也曾經把所有人

束縛住’甚至逼迫到絕境。再看看「公私不分」（公私混同）這

個成語’前提就是「公∕私」必須嚴格區分,所以這句話至今仍

用來批評-個人行事曖昧。再舉生活中的用語篇例’我們-方面

會用至∣l公眾、公園、公民﹑公共場所的概念’另-方面也熟知私

房錢、私家車、私人秘害的意義;在日本更加麻煩’「私」還兼

作「第-人稱代名詞」。這樣看來,「公∕私」顯然是被視篇相

對立的概念在使用’但也必須注意,不論「公∕私」如何成對使

用,二者的關係其貫十分複雜、-言難盡。

「公∕私」的曰本史

那麼,日本對齡「公／私」這組對立詞彙’如何發展成今天

的用法呢? （以下論點參考自溝口雄三 《公私》 三省堂

〔譯者註釋﹞

l 九山具另 （ I9】斗﹣I996）, 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家,專研日本從封建到現代的轉

變,曾發表《超國家主毚囚伶理匕心理》,指摘戰前天皇制是「無貴任芾∣I

度」,成鳥戰後責任氏主玫治的基礎理論。其後著有《日本囚’思想》等耆,部

分作品有中譯本,如《日本玫治思想史研究》（台灣商務, l080）、《瑰代政

治的思想與行動;兼論日本單國工義》（聯經, lg84）等。

2 迷子意謂迷珞﹑失蹤的’】、孩,在本章是重要關鍵字,故以原丈表述。

3 耆名直譯鳥《如何度越涅槃》,涅槃意指斷絕煩惱而達致靜寂狀態。

紼 字面解釋鳥「拾桑個人私情﹑奉獻國家朝廷」,大咯與中丈戍語「犧牡小我﹑

完成大我」意思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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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96年）。「公」的概念之前,本來就有-個既存的「公」（扣

打平﹙十）的概念’原意是共同體及共同體的苜長’相對也有-個

「私」（打尢﹤L）的概念。日本固有的「私」概念,是從屬於

「公」之下的概念’是以「公」篇前提而存在,指稱「隱密的﹑

個人的﹑家內事」等意義。這種「公／私」意義在歷史上-直沿

用,至II了室盯時代5 ,才出現以「私」作烏第－人稱代名詞的用

法。換言之,在日本的早期語言史,「私」之所以有意義,前提

是以「公」篇優位的先驗性存在’因此也可以說「私」是作篇

「隱晦的第-人稱」（隱微jk-人稱）而誕生。這種把「公／私」

兩個字當作反義字的作法,至II今天依然沿用,也就是以「公」代

表公共的領域’以「私」代表隱密的領域。因此,「公」就具有

壓倒性的優位性,在公共場合應該扮演的角色就不容私人干涉;

至於「私」的意義指涉篇保障員心話語與內心世界’這種社會結

構是在近世時期6才逐漸落賃。

進入現代以後,雖然「私」的頒域開始擁有「自主性」’但

是「公」也仍然繼績維持尊奉天皇烏至高位置、尊奉國家篇至高

領域的「優位I∣生」。在歷史上,公私原本就具有交雜的「重層

性」,例如江戶幕府支配體制7底下,「藩」在地方是「公」’但

尸

D

︹
︽
﹂

1

〔譯者註釋﹞

5 室叮時代起於I392午足利義滿在京都室叮建立幕府﹑終於l573年第l5代

將單足利霾昭敗給織田倌長,共約I80午。亦有一說認鳥南北朝時代（l336-

】3g2）也應併人室叮時代。

6 「近世」鳥日本歷史上的一個時代區分,指古代﹑中世之後的時期,廣嬴的

近世與「近代」同義,狹義的近世則指近代之前的時間,約當歐洲的丈藝復

興時代之後, 日本史上貝∣I約鳥江尸幕府時代（也有人認鳥應包括安土桃山時

期）。

7 江尸幕府時代起於】603年德川家康在江尸（今東京）設置幕府,終於l867

午德川慶喜將政權奉還給明治天皇。江尸幕府支配體制的工要特色,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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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幕府秈國家時則又變成「私」,然而進入現代,公﹑私的重

層∣生也就逐漸收斂縮小,乃至出現-個絕對至高至大的公（現代

國家）。所以,日本的「公」具有很強的領域性’其正當l∣生也從

來不曾被懷疑;相對於「公」’現代日本的「私」卻仍未擺脫對

「公」的從屬性而獨立;換句話說,有能力對「公」提出批羋Il的

「私」（自我）’猶在不成熟的幼稚狀態。二次大戰時期會出現

「滅私奉公」那樣的悲劇,應該與「私」的不成熟有深厚關聯。

當時序來至II二次戰後的大轉換期,「私」的概念雖尚未發展

至∣∣足以對抗「公共、公平」的力道,但私生活的「私」巳經急速

對「公」領域攻城掠地。傳統具有頜域性的、國家主義的「公」

這件外衣,在二次大戰之後迅速褪下’原先隱身其中的「私」赫

然赤裸裸露出（私小說就在這時大量湧現）。至II了今天這樣的時

代,應該沒人會反對’覆蓋現代人心靈的是完全相反的「滅公奉

私」精神-「世界篇我而存在∣」（私囚尢叻仁世界∣求豳5）。

日本社蕾的「私化」過程

「私」取得優勢’基本上伴隨現代化過程而來。如前文所

述,前現代社會並非沒有「私」的存在,但進入現代社會,「私」

貝Il具有「特別l∣生」的意義,並大量在「前台」（生活者的日常意

識）之中繁殖。

「私」繁殖的場景就是現代社會,亦即人的社會生活在複雜

的系統之中形成片斷化、抽象化的社會過程。工業革命帶來的時
︹
︻
︺

︹

竺

1
I

〔譯者註釋﹞

中央及地方的二級政治體制,中央政府由幕府大將軍統領,地方政府則由將

軍任命的「大名」統領,大名的領池即鳥「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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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類勞動最大的特徵是「異化勞動」（陳外旁∣動〔a】ienation

oflabor﹞）,也就是人不再能完整完成-份工作,而是成烏勞動力

被切割販賣,並因沒有特殊性而隨時可被取代。在這種「異化勞

動」的狀況下,個人的欲求、感』∣青、衝動等內心感受,在公領域

既無處發洩,就只能塞進私領域。人類愈是對「公共的﹑社會的」

生活感至II不滿’愈有需要在「私密的、個人的」生活中追求滿

足。烏了抵抗「匿名世界的壓迫」和「公共生活的冷漠」,個人

就只好築起-道「個別的、私密的認同」當作防波堤（R／＼-力

╴l顏力﹚高山員知子I汞力】訊《故鄉喪失者尢右》新曜社l973／

l977年）0 。

-如這種現代社會理論所言,日本社會的私領域也隨著現代

化而肥厚,「自我貫現」和「自我表現」成了眾人期待的「城

堡」 ;當然,私民就成烏-城-國之主。私人城堡既然可以補償

公共領域的異化,當然也就（幻想性的）不斷興盛繁榮,結果也

產生個人從公領域撤退的過程,這種過程社會學稱篇

privatization ’也就是私化（私生活化、私事化）。

因此,日語的「私」與英語的private ,並不能簡單等同。

再如前文所述, 日本的公其實與中國的公（公理）及英語的

public （公盆）都有差異‧日本人所謂的「公」 ’是具有疆界、領

土性格的概念,而不是具有理念性格的概念;因此反義字「私」

也可能殘留這種日本歷史的意義。因此’有人認烏日本社會傳統

不存在「市民」（citizen）﹑日本人的「個人主義」（individuaIism）

﹝譯者註釋﹞

8

參見Berger,Peter’BrigetteBcrger, andHansfriedKeIIncr」g73.刀!eH﹝﹚〃】e／esJ

M〃d..Mode『〃【Zα〃o〃α〃dCo〃scM!!J〃eJs.NewYOrk:Vintag巳中譯本:曾維宗譯
《飄泊的心靈:現代化過程中的意識變遷》 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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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冒牌貨、西歐的「主體性」（suhiectivity）概念在日本不適用

等說法’都是基於這樣的考量。

戰後日本的民主化政策,確責是在宣揚-種從「皇民」轉向

「現代市民」（或公民）的人民圖像變革‧戰後日本看來是以「公」

頜域的民主重建烏最高課題’貫貝∣l不然,反而是優先充貫「私」

領域的基礎建設（也就是發展現代產業部門振興經濟）。經濟部

門發展的結果,造成企業人或上班族的困境,他們-方面是支撐

「日本股份公司」的公共角色執行者,另-方面篇了努力賺取

「myhome」（?1 .木-么）私密生活的經濟基礎,只能被迫

在戰後的新公共領域中各自競逐個人的業績。如此-來,人就必

須篇了「公」的成就（或成就感）而犧牲「私」,結果日本傳統

固有的體質反而又被承繼下來。

儘管公的體質承繼下來,但「公篇主、私烏從」的傳統架構

巳大大動搖。lg80年代開始,日本企業開始指責上班族（合社

人間）的問題與偏差9 ,並訃I∣斥他們要成篇優秀的顧家好男人。

對企業狂熱效忠的人,當然不能對這些「外部不經濟」l0置之不

理。因此, lg84年日本終肚出版了-本代表上班族的重要言

籍,宣示了「現代是上班族擁有『私』想的時代」（現代﹛才 、…合

社人間“ 力】 ﹑私﹦想在持□時代沱）（日本經濟新聞社 《『午

﹦x﹥卜 .廿歹I）╴?﹥》 新潮文庫 lg84年）,作烏時代的

代表∣生宣言（L卜 Ij力儿宣言）可能晚了幾年,但若要了解那種
7
／

︹
︻
﹄

l

〔譯者註釋﹞

9 這些問題和偏差,指的是大量超時加班﹑不回家p乞晚餐、下班後還滯留街頭
不歸（仃II如打柏青哥）等現象。

10 夕卜部不經濟意指經濟工體的行動帶釆其他經濟工體的損害,某種意襄下就是
一般所謂的「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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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自覺的企業社會「私民觀」的出現’這個宣示仍然具有豐富

的意義。那個年代,私生活化不僅打破頑強的、以企業烏代表的

「公」城牆,甚且展開全面的攻勢。

第﹦節私我主義社富的神話與構造

私民社蓄的自我信仰

人-且能在私領域中發揮賃正的自己,並且浮現「自己就是

自己」的想法時’就會不斷要求對自我的信仰。篇了救贖在公領

域被欺負﹑被輕視的可憐自己’人舷是在私領域設計了舒適的快

意世界’期待讓自己能安穩且意氣昂揚的活動。根據岸田秀的說

法,這種對自我的關／D就是「自我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特徵

（岸田秀《幻想囚未來》河出文庫lgg4年）。

這種自我信仰誕生的契機,我們可以盧曼（NiklasLuhmann）

的理論說明如下。

盧曼認篇’現代社會不同舷過去的環節社會（相同次系統的

社會團體集結的社會〔segmentalsociety﹞）﹑層級社會（不同等級

的階層垂直分化的社會〔classsociety﹞）’現代社會是由政治、經

濟、法律、科學、教育、家庭等各種相互分化的「功能次系統」

場域形成的社會。生活在這種現代功能分化社會裡的人,當然被

迫過著這樣的分裂生活。以筆者自身烏例,我在生活中同時擁有

教授、丈夫、父親、病患﹑同學會總幹事、網球俱樂部會員等數

不清的面孔（角色）,承擔各式各樣的狀況。面對每種狀況,我

都有-套相應的特定溝通方式（communication）’像進到牙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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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當病患時,我就不必打開社會學課本,若不如此’就無法描繪

「我」這個人的各種面孔。

如果人們的社會生活都是多功能分化,亦即如果公的世界已

被切割篇很多個’那麼個人就必須把各種狀況統包混合而生存。

也就是我們必須進行-個程序,統合零落的面孔,拼湊出-個稱

篇「自我」的人。若拼湊不出個頭緒,那麼最煩惱不安的當然就

是人的「心靈」（意識系統）。現代人的自我認同（seIfidentity）

不能從外部規定。要得至II自我,既然不能透過出身（階級）和宗

教（超越者）的手段,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追求、貫現。人若

想逃離現代社會功能分化造成的迷失狀態’當然不可能再向社會

呼救,唯-的方法’無非就是朝自我的內在探求。這樣-來’自

己也就必須站在神的位置上。換句話說’就是現代的個人欠缺保

證自我認同的普遍化解釋體系、欠缺∣專統的生活形態,也欠缺角

色和行動的確定規準’因此也只得將自我本身當作是萬物的尺度

（參考夕二-儿凸＋七匕 《儿╴?﹥社會:／又〒么理論 「知」

0）扉在d5﹤》新泉社lgg3／lg95年）Ⅱ 。

在這裡很重要的-點是,自我必須由自己倉∣l造,這種情況也

就是心靈（意識系統）必須製造心靈本身的要素’才得以產生、

保存心靈的系統（自我再製式系統的意識）。人不是當下的自

我,而是永遠在尋找自我的旅人;亦即,人不是員正自我的那個

自我,人永遠在自我追尋。因此’人不斷透過反省、不滿、賃乏

的體驗’持績湧出自我責現的願望.因此,我們耳熟能詳的「主

l28

﹝譯者註釋﹞

Ⅱ 中譯本:

’魯貴顯譯

Kneer’GeorgandArminNassehi著 《盧曼社會系統理綸導引》
臺北:巨流 I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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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主體性」概念,只不過是烏了補償匱乏和迷失性格而賦

予其﹛賈值的虛無焦點。也就是說,所謂的主體（l∣生）,就是烏了

重新凝聚被社會分化的現代個人,而由心靈倉Il造的-個神罷了。

趣昧化與自戀

在過去的社會,自我是由神﹑員理、國家、理∣生等各種價值

所支撐,在現代社會,這些∣賈值卻接連成篇相對化的概念,「自

我信仰」乃成篇個人意識（幻想）的最後依歸,這就是現代人的

宿命。「現代的個人,並不是分享集體自我的個人,而是信奉自

己篇唯-絕對員神而構築的個人。」（岸田秀,前揭言）這就如

同柏格（PeterBerger）所說的: 「信仰已經不是由社會所給予’

而必須由個人取得.……或者說’必須用『宗教的喜好』等更淺薄

的理由取得。」這種「宗教私生活化」的說法,與我們前面所討

論的內容相當吻合（P’八-汀╴∣汞力』 ,前揭言）。

現在的宗教巳不再具有超越i∣生,只不過是私人的、內在

的喜好問題,這種現象或可稱篇宗教的「世俗化」或「趣味

化」 l2 。既然自我信仰也是-種宗教,就可以視篇個人趣味的

問題。喜好或趣昧’是在私領域之中展現個人自由的選擇,也就

是使自我展現個性化的所有努力與表演的代名詞。「趣味是-種

自我信仰」,比起「沒有趣味的人生是寂寞的」這句話’更能道

出現代私民的本質。

i29

〔譯者註釋﹞

l2 日本的「趣味」也具有中丈「興趣」的意涵,在本丈鳥表達方使,仍直譯鳥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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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岸田秀的論點’自我信仰還可分烏自我主義（egoism）

和自戀主義（narcissism）兩種類型。人身上儲備的能量’有部

分是自我保存本能的能量,如果把自我保存本能的能量用來保存

「非現責的自我」（也就是幻想我’指現賃與幻想未分化、對象和

自我未分化的狀態）,就稱烏自戀主義。反過來看,如果在前述

的未分化狀態中找至II了現實,使全知全能的幻想我受至II傷害而變

得不完整,貝Il能量就會l頃向保存「現貫我」’這稱篇自我主義。

既然人不能孤立於公共領域’也不會遠離分工系統與社會網

絡’那麼現代人的自戀,就不會只是幼兒期自戀的原版重現。現

代人的自戀’大部分∣∣青況是向「現貫」妥協,也就是屈就胎散漫

的現貫我,有時還會認烏這只是必要之惡;另外還有-些﹟∣青況,

是把私頒域的全部或部分拿來保存幻想我,並以心理防衛機制當

作保存的迥路。從這個意義來看,艾瑞克森（EricE『ikson）等學

者的角色認同理論ls ,就是屬船自我主義的類型,也就是自信能

夠在現貫當中保存自我’並自覺到這種自信而展開行動。至於自

戀主義式的認同,貝Il如同字義所示,是以非現貫性妄想篇基礎的

自我信仰。現代的個人主義已不只是自我主義,更帶有自戀主義

的意味,因此在這個現實（﹦公）與幻想（ ﹦私）顯著二分的時

代’現代無疑也就是「自戀的時代」。M

〔譯者註釋﹞

13 丈瑞克森認鳥人的心理發展可分鳥↗＼個階段,每一階段發展不亢全,都會影

響到其後的階段, 自我認同（egoideI】titγ）是第五階段（ I3﹣I8歲）心理發展
的主要任務。丈瑞克森以社會丈化的「角色」理綸解釋認同,認鳥個性

（indMduaIity）若與他人期望的丈化角色整今夫敗,就形戌認同危機。

14 參考Lasch,Ch『i芻tophe『」979meC!!／『M佗q／／W／℃／＄＄／＄〃rA／〃e〃﹝.α〃Li／b／〃α〃Age
㎡D〃〃『〃／＄〃／〃gEx〃ec∕α〃o〃s.NewYork:Nor『on中譯本;陳:工雯、呂明譯

《自戀主義丈化》 上海市:上海丈化社 】g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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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私生活主義」烏基調、藉由趣味化秈自戀支撐的自我信

仰私民’已然充斥整個社會’不妨稱這樣的社會篇「私我主義

﹙me﹣ism）社會」。

私我主義社富的素描 I30

活在這樣的現代「私我主義」社會,在人們的心靈中會醞釀

出怎樣的生活意識呢?

第-、私生活主義的精神:在過去的時代’-般人所遵循的

「人生之戲」劇本’例如安身立命和努力賺錢’看起來巳經很單

調乏昧;如今能推使人們行動的理由,大概都是苜∣l造個性化的人

生。追求自己專屬的私人故事’這是-定要做的!就是這種熱切

的期侍-或可稱篇「私生活主義的精神」-創造了無數胸懷

希望的大眾。

第二、意義的相對化:過去的劇本有當時可以接受的背景,

也受到某些「﹛賈值」所支持。人的行篇背後都有個l賈值審判者在

操控,透過某些評價的語言’人的行動才能有所依據並得到正當

化的解釋。但是,這些價值和評價並非絕對,而是因篇被確信篇

「理所當然」,以致未受質疑才得以成立。所謂l賈值觀的多樣化,

也就是-﹛值∣不再相信絕對價值、不再相信「大論述」（g『and

narrative）∣5的時代,多數人用來掌握現貫感的語言,其貫只是

「意義的相對化（選擇性）」罷了。

﹝譯者註釋﹞

l5 參考Lγotard﹑Jean-Francols. I98斗.γ／!c〃os「〃】o﹝／‘I.〃co〃﹝／／∕／o〃: ﹝! ／.ePo〃o〃
尺〃ow／cdge.MiImeapoIis :Univers】tyofMiI】nesota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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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感覺信仰;私民不再依據傅統的價值,而探用自己的

標準行事,例如:喜歡╴討厭、有趣-無聊﹑好吃-難吃;不見

得合理,卻表示發乎內心的「直覺」受至∣l重視。對於不願受至II外

在權威（劇本）拘束的人,除了聆聽內在的聲音,也沒有出路

了。如此-來,用價值烏信念和動機正當化的麻煩時代就此結

束,信奉自我感覺的現代版「感∣生時代」正式揭開序幕。

這種私生活主義的精神、意義的相對化﹑感覺信仰等特徵’

彼此相互關聯’構成了無劇本時代的重要生活意識。

但時代的大潮流不是只靠觀念因素就能改變。要把人們的願

望勾引出來,還需要某種物質文化的裝置,以將抽象願望化烏具

體形態。特月II是要討論私民的生活世界時,所謂媒體社會、大眾

消費社會等現代性裝置’就具有決定∣生的重要∣生。

坩
■
I

︹
◎

高度媒體化（消費化）社蓄

以電視篇中心的大眾傳播媒介發展驚人,造成舊社會關係的

變質’也帶給社會很大的影響。大眾傳播媒介的體驗’凌駕了個

人的直接體驗,對構成我們生活世界的方法,似乎也帶來了巨大

的變化。以下列舉幾點主要的變化:

（I）認篇自己日常生活的故事平淡無奇’認篇劇’∣青豐富的故事都

是別人的,因此幻想自己也應該追求更多樣的可能性。經由

媒體的誘惑,「只要自己喜歡,-樣可以擁有那樣的生活方

式」’類似的口號柬I∣激某種認同的擴散和流動,人們的自戀式

變身欲望被挑起’階級（階層）的意識貝∣l經常因此被掩蔽。

（2）影音媒體直追印耐II媒體的發展,使傳播工具和傳播形式日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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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並推動表達秈解析能力的新發展。動畫﹑插圖、表

演、CG（電腦繪圖）、虛擬貫境等,各種再倉Il作（re﹣

creation）l6的表現世界’都在不斷挑動人心。

（3）電子媒體革命使時間與空間的超越和重組成烏可能,並改變

了人的感覺地圖,動搖了生活世界的賃貫感。把知識當做過

剩資訊而進行微分的「御宅族」（打尢﹤ ） ;沒有形體的聲

音,卻能輕瓢進友人世界-同嬉遊的「呼叫器.行動電話主

義」 ;以電腦網際網路篇基礎的「電子社群」、「地球村」等

等,每-個都是與既存世界迥異的「另-個世界」（another

worId〔7＋子-、▽-儿『﹞）。

﹙4）藉由大眾支持, 「流行」、「有名」成篇新的權威’並受至II強

烈關注‧這種現象造成了流行的短期l∣生極度同步化’然而人

們卻活在「表現自己」的欲望經常∣∣生肥大的時代’當然就產

生普遍的欲求不滿。

（5）人們追求與他人的差異化（也就是責現個性）,從而展開獲取

新資訊的戰爭。任何些微的差異都不能放過,反過來說,要

羸過別人’也只需要-點差異就夠了!這就是法國思想家布

希亞（JeanBaudriⅡard）所說「最／I﹨界限差異」的﹛乍用力。

︹

竺
﹃
◎

坩
■
I

因此’巾II激現代人心靈（意識體系）的資訊,也就出現滿溢

的狀態。處在這種滿溢資訊的環境,造就了許多被迫極度I∣’亡碌的

人;相對也造就了許多對小事麻木的人。這樣-來,有能力解讀

流行媒體資訊符碼（code）’而且有能力藉由媒體倉II造和發掘話

〔譯者註釋﹞

l6 「再倉∣l作」指使用既存的創作作品鳥材料基調,力口入自身創意進行仿造﹑改

編等過程的二度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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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媒介人」（x予17人間〔mediaman﹞）’也就逐漸成形

（借用中野收的概念）。高度媒體化的社會,就是把這些機芾II安裝

到現代人認知及行動模式中的社會。

私我主義社會的另-個基礎,就是這種高度大眾消費社會的

裝置,也就是創造並供給私民文化欲望（〔wants﹞指自然需求

〔needs﹞以外的東西）的裝置。

所謂現代消費社會,重點不在物品的功能’而在物品的符號

∣賈值;消費的不是物品的意義,而是物品的任意」∣生差異

（arbitrarydiffbrence）。由於電子科技高度發達,那些「我的故事」

的作者,-再取得各種複製拷貝的大道具和小道具,再用這些道

具搭建起「我的故事」的舞台’夢想在舞台上編織的故事。大至

室內裝橫、家飾服裝,小至I∣錢包文具,任何物品都可以是道具、

都可以組合﹑都可以構築成精雕細琢的世界。過去認篇是描述個

人隱祕私事的「私小說」重新抬頭,像是田中康夫《﹡儿七﹡﹤

夕儿久夕儿》（沒什麼的結晶物）l7那種描寫大量名牌商品（寸

歹﹥『品〔brandgoods﹞）的小說就是-種代表。現代社會有

90％的人幻想自己是中產階級,基本上’就是根據物的「私有」

意識的均質化﹑標準化來半∣l斷而產生的錯覺。

消費社會的文化,驅使人們∣俞快演出「我的故事」。這些相

似的故事本身’是經由量產裝置製造,再透過媒體和廣告販售的

東西,這恐怕才是事情的員相∣「再來我要進行什麼故事呢?」

〔譯者註釋〕

17 田中康犬是日本著名的’卜說家﹑玫治人物。他在】980午就讀一橋大學四年級

時,囚寫作的』I、說《愈儿七愈﹤ 夕儿又夕儿》（沒什麼的結躺物）而獲得丈

藝賞。‘l﹑說中描寫大學生兼差模特兒「由禾∣l」的生活,書中大量使用柬京富

裕年輕人才懂的池名場所﹑名牌商品,被認鳥是泡沫經濟時代「名牌熱潮」

的重要推力,在丈壇上受到兩極化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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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貫不過是在進行選擇。現代大眾媒體不斷lI多訂﹑增列故事的販

賣型錄（物語仍力夕口夕.） ,誘使人們成篇短篇故事的消費者。

但選擇-直都是「當下短暫的」（匕b溢亢f）。前面提至∣l的柏格

就以「候烏的生活」表達這種現象。假如長篇故事的選擇等肚是

個人認同,那麼「獨-無二的自己」（-□囚自己）,也只不過是

對個∣∣生化很熱中的消費者而巳吧∣

第≡節私我主義社蓄的「迷子」
n

︺
q
︺

迷子狀況

如前文所示,「私我主義社會」本質上就是自我信仰的社

會。但這個「自我」若是由「幻想我」那種私民的個別喜好所構

成,那麼喜好的標準何在?換個方式問’如果人們都相信「世界

篇我而存在」,那麼句子裡的「我」至∣l底是什麼?構成我的各種

我之間哪個最像我?看來,我必須不斷自我追問這個問題: 「我

是廈正的我嗎?」﹙木村敏﹑金井美惠子 《私∣或本當仁私﹡囚

力剽》朝日出版社l983年）。對每個我而言,「認識自己,不是

認識世界的手段,而是認識世界的目的」（Sennett’R.著北山克

彥、高階∣吾譯《公共性囚喪失》晶文社lg76／】ggl年） l0 。

心靈是-種「自我觀察」的體系;也就是說,想要理解心

靈,除了訴諸心靈,別無他途。這是-種困境,某種意義下或可

〔譯者註釋﹞

l8 Se!lnc【t,R」976me／7α／／α／／﹚〃M（.Mα〃…NcwYO『k:A.KI】﹙﹞p【中譯本:萬毓澤譯
《再會吧!公共人》 台北:群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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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迷子」狀況。迷子的原意是迷路的／∣﹨孩,但這裡所謂的「迷

子」’不僅意謂人在無法解決「自我的問題」時出現找不至II方向

的迷路狀態,也意謂小孩子忽而嚎啕大哭、忽而被周澧玩具吸引

而破涕篇笑的樣子;在前來搭救我的另-個我出現前’我即使在

他人安撫之下,還是-直∣匍彆扭。與廈貫世界的迷路小孩不同的

是; 「母親」永遠不會出現。

對舷迷子來說,周澶的他人都是匿名的陌生人,因此注定要

在群眾之中咀Ⅱ爵孤獨的滋昧,即使面對他人的撫慰,也不輕易敞

開心扉（還會嫌你「多管閒事」）。迷子這種非過來人不能體會的

心境,與自閉私民的心境應該相當接近。

今天,就像很多官∣∣意商品被開發,我們也能看到很多身體的

症狀被「發明」,由此背景’就不難觀察至I∣私民的迷子狀況。成

熟焦慮（成熟不安）、拒絕長大（成熟拒否）等症候群,就是因

篇自我無力承受自己的負擔’而漫發到全身的病症!

但並非所有的迷子都會變成病人。有時候他們處在「躁」

（ 》／百）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自我還能與自己的迷子性格嬉

戲’偶爾會拋開－切享受快感、習慣於候烏般的生活﹑出現些微

的「去認同」（de﹣identi伺cation）狀態,都是「輕度躁文化」（輕

（》y白文化）盛行的證明。另-方面,這種不斷追問「我是虞正

的我嗎」的過程,也可能發作「重度鬱文化」（強（》百y文化）

的心性,這時就會將問題置之不理,放任自己處在自然狀態,好

像交由條件反射式動作操控,認烏「我」就是「X」本身,這種

結構正是私我主義防禦機芾∣l的員正內含。

另外’迷子也內含「／∣﹨孩」的意義。根據-般熟知大人與小

孩的二分原貝I∣,小孩終會演變成大人,這種想法背後其實是-套

大人優位的思維。但換個角度,如果把小孩當作-種異文化,那

1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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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自戀、空想、快感原貝Il 、拒絕長大等語言’都將具有更深亥I∣的

意義,甚至使大人優位的邏輯篇之動搖、崩解。我們社會傳統上

都強調「成篇大人」﹑「獨當-面」之類的人生目標,但這些對

於不安的自我來講,不僅沒有安定作用,反而造成自我喪失,並

催生年輕私民的危機意識。篇了強調私民的這種孩子性,「迷子」

這個概念應該很適合。

所以,隨著自我決定（選擇）、自我負責的口號至II處散布,

迷子狀況卻也更加嚴重’雖然有點弔詭,卻不可忽視。

小小的眾神利「我們幻想」

私民的迷子狀況,貫際上也呈現某種饒富趣味的宗教∣∣生現

象。迷子若想求得安心、解消自我焦慮’就只能與某種事物相

遇,或說邂逅。用私我主義的論點來說,支撐自我的基礎巳不再

像過去是依賴傅統權威,而是依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達成。這

樣-來,私民的喜好在邏輯上也就呈現多樣化、極端化。「小眾」

秈「分眾」因此成烏話題,支撐自我的方式也不像過去堅如磐

石。因烏興趣﹑志向而結合的「緣分團體」也因此出現。這些因

篇共有緣分而組成的圍體’就是藉由相同的某種事物來支撐自我

的團體’也就是把個別我的「我們幻想」（私尢5幻想）加以貫

體化罷T。

現代的日本社會,要在生活周澶找出緣分匾∣體,員的是一點

也不困難。例如在爭辯社會上學歷是否員的重要之前,不妨先想

想校友會和班友會組織;在討論追星族是否﹛買值扭曲之前’也不

妨先T解-下歌迷這種共同幻想團體的意義。

這麼多種「共緣」感情（很遣’∣感這並不是社會性的「共生」

尸

◎

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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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多少具有-些凝聚私民「選擇」的功能。以個人喜好篇

基礎’就是現代社會「緣分」的特徵。要注意的是,這些緣分就

成烏「小小的眾神」’而扮演起替代性的功能。

在私我主義社會之中,這些小小的眾神誘惑迷子般的私民。

在現代消費社會中,「抓住我」（catch﹣me）的呼喊滲進迷子的求

救’∣青緒之中,凝賑私民的競爭招數也相繼出現。可是迷子的喜好

是善變的,這些眾神也自覺至II現代社會短暫流行的快速旋律,所

以或可稱他們是「自我預知短命」的小神‧經由人工栽培、細緻

精巧的「喜好」,不只用在商品市場,甚至用在教育、宗教的行

銷（奧姆廈理教也不例外）。陸克曼（ThomasLuckmann）把這

些眾神稱篇「認同的代理商」（identitymarketingagency）,在此

意義下確責是員知灼見。

就像發生在日本的奧姆員理教事件l9 ’迷子就經常會受至∣I個

性強烈、違反倫常的神魅人物（charisma）吸弓∣誘惑。在私我主

義社會當中,也確責存在-些徹底的自我信仰者’解構主體（l∣生）

神話、夢想自我的神聖化,並因而擄獲某些不成熟私民的心。雖

然如此’但對於強力追逐世俗喜好的多數私民而言,並不會廈的

把神聖性當作追逐的對象’所以反過來看’私化原理也沒有那麼

脆弱吧!

現代日本具有如此強烈的私我主義’就是因篇日本沒有培育

出西歐那種公共意識和市民主義,對於人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也比
︶－～︼╴

藹國柵1
7

〔譯者註釋﹞
﹨

”纖孚鰓濰鯊﹜:瓣鰓繃鰓鱖繅鱸
攤繃籌繅嚇舟輾氯轍繃殲贓麴鸞

v／雷夫教」（7╴L夕） 。

慈＝
J

﹪
﹨霆

;1

舶孓～
﹩王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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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遲鈍。在日本,「公」仍停留在集團領

民貝Il不斷徬徨追求「我們幻想」。在摸索

不能忘卻公的問題;例如雖然主體∣生神記

能失去連絡「我」與社會的社會學想﹛象力

「公」仍停留在集團領域疆界的功能上,「私」

「我們幻想」。在摸索新的共生體系課題時,

;例如雖然主體∣生神話已然喪失,但人絕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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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蕾學O＆A
︹

○

︹

◎

勺
■
I

本章第-頁的圖在講什麼?在本章要如何閱讀?

苜先,務必注意標題稱作「意義與無意義的大戰」（意昧匕

無意味囚戰爭） ;其次,請注意圖案分割篇四個不同的時

代:過去（昔）、近代.. .…現在等’畫面的主要構圖,是漢

字群字體表現的「圖與地」關係,每個畫面中以直式書寫

的敘述進行主要的故事。另外,漫畫貝∣l被認烏代表各自不

同的「語相」’第三個畫面和第四個畫面的背景,是－堆用

手寫的嘮叼句子秈無意義文字。下排兩個畫面秈上排兩個

畫面有明顯的對比,第-、三畫面之間寫了-排字: 「匡

囚又﹦尺夕在無意識囚暗﹢三凸↓）↓﹨求寸（全黑的地方是

無意識的黑暗）」……把這些全部動員起來解釋吧!

l
l

O
～
A

「御宅族」是私我主義社會的產物嗎?

這裡所說的私我主義,是與那個時代的文化（＝意義體系）

有關的「磁場構造」之類的東西,有-種拉扯的力量在作

用’誰都不能逃脫。然而’這種磁場（環境）由於個人體

系的樣態不同,因此影響（社會化力）也不-樣。另外,

若由「知識」的學習來看’能抗衡既存意義體系而企∣筒I改

變意義的,其貫也就是人。這樣看來,所謂「御宅族」可

能只是對這種磁場（環境）天員質樸的對應者。

Q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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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擂

示－『u丫╴儿今村仁司低力’訊 《消費社余仍神話匕構造》 紀

伊國屋書店 】g70／l97g年。

在大眾消費肚會的磁場之中’現代人的「生活」樣式難道是被決定了嗎?布

希亞這本書很有說服力的解讀’是了解現代社會必讀的文獻﹝BaudriⅡard,Jean.

Igg8刀】Gco〃‘Ⅵ【〃』e∕‘﹨.〔﹚﹙‧『20﹚‧.〃M〃＄α〃d＄〃』／﹝‧／【／γe＄,Londol】;ThousandOaks,OlIlf‧ :

SagePub!ica【ions中譯本:劉成富﹑全志綱譯《消費祉會學》南京:南京大

學出版社2006年﹞。

《扔尢〈0）本（別冊室島 l﹙）4）》〔御宅文害（別冊寶島】04﹚〕ⅡCC

出版局 】98g年。

以「御宅族」（朽尢〈﹚這種現代青少年圖像為主題’探討現代日本消費化、

媒體祉會化等青少年文化趨勢,從各種文本來報導,普受好評的文集。

大澤真幸《虛構叨時代0）果r》〔虛構時代的終點﹞ 右《求新書lgg6

年。

對於「奧姆真理教事件」,嘗試利用社會學、哲學的觀點加以深入解讀。雖然

難度較高,但是他由「理想的時代」到『虛構的時代」為軸線’尖銳的探究

日本社會的深層變化。

片桐雅隆 《自己七 「語b」￠社余孛-構築主義的展開》 世界

思想社2000年。

自我’是藉由與自已「對話」之中而建構出來的某種東西。作者藉由在「對

話」中被徵引、被參照的語彙與材料,對自我的現代變化加以解釋。這本書

是社會學式「自我論」之進階讀本。

／（白▽﹥／ 森田典正訊 《u午、﹚／『’壬夕二子1》 大月書店2000

／200I年。



作者提出－組類比:近代早期社會是固體的、當前的後現代社會是液體,透

過這組類比,鮑曼敏銳洞察到現代人面對的肚會所出現的根本變化。是很有

挑戰性的-本書〔Bauman,Zygmun【2000,L「g〃㎡Ⅲbd它／‧〃『Ⅳ’Cambridge:Po】i『y
Press.中譯本:歐陽景根譯《流動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聯2002年﹞。



第ll章

高齡iif會和福利

歷經了「多生多死」到「少生少死」的人口轉型過

程’日本目前也員正步入高齡社會。隨著個人長壽化、社

會高齡化,我們的社會也不得不有所回應,例如摸索新的

生活風格（Iife﹣style）、重擬社會福利政策等等。尤其是社

會福利的影響更是深遠,領域也愈釆愈多樣化’除了國民

年金、所得政策、醫療、住宅﹑教育、就業等「狹義的社

會福利」之夕卜’福利服務的提供也日益受重視。

另一方面,隨著傳統家族與地域社會的逐漸退化,個

人的生活需求如何得到滿足?如果社會必須保障成員基本

需求的滿足’那要透過什麼制度完成呢?社會福利體系又

須扮演什麼功能?這些問題都是應該了解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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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高齡社會

83

﹢
『
p

個人的長壽化

要討論個人長壽的問題,就必須先談「zF均餘命」（Iife

expectancy）的概念。「zF均餘命」是以統計學方法計算,用以

表示某個年齡層的人平均還能活多久;所以零歲人口的「ZF均餘

命」,就是我們整體社會的「ZF均壽命」。根據2000年的統計’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岡II出生的新生兒還能活多久）’男性是7764

歲,女性是8斗.62歲,不諭男女都是世界最長壽。日本人平均壽

命明顯延長,始船二次大戰之後,起因是「嬰幼兒死亡率」大幅

下降。嬰幼兒死亡率是每l000名新生兒在出生-年內死亡的比

率,日本在l970年代中葉就已低舵l0／l000 , l99g年更低至II

3.斗／l000 。近年來不僅嬰幼兒死亡率持績下降’中、高年齡層的

死亡率也-直變低,如此-來,國民長壽化的∣頃向也更加明顯。

要觀察國民長壽化現象還可以用另-個指標:特定年齡層的

存活人數。單-年齡層（每I0萬人）的出生人口存活至II65歲的

比率,日本的男!∣生是846％,女性貝∣l高達g2.6％;而存活至I∣80

歲的比例,男性是52.2％,女性是74.4％（根據zF成三年簡易生

命表計算）。這個數字大致也描繪了-個社會圖象,那就是60歲

到80歲巳成篇不得不面對的人生歷程。還要特月I∣注意的是長壽

化的速度, 80歲還存活的人口比例,日本在過去￠0年間幾乎增

加-倍。也就是說,日本長壽化的趨勢不僅追上西方、甚至超越

英美’若要探究背後原因,應該就是生活水準（主要是飲食及醫

療）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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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富的高齡化

誰夠格稱烏高齡人口?當事人覺得自己老就算嗎?其貫高齡

人口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定義。目前世界上羋Il定高齡人口

最通用的指標,是聯合國（圍連）設定的65歲;但也有很多人

批評這個標準’例如在日本這樣的長壽國, 65歲就稱烏高齡,

標準未兔也太低（太年輕）了吧!

若按照聯台國的標準, 65歲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

若超過7％’就進入高齡化社會,高齡人口由7％上升至II l4％

的年限即稱篇「高齡化速度」。由高齡化速度的數據來看,法國

是ll5年、美國是70年、瑞士是85年,相較於這些漫長的歷

程’英國的15年算是夠快了,日本則更誇張,只用短短的24年

就完成。而且日本高齡化不僅速度∣∣夾、比例也很高,日本老年人

口至∣l了2000年已達至∣l l7％,依此速率推估’老年人口在2020

年將達到26.g％。

-個社會如果由「多生多死」（出生率高、死亡率高）的前

工業化社會人口結構開始,經歷「多生少死」階段,再轉變至II

「少生少死」的高度工業化仕會的結構’人口學稱馬「人口轉型」

（人口轉換〔dcmographictransfbrmation﹞）。日本的人口轉型是在

急遽的短時間內完成’成烏不折不扣的高齡化社會。

α
︶

q
︶

l

加齡的社曹面向

「成年期」的概念隨著西方現代社會而出現,成年期的「加

齡」（工1﹥﹥夕.〔aging﹞）被判定篇「老年期」,舷是也形成人

生最終階段的概念。由這樣的意義來看,日本當代的老人觀其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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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雜著兩種來源:其-是探用前述西歐現代社會老年期概念,其

二是傳統留下來的日本「家」（1工）制度與中國儒家思想。更

仔細來講,西方現代社會規範是立基舷對「獨立勞動個體」的期

待’因此當-個人「加齡」至Il必須退休,也就意謂勞動能力衰

退、既有地位喪失、扮演角色減少,因此「高齡者」也就承擔T

負面的汙名。而當前社會逐漸長壽化, 75歲以上的「晚期高齡」

人口明顯增加,估計到20l8年’這些晚期高齡人口甚至將超過

「前期高齡」（65歲至II7斗歲）人口。

根據學者森岡清美、望月嵩的研究,人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走至II老年期,必將面臨階段∣∣生的轉折點,有四個生命事

件被認篇最具關鍵∣生:﹙l）因兒女長大離家而出現「空巢期」﹑﹙2）

因馬孫子出生而成烏祖父母、（3）由職場退休、（4）配偶辭世。經

歷上述生命事件的衝擊後,老年人也逐漸無法獨力滿足某些生活

的需求,尤其是以下幾項（《新L↓﹚家族社合孛》 培風館lg93

年） :

﹙A）經濟安定的需求:能確保生活安定的財貨。

﹙B）健康需求:能維持健康與接受照護醫療（生病時會受到照

護、不需煩惱醫藥費）。

﹙C）〃∣青感需求:能無拘無束談話的機會、家庭成員的問候、安

定感。

﹙D）∣買﹛直需求:能從事體力足以負擔的工作、學習、旅行、嗜

好、志工活動等,讓自己覺得活得有意義的事情。

l40

在﹛專統社會裡,老人的這些需求幾乎都由家庭與地域共同體

滿足;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的家庭小型化﹑職業專門化,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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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身照護

↑
經濟援助

圄11-1

老人的需求架構與扶蓄

少】1o
「把家產移交繼承人然後隱居」的悠然生活形態,也逐漸消逝無

蹤。現代的地域共同體中’願意扶養高齡人口的人急遽變少’不

只都市如此,鄉村也是。社會的總人口愈減少’老人扶養的問題

就愈嚴重。這是因烏原本支持老人安心隱居的子女人數變少,妻

子與媳婦也大都外出工作,家庭內部因而失去照護老人的能力。

另-方面,逐漸長壽的雙親’需要扶養的期間也不斷拉長,如果

加上涸疾纏身,高齡者也就更加需要照護。

對炒高齡者經濟安定的需求,已有年金制度之類的社會性對

策, l保健的需求貝∣l有醫療保險、擴充保健福利服務等政策性對

策。對家庭而言,老人的私人照顧,原由長男及長媳承擔責任的

〔譯者註釋﹞

I 日本的年金制度鳥公、私部門並進,包括三個層次,包括第一層次保障最低

限度生活的國氏午金（基礎年全）,第二層次按照工作薪資比例捉撥的厚生年

金及共濟年全,第二層次的企業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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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已然解體’而漸漸轉移到公部門篇主的社會性照護。老年期

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生命階段,當社會普遍認識到這點,就不得

不好好設計如何滿足老年期的需求。

其中要特別提出的,是痴呆症或長期臥病這類的照護。從保

障人身安全與生活品質的人權觀點來看,對癡呆症和長期臥病者

提供「居家照護」應是不可或缺的。日本痴呆與長期臥病而需要

居家照護的老人’在2000年約有280萬人, 2005年時已達350

萬人。這些老人即使能夠繼績住在習l貫的地區及自己家裡,也都

開始要考慮他們居家的醫療、保健、福利等服務。

在日本,具體作法可以從以照護高齡者烏重點的「新社會保

險制度」-窺端倪。這是2000年4月開始的介護保險芾II度,主

要內容就是因應高齡化問題而設置「照護的社會化」系統;在

2006年更進一步重視「預防」的概念,並導人成篇新-代老人

服務的芾II度改革。

高齡社會的急速發展,不能不由「少子化」的面向來聯想。

因篇小孩子和年輕人急遽減少的所謂「少子社會」’依照人口學

的意義,是因篇年齡l5﹣￠9歲女性人口的「總生育率」低船「人

口替換水準」（維持原有人口數的基本水準）的「少子化」現象

所造成。

因此,伴隨少子化加高齡化而生的「高齡社會」,日本的因

應政策（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提出以下目標’但這些目標也沒

什麼是下-節要討論的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制度所不能達至Il的。

這些因應高齡社會的目標是:（l）確保國民在生涯中就業及參加

各種活動的機會,致力營造公正的活力社會;（2）尊重國民是構

成社會的-員,致力營造自立而關係密切的地方社會;（3）強化

國民健康而充貫的生活,致力營造有內容的豐富社會。

1
I

4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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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社會幅利與社曹安全

作為制度的社富幅利

「社會福利」-詞的意義複雜而分歧。-般談至I∣社會福禾Il至

少有兩種用法;第-種用法表示某種「理想狀態」’亦即當作幸

福、I∣央樂、健康的同義字,指涉朝向理想社會篇目的的概念（應

然概念） ;第二種用法則表示當前「貫際狀態」的社會福禾∣I結

構,也就是社會福禾∣l體系或社會福利芾∣l度,是描述責存「社會福

利」現況的概念。

社會福利這兩個「貢存狀態」秈「理想狀態」,內容大致也

就是我們-般所稱「賣然」（thewayit is）與「應然」（thewaylt

shouldbe）的對比。

「社會福利」概念的雙元!∣生’當然導致研究社會福利的「社

會福利學」具有雙元∣生。這種學術雙元性,也就是研究個別社會

福利現象的貫證研究領域、提出現責問題對策的實踐處置領域。

前者大致與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問題等學術領域重

嘗,後者則關聯至II社會福利工作（行政、社會福利設施以及機關）

的政策、計畫、處遇、評價等貫踐活動。

作篇實存概念的社會福利,經常被當作是社會安全（s0ciaI

security）的同義字。其貫兩者都同時有廣義與狹義的用法’如果

不加確認’必定與前述社會福利的多義∣生形成難以區分的混淆。

日本政府單位目前使用的社會福利分類,大致就如表ll-l

所述。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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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B本的社言『昌利（社言安全）芾∣l度

-社會保險

-公共救助 社會安全

社會安全-社會福利（狹義） ﹙狹義）

（廣義） -公共衛生

-退休給付（恩給）

-戰爭犧牲者援助（撫恤金）

籮蘿-E獸鷺業對霓

先談狹義的社會安全。其中的「社會保險」包括年金保險、

失業保險（失業給付）,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醫療保險等,

「公共救助」指的是以生活保護烏中心的各種社會補貼。以上兩

種屬船所得保障的範疇’主要是現金給付（醫療保障除外’因篇

醫療涵蓋領域較廣,包括現金給付與非現金服務等,應視烏獨立

的保障領域）。與醫療有深切關係的-般保健服務與生活環境對

策等,就是「公共衛生」的範疇。最後’針對身心障礙者、老

人﹑兒童、親子等人提供的福利事業’即「狹義的社會福禾Il」。

在日本,社會安全篇何會如此理解?就語義上,日本社會安

全概念來自lg35年美國制訂的「社會安全法」。美國的社會安全

法包括三個類別:（l）老年保險、（2）失業保險、（3）公共救助。其

中,（l）與（2）項具有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的性質,第（3）

項貝Il具有經濟安全（economlcsecurity）的性質’社會安全由這

兩種∣生質合成。也就是說,美國的社會安全其貫兼蓄了l880年

代德國開始貫施的強芾∣l∣生「社會保險」與具有國民基本權利概念

的「公共救助」兩個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青況下,社會安全

︹

J

川
﹃

㎡
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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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與發展的基本想法’就是要建立-個芾Il度,確保勞動者與市

民的收入中斷或喪失之際’還能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參考松原

-郎「社合福祉」、「福祉因家」、「社合保障」收入黑田夷郎

監修《乳幼兒兗達事典》岩崎孛術出版社Ig85年）。

功能主義的取向

若將「社會福禾∣l」視篇社會現象,可以從諸多研究取向加以

探討。若由經濟財政面向考量,當然是探取經濟學的思維,社會

福禾∣∣的研究也會導向「ZF等、成長與安定」的經濟政策研究,ZF

等（平準化）更是其中最重要的內涵’因此就出現前面提過的

「所得再分配」政策。若由法律的面向考量,就會探取法學的研

究取向,思考的關鍵概念也將會是「生存權」。

如果將社會福利當作「社會芾II度」思考,要採取什麼思維

呢?當然就是社會學了,這時思考社會福利的核心概念將是「社

會功能」,亦即討論社會福禾∣l作篇-種制度,應該具備或扮演什

麼功能。

這裡就以社會學思維討論-些現象。先討論高齡者的「依賴」

問題,設想老人如果不能獨力解決生活問題而須依賴他人時’應

該找誰?或是老人如果希望擺脫依賴,又能怎麼做?我們可從三

種不同層次的團體思考;第-層是依賴個人與家庭、第二層可再

加上地域社會（地緣團體）﹑親族組織（血緣團體）、企業組織

（職業團體）’以及最近快速發展的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NPO）等社團;第三層則是透過國家和全體社

會協助。按照這三層由下而上的團體排列,依賴關係大略就可分

篇「自助」、「互助」、「公助」三個層次。

l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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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助 ∣ 社會∕國家 ∣ 公共責任

N「D

闢闆隱糎亙簌’互助

自助 ∣ 個人∕家族 ∣ 自己責任

圄1l-2自助－互助－公助的架構

由這三層概念圖式來看,個人或家庭層次如果出現問題,以

往多會交由家族、親族﹑地域團體來協助;但在今日這樣的社

會,巳不再能期待這些團體負責了,就富永健-的說法,這種現

象是「工業化」帶來的後果（富永健- 〈產業化、社合囚構造

芟動、福祉因家〉 社合保障研究所編《經擠社會囚芟動乙社舍

保障》東京大孛出版社l98￠年﹚。富永健-指出,現代社會隨

著工業化的進展,有五個重要的變遷趨勢（富永健- 〈社合保

障﹠社合芟動囚開連分析〉 《季刊社合保障研究》lg卷l號

lg83年） :

表11-2工業化與社言『昌利

工業化

↓

（l）人口組成高齡化:人類對科

學、技術及生活水準提升的強

烈需求,造成了長壽化與出生

率遽降。

（2）親族團體功能萎縮及解體:工

業化造成組織勞動化,加速了

初級團體 .初級社會之解組‧

↓

不完全功能∣生代替

↓

控制＝社會福利﹣

利益團體之

反功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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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流動及階層流動,人的意識發展出個人主義,社會體系

也隨之功能化。

（3）工業化帶來「負功能」效果:不只失業、勞動災害、住宅等

古典社會問題,還出現都市、公害等新的社會問題,現代社

會在功能上必須不斷應付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

（』）人們對生活期望提升;工業發展不斷前進,人類的生活水準

也不斷攀高。因此對船休閒生活、環境條件等生活品質,也

就期望更加全面提升。

（5）人類意識的變化:教育普及﹑生活水準提高,必然也提升理

性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意識。子女如何奉養年邁雙親、女∣∣生

如何兼顧職場秈家庭,各種角色的扮演都出現了新的認識。

F

︺

列

守

口
1
I

工業化引發的結構改變’造成了「沒有保護﹑直接受衝擊的

『核心家庭』逐漸失去處理風險的能力」（富永,前揭〈產業化、

社舍0）構造芟動﹑福祉因家〉）。功能主義的社會學分析取向,就

是要面對工業社會帶來的問題,將社會福利視篇「芾II度」思考。

第≡節幅利國家誧

混台經濟

社會安全制度較完善的國家,-般稱篇「福利國家」。福禾∣I

國家這個詞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出現。當時篇了提出與納

粹德國﹑軍國主義的日本及義大禾∣l等「武力國家」相對立的概

念’就由英國開始倡議「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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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社會安全思想與體系（後來成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

指導目標）,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國聯合內閣成立’主要

根據是l9斗2年貝佛里奇（WilliamHBeveridge）對「社會保險

與相關服務委員會」（Social InsuranceandAlIiedServices）提出

的長篇報告害,-般慣稱「貝佛里奇報告害」（TheBeveridge

Repo㎡）。

貝佛里奇報告書主張,國家有責任滿足國民的基本需求,並

應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這也就是國民最低基準（NationaI

Minimum）的原理。報告書提案要求政府貫施公共年金統-提

撥、統-給付制度’並要求補強社會保險未能照顧至II的部分（如

兔費醫療、兒童補貼等）。

這種標榜「從搖籃至Il墳墓」的福利國家政策’即使在貫施細

節上存在很多差異’卻普遍受至I∣北歐與西歐國家探用。這些福利

國家的共同特徵’應該就是「混合經濟」,也就是混合資本主義

與社會主義兩種體制的經濟形態。

我們先對兩種經濟進行理念型的比較,比較內容如下:（l）

意識形態、（2）政治經濟芾II度、（3）經濟機構的範躊。資本主義

經濟體芾Il在這三點上的傾向是（l）追求自由主義的營禾II原則、

（2）探取私有及私營制度、（3）貫施市場經濟‧相對地,社會主義

的經濟體制則是（l）追求平等主義的連帶原則、（2）貫施中央計

畫經濟。

如果其中-方篇了彌補單-經濟體芾II的缺陷’而從對方體制

導人部分原貝∣∣,就稱馬「混合經濟」。福禾Il國家既是以資本主義

烏基調的市場經濟,同時也追求計畫經濟’當然也就意含「政府

的介入」。因此混合經濟雖以私有、私營的私部門經濟篇中心’

但也有相當高比例的公共（或半公共）經濟部門。由經濟學的觀

l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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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言主義經濟體市∣ 貢本主義經濟體制

兩種主要經濟體市∣l的比較

赤澤昭≡櫻井等至.丸尾巨美

l979年

曰11﹣3

資料來源 《維台福祉經濟孛》 好學社

點來看,實施混合經濟的福利國家,就是想兼顧「成長」﹑「平

等」、「安定」三個面向。

下面-段’我們就要先討論「成長」的面向。須知,福利國

家有其預設的前提條件:經濟必須進入高度成長階段;即國民平

均所得必須相當高,才有可能責施福利國家政策。

所得再分配政策

然而在自由競爭的原貝II下,總有人未能蒙受成長的恩惠,或

者說,總是有人會被結構∣生地排除在競爭機會之外。利用公權力

援助這些弱勢者的作法’即是具有社會安全制度意含的「所得再

分配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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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再分配政策,是指國家對國民原本分配至∣l的所得,以財

政手段重新分配。具體的所得再分配政策有兩個作法:對高所得

者增稅﹑低所得者減稅的財稅政策’以及在社會安全概念下直接

補助低收入者的政府支出。

當古典經濟學式的自由放任主義（Iaissez﹣faire）崩壞、市場

經濟不再值得信賴,「夜警國家」2的想法也被否定’這時所謂

凱因斯學派（Keynesian）主張的「政府積極介入」轉而受至I∣支

持。政府積極介入,不只是主張政府以「平等」篇目標的介人,

也是主張政府以「安定」篇目標的介入。在通貨膨脹、經濟蕭條

的景氣變動中,政府被認篇有責任防備個人失業與企業倒閉,並

以完全雇用篇目標救助經濟弱勢者。也就是除T平等,經濟安定

也是福利國家的條件。

但前述福利國家的理論也受至I∣批羋Il 。批判者認篇這種具有混

合經濟體制意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芾Il ’不能視篇-種朝向社會主

義移動的過渡國家形態。因篇在這裡’私有財產、個人責任的原

則（自助的原則）不變,企業自由化等資本主義架構依然維持,

階級關係也不去干涉,這種福利國家反而只是在阻礙更大的變革

（社會主義革命）。這種批羋Il觀點指出’福禾∣I國家不是資本主義的

改良路線’而是獨占資本與國家的勾結,只不過是國家獨占資本

主義的-種形態。

另-個更有力的批半∣l觀點,認篇中央計畫與政府介入’理當

會發展成篇中央集權化、官僚優先制,然而福利國家以民主主義

〔譯者註釋﹞

夜警國家（nigh『watchmansta【e）的概念出自亞當‘斯密（AdamSmi﹛h）,工
張國家對公共事務應盡量減少千預,只須扮演守夜人一般敲鐘示警的角色即

可,是自由放任主灸經濟思想竹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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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墓本人權的類別

平等權……在法律保護下的平等＼家庭成員之平等

〔
↙精神的自田:思想、良知、學問的自由,信仰的自由l集

∣蕾結祉言諭出敝﹦塌的自由
白由權∣人權的自由:兔於奴隸﹑苦役的自由’刑事訴訟程序保護

l 之人身自由
l
﹑經濟的自由:居住遷徙及選擇職,財產權

生存權的基本權………生存權、受教權,勞動權、勞工權

受益權﹣…裁判請求權l賠償請求權’請願權

參政權……‧公務員之選舉及罷免權

:Ⅱ寺岡弘編《圄解憲法》立花≡房1981年。

基
本
人
權

＼

資料來﹚原

烏前提’當然不希望見至II這種發展。因此,烏了克服兩難、化解

衝突,福利國家就必須擴大參與,不只是政治參與,還包括經濟

和社會參與-不論是抵抗或是主動參加經營,都只是參與的不

同形態。

就此福利國家論點來看’現代福利國家仰賴公共部門的比

例,確賈高得可∣∣日。國民在日常生活中經驗至II的問題與困難’包

括老年、傷病、殘障、失業、貧困,乃至育兒等「依賴∣生」l∣青

境,都-股腦兒認篇應由「社會」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

l￠8

生存權的保障

除T對這些問題探用社會∣∣生對策,社會福利還必須在芾Il度上

落貫,包括以憲法篇根本的法律體系,以及行政、財政體系。因

此,對實然社會福利的研究’不只要提出經濟及社會政策,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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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尤其是法律理念）的關注也不可或缺。這裡所謂的法律理

念,核心概念就是「生存權」。

所謂生存權’是-種「生存權∣生質的基本權」概念,與平等

權、自由權同樣被認烏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在現代社會中,因高度發展自由權而拒絕國家干涉私人生

活。然而,「那些由私人自理的世界掉落出去的窮困者’雖然社

會對他們採取了某些救窮措施,卻難免帶有施惠的I∣生格,甚至還

會附加嚴苛的強制勞動,意含強烈素∣I奪市民權等等的非人I∣生色

彩’這種現象,距離『社會安全是基本人權』的現代理念’還相

當遙遠」（時岡弘編《圖解憲法》東京:立花害房lg8l年）。

日本確貫也信奉「社會福利乃是作篇權禾Il的社會安全」的觀

念,這可以由憲法第25條找至Il根據:I￠9

第25條

（l）國民全體均享有最低限度之健康與丈化生活之權利。

（2）國家應致力增進與提升生活各層面之社會福利、社會安

全以及公眾衛生。

換言之,所謂生存權的根據是「-種思想或理念’認定要求

貫現貫質的自由與生存乃人的根本權利,而生存權的貫現’應由

國家積極提供及安排」（片岡昇、西村健-郎 「社合保障的權

利」 《社合保障的思想與理論》絲合芳∣動研究所Ig80年）。

從這條漫長的路程可以了解,救濟與福利的概念最早始肚刑

罰與慈善（例如收容事業）,歷經國家救濟（譬如戰前恩惠I∣生的

社會事業）,再發展到公共責任,社會福利被認篇是保障人民權

利的社會思想,也才落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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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 :農業社會轉移到現代工業社會’社會結構也出現-些變

化,烏什麼這些變化會促成社會福利芾II度或社會福利國家

出現?

Al :結構變化主要是指家庭及地域社會的功能萎縮、解體’以

致個人在生活上發生的各種風險（收入中斷、疾病、傷殘

等）,就只能向現代國家體芾II求助。更進-步,隨著工業社

會快速來臨的人口結構高齡化’社會安全制度的改善也就

成篇公部門的重大責任。

仕會學在社會福禾∣l賣踐上扮演什麼角色?

在變動的現代社會中,若要觀察社會基本單位的團體構造

秈功能’以及生活世界的變化,社會學是不可或缺的工

具。社會學對官僚芾II和性別問題累積了大量研究成果’對

社會福利如何實踐規畫相當有用。對現代社會進行共時或

歷時分析而學習至Il有效的社會學,絕對可以對現代社會提

供政策思考,並對活在現代社會中的個人提供責質援助。

Q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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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擂

厚生旁慟省編 《厚生芳慟白書》 雪k刁廿b﹨。

關於統計﹑制度概要、政策動向的最新版’是研究者的重寶。另外’過去幾

期曾經編輯少子化、祉會安全、新高齡者圖像﹑自立支援等特輯’都是有趣

而值得－讀的。

岡村重夫 《社余福祉原論》 全因社金福祉協議芸 l983年。

祉會幅利是什麼?這是-本追問社會幅利根本意義﹑對象﹑範圍﹑功能的理

論書,略有難度’但可從中學到肚會幅利的根本性質。

松原-郎l﹦力編 《社余的夕7﹥久矛么》〔社會性的照護系統﹞ 全

因社余福祉協議余 I988年。

全書環繞著高齡者幅利計畫的實踐問題’也討論到祉會工作及政策面’另外

還率先提出「在宅幅利服務」的構想’是－本先驅性的著作。

京極高宣監｛∣多 《現代福祉孛L午﹥刁﹥》〔現代幅祉辭典﹞ 雄山

閣出版 lgg3年。

系統性整理祉會幅利的基本概念’以簡潔明瞭的記述手法’表列了6gl項祉會

幅利的定義﹑內容﹑及相關活動。對於初接觸到祉會幅利的從業人員,這是

-本很易使用的書。

古l∣∣孝∣∣頂.松原-郎.社本修編 《乙扒力》5囚社合福祉﹥u╴式1
社芸福祉概諭》〔未來的社會幅祉系列1社會幅祉概論﹞ 有斐閣

Ig95年。

作者以少子化、高齡化﹑資訊化﹑性別問題等面向來掌握現代祉會的變遷’

再藉此討論祉會幅利制度如何轉換。對於上述狀況’這本書不僅帶動自我思

考﹑批判分析,同時也有助學習諸多重要關鍵概念的論述﹑參考文獻﹑實務

演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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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與祉會

當我們接觸「身心障礙」這個訶, lu中想到的大概

會是那些不能上普週學校的身體狀態’例如看不見、聽

不到、不能走……等等。這些障礙應該稱鳥「個人的障

礙」’其實障礙還包括不搭電梯上不了二樓、沒有汽車駕

照囚此不能就業等來自「社會」的阻礙。我們將這些稱

鳥「社會的障礙」。過去對於個人障礙的研究,已有復健

學（rehabiIitation）、障礙者心理學、障礙兒量教育學等

學科在做,但對社會障礙的研究,則幾于是一片空白。

本章除了反省「被視鳥個人本身問題」的障礙觀念,更

重要的是說明「被視鳥社會問題」的障礙觀念。

l51

資料來源:2005年9月B本「障礙學言」在關西大學舉行第二次大言及研討言

開言∣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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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為什麼不認為這是「個人的障礙」︹
﹤

尸

o

「他人的障礙」與「自己的障礙」

在大學的社會學系中,我們在課程中會討論到「身心障礙」

的問題,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這是因篇我們知

道「身心障礙」只是社會學的-個討論主題。如果把「身心障礙」

當作歧視的問題﹑當作福利的問題’確實’身心障礙是社會學的

討諭主題。但如果從較廣義的方面來看,其貫「身心障礙」還可

以當作人生的問題、當作生而篇人的基本問題來思考。先想像我

們自己ZF常活動的樣子、結婚的樣子、篇人父母的樣子,再梢微

想﹛象成篇身心障礙者的樣子。我們可能會想,現在只不過是想

∣象’責際上「幾乎不會發生」。但如果是生病、意外受傷呢?這

些其實並不是「幾乎不會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平常」也不

會想l象因生病、受傷而住院的樣子。也就是說,我們不把身心障

礙、生病、受傷當作「ZF常」的事情,不是因烏這些事I∣青「幾乎

不會發生」,而是因篇我們不去想像,甚至可能是視而不見,才

會認篇事不關己。

在課堂上要求學生想像身心障礙的狀況,我常會提出-個問

題: 「身心障礙會影響談戀愛嗎?」要討論「身心障礙」’第-

步就是要把身心障礙當作自己的問題思考。當問至∣l「如果交往對

象成篇身心障礙’關係能否持績?」對肚這個問題,大-的學生

約有九成的人回答會繼績交往。但是,接著問「如果自己成篇身

心障礙,關係能否持績?」這時反而有七成的人回答「考慮停止

交往」。而且在這個回答中,女生比男生更傾回答考慮停止交

往。從這個簡單的調查結果,大略可以察知我們對身心障礙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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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特徵。我們大致都能接受「他人的身心障礙」’卻不太能接受

「自己的身心障礙」。更進-步說,這種想法背後隱含的’其責可

能是我們都樂意「提供別人幫助」’卻討厭「接受別人幫助」。還

有’由舷不能接受自己的身心障礙,就可能以避諱甚至恐懼的心

理對待「身／D障礙」這件事。不管怎樣,這種-般大-學生的身

心障礙觀,應該當作問題而繼績思考。

35

出
■
I

學校教育中有關身心障礙教育的問題

在今天的中／I﹨學教育中,有關「身心障礙」的課題多少會在

人權、福利等課程中教至I∣。這些身L障礙教育的基本預設,是設

想障礙者和健康者都是活在同-個世界的「共同體」概念’或設

想社會本來就有少數特殊狀況的「常態化」概念。由前述大-學

生的身心障礙觀可知’這種教育巳經有了相當成果。然而換個角

度來看,如果身心障礙包含「他人的身心障礙」和「自我的身心

障礙」兩個面向’那麼學校教育其賞只教了如何對待「他人的身

心障礙」,卻沒有讓學生思考「自己的身心障礙」。這樣的教育結

果,也使人們都活在-種不均衡的身心障礙觀之下。

舉例來說’很多學生從高中開始就當志工（voIunteer）,對

身心障礙者提供服務和援助,但這些學生其貫都沒有「身心障礙

年金」的相關知識’也不知道未滿20歲不能申請國民基礎年

金。萬-這些志工學生在過程中因篇意外導致身心障礙’成了所

謂的「無年金身心障礙者」,才可能發現和以前高中教的身心障

礙教育有些不-樣。在思考「他人的障礙」的同時也應該注意’

思考「自己的障礙」也很重要。確貫,「提供他人幫助」的時

候,認廈的高中生可能很有充實感。但在此同時,也應想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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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人幫助」是什麼樣的心情。提供他人幫助是需要勇氣,但接

受他人幫助更需要勇氣。如果你是「無法忍耐接受別人幫助的

人」,那麼會有想要接受你幫助的人嗎?如果你不能接受自己是

身心障礙,卻不介意身心障礙的戀愛對象並願意維持戀愛關係’

那麼你是否員能接受身心障礙,也將很有疑慮。如果學生都能思

考這些問題’學校的教育就很成功了。

對障礙的恐慌;恐障症几
廾

尸
◎

出
』
I

認烏「他人的障礙」可以接受、「自己的障礙」不能接受的

大-學生,是在現行學校教育中強調「提供他人幫助」的福禾∣I教

育,以及「不可歧視障礙者」的人權教育所培養的。但學校的障

礙教育只教導學生「他人的障礙」’而沒有讓學生思考面對「自

己的障礙」。過去的中小學學校教育,確實有非得如此的必要。

因篇對齡準備迎接光明前途的學子們’若是還未離開學校就先警

告他們「如果變成身心障礙」或是「萬-得了不治之症」的未

來,好像在預先模擬人生的不幸,這種「唱衰」式的教育-定難

以被接受,而且家長-定會跳出來控訴「馬什麼要讓孩子們懷憂

喪志! 」大人這種想法背後的原因,其賣就是不接受「自己的身

心障礙」。

這種嫌惡、閃避、害怕身心障礙者的情緒’日本的社會學家

好井裕明稱篇「恐障症」（障害y才巴7）’並以感∣青社會學的觀

點考察恐障症的社會因素（好井裕明 「障害者芒嫌力ib 、嫌↓﹨

恐杠曷匕↓﹨刁乙乙」 石l∣∣准、倉本智明編 《障害孛囚主張》

明石害店2002年）。什麼是「恐障症」 ?簡單來說,就是-種

對障礙者的」∣青緒: 「明知道不應該歧視和排斥’但就是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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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肚這種心理上的歧視,政府也推出「心靈無障礙」的政策方

針,但是好井裕明認篇這種政策並無法解決問題。「情與理」二

者本身就是分離的。「在生理上不能忍受身心障礙者流出的唾液」

的情緒,並非不合理的』∣青緒;畢竟,篇了閃避非日常境遇造成日

常規範混亂’這是心理上的自我防衛’本來就會造成「嫌惡」的

情緒。

舉例來說’我們在海外旅行時’對從沒見過的奇怪食材,入

口之際多少都有嫌惡的／L理。好奇心強烈的人可能會先試吃-

口,小心用舌頭羋∣l斷味覺;然而生活習l貫保守的人就不會吃沒見

過的東西’並認篇自己不吃的東西-定很難吃,也就是烏自己的

不吃提出正當化。這種」D理,在日本俗語稱篇「不吃嫌難吃」

（食↑）f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至∣l身心障礙者’感覺就好像

遇至I∣沒見過的食材,難免都有些不自在。好井裕明主張’這種

「不自在」進-步會導致雙方沒辦法形成「適當的關係」,以致舷

人就因「恐障症」而變得不自由。

好井裕明的考察,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習!∣貫身心障礙,所

以才會恐懼身心障礙。這雖然可以解釋恐障的原因,但話說回

來,烏什麼我們會不習慣身心障礙者呢?事實上,身心障礙者並

不罕見,在日本,包括身肢障礙、」D智障礙、精神障礙等所謂的

「身心障礙者」,估計就有600萬人,若再加上「有介護需求的老

人」約380萬人’或許有些重複,但也逼近l000萬人了。所

以,我們不習’∣賞身心障礙者的理由’其貫不是身」L幛礙者的人數

不多’而是我們的視線閃避了障礙者,也剝奪了我們與身心障礙

者接觸的可能性。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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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富l責l匾觀是「恐障的」

這裡讓我們把「身心障礙」替換篇「生病」來思考。我們的

學校裡頭基本上沒有「病人」。這樣說的意思,是指生病的學生

多半請假沒來,否貝∣∣就是臨時不舒服至∣l保健室休息’要不然就會

提早離校就醫。也就是至II校上課是以「沒病」、「健康」篇前

提。有人可能會有同學因病逝世的經驗,卻不會有「長期在教室

照顧生病同學」的經驗。如果在上課中發生學生死亡’學校和師

長都會被嚴格追究管理責任。因篇現行的學校制度中,-般學校

都是以接受「活潑的兒童」、「健康的學生」篇原則。

小學校長打招Ⅱ平總強調「大家好」（元氣石寸力﹥）、老師上課

也要鼓勵／I﹨學生「大家有沒有健康?今天也要好好玩喔∣」正是

如此’孩子們學至Il「學校是健康活動的地方」,不可以「身體不

好」。具體來說,「身體不好」會被認知篇「身體狀況退化」,以致

胎-些身體動作遲緩、表情缺乏變化的／∣﹨孩,都被當作「身體不

好」而被冠上負面的印象。等長大到高年級,學校開始強調「要

好好用功讀書」,如果「沒辦法好好用功讀害」的／∣﹨孩就是笨蛋。

所以即使至I∣了小學高年級’外表的評l賈也是孩子們最關心的事。

外表欠佳的小孩,朋友也比較少。因此木頭（囚5求） l ﹑白癡

（頭力酊約曷（﹚）、異形被日本小孩當作現代的「三重苦」2 ,象徵的

I56

〔譯者註釋﹞

i 囚5求是日本傳統一種青﹣』繁相間的滑稽木偶,在日本能原I ﹑狂言等戲層I節日

中經常可兄。字義可能源自 】7世紀江尸狂言師野呂松勘兵衛用釆表演的肯﹣’累

色表演木偶,因此漢字表述鳥「鈍間」或「野呂松」。在當代社會,貝∣l被川以

形容遲鈍﹑反應’I曼。

2 「三重苦」意指盲﹑聾﹑啞三種生理上的苦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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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不就是「身心障礙」嗎?

也就是說,歧視障礙者或是恐∣瞿障礙者的心理,貫際上是在

「與身／D障礙者無關」的-般環境中養成。與身心障礙者本身的

行動無關’意思是只要社會全體對學歷的欲望還是這麼大、對運

動的要求還是這麼高、對容貌的重視還是這麼強,則身心障礙者

也就會-直被當成是「戰敗者」而嫌棄。換句話說’在這種狹隘

健康觀、能力觀不斷再生產的社會,不諭是什麼樣的人權教育、

福利教育,也都於事無補。

第﹦節 「不能接受身l山障礙」的不幸

華而不責的教﹛I榮:誦「家族的正常化」

「身心障礙者和四肢健全者都過著平常生活的社會,是健康

的社會;排斥身心障礙者的社會,是不幸的社會。」上面這段話

是「共生社會」和「正常化」（norma】ization）的基本命題,在社

會福禾∣∣的教科害中很常見。然而,絕大多數人應該都只把這段話

當口號’而非理解廈正的意義!在這段話當中,「社會」這個詞

彙其責只是-層糖衣;如果把「社會」這個詞彙換成「家庭」,

那麼這段話就不折不扣是空洞且華而不賈的教條。

舉例來說’配偶是身心∣』章礙者,婚姻生活還能持績嗎?如果

根據前面所說的「正常化」原理,當丈夫變成身心障礙者,如果

家庭生活還能維持下去’這個家庭就是共生家庭;如果離婚收

場,這個家庭就是不幸的家庭。確責,配偶是重殘或重病的夫

妻,哪對不想成篇眾人稱羨的「幸福家庭」。基督教的結婚儀式

I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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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要誓言「不諭他生病或健康、富有或貧窮,始終忠胎他’

直至II離開世界」。可見,-個包容身心障礙和重病的家庭,確貫

是人類的理想。然而人生不可能都依照理想在過。對舶受過大學

教育的人,如果自己變成重病或傷殘,可能不少人都會認篇這種

情況下不應該離婚。然而應該注意的是,比起重病或傷殘更加

「不幸」的,可能是被重病或傷殘隱抑下來的「夫妻關係」。配偶

重病或傷殘而被稱羨烏幸福的家庭,其貫少之又少,也就是說,

對船-定要透過健康工作﹑健康育兒而維持的夫妻關係,很難不

受影響。

看到胎兒有障礙怎麼辦?

「家庭正常化」更深亥II的問題,是產前檢查和選擇性人工流

產的問題（王井廈理子 「障害占出生前診斷」 石l∣∣准﹑長懶l∣多

《障害孛︿d）招待》 明石書店lgg9年）。產前檢查’用醫學的

教條來說,就是在生產前對胎兒及母親進行的各項檢查,用來得

至II胎兒和母體的資料,以確保生產的安全。但產前檢查不只是

「篩檢」胎兒先天缺陷。如果不是要「治療和預防」胎兒的先天

缺陷’那要產檢何用?當然有人會主張產檢具有「正當理由」’

因烏提早知道即將降臨的孩子是否有缺陷,可以讓父母親預先準

備。但問題是,知道胎兒缺陷的父母親,其貫很多人選擇以人工

流產的方式對侍胎兒。

要注意,比起-般人工流產’因產檢發現缺陷而施行人工流

產’其意義更篇特殊。-般人工流產是母親在「胎兒」生下來或

不生下來之間選擇,產檢發現缺陷的人工流產’卻是在「缺陷兒」

生下來或不生下來之間做選擇。後面這種人工流產,就是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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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生流產」（selectiveabortion）’也就是在能夠「篩選」胎兒

的條件下’羋Il斷是否將孩子生下來。

︹

U
R
︶

坩
q
■

「本人的不幸」與「家庭的負擔」之下隱言的社富責任

前述那種將選擇性人工流產正當化的邏輯,就是認篇生下來

的小孩是「本人的不幸」而且也是「家庭的負擔」。然而’如果

身心障礙或重病者的幸或不幸必須由「本人」感受’貝II在他出生

之前’又有誰能判斷呢?所以邏輯上,在產前階段不能夠坐Il斷

「本人的不幸」。因此,可以讓缺陷兒選擇性流產的正當化理由,

大概只有「家庭的負擔」。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責育身心有缺陷的

孩子負擔的確很大。可是這種負擔應該全部當作「家庭的負擔」

嗎?乍聽到「養育缺陷兒的負擔」’多數人都會想至I∣哺育體弱多

病嬰幼兒的肉體疲憊。但根據缺陷兒雙親的強烈控訴,比起肉體

的疲憊,更讓他們難過的是旁人無D的-句話,也就是偏見、冷

漠的社會歧視,使雙親對自己老去的將來充滿不安。亦即,如果

養育有缺陷的身心障礙兒造成負擔,最大原因不是來自家庭內

部,而是來自社會。在這種∣青況下’有些反對「缺陷兒選擇性人

工流產」的身心障礙者舵是主張,就是因烏「解決社會問題的負

擔」被移轉為「家庭的負擔」,選擇性人工流產的悲劇才會在

「家庭責任」的陰影中不斷上演。

殺了缺陷兒的「不幸」

如果失去自己的孩子,對任何人的家庭來說都是不幸。而如

果失去的孩子是自己動手殺的,難道就不叫不幸嗎?強迫家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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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秈殺死缺陷兒,不都是這種家門不幸的典型I『II子嗎?有-起

lg70年在橫濱發生的命案,-名母親用「圍裙的繩帶勒死」她

兩歲的腦∣生麻痺兒。這名母親認篇「這個孩子治不好了。與其這

樣活著,不如死掉還比較幸福∣」l970年當時的報紙’把這個

事件的原因訴諸於「福利的貧乏」’也讓這名母親搏取社會的同

l青,並發起呼籲減刑的運動。另外,腦∣生麻痺者團體「神奈l∣∣青

芝會」3也曾經寬憫地表示: 「對肚被告這位母親,我們不感到

憎恨,也完全不主張判處重刑。我們認篇,這位女士也只是現代

社會裡的-名被害者而已。」這名母親後來果然被羋Il無罪,但相

對船前面那些想法,還是有重症腦∣生麻痺患者,向司法當局提交

了一份不同的意見書,認馬這種判決把腦性麻痺患者當作是「這

個世界上可有可無的生物」,助長了-種輕忽人命的風潮。這個

事件舷是成烏-個標竿,開展了lg70年代身心障礙者解放運動

（橫塚晃-《母水!殺寸﹡∣》東京:寸苛古杓 lg8l年）。

到現在,三＋幾年過去了。被當作是殺死身心障礙兒的原因

「福利的貧乏」’比起當年已經改善太多了。隨著「共生社會」和

「正常化」的呼聲,對社會上身心障礙者的認識也改變不少,然

而殺死身心障礙兒的案件卻沒有停止過。帶著有障礙的兒童或成

人進行家庭自殺（家族心中）,原因不就是對船「身心障礙」的

錯誤理解嗎?這些家族自殺案件,彷彿就在嘲諷「共生社會」秈

「正常化」的理念,至II現在仍不斷上演。這也是從福禾II或人權觀

點不能解決的問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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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註釋﹞

3 「骨乏幻會」是創辦於Ig73年的日本全國腦性麻痺兒人權團體,經常抹取竇

際作法監督社會是否忽視人榷,例如上街巡視計程車是否拒載腦麻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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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障礙」是什麼?

障礙的定義

那麼’「身心障礙」究竟是什麼?老貫說’要對「身心障礙」

霎震鱉摩親孵鞭a繳鰓鳶I’蘇
「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到」、「走路不方便」等身體特徵,

以及「不能識字學習」、「說話沒有邏輯」等精神特徵。這種意

義的障礙,也就是英文所稱的impainncnt 。

但這種「障礙」的意義,其實對本人而言並不恰當。就拿眼

睛看不見來討論,如果是從／I﹨就眼睛看不見,對本人來說,「看

不見的狀態」本來就理所當然,在這個他熟悉的空間當中生活,

自然也不會有什麼困難。如果「眼睛看不見」造成非常不方便,

也是在與「眼睛看得見的人」接觸的情況。換句話說,「眼睛看

【墦鰱鰓:鰓鱸鱖羅當鵡:
的第二個意義。這種意義的「障礙」,和我們在玩大地遊戲「穿

越障礙物」中的「障礙」意義相似;兩種「障礙」都是存在船社

會中的障礙’不是本人的身體缺陷障礙。具體來說,停在點字板

上的汽車、沒有柵欄的車站月台’這些以眼睛看得見烏前提而設

計的資訊服務,這些社會中的既存物也都是障礙。這種意義的障

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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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
I

〔譯者註釋﹞

d disabIe的直譁鳥「不具有能力」,在追裡可以理解鳥「不具有一般社會所定氧

β 的能力」‧「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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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貝Il是英文所稱的disabiIity 。緻因此本章以「障礙」指稱同

時包含兩種意義的美國式用法,而另外以「個人障礙」指稱

impairment的意含,以「社會障礙」指稱disabiIity的意含。

社蓄障礙

所謂「社會障礙」,我們可能都會想至Il像坐輪椅的人碰至II樓

梯那種物理性阻礙（barrier）,不過,物理性阻礙只是社會障礙的

-部分。例如「汽車社會對眼睛不好的人來說,其貫就是社會障

礙。看不見的人拄著拐抆走路時,如果生活的世界是自用小客車

篇主的交通體系,當然比活在以大眾運輸篇主的交通體系中來得

更加危險。然而對眼睛不好的人來說’障礙的原因也不只是自用

小汽車發達。眼睛不好的人如果不是完全看不見,多半泛稱烏

「弱視」。弱視者的視力狀況有各種不同的程度,但在貫際生活

上,很多弱視者的生活處境,其貫與全盲者-模-樣。那麼’

「健康者」與「弱視者」區分的基準何在?現行基準是「矯正視

力後未滿0.3」,社會賣際上也以這個基準決定「能否報考駕駛執

照」。但同樣眼睛不好者’如果能考取駕駛執照的人’就得以-

般勞工身分被雇用,而不能報考駕駛執照的人’就被當作弱視而

以身心障礙身分被雇用。在我們的社會中,相當著重以汽車進行

營業活動’「弱視」也因此成篇「障礙者」而不能勞動。反之,

如果日後節約能源的環保政策繼績發達,造成有-天完全禁止自

用客車上路,那或許不少弱視者就能擺脫駕照的限芾II而找至I∣-份

勞動工作。

I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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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文化」與「顏面障礙」 ;社書之壁的障礙

像汽車駕駛執照這種「隱藏的社會障礙」’在社會中篇數不

少。例如「以口語篇主的溝通方式」就是對「耳朵聽不見的人」

的典型社會障礙。耳朵聽不見的人,不是只有以手語溝通的聾

人,還有不使用手語而只依賴文字資訊的人。不諭哪種人’他們

的溝通困擾其貫是發生與「聽人」（聽得見的人）接觸之時,對

他們而言,有時「聽人」說不定才是障礙物。舉例來說,就像-

部有字幕的外語電影,聾人就會看得很高興’雖然原本是翻譯給

聽人觀看,但聾人也能善加禾∣l用。如果只是在相互使用手語的聾

人之間,所謂「聽不見」這種「個人障礙」還需要治療嗎?可能

不大會被認烏「不對勁」’更不是什麼疾病了。他們的障礙經

驗,來自船與「聽人＝不使用手語的人」澶遇的場合,亦即,所

謂「聾人」的障礙不是來自個人的生理特徵’而是來自勝社會。

因此在美國早就有人主張「耳聾不是身jD障礙」,認篇聾人是可

以在只有聾人的環境中生活的人,也就出現提倡聾人「自成一族」

的主張。如果是-般不說英語的人,-且被派至∣l海外分公司工

作,在生活上也會很困擾、很不便。但這種∣青況也只是不會講英

語’還是可以在海外的本國人社區裡講本國話過生活。然而不會

講英語不會被視篇「個人的障礙」,同理’不能理解口語的詞

彙’也不應視篇「個人的障礙」。

這樣可能有人會想,讓聾人生活在全是聾人的環境,不是很

好嗎?貫際上是有人這樣主張。但要注意’尊重聾人的生活方式

和文化,不是要讓聾人與聽人分開過生活。將聽不見的人與聽得

見的人畫ll分成二個社會,-定會製造出分裂下的犧牲品,想想以

前的東、西德;現在的南、北韓,應該就可以了解。因烏聾人與

︹
︽
﹄

︵
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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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分離而成篇犧牲品的’就是那些「因篇父母親雙聾而無法聽

懂聲音的小孩」,也就是所謂的CODA（ChildrenofDeaf

Adult ’即聾人子女）。另-種因社會之壁而受苦的人,就是那些

小孩聽不見但本身聽力正常的父母。也就是說’與聾人有關係的

聽人以及與聽人有關係的聾人,都因聽聾兩個社會分離而受苦。

理解「社會障礙」的概念,就不難理解以下要談的「顏面障

礙」話題。最早使用「顏面障礙」這個詞彙的人,就是名篇「獨

特之臉」（UniquePace）的臉部傷殘者團體。日本的障礙者保健

福利政策,並不認定顏面傷殘者烏「身心障礙」。但如果顏面傷

殘不是身心障礙,他們就不能合法使用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服

務。因此就事貫來看’顏面傷殘並不是「個人障礙」。也就是

說,他們-方面在社會上受到歧視與排拒’另一方面也不被法律

認定是身心障礙者。然而’他們的顏面傷疤多半是化妝所無法掩

飾的,因此要從事與人接觸的工作,-定會碰至II現貫上的困難。

由這樣的意義來看,顏面障礙也不是本人的障礙,而是因篇「社

會之壁」造成的障礙。

研究社富障礙的「障礙學」

過去對障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醫學、公共衛生、教育學、

心理學的頜域,也就是以復健（Rehabilitation）篇主題的研究。

因此這些研究注意的大多是「個人障礙」,尤其是以治療、預防

和病痛的減緩篇目的。至舷「社會障礙」在學術研究上受至II的關

注’相較於個人障礙確貫很少。這種研究的前提,是把障礙視篇

個人的闢性’因此障礙問題也被視篇障礙者自己的問題,其他的

「-般人」當然也不會給予太多關心。這樣-來’就會形成把障

l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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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視鳳「他自己的問題」的社會態度,以及不去理會「別人家的

事」的社會政策。

Ig60年代起,歐美和日本都開始出現對障礙的不同想法,

主張障礙的問題不在個人而在社會。這些人士很多都是所謂的身

心障礙者,他們的主張也重新受至I∣重視,成篇-門新的學科「障

礙學」。障礙學不同於其他學科之處,在船它是在「障礙者運動」

中成立。日本障礙學的興起’受到「青芝會」lg70年代發動障

礙者運動的影響很大;美國障礙學的出現,也是因篇lg60年代

重度障礙者「在宅自立生活運動」而帶動;英國的障礙學亦與其

國內的障礙者運動密不可分。

障礙學的第二個特徵,就是扮演推動者角色的學者本身幾乎

都是身心障礙者。英國的障礙學研究中」D’很多都是由身心障礙

運動的頜導人主持,例如提出「身」L障礙者社會模範」（SociaI

ModelofDisability）概念的英國學者奧立佛（MichaelOIiver）,

本身就是脊髓損傷病患’英國里茲大學（LeedsUniversity）障礙

學系系主任巴恩斯（ColinBames）也是視障者。與英國相比,

日本與美國的障礙學與障礙者運動的關聯則沒那麼強,雖然障礙

學的研究者也有不少「健康人」,但被稱烏美國障礙學之父的左

拉（lrvingKennethZola）就是肢體障礙者,日本障礙學會苜任

會長石l∣∣准則是視障者。

由前所述’「個人障礙」的問題,其責很少成篇各種學術團

體的討論議題。-般說來,我們的社會其貫是習船隱匿「個人的

病痛或障礙」,也認烏身邊的人應該少談烏妙。但我們難道不應

該設想-個以障礙者也要生活篇前提、-個去除「社會障礙」﹑

坦然接受「個人障礙」的社會嗎?構思這樣的社會,就是障礙學

的目的之-。



230基礎祉會學

社曹學O＆Al64

: 「智能障礙」秈「精神障礙」也是障礙學的研究對象嗎?

:當然是。然而要注意,障礙學並不把這些當成個人的障

礙。也就是說’不應把智能障礙視篇智力的問題,也不應

把精神的障礙視篇精神的疾病。應該研究的是這些「愚人

和瘋人」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原因被貼上這些標籤,以及

不同社會對肚愚人和瘋人如何處置。透過這些研究,可以

T解現代社會來臨前,人們如何對待「不受歡迎」的人。

】
】

o
︿
A

Q2 :障礙學秈以前研究身心障礙者的復健﹑教育、福利等學科

有什麼不同?

A2 : 「障礙」有很多面向可以研究,障礙學與前述學科的不

同,來自舷不探取「個人障礙」而探取「社會障礙」的觀

點,以及相應產生的理論與研究方法的不同。例如,幫助

智能障礙者溝通可以使用一種方法叫「圖繪文字」

（pictograph）’障礙者教育學會的作法,就是致力舷開發研

究這種「用肚智能障礙兒教育的圖繪文字」。但是障礙學的

作法,貝I∣是致力於訴求國際道路應全面探取這種「圖繪文

字」作烏交通標誌’以使智能障礙者也能簡單了解。簡單

來說,過去的障礙研究是對障礙者本身的研究’而障礙學

貝∣l是研究健康人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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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擂

石」I∣淮.長瀨﹛I多編 《障害孛︿山招待》 明石害店 lgg9年c

障礙學的人門書。書中展示了障礙學的多樣可能性。

石川淮.倉本智明編 《障害孛d）主張》 明石害店 2002年。

本書是《障害孛︿0）招待》的績編。對於前面-本書所未處理的問題再加以

擴張’展現了障礙學的廣闊領域‧

石井政之.藤井輝明‧松本孛編 《B口叻5扣荀顏-巫二一夕,

工1久0）休駿》〔被凝視的容顏-獨特之臉的體驗﹞高文研200I

年。

以容貌的祉會偏見來定位「障礙」的問題’是-本劃時代的著作

石井政之 《肉休不平等-d匕∣﹡杠琶美L〈杠0尢b﹨仍力﹨?》〔肉

體不平等--個人為什麼想成為美麗﹞ 平凡社新害 2003年。

將「顏面障礙」峴為-種「社會的障礙」’用以質問祉會的身體觀。

上農正剛 《尢□尢d之00）夕L才╴儿》〔獨自-人的克里歐﹞ 才:

、y卜出版 2003年。

描寫陪伴聽障子女-起學習讀唇語的母親。回報這種母愛的’是不讀唇語的

小孩也學起唇語來了。這本書道出了「聾人文化」與「聽人文化」之間隔閡

的∣刪題深刻性。

秋山杠岑‧皂井伸孝 《手話一百↓﹨乙﹣﹚》〔以手語生活﹞ 二不儿占

1工書房 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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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的視線

刁剃讖待
很多人認鳥「歧視（差別）i是難以避兔的」,但是相

信所有人都同意’「歧視是不應該的」。即使知道不應該,

瑰代社會依然存在各式各樣的吱視,並帶釆深刻的問題。

因比,很多人主張「歧視應該全面禁絕」,但相信所有人也

都知道「歧視很雞全面禁絕」。本章將從意識、行鳥、態

度、制度、丈化、瑰況等各個面向理解「吱視」的概念,

並思考「歧視」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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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歧視是什麼︹
b

︹

D

■
■

I

曾經應徵過大企業的女大學生,基本上都懷疑企業挑選新人

時,對女性比對男性嚴苛。-名2l歲、希望應徵綜合企畫（絲

合職）的B／l﹨姐說: 「-家公司如果同時招募綜台企畫和-般

行政（-般職）,都很少把綜合企畫3的位置給女生」（《日本經

濟新聞》晚報200斗年l2月l3日）。

本月上旬,早稻田大學石田員教授舉辦-場有關「勞動法」

的座談,邀請幾名大企業內定聘用的男性,討論職場經驗中的男

女差別待遇問題’他們提至∣l : 「進到綜合企畫的應徵面試時’女

生的比率就降低了」﹑「在集體討論的時候’勇胎表達自己想法

的女性變少了」。另外,-名穿著應徵套裝（ Ij夕儿╴卜又-y）

打扮的2l歲女大學生則說,「我是希望當綜合企畫,但最近也

去應徵了-般行政,因篇這個比較容易錄取」（《讀賣新間》日報

2005年7月28日）。

〔譯者註釋﹞

l 原章名鳥「差;∣∣︽囚求愈芒.L」,直譯應鳥「對差;∣I的視線」。日語的「差;Il」

寓含「差;II對待」的意思,本章多根據中丈習慣脈絡,直接譯鳥「吱祝」。

2 這個漫畫摘自朝日新附連載的家庭喜慮II漫畫「鄰家的山田君」（匕﹡b仍中求

茫君）,工角是一個五口之家,由祖母、父母﹑兒女構成,描述平儿的日本傳

統家庭生活,曾由GⅢ】BL】工作室導演高火田勳改縞成動畫奄影。

3 「總合職」是指大企業中負貴特別任務,並須執行業務判斷的職員,經常會

隨著業務轉換而不斷更動工作形態和地點‧相對地,內勤穗定的工作職員稱
鳥「一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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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的概急

歧視（discrimination）的概念包含相當多樣的現象。例如’

對船不同人種、民族、國籍、出身背景、性別、年齡、l∣生傾向、

宗教信∣〔∣】、思想﹑居住地、職業、學歷的人,或是對肚身心障

礙、特殊疾病的人,做出隔離、排除、損害等行烏,都能說是

「歧視」。不只如此,個人的好惡如果因人因事而異,也可能被視

篇歧視（有人說「你討厭A／l﹨姐所以不邀她旅行,歧視! 」）。

所以,歧視其實是包含多重面向、多樣現象的「方便概念」,而

且具有無限擴大適用的可能（歧視是先有差異才產生的結果,有

人甚至主張,只要出現差異就是歧視。所以就出現-些現象,例

如:擔心賽跑成績排名次是歧視’就有小學命令學生牽手並排-

起跑到終點;因烏擔心女兒節4人偶放在雛壇的位置的高低層是

歧視,就有幼稚園把娃娃全部平放在大床上）。因此,單-現象

是否烏歧視,在很多』∣青況會出現不同的見解,要對「歧視」下-

個嚴密的概念定義,也就難上加難了。

社會學家曾對歧視下過各種定義,卻沒有-致看法。若從既

有定義歸納共通處,大概有以下三點:（l）根據個人或團體具有

的某種差異;（2）沒有正當理由;﹙3）給予不平等的對待。但這只

是嚴格的概念定義,至船什麼是歧視,什麼不是歧視,並沒有可

以-刀兩斷的切割線。

﹃

∕
︹
o

1

〔譯者註釋﹞

4 日本女兒節（雛祭b）在3月3日 ,有女兒的人家鳥了祈求女孩幸福成長,

會在「雛壇」擺設盛裝的「雛人形」,並獻以桃花﹑菱餅﹑白涵等祭品‧女兒
節的習俗流傳自干安時代京都貴族子女的遊興活動,因此雛人形的精緻度﹑

雛壇的位置,一直被認鳥其有階級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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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討論歧視的概念如何擴散,我們必須先審視歧視的

定義。首先,比較有問題的是前述（I）秈﹙2）的解釋。

個人、集體的差巽

首先,討諭第-點「根據個人或團體具有的某種差異」。根

據某種特質的差異而排除某人,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例如,

銀行拒絕貸款給沒有不動產擔保的人、公司求才拒絕沒讀過大學

的人﹑大學招生拒絕未通過學力測驗的人……。但沒人把這些事

情當成歧視;也就是說,根據差異而進行排除未必是歧視‧那

麼’作烏歧視基準的差異究竟是什麼?

目前普遍接受的歧視基準,是限定在不管如∣可努力都無法改

變的天生屬性（人種﹑民族、國藉﹑出身背景、性別、年齡、身

心障礙等）。如果將歧視限定在「不是本人責任卻由本人承擔」,

界定歧視的基準就必須排除宗教﹑思想、財產、居住地﹑職業、

學歷等「後天取得」的屬性。也就是說,根據後天獲得的屬性而

加以排除’雖然與歧視-樣是深亥II的問題’但應該放在侵犯基本

人權的層次討論（歧視必定侵害基本人權,但侵害基本人權未必

是歧視）。

根據天生屬性的差異而加以排除’結果是把這些個人與圍體

逼至II貧窮、固定職業﹑低學歷的境地;這些個人與團體的貧窮狀

態、低級住宅、低學歷,就成篇歧視的根據‧然而,受至∣∣天生屬

性限制而造成的後天屬I∣生差異,貫際上也不是構成歧視的基準

（其理由在第二節詳述）。

口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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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的正當性與不正當性

其次來談第二點「沒有正當的理由」。這個定義之所以有問

題,理由在淞對「正當性／不正當∣生」的判斷’其實每個人都不

-樣。

有人這樣說: 「踩人的不知道被踩到腳的痛。」同理,只有

被歧視的人才會知道被歧視的痛;所以就有人主張,要問什麼是

歧視,只能交給知道痛的被歧視者判定。的確,很多歧視的現象

是經由被歧視者將問題提出後,才開始被認篇是歧視（例如’在

日本的外國人原有強迫登錄指紋的義務,因篇在日韓國人及在日

朝鮮人不斷發起拒絕登錄行動,才被認篇是歧視,而後日本人也

開始指貢外國人登錄法具有族群歧視’強迫登錄指紋規定因而在

l9g9年全面廢除）。每個人的想法和經!臉本身,要原原本本傳達

給他人,賃在不容易。但話說回來,這種傳達如果完全不可能,

那麼文學、戲劇禾〔I電影豈非也不可能了嗎?電影《神隱少女》5

裡那名十歲小女孩,因烏爸爸媽媽變成了豬,獨自留在神魔世界

裡的-家溫泉旅館工作謀生,這種「特異體驗」任何人都不可能

擁有’但在觀賞這部電影時’任何人應該都會被盧I∣情吸弓∣’並對

少女「千尋」投射感∣青。所以沒有體驗未必就不能投射感∣青。然

而’如果根據「踩的人不知被踩腳的痛」,而認篇歧視只能交由

被歧視者半∣l斷’那就變成半Il斷者的「資格絕對化」,並從而對

「未受歧視者」的觀點拒絕理會﹑停止思考﹑放棄半Il斷。換句話

〔譯者註釋﹞

5 《神隧少女》原名《千匕千尋囚神隱L》, 日本導演官崎駿的動畫影片,被認

鳥深亥∣I描述了現代人面對貪婪世界而追尋自我的孤絕,曾獲2003年美國奧斯

卡最佳勁畫長片獎﹑第52屆柏林影展金熊獎等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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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從被歧視者的立場判斷’-且成篇絕對化,對未被歧視者而

言,當他們要思考前述羋Il斷是否妥當,勢必也無法與被歧視者討

諭溝通。

另外’就算是同樣被歧視的人,這些人的世界觀與感受度也

各有不同。因此,雖說羋∣l斷歧視只能交由被歧視者’被歧視者之

間的不同見解又該怎麼辦呢? 「是否歧視」到底要交給誰判斷

呢?有人抱持極端的想法:只要有-個受傷的被歧視者,歧視就

存在。這種想法主張’就算多數的被歧視者認烏某件事不是歧

視,但只要有-個被歧視者感至Il受歧視’就算是歧視。
︹

︼

︺

︹
○Ⅲ

根據貝特罕（BrunoBetteIheim）與賈諾

維茲（MorrisJanowitz）的諭點6 ,猶太人自

身也有不少團體對猶太人抱持偏見與負面刻板

印象（這種現象也適用勝黑人）7 。譬如有些

猶太人帶有「猶太人做生意很髒」的偏見’因

而遠離族群歸屬;有些黑人嫌惡自己的黑色容

顏,因而漂白皮虐或拉直頭髮,這些都是貝特

■Ⅲ巴冗

圖13-1

可雨必思的舊商標

罕所謂的「朝向自己的偏見」。貫際上,因馬存在歧視而導致被

歧視者對舷某些表現或他人對自己的舉動過度敏感’這是難兔的

事;但如果有-名「自我弓∣導的偏見」很強烈的黑人’看至II插圖

中有個黑人嘴唇肥厚便感至∣l受傷,然後當場斷定這是歧視’那麼

歧視的概念恐怕就被無限擴大了（圖l3﹣l是早期「可爾必思」

〔譯者註釋﹞

6 Bette】heim,B「unoa『】dMor『isJanowitz. I964.Soc「α／C／!α〃geα〃（／P叼【【﹝／／c2’

／〃c／!《di〃gDy〃α〃﹜／c＄q／P／可M﹝／／ce.NewYork:PreePressofGIencoe’

7 就像臺灣人自身也有人對蠱灣人抱持偏兄,例如「崇洋媚外」就是在批判這

類人的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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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標誌,主角是眼球圓滾、眼白上翻、嘴唇渾厚的黑人’後來

廠商被指控歧視黑人而停用）‧

還有些人會說:歧視問題是「很麻煩的問題」,關胎歧視的

討論應該「盡量避開」。因此,碰至II被指控「有歧視」,很多人會

亳不爭辯立亥Il道歉,改用其他語言。像日本有句成語「片手落

5」’原意是指一個人不體諒對方而片面做出決定,卻有人指這

是對「缺-隻手的人」有歧視。這類未經公開討論就畫∣l歸烏「歧

視語」的例子,還有另-個電視廣告’內容是藝人所喬治（所﹥

劃-﹥）被綁至∣l大袋子裡,只露出-顆頭,在無手可用的’∣青況下

求助無線電話機,結果有人打電話到電視公司抗議「這是對身體

殘障者的歧視」,這支廣告不久就中止播映。

像這種被說歧視就道歉的作法,完全不思考自己是否有錯’

從頭至∣l尾就只是想迴避麻煩;固然,那些沒有被歧視者的人可能

負有責任,但是（被歧視者）資格絕對化’更必須嚴正指出。這

種只要扯至∣l被歧視就造成思考停止的現象,必然使歧視關係的雙

方失去對話的可能。我們必須考量英格（johnMiItonYinger）的

概念:唯有考量社會規範來看排除的理由是否正當,否則判斷就

不可能落貫。英格根據規範共有的程度,區分出「歧視」的三種

類型（參見表I3﹣I ,其中只有「社會l∣生歧視」-項被看成歧

視）。當然’社會規範並非不變,所以排除的理由正當或不當,

也須根據社會規範羋I∣定,歧視的概念當然也會跟著時代改變。

譬如在近世8日本身分制社會中,跨越身分的婚姻（例如武

士千金與庶民兒子結婚）不被准許’任何人（包括百姓）都不覺

n
U7

〃

1

﹝譯者註釋﹞

8 「近世」指古代社會進人瑰代社會的轉折期,一般指「江尸時代」,亦即

I600年德川家康在關原合戟大勝後遷都江尸起算,至I867年德川慶喜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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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歧視的三｛固類型

（I）規範的歧視﹙no「mativedisc『imination）

根據（某個時代）優勢、主流且多數人認可的規範’對他人進行差別待遇。

例;兒重與成人的台法性差別待遇、古老階級制度下的權利差別待遇＼企業

對年資較高者給較多福利的差別待遇。

（2）社會的歧視（sociaIdisc「Imination）

這種對他人的差別待遇l違反根本的社會習∣貫及法律’也不被社會多數成員

接受l卻被某些社會次圄體所認可,甚至受到次圄體衍生的規範所支持。

例:美國的種族差別待遇、（前﹚蘇聯的反猶太主義。

（3）個人的歧視（individuaIdisc『imination）

造種對他人的差別待遇既未受到社會次圄體及其衍生規範的支持認可l亦未

違反習∣貫與法律,而純粹是因個人好惡而發生。

例:教師對某特定學生的不公平對待。

註;規範的歧視中成人與臾’章的差別侍遇

資料來源:MIItonγInge『’1968﹜ P『eIudice:

EnCyc／叩eαao／『beSoc／a／Sc／ence

’旱指禁止臾.章飲酒﹑投票等權利。

SociaIDIsc『imInatIonⅡ In ∕「】re「na『／ona／

NewⅦ『k:MacmiIIan

得禁止跨身分的婚姻有何不當。在身分制社會中’過著相應於身

分的生活乃是最終極的價值。因此,根據身分而限芾II職業或居住

地,在近世社會並不被當作歧視（表l3﹣l規範性的歧視）。因身

分而限芾II職業住所,是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才被認烏是歧視（表

I3-l社會性的歧視）。戰前的日本,女性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

外,但是當時的人（包括女性）都不覺得有何不當。在日的外國

人在就業與社會安全上受到排擠,以現代的國籍法條款,必然會

認定是歧視,但三十年前的社會上,卻極少有人認篇這是歧視。

〔譯者註釋〕

奉還鳥止。對應西方歷史,約指丈藝復興至II封建制度崩潰前,若對應中國歷

史,則約鳥明清的朝。廣義上「近世」與「近代」同義,但狹毚上近代又特

指明治維新到太乎洋戰爭結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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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歧視者宣稱受至II歧視而提出申訴,進而成篇問題,再

逐漸廣受支持,結果必會撼動社會規範’也可能對歧視提出客觀

性認識。換言之,「不受時空影響的歧視」並不存在。

由今天的人權意識來看過去社會’生活方式被芾II約、機會被

景∣I奪的人,-定多至∣l數不清。更何況揭露過去社會規範不正當的

聲音也-直未彰顯。因此對向來被視篇「少數」的被歧視者的聲

音,當然必須尊重;但反過來看,對船當今對「歧視」完全不加

反省的情況,我們也必須嚴正指出,仍然應該讓社會規範半II斷排

除的理由是否正當（而不應全有或全無）。

深入考察歧視的定義後’可歸納上述得出以下定義。歧視

是:（l）根據個人或團體的某種「天生屬性上的」差異;（2）沒有

「社會規範認可的」正當理由;（3）給予不平等的對待。這當然不

是完整定義。馬什麼?因篇天生的屬性與後天的屬性並不容易

瞬刪紲胞﹟甽……i暉二絨愈﹨綢臘兣分辨。

階層都有其獨有的喜好、思維和行動的樣式,並持績產製、定著

而烏慣習（babitus）,使該團體或階層成員無意識進行再生產

I……i∣﹥逼樣恩考究寬什朦縫天生鷓∣竺大育閒題.所
以這裡才必須指出’前述定義還是有不足之處。

己
Ⅱ
』

7

『

出
』
Ⅱ

第二節 「差異」是歧視的根據

部落、部落民的定義

前面提過’歧視是根據差異而形成。那麼差異又是什麼呢?

這裡以日本的部落（部落民）歧視烏例,考察形成歧視的差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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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文後的「被歧視的部落」﹑「被歧視的部落民」均簡稱篇

「部落」、「部落民」）。

日本人談至Il「部落／部落民」時,可能都認馬是邊界清楚的

貫體。然而,部落和部落民其貫沒有-致的標準定義。如果必須

篇部落下個定義,或許可稱烏「遭受至II『部落歧視』的地方」。

雖然「澶受至II『部落歧視』的地方稱篇部落」有套套邏輯之嫌,

但大概沒有更適合的「部落」定義T。

篇什麼部落不是清楚的貫體呢?日本人不是都認烏部落就是

所謂的「穢多村」嗎?

日本的近世時期,有些人被政治權力編配篇賤民身分,並受

到社會的鄙視,亦即所謂的「穢多」、「非人」。在日本-些地

區,如越中、茶笑、山陰9等地方,除了穢多秈非人,還存在各

種制度上的賤民。所以,現在的部落確賃有多數就是以前賤民的

居住地（穢多村） ;但是’若說全部的部落系譜都源自近世穢多

村,並把部落定義篇「近世賤民穢多的集居地」,就不適當了。

因篇,有些部落的系譜並不源自穢多村,而是穢多之外的其他近

世賤民居住地。

近世賤民中有-種沒有土地財產、經常移居營生的「非

人」’他們的集居處「非人小屋」在現代社會多巳解體’但還是

有不少直接變成部落;另外’在藤內﹑茶笑、缽屋i0等地,也有

︹

﹤

▼

／

0
l

〔譯者註釋﹞

9 越中﹑茶羌﹑Lll陰均鳥日本舊國名,「越中」位在今富山縣;茶羌位於中國

地方,約今本川島西部,「山陰」位於中國地方北部,約今‘鳥取縣、島根縣

及山口縣的部分。

l0 「藤內」位於加賀地方,即今石jII縣附近;茶羌位於中國池方,在日本本｝I∣

島西部;缽屋位於山陰道,在中國地方北邊面臨日本海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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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傳統地方制度的賤民,這些地方賤民的集居地後來很多就成

烏部落。亦即,近世時期透過政治權力,將農工商編派篇平民身

分,也將某些人編派篇賤民身分;那些人被編派篇賤民身分之

後,才在社會上遭受賤民的對待,包括從事夙、聲間師、缽叩、

隱亡等行業的人。Ⅱ至∣l了現代,不只原來賤民集住地成篇部落,

連附近地區也被當成部落而蒙受歧視。所以日本現在所說的「部

落」’在系譜上不只是「穢多」這些近世賤民,還包括其他各類

的賤民,甚至包括身分是ZF民但住在被歧視地區附近的人。

除T上面的系譜,甚至有部落是進入現代社會才被製造出來

的。像有些部落是明治時期的屠宰場市集演變而成,在神戶市、

廣島縣吳市、山口縣下關市都還有這種例子;有些部落貝I∣是明治

時期的皮革工場聚落演變而成,在姬路市等地就有。這種到現代

才連同周圍地區-併成篇部落並蒙受歧視的地∣匾,在日本各地都

不罕見。

這樣看來,部落的起源並非根據前現代的身分決定,很多部

落的形成其貫沒有歷史事貫的根據。所以,要烏部落下-個嚴密

的定義相當困難’我們只好以前述那種套套邏輯的說法表達。以

現在的情況而言,日本總理府「同和對策審議會」l2調查部門在

lg63年責施「全國基礎調查」時,就把調查的「同和地區」（即

行政部門指定的部落’同秈事業賃施的地區）定義篇「當地-般

n

︺

7
囫

l

〔譯者註釋﹞

l↑ 「夙」是住在城市或皇陵守夜的人,又稱守公﹑守宮; 「聲閒師」是到氏家

門口。昌經乞討的人,又稱唱門師; 「缽回「」是托缽念佛遊走化緣的俗僧

「隱亡」是守墓或處理喪葬事務的人,又稱御坊。

i2 「同禾口」原爽鳥手口諧共處,在日本特指解決部落問題; 「同和對策審蔬會」

設立宗旨即鳥消弭部落吱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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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烏同和地區的地區」,並以「當地-般認定的同和地區」篇調

查對象的範圍。

與部落的定義-樣,部落民的定義也只能是套套邏輯式的。

如前面所述,部落在系譜上不完全來自近世穢多村,也就不能採

用「部落民就是穢多的後代」這種-元式定義。即使近世穢多村

在系譜上與部落有關聯,也不能認定現居在部落的部落民就是

「穢多後代」。-些出身部落外的人’也會因篇常與部落來往而長

期住在部落’甚至住了兩代、三代以上,而被當成部落民並蒙受

部落歧視’這在日本都不算稀奇（甚至有人自我認定是部落

民）。所以,這些人不只包括與部落民結婚後定居在部落的外來

者,還包括因其他原因而住在部落的外來者（以及他們的後

代）。 Igg6年名導演龜井文夫拍攝的紀錄片《人皆兄弟-部落

歧視的紀錄》（人間Zk﹡兄弟-部落差別0）記錄）當中,就是

描述-戶人家因二次戰後無家可歸而遷居部落,女兒在中學畢業

後赴外地求職’卻澶到部落歧視而苦悶尋死的案例。

確貫’因篇是部落民而受到或可能受到部落歧視的人,其貫

只是被別人當作部落民’或自己把自己當作部落的人罷了。

部落如∣可形成

日本政府l87I年（明治四年）8月公告: 「穢多、非人等

稱謂即起廢除,其身分職業概與平民相同。」雖然下了這道所謂

的「解放令」,對近世賤民的鄙視,並未隨著公告而消失;甚至

近世身分芾II度下的平民（例如守夜的「夙」）,至∣lT現代社會反被

當作賤民而排除。在「解放令」頒布之後,近世賤民勞役負擔

（例如皮革役、行刑役、警察下役、掃除役等）雖被解放,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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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也失去原有的權利,例如皮革等行業原本規定由穢多獨占,後

來失去獨占特權,導致賤民不敵外來資本競爭’形成更加貧困的

狀態,尤其在l88l年「松方大蕭條」（松方子夕L）l3之後更是

雪上加霜。

由腓部落民生活日漸窮困’除了出現自主l∣生的經濟改善運

動,日本政府的內務省也開始籌畫處理’日俄戰爭l紼後就在各地

透過地方行政展開「改善計畫」（亦即’此計畫認定歧視起因舵

窮困賤民的言談生活方式,而忽略歧視是來自他人的歧視意

識）。這個改善計畫使用的行政用語是「特殊部落」（或特種部

落）’後來也成篇一般人常用的稱Ⅱ乎（特殊部落和特種部落雖被

當作同義詞,但在早期多稱特種部落）。對舷以前的舊賤民（行

政用語稱舊穢多、舊非人）改稱烏「新ZF民」 ;但對其聚居地貝I∣

沒有正式稱呼。所以’舊賤民的聚居地就有人稱篇「貧民部

落」’相當船現代社會的用語「貧民窟」（又司么）,有人就直接

稱篇「舊賤民聚落」’也有少數人稱篇「新ZF民聚落」。

這些蕾賤民的賬居地,原本在各地方大都還有個別、具體的

字名（逝吉﹑名）或身分名,然而當「特殊部落」這個詞出現後,

那些個別、具體的名稱反而被統-烏「特殊部落」。特殊部落這

個詞,其實是一般部落、普通部落的反義詞。當意含「非-般、

列

斗

7

『

〔譯者註釋﹞

i3 松方大蕭條指明治維新初期鳥籌措西南戰爭軍費而增發大量貨幣,造成迥貨

膨脹,明治I斗午（ 】88I ）松方正藐獲任命大藏卿（即財政大臣）之後,鳥了

才丁淌赤字而減少貨幣供給,並倉∣I設日本銀行（中央銀行）以政府紙幣兄換民

間銀貨,實行之初導致經濟蕭條,但長期釆看則確立了現代國家的金本位貨

幣制度,財經局勢也在不久後穩定下釆。

14 日俄戰爭（日露戰爭）起於】g04年2月、終於】905午9月 ,是兩國鳥了爭

奪原屬中國勢力範圍的朝!鮮半島和滿洲地區（中國東北）的霸權之戰,也被

認鳥是日本取代中國成鳥亞洲新強榷的關鍵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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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普通」的特殊部落廣泛通用後,各地人們乃對部落住民投射出

「與我們不同（血統）」的歧視眼光’並用這樣的眼光認識特殊部

落。換句話說,原有的個月∣l名稱秈舊身分稱呼,統統重新歸類到

「特殊部落」這個範疇。而-些位在「與我們不同」聚落周圍的

地方,也逐漸被圍困至∣l特殊部落的範疇裡。所以’「特殊部落」

這個詞在未嚴格定義之下就散布開來,在地方造成各種圍困’以

致特殊部落的形成也就具有某種「任意性」。

因此,特殊部落怎麼形成?不只包含舊穢多村,也包含-部

分的舊賤民（除了近世身分制度的賤民’另有在社會上被視烏賤

民對待的舊ZF民）’還包括現代屠宰場和皮革工場烏中心而形成

的聚落。

部落標記的任意性175

索緒爾（PerdinanddcSaussure）指出,人類世界的區分（分

類）概念是語言出現之後才有,在語言出現之前並沒有。換句話

說,世界不是先區分概念及事物’再對概念及事物命名’相反的

是由語言區分世界。例如日文的盈g0 ,漢字寫烏「綠」’但原

來是指「新芽」（也表示清爽、鮮麗）’不用於表示顏色（例如青

絲、綠兒’其實是指清爽鮮麗,而不是綠色之意）.日文若要表

達綠色,與青色-樣統稱茹打,漢字寫馬「青」（青野菜、青

虫、青信弓,其賣是綠色的）。換句話說’日文中表示青色的

「泜打」這個詞彙’把青色和綠色混在-起使用。再舉-例,布

線捲成的細長物品,被早期日本人根據細粗不同分成三類’再分

別命名篇「紐（d古）、繩（﹡約）、綱（口欺）」,當日本語出現

這三個名詞後’這類物品也就被區分篇三類。後來’「繩」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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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漸漸不再使用,稱呼這類物品也就變成只分「紐、綱」兩類T

（參見圖I3﹣2）。

同樣的道理, Ig90年代初期「特殊部落」這個詞彙的傅散

過程中,就是把附近看起來「與我們不同」的各種聚落’－律標

記烏「特殊部落」,然後就變成現在的部落。因此早期的「原穢

多部落」-旦被當作政府官方用詞’標記的方法就重新變化,成

烏目前部落歧視的狀態（不過’那些不是「原穢多部落」卻受至∣l

鄙視的部落,即使當初未被標記馬部落,應該也會被貼上別的名

稱而邁受歧視）。

目前部落的生活地點相當多樣,從大都市中心至I∣農村﹑山

區、離島都有’部落規模也有很大差異’大的超過-千個家戶,

／∣﹨的不到十個家戶’甚至只有-個家戶（這種單-家戶部落並非

人口外流而形成,而是世世代代都是單-家戶部落）。另外’部

落的生活形式也很不同’有些部落坐擁龐大土地及產業’有些則

是窩居在都市的貧民窟;有些專門從事農耕或皮革業,有些貝∣l完

全沒有產業。但不論部落是貧是富’卻-律標記篇「特殊部

落」 ;所以部落的標記只不過是「任意∣生」（arbitrariness）的結

果。舊賤民的聚落,並非全部被編進特殊部落,有些變成部落、

有些貝∣l沒有,就證明標記部落的任意性。

︹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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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區分了世界（匡匕I苯力;世界在區﹂紐╴--﹄╴-綱--H ∣

切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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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部落民之中,有些是-直在部落居住生活的人’有些是

後來才遷居至∣l部落的人,也有些則是已離開部落卻仍被當作部落

民的人。曾經有-種說法,認烏部落歧視是針對血緣、血統的歧

視;但事貫上,部落歧視並非調查過他們的祖先、確認是賤民子

孫才出現’所以受至∣l部落歧視的人,與祖先是不是賤民無關;是

不是賤民,只因目前住在部落（或過去住過部落）這個事貫被-

般人視篇「與我們不同」（甚至「與我們血統不同」）,而受至II部

落民的待遇（根據大阪府】990年的調查’非部落出身、後來遷

居至II同和地區居住的9,885個家庭中,有l3.8％的家庭認篇他們

「遭受部落歧視」）。

的確,有些部落民是因貧窮、學歷低、說話粗俗而受至∣l歧

視;那麼,富裕、學歷高、言談文雅的部落民就沒有受至∣l歧視

嗎?事貫並非如此。從結果來看,他們會受到部落民歧視,就只

因烏他們被當作（與「我們不同的」）部落民,這也就是部落歧

視的唯一根據。貧窮、學歷、言談等具體且貫在的差異,並不是

部落歧視的員正根據,而是那種「與我們不同」的空泛差異,才

是部落歧視的員正根據。

歧視的無根據性

不以具體、貫在的差異烏根據而製造的歧視’不只出現在部

落I吱視’各種歧視都是如此。

例如,l∣生別歧視看起來是針對能力與身體上的特徵。但同樣

是女性,能力與身體特徵卻很不相同’女性與男!∣生之間也沒有絕

對的差異（同年齡的l00名女性與I00名男性進行萬米長跑競

賽,前-百名絕不會全是男生）。再舉-例’大學入學考試雖以

﹃
／

﹁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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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差異作篇排除根據,但成績優劣其賣與性別沒關係,更不可

能把全體女生完全排除;但本章開頭弓∣述的新閒報導顯示,女學

生普遍被排除在某些職務之外’甚至連索取資料都沒人理會。這

種排除無關乎能力或工作意願,而是因烏求職者的∣生別是女性。

根據日本女性主義學者江原由美子的論點,女性不是因篇女性的

固有特質與特殊能力受至∣l歧視,女!∣生只不過是被意識至II她們帶有

「不是男性」（也就是「與我們男l∣生不同」）的印記。

對障礙者的歧視也-樣。歧視障礙者的人並不考量個月∣∣身心

障礙者的能力,亦即不去了解殘障者是否能做與自己-樣的事。

其貫’就像四肢健全者有各種不同的個人能力、身體特質、l賈值

觀﹑生活方式’身心障礙者同樣也是各種不同的人。但是歧視障

礙的人,卻一股腦兒把身心障礙者全部視篇「不正常的人」（也

就是「與我們不同的人」）並-起刀【I以排除。

歧視就是如此,不以具體的、貫在的差異烏根據。因此本章

第-節提出的歧視定義就應l∣多正如下:歧視是根據個人或團體具

有的（或被認篇具有的）某種天生屬l∣生差異（包括空泛的差

異）,由社會規範來看沒有正當理由’而給予的不ZF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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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蓄學O＆A

8

7

『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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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 :因篇交通事故而成烏殘障者,他們的殘障可視篇後天得到

（自作自受）的吧?

AI :有人可能因篇開車打瞌睡﹑嚴重違反交通規貝I∣而發生車禍

導致身體殘障。對那些自己疏失造成殘障的人,或許可以

說他們是「自作自受」。但如果有人因篇在路上維l∣多故障的

交通號誌而被撞成重傷,也就是肢體障礙並非自己造成,

那意義就很不相同了。況且,即使是自己疏失造成的肢

障,也不應該由肢障者本人獨自負起全貢。在這種意義

下’儘管他們的肢障是後天得至I∣的,卻與天生屬l∣生沒什麼

兩樣。同樣的,因買春而感染愛滋病的人也是如此,不應

當作自作自受來看待。

Q2 :對同性戀者的排除也是歧視嗎?

A2 :有人會認篇「男同性戀（gay）與女同∣∣生戀（】esbian）是自

找的,被月Il人排除就沒辦法囉! 」但請想-想:如果你

（妳）是異性戀者,今後再怎麼努力,大概也沒辦法愛上同

!∣生’成篇同!∣生戀者。異l∣生戀者並非在自己可以選擇的情況

下決定成烏異性戀,然後才發現自己會被異∣∣生吸弓∣;異l∣生

戀者無法解釋自己篇什麼是異性戀。同理’同」∣生戀者也不

是在自己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決定成烏同∣∣生戀’既然如此’

就不須烏自己的性傾向承擔責任。換句話說,性傾向是天

生鷗』∣生’以l∣生傾向篇理由而排除他人,當然也就是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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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譆

藤田敬-《同和↓才乙扣b﹨考》〔∣司和恐怖論﹞阿畔社lg87年.

部落問題原本-直陷溺在缺乏自由討論、無從交換意見的困境,直到藤田敬

╴這本害的提問,才算打開了膠著局面。

了儿子又－石井洋二郎訊《子1久夕＞夕:／才﹥》（l .2﹚藤原書

店Ig79∕lgg0年。

討論各種階級與階級內部團體各自擁有的興趣與思維’說明這些興趣與思維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無意識」的再生產機制持績下去’也就是著名的habitus

概念〔Bourdieu,Pie「l已】984D／＄〃〃c『／o〃:ASoc／α／O／∕／q〃eQ／『／『e／〃咖／〃e〃／q／

乃.W.Camb「idge,MA:HarvardUniversitγPress﹞。

山本直英編《七夕﹥工丁儿.歹1＼）／》〔性權力〕明石言店l9g7年

這本言通盤思考了-個包容各種差異、多樣性的共生沘會’討諭了包括女性﹑

男性﹑兒童、老年﹑性少數（sexualitymin0rity﹚的性傾向等問題。

江原由美子《女性解放匕↓﹨〕思想》勁草書房lg85年。

收錄七篇討論女性主義理論及女性問題的論文。這本書對於「《歧硯的邏輯》

及其批判」是歧靦根據之差異原則’提出很多指導性的說法。

x子1－儿李隆訊 《黑b﹨憂鬱》五月書房lg90／l99斗年。

反對將「歧視／被歧峴」當作是單純的善惡二元對立,並尖銳指出美國黑人

在美國政府提出「種族優惠性差別待遇法案」（Aff】「mativeAction﹚之後’其

實失去了更多〔S【eeIe, Shelby. I990.刀JcCo〃／e〃／q／DMγC力α／.αc／﹝M.;A／Ww

Ⅵ﹩／﹙j〃q／Rαc『／〃A〃『﹝Wcα‧NewYo『k,NY:HarperPcrcnⅡi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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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諭的基礎

「女人就得生兒育女、男人必須工作打拚! 」長久以

釆’女人永口男人應該是什麼「樣子」,都被認鳥是由身體結

構等生物囚素所決定。但是近年的觀念已有所轉變,開始

認鳥所謂的「女性氣質」（feminity）或「男子氣概」

（muscularity）’也有部分是受到扶養、教育等社會丈化因

素所決定。囚此,女性氣質或男子氣概之中,受到生物囚

素決定的部分,我們稱鳥「生物性別角色」（生物的性角色

〔sex「olc﹞）,而由社會丈化環境決定的部分,則稱鳥「社

會性別角色」（丈化的性角色〔genderroIe﹞）。在這一章’

我們將討論瑰代「性」科學與社會學對性牙II問題有何觀

點,還有近年大量湧現的女性解放運勁禾口男性解放運動對

性別議題又有何主張c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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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男」呈復雜的多元現象,試著想想自己’為∣可擁百「社言認為應該要有的」

女／男的特貢,又為∣可擁有「自己獨有的」女∕男的特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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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多元面向的「女∕男」180

出生前的性分化

近年來,隨著「性」科學的進展,對胎生物上「男女之月I∣」

的考察也逐漸深刻,不再l象-般人日常生活的「常識」那樣認烏

男女是簡單的二分,而開始試著理解男女之間的模糊地帶。女性

或男l∣生的身體’也不再被認篇是從受精就注定成篇女性（身體）

或男!∣生（身體） ;事貫上,身體是經過幾個分歧點才完成分化,

而且是非-致∣生的分化。在此,我們可以依照曼尼（JohnMoney）

與塔可（PatriciaTucker）l的研究成果,討論人在出生之前的性

分化過程。

l∣生的第-個分歧點,發生在受精的那-剎那:帶有性染色體

X的精子與卵結合成篇XX受精卵,帶有l∣生染色體Y的精子則

與卵結合成烏XY受精卵。在受精後六週之間,受精卵﹩∣Ⅱ胞增殖

成烏胚胎,但不諭是XX或XY胚胎,l∣生徵其貫都在同樣的路徑

上發展。由圖】4﹣la可見至II ,任何-種胚胎都會發展出性腺﹑伏

耳夫氏管（W0Iffianduct）2與繆勒氏管（MuIlerianduct）3 、生

殖結節﹑泌尿生殖單-開口（生殖結節下方的開口部）等構造。

!∣生的第二個分歧點,出現在第六週結束之際。這時XY胚胎

的Y染色體,對性腺送出-道發展睪丸的命合。若沒收至IIY染

〔譯者註釋﹞

l

所;I二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參見Money,John.andPa【「iciaTuckcr. I975.S巳r!!α／

S／g〃α／』【爬＄..O〃B2／〃8αMα〃〔〕／αⅦ﹚／〃α〃’London:Ⅱarrap.
2 亦稱中腎管‧
3 亦稱前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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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內生殖器官） （b 外生殖駑官）

「 ! T i 墅翰…

; ﹨﹣f﹃ 《;l!蛉…
… ∣ ∣

麒! ∣ ”饜

正常男性一生之中,都殘留著形成子官﹑輸卵管﹑陰道上半部的生理構造痕跡;正常女性也都殘留

著形成前列腺﹑輸精管、精R的生理構造痕跡。

固14-1

資料來源

胎兒的外生殖器之分化

▼不 ∕夕 .’力-朝山新-等譯《l∣生￠署名》人文害院l975／

1979年。參見MoneyandTucke「（1975）前弓∣≡。

色體的命合,生殖巢就會朝卵巢發展。就我們所知,l∣生染色體對

性徵的影響至此終T,從此不再對性分化產生直接作用。

睪丸與卵巢都會製造混台荷爾蒙（hormonemix）,分別包含

黃體胴（Progesteron）割 、雄I∣生素（Androgen）、雌l∣生素

（Estrogen）等三種特殊荷爾蒙。睪丸與卵巢製造的混合荷爾蒙的

差異,在舷前述三種特殊荷爾蒙的混合比率不同。睪丸以雄∣生素

遠多船雌性素的比率製造混合荷爾蒙（以下略稱A﹣HM）,卵巢

〔譯者諶釋﹞

繩 亦稱助孕胴‧是黃體素（Progcs『in）的一種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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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l以雌性素遠多肚雄性素的比率製造混合荷爾蒙（以下略稱E﹣

HM）。

性的第三個分歧點,則是由伏耳夫氏管與繆勒氏管的發展狀

況所決定。在第二個分歧點時’睪丸已經形成,透過睪丸製造的

A﹣HM之柬∣I激,伏耳夫氏管發展馬陰翼、前列線、輸精管等器

官。A-HM荷爾蒙中含有抑芾Il繆勒氏管的荷爾蒙,因此阻止繆

勒氏管的發展,內部生殖器官朝向男子體態而生長。反過來看,

如果沒有A﹣HM的刺激,繆勒氏管就會不受壓抑而發展篇子

宮、輸卵管、陰道上部,而伏耳夫氏管則退化萎縮;也就是說,

內部生殖器官朝向女子體態而生長。這裡務必要注意’內部生殖

器官發展篇男子體態時’需要A﹣HM巾Il激,但發展篇女性體態

發時,不需要A﹣HM刺激。換言之,身體若有某種推力出現,

則會發展篇男子體態,如果這種推力欠缺或不清楚’則發展篇女

子體態。

」∣生在出生前的最後分歧點,則是!∣生器官的外部型態。像圖

l4﹣l的b所示,男女l∣生徵的材料其貫相同,都是生殖結節、泌

尿生殖單-開口、生殖皺褶（泌尿生殖口兩側地方的皮膚縐

褶）﹑生殖隆起。跟前-分歧點情況相同,若是受至∣l睪丸製造的

A﹣HM刺激,生殖結節就發展烏陰莖’生殖皺褶發展篇包覆陰莖

的尿管’生殖隆起癒合而形成陰翼。另-方面’若是未受至IlA﹣

HM的柬II激,生殖結節就發展篇陰蒂’生殖皺摺發展烏小陰唇,

生殖隆起發展馬大陰唇,開口部貝Il形成隔離陰道與尿道的隔膜。

-般人只看至II這個最後分歧點的結果（外部生殖器官形

狀）,就將岡ll出生的小孩貼上女生或男生的標籤,然後當作女生

或男生養育長大。

0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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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軍－方向的l性別分歧

-般狀況下,以上四個分歧點應該會-致的朝向單-方向發

展’而形成女子或男子的身體形態。但某些狀況下,還是會因某

種條件,使個體內部同時朝向女子及男子身體形態’進行不-致

性的發展,使個別身體在解音∣l學上同時具備兩II生形態（俗稱「半

陰陽人」）。

例如,有些情況在第-與第二個分歧點朝向女體方向-致發

展（XX染色體、卵巢的形成）,但至II第三與第四個分歧點卻往

矛盾的方向成長。譬如說’有的母親因篇生病服用了混合荷爾蒙

的藥物’造成胎兒雄性素（及具有同樣功能的物質）分泌過多;

這些過多的雄∣生素,使胎兒內部生殖器官形成時不受干預（因此

自然發展出子宮﹑輸卵管、陰道等器官）,但是外性器的造形貝∣l

朝向男﹜∣生體態的樣式成長’於是∣生器官就成篇介舷女性與男性之

間的形態。這樣的小孩子在出生時,可能會被珍∣l定篇「陰莖細

小、陰霪未完全癒合的男生」,也可能會被半Il定烏「陰蒂肥大﹑

陰道局部癒合的女生」。

比方說有個青年,在出生時被半Il定篇男!∣生、也被當作男生撫

養成人’無論外觀、動作、說話方式,完全與-般男子無異。他

對自己的男性性別從來不曾懷疑,但至I∣了青春期’他的乳房開始

膨脹、身體開始豐滿,經過檢查,結果發現體內擁有卵巢、子

宮、陰道,卻沒有任何男性生殖器官’∣∣生染色體也被羋∣l定篇

XX。但即使發現沒有這些器官,這名青年仍擁有「我是-個男

生」的堅定信念’並認馬「我是男人’只是不知何故長出女性器

官」,最後,他決定以男子身分繼績他的人生。他藉助醫學手術

切除了子宮與卵巢,輔以荷爾蒙治療法改變脂肪與骨架,胎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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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個男子-樣的成長。後來這名青年與-名女子戀愛,也告訴女

朋友以上事貫。烏了求得更好的性交姿勢’他又進行陰莖建造手

術’然後與女友結婚,他的陰莖在性交時也有反應,兩個人過著

幸福的婚姻生活。

另一個例子,貝II是-名被認定篇女性、也被當作女生養育的

人。這名女子青春期時因馬陰蒂勃起、肥大而求助醫師。與前述

的男子際遇相同,她在生理上被羋I∣定篇男∣生,但她也擁有「我是

-個女孩」的堅定信念’所以後來也藉助外科手術將陰蒂縮小、

陰道擴大’之後也結婚並且生子。

這兩個人同樣從遣傳的、解剖學的身體開始,因出生時羋Il定

的!∣生別而過著歧異的「性月Il」生活。由這兩個例子也可了解’-

個人作篇女∕男而生活的最大基礎,其責是「自己是女∕男」這

種天員卻堅定不移的信念。這種信念並非由遣傳或解剖學的構造

所決定,反而絕大部分受到性別判定及蓑育方法的影響。了解這

點’接下來就可以討論女／男的社會、文化面向了。

183

作為性認同的（文化的）I∣生角色

小孩-出生就會被貼上女或男的標籤。雙親與周澧的人也有

意識或無意識的根據女或男的標籤,對新生兒有不同的對待方

式,這又反過來讓／l﹨孩知道自己的性別以及合乎性別的舉止。如

果有／l﹨孩想要洋娃娃,大人對男生總是露出不解的表情並且委婉

勸阻;對女生就會露出認可的表∣青並且欣然答應。如果發現小孩

很關心自己的性器官,大人對男生總是露出會心-笑並且容忍,

對女生貝∣l會露出不可如此的嚴厲表I青。在這些表情反應的人際互

動中,小孩子認識到自己是男是女（l∣生別認∣司）,建構出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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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也知道自己應如何符合女／男的社會期待,並形成-套

應該如何言談、思考、行動的圖像（〔文化的﹞∣∣生角色）。

l∣生別認同（genderidentity）是自我認同的一個重要核心。我

們的思考與行動,性別認同幾乎都在「暗默」的背景下發揮影

響。-個完全沒有女／男概念’而以抽象中﹜∣生的態度與他人互

動’其貫不可能。不論有意識或無意識,人的思考與行動都是以

女／男的自我烏前提。反過來講,我們的思考與行動是對船自己

身篇女∕男,相對舶別人與自己本身來表現的。這樣的∣∣生月∣l認同

與性別角色,除了可由人作篇女／男的生命經驗上了解,也能由

相反的角度觀察。如果性別認同是性別角色的內在經驗,貝II性月I∣

角色就是性別認同的外在表現。

從前文的青年案例可知,性別認同不能隨時變更。根據現有

的研究,l∣生別認同有個臨界期,大約在出生後-年半左右。在臨

界期之前,∣∣生別認同的大門-直是敞開的,甚至可能出現由男變

女或由女變男的「再認同」’小孩子在這段期間內,可以無困難

的適應新的性別。但越過臨界期之後,!∣生月∣l認同的大門就緊密閉

合了,此後想要變更已經確立的性別認同,就目前所知,任何心

理治療都無法成功。-且身體∣生徵與性別認同出現分歧（不論是

半陰陽人的」∣青況,或是男性身體出現女性!∣生別認同）, l∣生月Il認同

幾乎都能戰勝身體∣生徵（女性身體出現男」∣生∣∣生別認同亦然）。長

期對類似案例進行研究的曼尼（JohnMoney）、史多拉（R. J’
Stoller）等人很早就提出主張:對舷認同核心的性別認同應該更

加尊重‧事貫上,現代醫學也已開發出調和身體性徵與性月Il認同

以幫助自我統合的方法了。

q8D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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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I性相關的文化刻板印象

我們個人的文化性月Il角色圖示,很大部分是來自雕社會既有

的女∕男樣子,也就是所謂的「性別文化亥II板印象」。透過父

母、周澶親友、大眾傳播媒體等等,我們學至II了社會「女∕男應

該如何思考行動」的-般觀念;有了這些學來的女∕男樣子的社

會定義,再經由個人個別經驗的修正’就在個人腦袋中產製出性

月II角色的想像。女／男的特質,過去被認烏任何社會都-樣,是

由生物學因素決定,但現在貝Il有不同的理解’女／男特質也被認

篇在不同社會有不同表現,也就是把∣∣生別當作「文化的產物」。

瑪格麗特.米德（Marga『etMead）便是研究文化影響性別的先

驅,以下就以她的觀點來討論。現代歐美與日本的女孩都喜歡玩

洋娃娃,有人主張這是因篇女性具有生產與哺乳的普遍生物學特

質。但在米德田野調查的新幾尼亞馬努士島（Manus）,女孩卻

不怎麼喜歡玩洋娃娃’反倒是男孩喜歡。米德認篇,這跟馬努士

島男生從事漁業,女性從事農耕的社會條件有關;因篇母親在小

孩出生後,只照顧至II小孩可以站立篇止,之後母親就須回至II農田

全力耕種,而父親凌晨三點起床外出捕魚回來後,整天就是照顧

小孩過日子。所以馬努士島養育小孩的其責是父親。5

如上所言’女／男是受至II遣傳基因、荷爾蒙﹑內外生殖器

官、!∣生別認同、性別角色、文化刻板印象等各個面向的相互影

響,甚至各個面向之間也有矛盾。然而,-個人要以女或男開展

民
︺

只
︺

坩
』
■

〔譯者註釋﹞

5

Mead,Ma『gilre【 I930G﹜.〃Ⅱ’!〃g!《p／〃Ⅳel﹜iG!﹛／〃eα;AO,〃!〃α﹜.α『【l!es『〃dyq／.

P〃〃】／『／l!eE﹝／〃cα〃﹙〃INewYo『k:NcwAmerlcaⅡLibrarγ.中譯本:蕭公彥譯《新

幾內亞人的成.長:原始社會教育問題的k匕較研究》 台北:遠流 I9g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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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其貫是性別認同、!∣生別角色、文化刻板

印象等社會文化面向（而非遣傳生理面向）。是女或是男,並不

是在受精或出生之際注定’而是-直至∣l死去之前都還殘留著改變

的可能性。

第﹦節 I∣生別「常識」 :自然而天生的?

在第-節時看至I∣,相對於在科學上的性月∣l相關「知識」’

「日常生活」上的性別相關「常識」是什麼樣的東西?根據葛芬

柯（HaroldGar丘nkel）的說法’-般對性月∣l的「常識」包括以下

幾點:

（l）世界上只有男、女兩種性別。正常人不是男性、就是女∣生。

（2）性月II不能複選,而是被單一決定的現象。

（3）!∣生別根據女∣∣生擁有陰道、男∣∣生擁有陰莖而構成本質上的差

異。而且本質差異的關鍵不在於是否「現在」擁有上述器

官。例如因戰爭或疾病導致「現在」不擁有性器官的人,仍

會被區分篇男或女。亦即,日常常識半∣l定l∣生別的關鍵在於

「正當∣生、資恪∣生」的擁有性器官’而最理想的資格是「出生

時就擁有」。所以若在「出生時」擁有’即使「現在」巳經不

再擁有,仍具有「正當資格」,這個人就能被分類篇男或女。

（4）女變男或男變女的l∣生轉換,是不可能而且不可以的。

（5）性月Il不受人的意願、期望或行動所影響,人的性月Il由某種

「自然」的神祕力量決定;所謂「男子氣概／女性氣質」的思

考、行動模式,也是由「自然」所賦予。換言之,性別並非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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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篇」力量可以「達成的」（achieved）,∣∣生別是由「自然」

力量所「賦予的」（ascribed）。

（6）上述（l）到（5）的常識,被認烏就像是「自然」一般「理所當

然」,但在這些用語當中,其貫帶有「這樣做是應該的、而且

符合道德」的意涵。換言之’這五種對待性別的常識’就是

社會的正統秩序（山田富秋等譯 〈7夕不又、彼女∣求（﹚力﹚仁

女仁﹡0統∣十尢力﹚〉《工又／xy『口﹥-》 廿b力﹚害房

lg87年）6 。

以上的考察告訴我們,社會有-個被認可篇「理所當然」

（當尢b前）的女／男行篇模式。透過服裝、髮型、言談、舉止

等,不論有意識或無意識,我們自己也不斷對周邁的人（也對自

己）展示女／男的身分’也就是在社會這個舞台上演出性別。然

而作篇「理所當然」的女生或男生的這些演技,必須要能「不知

不覺、自然地」表演出來。的確,在我們的社會,與性別有關的

事都要當作「自然力量賦予的」,而且這是「常識」不可違逆的

命令（江原由美子 〈日常性凸L亡囚性差別〉 《,工三二式么

凸權力作用》勁草書房】gg8年）。

〔譯者註釋﹞

6 GarfinkeIqHaroId」967‧S／』【d／e.v ／〃E「／!〃﹙﹚〃】e∕／】〔﹚（／〔﹚／（﹚gy.E【】gIewoodCliffs,N」
P「enticeH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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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女（制）與男（制）的相遇

7
J︹

O

勻
Ⅱ
Ⅱ

-個人知覺至∣l自己是女／男﹑意識到應該如何行動,受個人

性別角色圖示決定’而∣生月∣l角色則又受文化亥Il板印象影響。因此

我們可以了解,「女／男」圖示具有限定個人思考和行動模式的

「制度性」面向。日本社會學者伏見憲明就以「女芾II∕男芾II」的

概念指稱這種!∣生月∣l的強制意義。根據這個概念,我們可以討論

「女制∕男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什麼結果。

根據泰南（DeborahTannen）的論點, 7在女制∕男芾∣I之

下’自我對周澶生活世界的構圖方式（〔fTaming﹞也就是解釋的

框架）也會有差異。泰南認篇,在男芾Il的認識下,生活世界是爭

奪地位高下的「階層∣生、競爭性」場所,因此在會話上’男∣I生的

策略是不被他人看輕﹑努力保持優位;男制世界認定最重要的特

質是「獨立」-不從屬、不依附他人。相對在女芾II的認識下,

世界是調控人際關係親疏的「聯結性、協調性」場所’因此在會

話上,女性策略是不被他人排斥、維持相互關係;在女芾II世界中

最重視的特質是「親秈」-人際之間的親密調和關係。

因此在女芾II與男制之下’會話（conve『sation）的意義大不相

同。在會話場合中,男芾Il會驅使男人盡可能侃侃而談,提出與對

手不同的意見或對手不知道的事,證明自己的優位性;反之,女

制貝∣l驅使女人盡可能避免破壞與對手親密調和的關係’寧可先保

〔譯者註釋﹞

7

Dcbo『ahTan『!en是美國George【ownUI﹜ive「sltγ的社會語.言學教授,由對話關

係的研究提出男性與女性會呈瑰repo『【【aIk與ril『﹚D0rt ta】k的對比,可參考
lggl﹜b【／／【『＄『D〔﹚〃『∕U〃dcjWα〃﹝／‧‧ ﹜Ib／〃e〃α〃dMf〃「〃C〔﹚〃pe／‧＄α『』o∕】‧London目

Vi「ago‧ 】9g4.Gfw﹝／G／﹣﹝〃』﹝／d／Jc（﹚Ⅱ／t『G‧NewY0rk:Oxfo『dU『liversitvPress.
﹂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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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對手的調和關係,也不願過度堅持自己的主張。

以上的差異,在齊摩曼（DonaIdZimmcrman）秈魏絲特

（CandaceWest）-個lg75年的研究中有很清楚的呈現。他們在

大學校園裡錄音觀察了3l組「兩個人的會話」過程’試著研究

-個人話還沒講完,另-個人就開始發言的插嘴（interruption）

行烏。所謂插嘴,就是對正在發言的人進行干擾’進而奪取發言

權。表l￠﹣l是對插嘴發生』∣青境的分析結果’齊摩曼和魏絲特指

出’插嘴行篇在異∣生間交談發生的機率’遠高於同∣生間的交談,

而且研究指出’插嘴的男性其貫多是在與女性交談時插嘴,在同

篇男l∣生的交談中反而很少插嘴。這個分析結果顯示,同!∣生別之間

的交談會彼此尊重對手的發言權,異∣∣生別之間的交談’男性（制

度）則會侵犯女l∣生（制度）的發言權;還有,女性會尊重男!∣生把

話講完的權禾Il ’卻不太計較自己的發言權禾∣l受侵犯。這樣的結

果,使男女交談的話題通常由男l∣生掌握主導權,而不重視女性有

興趣的話題。然而會話的當事人卻通常沒有發覺這種非對稱∣生,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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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言話中的插I當行為

（1）20組同性別交談（10組同為女性﹑10組同為男性）的插嘴統計

先講話者對他人插嘴

3

次講話者對他人插嘴

q

＋
I

今
口

（2）11組異性別交談的插嘴統計

男性對他人插嘴

46

女∣生對他人插嘴

2

合計
﹦﹦﹦﹦﹦﹦﹦﹦﹦

48

Zimme『man,Don＆Wes↑,Candace‧ l975Sex「oIes, Inte『『uptIons,andsiIences ∣n

conve「sation‧ In日Tho「ne＆N.HenIey（Eds.）, Languageandsex『D／〃e∕e「】ceand

dom／「】a〃cepp‧ l05﹣129‧RowIey,MA:Newbu『y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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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篇這是很「自然」的事。

以往都認篇女性（制度）的會話風格是社會劣勢者使用的

「無力語言」。但近年的研究貝Il指出,女性（制度）的會話風格有

助人與人的交往,反而是男l∣生（制度）的會話風格造成人與人的

孤立。-些對老人支持網絡（互助扶持的人際網路）的研究也顯

示,女性的支持網絡除了丈夫’還有兒女﹑兄弟姐妹、朋友、鄰

居等各種人際關係,男性相對只會仰賴妻子,因此喪偶的男性通

常孤絕地過生活。

這樣看來,女性氣質∕男子氣概的亥∣l板印象,即使在日常會

話的生活情境,也-直在規約我們的思考、行動及人際關係。

第四節女II生主義與男性解放

98

坩
■
I

女性主義（女I性解放思想）

接下來將討論女性主義（feminism）運動與男性解放（X﹥

式. Ij寸〔men∣s liberation﹞）運動。對女∕男的亥II板印象（以性

月Il規約個人思考行動的既定模式）提出抗議’是源自什麼樣的社

會條件?

女∣∣生主義是進入現代社會才出現的思潮。 l8世紀末的現代

民主革命,把人從封建身分芾∣l中解放,社會才出現自由、平等﹑

獨立的個人主義,進而產生現代的市民（citizen）概念。但個人

主義-開始並未將女∣∣生包含在內;打造市民社會的頜導人雖主張

人人平等,卻認篇女性天生就從屬於男∣∣生。當時的法律賦予丈夫

支配妻子的人格、財產以及處罰妻子身體的權利。當然,那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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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沒有參政權。就是在這種-面高喊人人ZF等、-面排除女

性ZF權的社會背景之下,觸發了女性主義的出現。

在lg世紀末至20世紀初’要求女性參政權﹑教育權的運

動（第-波女性主義運動）,開始在西方某些國家出現。第-波

女性主義運動主要是抗議「女性從屬船男性、不須擁有家庭以外

的自主行動能力」的亥Il板印象。在兩次世界大戰後,-些西方國

家陸績立法賦予女性參政權及教育權’女性首度在公共領域取得

與男性zF等的權禾Il 。之後’男女ZF等的理念逐漸被接受,女∣∣生主

義運動也就沉寂下來。二次大戰期間,原本有些女性因勞動力不

足而活躍胎職場’但當戰後男性由戰場歸來,女∣生又再回至II家庭

專責家事。「男主外、女主內」或「男工作、女顧家」的∣生別分

工現象與男女ZF等概念的矛盾依舊。

Ig63年,美國女性主義運動者傅瑞丹（BettyFriedan）公開

點破-個現象:美國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看似過著幸福快樂的

日子,其貫她們已難以忍受疏離感與倦怠感。圖傅瑞丹所說的中

產家庭主婦,其實是屈從舶下述的亥∣∣板印象: 「女I∣生的本質不在

追求自我,正常的女性應由對丈夫和兒女的奉獻中得至II滿足。」

亥I∣板印象中的女性,日常生活都必須尊重他人的意志與需求,並

將自我的意志與需求視馬罪惡而壓抑’因而失去了活潑熱∣青的自

我。因此傅瑞丹主張的「女人應超越女!∣生的亥Il板印象﹑選擇自己

的生活方式」,就大受有同樣苦惱的女性歡迎’進而點燃「第二

波女∣∣生主義運動」。

I90

〔譯者註釋﹞

8 這本書即是著名的刀icFe〃!／〃／〃CMMq!﹛e出版於l963年,其後再版數十版,
並有中丈等各稜語言譯本,台灣的中譯本出版於Ig95年,李今儀譯 《﹣女性

迷』巴-女性自覺大躍進》 合北:月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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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胎第一波女性主義是追求「公領域」的參與’第二波女

性主義運動的主張’重點在齡追求家庭等「私領域」的平等;大

致可歸納篇以下三點:第-,批判女性刻板印象;第二,否定∣專

統性別分工;第三,確定女∣生擁有性交與生育的自我決定權。

l專統女性的刻板印象’造成女人「被動的」限制自己的性生

活,並以「淫蕩」的標籤封殺性知識豐富、∣∣生態度積極的女性;

結果是女性完全無法自由選擇避孕、墮胎﹑生產等與性有關的事

情,不僅傷害自己的身體’更傷害自己的心靈。對這種現象,就

催生了女性的新主張: 「女性的身體與∣生,都應該由女性自己決

定」（弓∣自江原由美子 〈,工弓二丈么匕澎工﹥夕.-〉 《社合

孛囚基礎》有斐閣lggl年）。

男性解放運動

lg60年代末期,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開始在全世界大規模

進行’直至I∣現在仍方興未艾’影響社會各個層面向,當然也影響

了男!∣生。對這些影響,這裡將參考日本學者下村滿子的研究’例

舉美國的↓∣青況作討論。

根據前述的發展,傳統∣∣生別分工及亥∣l板印象造成妻子的疏離

感與倦怠感,於是妻子向丈夫訴說改變現狀的想法: 「我想更了

解自己∣我應該還能做些事’∣青! 」但因丈夫仍篤﹛言「幸福家庭就

是妻子篇丈夫兒女做家事’丈夫篇妻子兒女去賺錢」,所以根本

聽不進去。然而後來大量快速出現妻子主動提出離婚的案例,反

而造成丈夫陷入「完全不知道自己哪裡做錯」的無力狀態。

根據】g70至∣l lg80年代美國的離婚訴訟案例,眉∣】使是母親

丟下小孩離家出走,甚至父兼母職照顧小孩,半II決結果卻多把子

出
』
■

o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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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監護權給母親,父親只得至∣l探視權,卻有支付子女養育費秈妻

子生活費的義務（有些州甚至對拒付錢者處以刑罰）,夫妻婚後

取得的財產、丈夫工作的收入,還必須與妻子ZF分,或由妻子優

先選擇有利的分配方式,不少半II例甚至連住宅也羋II給妻子’訴訟

費用卻由丈夫負擔。在這種狀況下離婚的男人’除了背負經濟的

重擔,還得至II妻離子月Il 、孤獨一人的下場。

離婚半Il決會這樣,原因也是來自胎亥II板印象’不過是相對勝

女性的「男l∣生刻板印象」’也就是認篇「男人不會照顧小孩、強

者男人必須照顧女人」等想法。即使有些離婚後的妻子-方面自

己賺錢、-方面又接受丈夫瞻責而成烏高收人者,但離婚法律依

然把女∣∣生當成弱者而給予全面!∣生的保護。男l∣生在離婚事件中受

傷,開始對「男l∣生氣慨」產生懷疑,也慢∣∣曼發現,若把社會的

「男子氣概」準貝Il套用在自己身上’將會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承擔

何等痛苦、讓自我承擔何等傷害。因此,男∣I生反過來批羋∣l檢討

「男性刻板印象」的運動舷是展開。

l980至II l990年代’受女性主義運動和男」∣生解放運動影響,

歐美各國的性月∣l角色分工意識已經大量抹ZF,社會制度也調整烏

工作和家庭都由男女平均負責。同-時期的日本卻非如此’經濟

富裕階層的家庭主婦,投入職場的人數並沒有增加,她們理想中

的專職家庭主婦生活是「丈夫的責任是工作和家事、妻子的責任

是家事秈休閒」 ;另-方面’經濟弱勢階層的家庭主婦,妻子以

兼職的身分進入職場,丈夫卻也無暇幫’I∣亡家事’以致出現「丈夫

的責任是工作,妻子的貢任是家事和工作」的新性別角色分工。

當然,性月∣l角色的分工,在今後勢必還會不斷有新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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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沒有女∣生氣質∕男子氣概」這種話的意義?

例如A男在晾衣服,鄰居B男看至∣l就脫口而出說: 「怎麼

那麼沒有男子氣概∣」。A男覺得「自己是男性」的∣∣生別

認同並不與「晾衣服」有衝突,也就是他認篇「晾衣服」

應該也是男∣∣生的性角色的-部分;但是B男則把晾衣服歸

類篇女性的!∣生角色。換句話說,「沒有男子氣概」-詞’

與身體的l∣生別、!∣生的認同、「正確」的l∣生角色無關,而應

該被理解烏「A男的∣∣生角色圖式不同肚B男的圖式和刻板

印象」。

l
l

O
盂
A

如果現有的女∣∣生氣質、男子氣概改變了,你有什麼感想?

還有你會吻II何因應?

因篇每個人的感想各不相同,我就以自身的經驗說明’請

大家設想-個因烏「違反自然」而感至II「罪惡感」的情

況。如同本文所見’其貫很多的女性氣質、男子氣慨是社

會和文化所造成,但是我們的社會和文化谷∣】把女性氣質、

男子氣慨當作是「自然的」東西。換句話說,女性氣質、

男子氣慨的改變,與其說是違反「自然」,不如說是違反

「被認烏是自然」的所謂「常識」（也就是人們心照不宣的

共識,其賈也就是社會﹑文化）。

o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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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譆

▽不－／夕﹑y力╴朝山新一∣丞力n訊 《性0）署名》 人文書院 】g75

∕ Ig7g年。

透過受精卵在男性〔身體﹞及女性〔身體﹞的分化過程等’探索自己的身體

與性認同的入門害‧書中介紹的都是很有趣的事例〔參見Money, John. and

PatriciaTucker. I975.Scxαα／S『g〃α『〃疋J.‧O〃Bf「〃gα』攸J〃＠「（『 I﹛b加α〃.LondoⅡ:

Ha「「ap〕。

夕不＞田丸美寺勺訊 《扣力》b茹大杠（﹨理由》 講談社 l9g0／

I992年。

以簡明的例子來說明’因為女〔制﹞和男〔制﹞之下’同樣一件事會有不同

的解釋。這是-本可以看見自己行動的「理由」之書〔Tannen,DeborahI990

】b〃∕』《＄∕Do〃I／U〃dc／＄『α〃d’‧ I析〃〃G〃α〃αMF〃 ／〃Co〃ve仄『α∕／o〃‧ NewYork:

Morrow.中譯本:吳幸宜譯《男女親密對話＝兩性如何進行成熟的語言溝通》

臺北:遠流l992年﹞。

下村滴子 《男尢右叨意識革命》 朝日文庫 l986年。

美國的女性解放運動對男性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女性解放是如何開始的?本

書是關於這個主題的報導文學。原本是在周刊連載的作品’相當易讀。

伊藤公雄 《男性孛入門》 作品社 】996年。

「在日本也會有男性解放運動嗎?」「日本的男性問題是什麼?」男性學教

學﹑演講經驗豐富的作者’對於這-類的疑問’在書中有很好的解答。

伊藤公雄‧牟田利惠編 《﹥工＞夕╴-它孛蝨社合孛》〔在性別中學習
的祉會學﹞世界思想社 Ig98年。

從「學校」﹑「戀愛」﹑「工作」談到「煩惱」﹑「運動」、「國際社會」’以「性別」

作為關鍵字來理解現代社會的各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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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現象的解讀

社會學家在研究社會變遷’對於不會在短期間〃急劇變

化的東西,稱作「社會結構」。囚此社會結構就像地殼,移

動極鳥緩慢,禾口人類有限生命所能體驗的事物比起釆,結

構的變化相對較小。然而’有些社會變遷其實可以在短時

間觀察到其變動,也就是「風俗」的變化。「風俗」泛指

社會生活中大部分的習慣,例如時裝、飲食、住居﹑交

適、媒體、娛樂、入卦、閒談,生活的所有面向都可以是

風俗觀察的對象。從日常生活細部的微妙變化中,我們能

不能了解到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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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車廂的吉示牌上標明: 「車廂內請切斷行動電話電源」。新事物普反就言出現

新規則。當所有人還未遵守規目Ⅱ前,就會弓∣發各種爭端,所以新的事物經常被認

為是「壞栗西」（惡役）（攝於阪急電車車廂, 2005年）。



272
基礎社會學

第－節看待風俗的視線I9斗

風俗是社富的皮詹

看至II「風俗」這個詞,你會聯想至∣l什麼?是時尚、娛樂等流

行事物嗎?是衛道人士不以烏然的特種行業（,-y夕業）嗎?

在-般用法中,「風俗」好像都是用來理解社會「表層」事物,

而非社會「深層」的概念。所以日本人有時也會說「思想風俗

化」,亦即感嘆原本深刻的思想被簡單化、被拿來消費,以致喪

失根本特質;還有’如果說某人關心風俗,意指這個人並不關心

經濟、政治等硬∣生的議題,而具有關心「軟∣生」問題的視點。

但風俗員的只是表層淺薄的事物嗎?我們先以日本哲學家戶

圾潤的「風俗是社會的皮詹」的概念出發討論（戶圾潤 「風俗

∣才社合囚皮虐」 《思想與風俗》 三笠害房 lg36年）。戶圾潤

的意思是,社會本質會在「風俗」這樣的「表面」上表現出來,

因此他也稱呼「風俗」是診斷社會本質的症狀。不過戶圾潤也提

醒我們:風俗是社會基本結構的「產物」而非「源頭」。

那麼,了解風俗-也就是了解社會的表層 又如何可

能?本章將指出,要企圖掌握文化移動的樣貌或社會變遷中的小

波秈大浪該用什麼方法。

棉布以前的事

皮虐,是身體與外部的邊界。用「社會的皮詹」形容風俗,

意思就是把風俗視篇人們生活習慣與外部環境的「接點」。

如果繼績以皮層篇隱喻,我們接下來可以討論「皮層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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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日本著名的民俗學者柳田國男’在巨作《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言中曾提出-個看法,認篇日本人現在最常穿的棉質衣

物,其責是歷史上某個時期突然出現的新事物。日本人的祖先本

來習∣∣貫穿的是麻料衣物。麻料被現代人嫌說觸感粗硬,但在早期

會廣泛使用有其道理。在陰濕多雨的日本島國’透氣是工作服布

料纖維的基本要求,粗硬的麻布料可在身體和衣物之間留下空

隙,正是時代的需要。

根據柳田國男的諭點’棉質衣料的普及,是江戶時代中期以

後的事。日本人的祖先拋下粗硬的麻衣改穿柔軟的棉衣,並不是

個簡單的過程。因烏棉料柔軟貼身’勞動者認烏造成工作的不方

便,初期並不能接受,甚至有人不習∣貫棉料的柔細,還特月II在棉

料洗濯後「上漿」,以模仿麻料的粗硬觸感。

然而現在所有人都穿棉製衣服’年輕世代典型的打扮,像是

T恤和牛仔褲等樣式’「棉l00％」幾乎是基本要求。我們現在

對棉的觸感覺得「理所當然」,但在歷史上’卻是-段努力忘記

麻料觸感的辛苦過程。

l95

對皮膚感霓的注意

柳田國男由麻料改穿棉料的歷史討論日本人的感覺變化。他

指出’在《明治大正史世相篇》出版的l93l年（昭和6年）,

當時的「年輕男女」已經比從前同年齡者擁有更加敏銳的感性’

他認烏原因之-就是當代人體驗到「棉的感化」。柳田國男的解

釋,名鬲I∣其貫是以「皮庸」的感覺說明社會變遷。我們當然不能

說現代日本人的感性完全是內衣質料的影響,因篇還有很多影響

因素,包括西歐文物的輸人、資本主義的開展、政治芾∣I度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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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是不可否認,柳田國男透過他異常敏銳的觀點所做的解

釋,卻帶有獨特的魅力。如果把棉料的自然觸感視篇天經地義的

事,就不可能跟上柳田國男的思維。其貫,很多我們認篇「理所

當然」的事情,在以前並非如此’唯有心存這樣的疑問,才有可

能發掘社會隱含的變動。

不過有點可惜’柳田國男並未繼績深人他的「風俗論」概

念。因篇生在明治時期、走過動亂歷史的柳田國男,親身體驗了

現代化的巨大變遷’對逐步流失的「民俗」感受特別強烈,也因

此,後來柳田國男秈他負Il辦的「民俗學」的首要工作,就是民俗

的探集與記錄。

然而風俗與民俗在某個意義上是相對的,「風俗」表現的社

會變動,是短期間發生瞬息萬變的事物。關注風俗的細微變化

（近似現代生活中緊追「流行先端」的態度）與感嘆民俗的逐漸

消失,是很不-樣的兩種立場。

︹

b

O

︺

l

風俗的概急

如果查閱漢和辭典,「風俗」的解釋是「世間-般的習

俗」。在這裡的「風」,指的是「像風-樣轉移傳遞」。其中,

「﹛專遞」是指衣食住行等生活習l貫「由某人傳給某人」而發生的

些微變化,這點正是我們考察「風俗」這個概念的重心。

「由某人傳給某人」在古代社會大致是「從貴族傳給ZF民」’

現代社會貝I∣可能是「從企業傳給消費者」,也可能是「從美國給

傳日本」。研究「風俗」,關注活在同時代人們的生活習慣「變

化」。研究「民俗」則相對關注在變動劇烈的社會中有哪些「不

變」的部分,意即延績多個世代、超越長時間保持下來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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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值得尊敬、關懷之處。然而,「風俗／民俗」雖然都是企

圖理解人類生活習慣的概念,兩者對問題的提問方式卻很不同。

講至II這裡大致可以了解,我們並不同意「表層是輕薄的東西」

這樣的想法。也就是說,把不變當作是根本特質、把變化當作是

細微末節的想法,只不過是-種武斷的價值判斷。在觀察社會

時,「變化」應該是-個不容忽視的重要主題。

第二節流行的社會學

…
∕

9I

流行的理諭

篇了理解循環時間短暫的社會變化,我們苜先要考察的是

「流行」的意義。流行究竟表現了社會的什麼現象?

在社會學的傳統裡,有幾個解釋流行現象的基本理論。根據

日本社會學者池井望（池井望 〈流行研究囚方法〉 多田道太郎

編《流行α）風俗孛》世界思想社】987年）的整理,大致分烏

以下三類:

第-類是以塔爾德（J.GabrielTarde）和史賓賽（Herbert

Spcnccr）篇代表的「模仿論」。這類論點對流行的解釋,強調下

位者模仿上位者的心理作用,認篇行動和生活風格的樣式是由上

向下∣專遞。在過去階級分明的時代,這是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第二類也是以人的心性來解釋’認篇流行現象起於人∣∣生中的

兩種相反欲求:-方面欲求自己與眾不同;另-方面又擔心自己

過船醒目招搖。也就是,既期望自己是特月∣l且突出的個體,又期

望自己是無異舵他人的同類,兩者成烏難以取捨的情緒。這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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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掌握到「差別化」與「同質化」兩種欲求的交錯,而得以對流

行探用更動態的觀點理解。亦即,某種事物開始流行時,與他人

「差別化」的欲求帶著社會起動’而後就是「同質化」的欲求挑

動社會其他的多數人,流行也就出現。再來,當所有人都成篇同

類之後’流行現象也就變成陳年老貨而被遣棄,然後又有-小部

分人再做出新的差別化,並倉I∣造另一波流行。

這類理論的最大優點,在舷捨棄流行的傳遞方向必然是「由

上而下」的想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齊美爾（Ge0rgSimmeI）的

著作。不論是第-類或第二類理論,立論基礎都是人的心理;不

過,在討論流行現象時也不能忽略,支撐流行還有-個重要的條

件’那就是必須有「大量事物」。如果不是物質、經濟基礎的發

達而提供俏費者更多樣的事物’大概也不會出現流行現象。池井

望指出,最低限度的「物品」生產及累積,才使人的「選擇」成

篇可能。此觀點也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三類理論的基本想法。

l98

炫櫂性消費

人活在-個被物品包圍的時代如何進行選擇?韋布侖

（TI﹞orsteinVcbIen）在他的名著《有閒階級論》（meⅧeoiyq／

Le／s!〃eC∕αss）提出的觀點很值得參考。韋布侖將社會中不必從

事生產活動的上層階級稱篇「有閒階級」’這些人有個重要的生

活特徵,就是利用金錢上的「誇富」（見茉）作烏擁有莫大私有

財產的證明;他們不僅建造豪華宅邸、大啖美食料理、搜購珍稀

藝術作品,而且還猛開舞會派對招待賓客享受豪奢生活,篇的就

是博取有閒階級的聲名。韋布侖稱這種現象烏「炫耀!∣生消費」

（conspicuous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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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韋布侖的諭點,流行就是能用來「誇富」的商品與生活

風格的暫時性風行。既然是暫時聚集眾人目光的新風格,當然不

會持久。韋布侖在-篇談論衣服的文章中就明說,不管看來多麼

新潮,流行時裝的本質就是「浪費」,沒過多久就會被嫌棄篇醜

陋;如此-來,人們只能不斷逃到另-個不持久的風格求救。根

據韋布侖的理諭,流行時裝就是奠基在「浪費」法則上的變化。

商品的大量牛產和服務的大量提供,在進人20世紀之後展

現出來,在美國等資本主義發達社會更是特別顯著。韋布侖在

l8gg年提出炫耀∣∣生消費的概念,很’∣央就不只是有閒階級的問

題。雖然韋布侖只是把炫耀性消費設定舷解釋「有閒階級」這類

特定的少數人,但我們應該I司意’炫耀性消費的理論射程,可以

把我們所有人都包含在內。

這個第三類理論的要點指出,人們的選擇有可能是出自炫

耀。沒錯’現代人在選購自用轎車、名牌服飾的時候’意識到的

其貫是他人的「視線」,這點我們會在後面詳絀討論。另外還要

提至I∣第三類理論的另-個要點:用來滿足誇富目的之物,終究會

落至II怪誕（grotesque）的下場;這從-般人提至II「暴發戶品味」

（成金趣味）都帶有譏諷馬醜陋的印象,應該很容易理解。接著

底下要討論的這-點也很有趣:個人篇了與他者「差別化」而選

擇事物時,其貫與事物的「功能」沒有關係。放眼當下充斥在我

們週遭的商品’不都是在追求好玩、好酷、好可愛的感覺嗎?跑

車上裝有鷗翼（guⅡ﹣wing）車門,員的能提升性能嗎?茶壺上貼

著史努比獵犬的圖案’泡出來的茶會更香醇嗎?這些講求細微變

化,也就是所謂小玩意（gadget）的現代商品,在韋布侖提出理

論預測的l899年,才岡Il岡∣l是大量商品正準備送上市場、社會經

濟體系準備要確立的時候。

l99



278基礎社會學

他人指向

前面所介紹的三個理論’都發表於lg世紀末、20世紀

初,也篇當時社會所接受。但是後來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尤其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特殊社會條件,也就促成-種可泛稱烏

「大眾社會」（masssocicty）的理論思潮出現。

解釋流行的社會學作品中’黎士曼（DavidRiesman）的

《孤獨的群眾》（T〃eLo〃elyCγowd。』S∕α叮㎡／〃eC〃α〃gi〃g

A〃!eγ／Cα〃C〃αrαcrer）亦是-本不可或缺的名著。黎士曼以「他

人指向型」（other﹣directed）的社會性格類型,指稱現代大眾社會

的典型。他人指向型是指:人要如何行動,是參考同時代的他者

如何行動之後才決定。依照黎士曼的分類,韋布侖所說的炫耀性

消費者’其責是更前期的社會類型「內部指向型」（inner﹣directed）

的性格特徵。黎士曼指出,韋布偷的炫耀∣生消費表面上看似「他

人指向型」,但其貫有閒階級是站在自己的地位（或理想中的地

位）上尋求適合身分的誇富,他人指向型的人貝∣l相對缺乏那種自

我展示炫耀的欲望。

根據黎士曼的觀點,流行現象就是「參考他人行動以決定自

己行動的個人行動總和」。由此看來,扮演最重大影響力的角色

就是製造流行商品的大企業。但如果認烏這些大企業是迎合消費

者的需求而生產商品,這種解釋恐∣∣日有所不足;還應注意的是消

費者的需求與商品是由企業所製造。因此,「品質好的物品就賣

得好」’未必是全然正確的道理,反而是「大家都說好的商品就

賣得好」的套套邏輯更貼近現貫。

在這樣的意義下,商品生產不只是製造廠商的事,還包括操

弄商品形象的廣告代理商秈大眾媒體。流行除了是「被選擇的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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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秈「選擇物品的人」之間的關係,還有-段不可忽略,那就

是「影響選擇的人」.然而要注意的是,即使在他人指向型支配

的時代裡’消費者的自主性相對較小,但消費行動也非完全隨商

品’∣青報起舞’更非只是跟隨他人購買行動的被動式。現代流行現

象的解讀,其貫還包含更複雜的面向。

第三節 「視線」的問題

公共牢問的規則

接下來要討諭解釋流行的觀點,是韋布侖秈黎士曼提出的

「第三者的存在」。如果誇富未得至II任何人的讚賞’那麼誇富就沒

有意義;在他人指向型的∣∣青況下,-個人如果沒有可供參考的

「他人」’那麼也將難以做出行動的決定‧因此,提出「差別化」

與「同質化」論點的齊美爾’就認烏「被參照的第三者」的存在

是-個重要關鍵。

在此,我們暫且擱下「流行」的主題’改以第三者的「視線」

說明風俗的問題。就如高夫曼（ErvingGofhnan）所指出’一個

行篇者的內在狀況（例如道德是否有問題）,其實是藉田行篇者

的外在行篇被判斷。例如在擁擠的電車上,如果-名男l∣生碰觸至Il

緊鄰女子的胸部或臀部,日∣】使不是故意’也有可能被當作色狼;

又例如-個人參加喪禮時無故露出笑容,看在別人眼裡就是在侮

辱往生者。當然,在這種「失禮」與「不道德」穩固結合前,如

果當事人進行某種「修補動作」（例如辯解說明﹑道歉說是不小

」D）並被第三者接受,就能挽救行烏者的道德性。

1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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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 l ﹑《公共場所的行篇》2等著作

聞名的高夫曼認篇’參與社會∣青境的行篇者,都共同分享情境中

的各種特有規則,行烏者負有遵守這些規則的義務。即使在摩肩

擦踵的都市鬧區街道,看似全然沒有秩序的空間,其貫也有相當

嚴密的規貝Il ,例如在街道上赤身裸體、攜帶刀械或酒醉倒臥,在

第三者的眼睛看來,都是不同程度偏離規則的行烏。-旦出現這

些情況,行篇者通常必須接受警察處置,甚至送交法律制裁。不

過,這種情境的規貝Il並非永遠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文化與時代有

所差異。

在現代的日本,年輕男女牽手

在路上散步根本不算是問題（頂多

只擔心被朋友發現而戀情曝光）,-

般不認識的人根本不會注意,更不

可能責備。但是今天看似稀鬆平常

的牽手散步風氣,其貫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尤其是lg70年代）才

變得普遍;在戰前時代,男女在街
圖15-1

上牽手會被視烏不檢點的行篇而邁 街頭的∣∣胃侶（攝於2005年
警察干涉。如果對照近年來愈來愈 三’大阪道頓崛）

〔譯者註釋﹞

l 司了?﹚／著石麗毅譯《行鳥七演技: 日常生活仁打﹛十曷自己呈示》誠倌書

房 】g9I午;英丈原著; G0ffman,Elg59.刀iep把s2〃『α〃o〃q／＄e『／〃e!,e『‧Wmv
／i／b.GardenCitv,NY.:DoubIcday, 】95g ;中譯本: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徐江敏,李姚軍譁台北:桂冠 I992年。

2 立可▽﹥著 《某求bd）構造》誡信書房 l980年;英丈原著: Go什man.E

Be／MMo／.／〃P』!Mcp／α“s;〃〔﹚「已『o〃『／『e.『oc／α／〃／F〔〃】【Zα〃﹙﹚〃㎡g（〃〃er／〃g＄.New

YOrk:FreePressofGIencoc.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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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公園馬路公然擁吻的情侶,就可知道公共空間的規則確責起

了巨大變化。現在,如果要以公共空間的規則作烏線索,探求深

層社會變遷脈絡下的表面風俗變化,應該如何進行呢?我們可以

跟著柳田國男的方法,以「視線」分析更大的社會變遷。

文明開化的風俗

20

n

﹤

赤身裸體走在街頭的脫軌行烏,在當前社會幾乎不曾看至Il 。

但如果把時間拉回至I∣明治時代初期（約l870年）,可以找至Il-些

現代人不可思議的法律。

例如有-個法令叫做《違式詮違條例》（詮:音「褂」）。這

個∣∣茉例可說是日本處理「微罪」的原型法令,很多內容確貫也被

日本現代的《輕犯罪法》承繼下來。《違式詮違條例》最早是在

】872年（明治五年）雕東京制定貫施,不久就帶動日本其他地

方陸績制定相同條例,例如大阪就在l876年（明治九年）施

行。這個法條在各個地方施行時,還因烏顧及文盲眾多,特月I∣販

賣「版畫圖解」的範lyIl說明。從這些在歷史上殘留的條例文件’

大致可看出明治政府看待公共空間的概念（《日本現代思想大系

23風俗性》岩波害店lgg0年）。

《違式詮違∣∣茉例》明文規定的處罰對象,就包括「裸體、袒

惕或露出股陘等醜態者」,以及「在街道或是商店等地袒褐裸體

者」3 。違反∣∣茉例者’依規定須處75至l50公錢罰鍰或l0至20

杖鞭刑。由這個條例在全日本各地普遍施行的現象推斷’在街

〔譯者註釋〕

3 「袒褐」意指未著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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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料來源;香l∣∣大學附屬圖言館神原文庫

館藏。

道、店頭裸體應該是當時的-般風氣;尤其是戶外工作的體力勞

動者、攤販﹑人力車伕等’撩起外衣盤在丁字褲（褲-T）的腰

帶上露出半個屁股,應該不是什麼值得吃驚的事。

在那個時代,對胎日本街頭這種景觀感到驚!∣萼的,其貫是外

國人;明治政府整頓公共空間’其貫也就是對外國人視線的過敏

反應,因篇當時的政府要員惟恐日本被歐美人蓋上「野蠻」或

「未開化」的烙印。政府官員認篇’整備國家門面不能只是改變

政經結構或振興產業’還必須驅離橫陳路上的裸體人等,而這樣

的認識,也就具體落貫在《違式詮違∣∣茱例》。當時負責執行的單

位就是警察機關,取締路上的裸體人等就是最主要的工作內容。

根據日本法律社會學家大日方純夫的說法,其貫不光是裸體,可

能在歐美人眼中認烏「野蠻」的東西,〃I∣如野台戲棚、雜耍小屋

（見世物小屋）﹑春宮妓院、亂丟垃圾等等,也都歹Il馬嚴格取締的

對象（大日方純夫《警察囚社合史》岩波新害 I9g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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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與歐美「視線」 q

︺

︹

U

口

﹄

對日本人的祖先而言,「文明開化」就是風俗的劇烈變化’

應該毋庸置疑。但必須特別注意,推動這個變化的動力是因篇存

在歐美人的「視線」。當時在日本居住的歐美人士,除了基督教

傅道者會下鄉外,多數都居住在東京、大阪等大型都市或橫濱﹑

神戶等港口都市,怎麼可能是這些歐美人士驅除散布全日本的

「醜態」呢?這不是說日本境內的少數歐美人至I∣各地指貢「醜態」

而驅除之,換個角度來講,其貫是明治政府把歐美人的「視線」

內化至II意識之中行動。明治時代以後的風俗變化’其貫是將第三

者（亦即歐美人）的視線「內化」所造成。

當時的日本凡事都配合歐美尺度的態度,並非完全不受質

疑;很多人批判日本的生活急遽轉向「歐化」,就常把矛頭指向

這段過程。不過’當時日本風俗的開化與變化,幾乎就是秈西歐

化螢ll上等號。

第四節生活的變貌
八
筍

︹
U

﹃
竺

敗戰與美國化

現代化日本生活變化最應注意的特徵,就是西歐式生活風格

成烏主流的過程。這種歐化不只出現在政治、經濟、教育、醫療

等正式芾II度,-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體驗至II很大的變化。

然而到二次大戰敗戰之後,對日本社會產生劇烈影響的貝∣l是

美國的大眾文化。從戰後聯合國占領直至II高度經濟成長時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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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完美生活圖像,根本就是美國中產家庭的生活風格。食衣

住行各方面生活,都改換成篇美國風格:身穿洋服西裝、吃麵包

當主食、睡在西式床組,都不再是稀奇的事情,皮虐的感覺棄麻

穿棉﹑棄T字褲穿內褲、棄束腰穿洋裙’也都是當時追逐的風格

變化。現在的日本女人會固定穿著秈服者’除了某些傳統職業,

在其他人身上已經難得-見。

生活方式朝∣句美國風格而改變’可稱作「美國化」（7xIj

力＋1E-﹥副﹥）。就如同明治支配階層把理想的歐洲文明內

化,敗戰後日本人的生活動力,就是得到美式生活的「快適感」

和「新潮感」。當然,這個問題不只存在日本,二次大戰後的全

世界,幾乎都難以抗拒美國的壓倒l∣生力量。很多社會的本土文

化,甚至包括歐﹟∣∣∣,都躲不掉可口可樂、麥當勞﹑迪士尼的「侵

略」（吉見俊哉 《7xI）力寸1f﹥副﹥凸文化政治孛》 岩波

講座現代社會學1 :現代社會囚社會學岩波書店l997年）。

藉由風俗掌握社富

美國是20世紀後半日本風俗與流行的頒導者’這是無可否

認的事責。但日本人的生活∣至∣∣也不見得百分之百美國化。

在日本社會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有部分不易受至Il外來影響。

例如以米篇主食的習慣,-直維持在某個比例,就像前文提至∣I的

「民俗」。不過,如果把漢堡的兩片麵包改成米飯、把壽司擺至II便

利超商販賣,都解釋烏傳統生活的延績,也未兔太牽強了些;這

些應該說是受至I∣美國生活風格影響而產生的「新風俗」。

另外’在lg80年代的飲食生活、時裝流行出現的「民族

風」,也是可討論的現象。在餐廳的菜單上、精品店的櫥窗裡,

尸
□

︹
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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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難看至∣l亞﹟∣∣∣∣ 、非﹟∣∣∣ 、拉T美﹟∣∣∣∣等文化的影響。這在今天可以

解讚烏各個風俗現象都出現了抗衡美國化的方向;在音樂或電影

等表現藝術,或漫畫、電玩、旅遊、運動等娛樂活動,也都有類

似的∣頃向。

在資訊化禾∣I全球化的當代社會中,已不可能以單純圖示表達

「風俗」的變化。對舶資本主義的力量與美國式的物質文明,光

以「破壞者」形容責在不足以解決問題。現在的世界絕非這麼簡

單,但因風俗的變化不時可見’也使很多人隨手以這種破壞者的

說法作篇論述的根據。

我們仍要強調’要對風俗習∣貫的表面進行解讀,必須要有更

加l慎重的程序。例如,先在定點進行田野調查以確認事責,再以

綿密的文獻資料重建社會史等等。呶∣】此’也才能對事態的單純解

釋架構產生懷疑-以這樣的貫踐與構想烏前提,掌握「表層」

的社會變化也才會成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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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O＆A
︵
○

02

卡啦OK包廂的流行是何原因?

卡啦OK在】980年代之前’-直都是中老年上班族的「老

爹文化」（才＋穿＋文化）。後來烏什麼會受至II年輕族群熱

愛’主要大概有兩個理由:其-,高科技的應用,提供方

便而舒適的操作（音樂影像結合﹑快速電腦選歌、不唱馬

上切歌等） ;其二、包廂的出現,避免與其他顧客的互動

與衝突。當卡啦0K被賦予「純歌唱空間」的意義,這才

進化烏電視世代、電玩世代都能接受的場所。當然,也應

該留意音樂工業與卡啦OK緊密合作的戰略。

】
l

O
﹑
A

o2 :在日本,神社舉行的「神前結婚」與教堂舉行的「教會結

婚」,何者歷史較馬久遠?

A2 :教會結婚歷史較久。神前結婚經常被認篇形式古老,

但根據可信度甚高的研究,神前結婚的來源可能是信

仰神道者模仿基督教儀式（參考井上忠司 《風俗叨文

化心理》京都:世界思想社】9g5年）而來。如果繼

績絀加考究’「戀愛結婚」在歷史上的出現早於「媒

妁之言」,這種說法可能也會成立（參考柳田圍男

《明治大正史世相篇》）。-般人認篇「神前結婚」較

古老的感覺,在敗戰後「驅逐封建遣芾II」的風潮中更

加強化,使得「神芾II＝古老」的錯覺定著化,婚紗產

業也就以這種「基督教禮＝新式」E∣】象展開宣∣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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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蕾

柳田圍男 《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中公夕歹﹥、y夕久 200l年。

對衣飾流行顏色﹑食物烹調方法﹑居住型態變化﹑旅行﹑品酒和戀愛等事物,

以全新峴角的描述作品’也就是「沒有固有名稱的事物」之歷史。本書已遠

遠超越民俗史的領域,充滿知性的刺激。

鶴見俊輔 《戟後日本仍大眾文化史》 岩彼現代文庫 200I年

描述敗戰後的日本社會如何接受美式的生活樣式而產生巨變’使用了包含了

衣﹑食、住’乃至娛樂、住民運動等廣潤的體材’是必讀之言。

鶸飼正樹‧永井良秈‧藤本憲-編 《戰後日本叨大眾文化》 昭和

堂 2000年。

以食物供應方式﹑冰箱、家庭食堂﹑結婚典禮、子女房間、寵物﹑保健活動、

棒球、街頭藝人、照相等生活瑣事為材料’探討敗戰後日本祉會、文化的變

動‧作者除了進行年表﹑文化史的調查之外’也對於上述現象提出他發人深

省的看法。

現代風俗研究余編 《風俗研究0）方法》 河出書房新社2000年。

要調查﹑記述日常的風俗,應該採用什麼方法呢?這本書釐清了實際取材和

調查會發生的問題’也介紹了各種方法。

世相風俗觀察芸編 《現代風俗史年表（增補2版）》 河出言房新社

200I年。

對於I9斗5年到2﹙）00年之間發生過的事件﹑流行過的事物’進行了幾乎全面

性的整理;是-本圖版﹑索弓∣皆十分充實的珍貴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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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化共生的時代

最能代表20世紀最後20年的瑰象,無疑是交迥工具

與媒體高度發達造成人、事物、資訊的大量移動,也就是

所謂的全球化（globaliza【ion）。透過以綢際綢珞（intcmet）

鳥代表的全球資訊綢珞’整個世界被連結起釆,我們也大

大享受到資訊化的好處。然而,處於當前這般’急速變化的

時代,存在我們生活周邊的丈化會是什麼狀況?地域社會

不斷受到夕卜來丈化的滲透,面對這個趨勢,如何與多元丈

化世界共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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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安﹦的-名男孩,駐足在玩貝店前觀言神奇竇貝（戕γ壬﹥【pokemon】）玩

l禺。具實在回教世界’-則因交換貢賣「神奇賣貝卡」的龐大利益貝有高度睹博

∣∣生,二則因神奇賣貝的進化誧牴觸回教教義l所以神奇霞貝的電影﹑漫畫、電視

節目、相關產品幾乎都受到全面禁止。B本人在這些商品上雖然迂迴閃避了∣專統

l賈l巨觀’而改採表現主義式的感∣∣∣生手法肩Ⅲ乍,也未必能通行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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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被認烏是全球主義（globalism）的時代。全球主義是

以資訊傳遞工具的高度發展篇基礎’在經濟上形成國際性相互依

存關係的-種狀態。然而不僅經濟如此,各國彼此的文化也逐漸

均質化（homogenization）’而且產生各式各樣的問題。這-章就

是要思考全球化是怎麼-回事。

80

︹
＜

第－節文化與全球化

共潺牛活風格的出現

人口朝向都市集中、社會中間階層擴大,全世界的都市就可

能出現均質化的文化。-個人如果只在都市之間移動,即使不同

都市有些許本質的差異,但必定能享受至∣I同樣的生活方式,這裡

就以-些都市的生活風格來討論,例如:使用日本製的隨身聽配

上立體耳機’享受美國當紅的電影和音樂’拿著行動電話聯絡生

意、找朋友Ⅲ∣I天,經常套件美式T﹣shirt就出門,偶爾也會穿穿

歐﹟∣∣名牌服飾,並不時在速食店暢飲可樂﹑大咬漢堡。

相對船傳統小吃店,西式速食店是在明亮開放的清潔感中販

賣食物;在速食店裡’打工的年輕人遵照操作守則與他人進行最

少的溝通,對所有顧客提供-律ZF等的服務,這種魅力過去日本

歷史不曾有過。或許’這是速食店亥II意展現的理想年輕人以及年

輕人文化的圖像。

資訊網路擴張至II世界各個角落,也是很重要的現象。在美

國,網際網路出現的-個原因,只是單純要協助偏遠的非都市人

口以emaiI彼此通信。然而,當我們透過網際網路連結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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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的角色不僅是公共或私人資訊的接收者,同時也成篇資

訊的發送者。我們看得到衛星從大老遠傳送過來的國際新間,也

看得至I∣現場沒有時差的立即貫況轉播球賽。資訊網路化,像一場

時空隔閡虛無化的責驗。

從生活風格的變化秈資訊化等情況來看’其貫共通文化就是

以都市馬背景,不論是男是女,只要住在都市裡,所有人都在勞

動和家事時間的追趕中過活。因此節省時間的工具,像廚房家

電、行動電話、網際網路、速食店、外食產業,自然成篇’∣’亡碌現

代人的生活支柱。

住在亞﹟ll的都市人,拜資訊科技（【T）l革命之賜’也能輕

鬆在家透過網際網路看看海外新聞、查查浩瀚資料。假如突發某

些政治事件,我們卻不願相信政府的官方說法,這時還可以藉由

網際網路提出異議,發布另-種事貫員相;甚至還可以錄下國際

電視新聞網的報導,再以網路突破該國封鎖l專送給朋友觀看。

l980年代之後的亞﹟ill∣,就出現很多這類政治事件。

90

n
﹤

無國界文化與自生文化

如果在都市生活’拜全球共通文化之賜,不論身在何處都能

享受相同的生活風格。都市文化漸漸無國界化（borderless）,所

謂的「邊境」也慢慢失去意義。但在文化社會學的討論層次,我

們不能無視其中的問題:這種畫-化和標準化的「都市生活文化」

與「傳統文化」有什麼樣的差異?

〔譯者註釋﹞

1 ⅡT鳥l㎡o『mati﹝﹚nT℃chnoIogy的縮稱,意鳥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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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完全不同於過去以「大傳統／小傳統」對比2所

討論的文化差異。以宗教篇例,世界宗教與「民族」宗教並不是

對立的,反而是相互鑲嵌的。宗教的例子也可以轉換來討論人類

的高度文明與文化。我們先將跨越地域∕國家／民族的文化,與

根基舷地域、國族的文化,當作是對照的概念。越境∣生的文化超

越各種邊界,是普遍性、泛用!∣生的文化;在地性的文化相對只在

民族內部孳生流通,是限定性的文化。

高度普遍性、越境l∣生的文化,就像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民主

主義、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現在還可加-項「資訊科

技」,總合起來就叫「全球化」。全球化的越境文化當然不會全無

問題。被認篇是高度文明的全球體系’如何與在地的、族群的文

化共存?也就是說,全球化與在地化（】ocaIization）如何取得zF

衡?二者的微妙關係,的確該仔細探究。

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同時並進

0

坩
■
I

︹
﹤

文化的均質化、普遍化’與文化的特殊化、在地化’其貫是

同時進行的。這裡舉幾個例子簡單說明’先看國際通用的英語。

英語是盎格魯撒克遜人（Ang】o﹣Saxon）使用的語言’但如果從

歷史演變來看’盎格魯薩克遜人曾受諾曼人（Norman）征服’

英格蘭王也統治過法國巴黎周邊地區, s所以在英語成馬明確的

〔譯者註釋﹞

2 這一組分析概念是由美國人類學家雷德斐（Robe『〔RedfieId）在I956年出版

的PcαJα〃∕s＠C／en,α〃dC!﹛／『!﹛佗一菩所提出,他以「小傳統」指涉度民社會的

日常生活丈化,認鳥這是相對於都市中心的知識分子所創造的「大傳統」c

3 盎格‧魯‧薩克遜指的西元5世紀起北歐日斗曼人（蠻族）南下占領不列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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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統之前,早就受至∣l其他語言影響。

後來,當英語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成馬通用語言’英語更是

超越單-民族語言的定義。而英語也相對從殖民地吸收不少當地

語言’倉∣l造出新的用法,殖民初期與當地語法混合的洋涇濱英語

（pidginEngIish）即是鮮活的例子。雖然在南美﹟ll也有這種語言

擴散的例子’像混合西班牙語秈當地土語的克里奧語（CreoIe）,

但英語的l∣青況特別不同’因馬現在英語的使用者巳遠遠超越殖民

地而成篇全球化英語.

現代英語是全球化的通用語,商業交易、觀光旅行時都要使

用,也可說是世界語言。然而這種全球英語,與母語不是英語的

○○人或xx族所講的英語,是否完全-樣?當然不是。把英語

當成外國語的使用者’他們既活在母國語言與文化的影響下,又

以英語篇媒介擴張出-個特殊的語言世界。因此在某些「方便權

宜」的情況下,這種英語難免有所改變。長此以往,這些地域的

英語-方面既保存古老英語的俗諺用法,另-方面又開展當地獨

特的英語,即所謂的「英語在地化」現象。

從國際的層次來看,英語具有單-化的過程（成篇單-語

言）,但從各地方的層次來看,英語貝∣l是「英語文化」吸收當地

文化的融合過程。從語言的例子來看’文化同樣也是普遍化和特

殊化同時並行的過程。文化的全球化和在地化兩種看似相反的意

識竟同時並存,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

〔譯者註釋﹞

島,而後各族（包括盎格’魯﹑薩克遜）逐漸混居而融合的丈化,在西兀g世

紀左右發展出英格蘭工國的雛型, l066年囚王位繼承之爭而被諾曼人（諾曼

第公國）征服兼併1囚而也與諾曼第公國統領的法國擁有共同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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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的文化意義

具有普遍性的無國界文化出現後’已經很難再將文化理解篇

「意義與象徵的封閉系統」。確貫,在今天要是有個不受世界體系

浸透﹑不受外部文化影響的地域社會,確貫難以想像。

無國界化不只展現在政治和經濟層面,社會層次亦然’我

們因此也該設想文化是「向外開放」的。既然文化受到外部影

響而不斷生成、變化’相應舷此,我們當然也需要-個新的文

化觀。

異文化接觸的方式不只透過空間移動;即使空間沒有移動’

我們也能意識至II自身社會的文化受至II異質文化的入侵、變化,而

且不僅在都市,在邊陲地帶亦然。

在全球化之下,文化接觸已是經常可見的現象。文化接觸有

時會產生摩擦,有時貝II能共存甚至融合。文化接觸應該是種過

程,不必然要朝向某個特定方向進行;有些已經融合卻仍有摩

擦、有些-接觸就彼此共存,但是l至II退回過去﹑短路起衝突等各

種情況也都有。

現代的文化現象就是這種矛盾（廿叻雪溢0）現象。這種情

況不只發生在特定地區’而是遍存肚世界各地。不論在國家與民

族的層次、在社會階層與職業團體的層次或在個人的層次’都難

逃錯綜矛盾的文化現象影響。

傳統的文化人類學論述,大都以正面（肯定）的意義描繪-

種文化。然而這種論述基礎巳難以應付現代文化的現貫。現代的

文化知識歷經辛苦探索,巳經發現文化除了具有無意識的正面意

義,還包藏了不少負面（否定）的特質。也就是文化還具有「有

意識操弄」的意含,亦即文化的政治性。

1
I

1
I

︹

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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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宗教性的原理主義（filndamentaIism）4而弓∣發的民族紛爭

秈恐∣布主義’就是文化具有否定性特質的典型例子。我們也應了

解,任何文化都具有排除他人、壓芾I∣他族文化的可能性。

第﹦節新的國家圄﹛象與文化政策 2↑2

在全球化持績進行的現代社會,國家與國族主義

（nationalism）是否烏無國界化的障礙?確貫,國家是保障國民權

利、聯結個人與社會的裝置。這裡所說的國家,當然是指法國大

革命後以市民（citizen）烏中心而成立的政治系統。

但國族主義和國民國家都只是人類倉Il造的市I∣度,不可能是-

個完全自主的社會裝置。因此,文化的恣意∣生與政治的操弄性當

然也可能進至Il國家機器。

國族國家及貝界限

現代國族國家（modemnatIon﹣state）是lg世紀國族主義出

現後的產物。這是東南亞族群史學者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

提出的重要概念。從很多殖民地的∣∣青況可以看至I∣,統治者經常藉

由「國勢調查」（人口普查）的方法,將各類族裔統-烏單-國

﹝譯者註釋﹞

糾 中丈也譯鳥「基要主襄」、「原教旨主﹣裊」,原是起於Ig世紀末芙國基督新教

面對十禧午的一項連動,強調嚴格遵循《聖經》字面意我﹑耶l穌基督肉身必

將復臨等,後釆被認烏是反自由主蟲、反共產主灸的保守運動。近年來亦被

用於部分回教教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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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將各式人種昇華成單-國民’從而保證新國家支配的正當

性。安德森指出’族群意識（ethnicity）並非-開始就受至∣∣注

意’因此不同族群才會被-個超越I∣生的族群團體（ethnicg『oup）

統攝在-起’這也就是「國民」誕生的道理。如果人-直留在殖

民地的家鄉,大概不會有什麼「族群」意識,但當他們篇了求學

而前往宗主國的都市、接觸宗主國的文物思想,反而可能激起族

群意識。這種過程’過去在宗主國秈殖民地之間不斷重覆上演。

20世紀後半,在「-民族-國家」或「-國家－民族」的

理念下’很多國家擺脫殖民地身分而宣告獨立。其中不少國家沿

襲舊殖民地的版圖,但境內地域的差距卻無法弭ZF,以致國內-

直遭受權力濫用與統獨紛爭之苦;另外,不少國家則是在擺脫舊

的聯邦芾Il度,獨立成烏新國家之後,又重新點燃舊有的民族和宗

教對立。

根據紀爾茲（CliffbrdGeertz）的概念,國族國家在面對外來

文化之際,如果探取迎合接受的立場’稱篇革新主義

（epochalism）,如果探取堅守傳統語言、民族文化本質的立場,

則稱篇本質主義（essentiaIism）。革新主義主要展現烏迎合歐美

的理∣生化運動’將使現代世界朝向均質化;本質主義則相對展現

烏護衛傅統文化的行動。上述兩個路線是否可以用某種方式結

合?無奈的是,新興國家經常被迫做出抉擇。

國家現代化政策與地方文化產生杆格,造成社會糾葛與對立

的例子責在不勝枚舉。例如非﹟lll∣傳統的女子割禮,即使國家法律

已經在人道考量下明文禁止,責際上仍無法在許多地方禁絕。這

些國家即使已是國際普遍承認的現代國家,但-來因國內交通基

礎建設不足,﹦來因教育秈警察制度難以貫徹’當然也就缺乏抑

制舊有慣習的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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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出,以整個地球烏規模進行的均質化,

終究不可能頁徹到所有細部,也顯示全球化仍然只在轉型過渡階

段。l象前面提至I∣的女子割禮’在基督宗教向非﹟ll殖民地l專教的過

程中早就要求廢除,在現代社會也因違反人權而被世界衛生組織

禁絕;但「人權」這種思想本身,原來就（相對的）產自西歐文

化體系,如果變成「絕對的」﹛買值觀而普遍施行至∣l世界所有地

區’問題也就來了。事貫上除了歐美,「人權」對很多人來說只

是沒現貫感的抽象概念罷了。

但不只在新興國家,在全球化發源地的歐﹟∣∣∣諸國也會出現革

新主義和本質主義的對立。移居到歐》∣∣∣∣各國的阿拉伯語系人民’

在某些儀式下會使用活體動物馬牲禮。他們宰殺牲禮動物的作

法,卻牴觸現代國家的「公共衛生法」,因此這些阿拉伯人就經

常與當地居民起衝突。還有’女l∣生回教徒大學生應否戴面紗上

學’更是爭議多時的老問題。所以被納入現代市民社會的少數文

化,究竟該不該得到特殊保障,其貫很難定奪。

國家主義有界限。由20世紀後半以來各國不斷跨越國家、

不斷結盟’組成以防衛或貿易烏目的的區域∣生條約,就能很清楚

知道這點。今天我們也從歐﹟∣∣∣∣各國的持績統合’目睹跨越國家的

努力過程。歐﹟ll聯盟（阻U）是歐﹟∣∣l統合地域以對抗美國的有力

政策,然而歐盟全體雖然統-了貨幣,各加盟國經濟責力天差地

別的問題卻未消除。以同品牌同種類的漢堡烏例,不需要經過複

雜的經濟統計’光看各國漢堡的歐元定價,就可以知道加盟國的

經濟力確有差異。過去的帝國透過民族（＝語言）的位階區分臣

民的等級;今天的歐盟貝Il透過經濟實力的位階區分國家的序列。

在歐盟的大潮流中,還有-個發展趨勢不能忽略。例如法

國,原本中央集權式的國家體芾II ,也’∣肖∣’肖改變篇承認地方自治’

q
︺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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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跨國統合進行的同時,地域主義也在強化當中。

其他要注意的跨國界社會特徵’還有大量出現的政治流亡者

和難民。流亡者和難民問題,過去-直隱藏在國際政治的問題

內;但當難民人數的單位已經不是幾十人﹑幾百人,而是十萬、

百萬時,就有必要重新認識國家主義和國族主義割出的界限有什

麼問題。如果無法改變國家主義,那關鍵力量就只有重新評估文

化政策了。

同化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

41
I

2

多元文化主義（muIti﹣cuIturalism）就是重新評估國族國家文

化政策的-種嘗試。過去在加拿大與澳﹟∣∣∣∣都曾貫施’因篇兩國同

樣都是移民湧入的大國。那麼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移民國, l∣青況

又是如何呢?確賈,美國接受很多流亡者秈移民’移民美國者都

必須接受以英語作篇單-語言,也就是對移民探行語言統一的同

化主義政策。

現貫上,美國境內的西班牙裔移民逐漸增多,非法入境者也

前仆後繼前去尋找工作機會。美國西班牙裔快速增加的人口,已

經逼近非﹟l∣裔美國人,更有人戲稱這是美﹟l∣∣原住民對美Ⅱ∣∣∣大陸的

「再征服」。這些活在美國的拉T美﹟l∣∣裔居民,住在都市邊陲或村

鎮’甚至有大半人口完全不懂英語。篇此’美國曾經-度認定西

班牙語烏第二通用語,但這政策不久就因教育負擔問題而喊停,

之後也就不再承認英語以外的語言。

中央集權芾∣l的現代國家,對少數族群（ethnicminority）大

都探取強芾I∣性的同化﹑融合政策。在這種政策背後,世界各地都

有少數民族成篇開發犧牲者的故事。雖然美國和澳﹟ll的原住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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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功索回土地所有權的案例,但也是在l980年代之後才有的

事。至今仍有甚多少數族群,依然是礦山開發、水壩建設、森林

砍伐的犧牲品’依然無法保有自己的權利與權盆,依然被迫離開

家鄉前往都市過著貧窮生活。如果-個國家意識至I∣以往過度忽視

少數族群’並改變政策承認原住民和移民的權禾∣l ,這就是典型的

「文化多元主義」立場。

澳﹟ll就是在lg80年代放棄白澳政策,急速轉換至Il文化多元

主義的政策。但這也是因烏澳﹟∣∣∣地廣人稀,需要仰賴移民提供勞

動力;不需要勞動移民的國家,當然就擺出-鬲I∣抵抗多元文化主

義的態度。不過如果全球化持績進展,多元文化主義的族群政

策,恐∣∣日是任何國家都無法逃避的路。

然而,文化多元主義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至少在教育政策

上’就必須轉換篇多種語言同時並存,例如澳﹟ll∣學校教育可以使

用的語言就超過-百種。因此貫施這種多元文化政策,就經常被

批評烏浪費有限的教育預算。但是這樣的批評會隨著現貫而減

緩,例如隨著多數族群的少子化浪潮,不難預測受教育的人數當

然也將減少;因此基船文化多元主義的教育政策,有助增加少數

族群的受教育人數,亦可增進就業機會均等,都將是具有重要意

義的措施。

另外’勞動移民（不論是合法或是違法）也是很多國家苦惱

的問題。承認海外輸入的外出型勞動力國家,早期以歐﹟l∣i∣篇多。

但這同時也爆發出-些事件與問題,如違法居留者犯罪帶來社會

不安、工作機會被景II奪的下層勞工對移民的反抗與暴行。像

l980年代德國對外來族群的暴力示威,巳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相對舷文化多元主義政策,也出現歐美住民烏了守護權盆而

參加政黨活動的情形;雖然有些擁護特定族群的活動被批判烏商

尸
D

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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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營禾∣∣’但也不能忽略這些活動的意義。在這樣複雜的情況下,

怎樣才能篇文化找至II調和利弊得失的良方’仍然是個問題。

多民族國家

幾乎所有國家都多多少少包含不同的族群。有些國家的政治

經濟權力由最多數族群支配’有些則由人口少數的族群支配,還

有些是國內任何族群人口數都未過半,因此沒有支配族群。

「少數族群」這個詞彙不難理解,但要在現貫的族群團體中

嚴密區分卻不容易。-個族群的文化特徵’其貫無法精確指認。

如果我們同意文化變遷的可能性,那麼也應該同意:族群界限有

必要重新畫∣l定。不過,若是過度細分族群的界限,反而可能出現

假借科學之名貫行分離主義、差月II主義的危機。但不論如何,少

數族群擁有同樣的人權,都應該擁有受國家保障的國民身分,都

應該有權利取得國家發給的護照,也都應能自由前往海外工作。

雖然資本主義滲透至Il全世界,造成全球逐漸單-化,然而國

與國之間的經濟差距和貧富結構卻依然強固。在這樣的狀況下,

人們篇了追求財富而移動、越界,也是理所當然的趨勢。

在以政治、經濟篇主的國際問題背後,文化差異也漸漸成篇

問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有必要超越文化差異﹑重構文化的共

存關係。多元文化主義只是這樣的模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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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看待異文化的視線

-以日本文化為例的觀察

︹

○∣

2

均賈的B本文化

日本號稱「單-民族」,並形成強烈的「同質l∣生」幻想,而

且吹捧得像廈的,因此日本文化也具有強烈的「同化」傾向。結

果很少有人否認日本文化是均質性文化,老賣說,﹛象日本這麼自

豪肚均質文化的國家也確實世界罕見。至於日本文化篇何形成均

質化?這有很多原因。

在古代日本中央集權制下,地方實施中世紀莊園之類的封建

體制,連帶造成知識分子的出現,採借漢字建造日本國字模型’

加上佛教、儒教的影響等等,形塑了日本的「菁英文化」。而後

至∣l江戶時期,由船讀寫能力和算盤算數的普及,推動了印刷文化

出現。當時在江戶、大阪、京都等數十萬人口的都市中,居民的

生活與娛樂需求催生T「庶民文化」 ;而後更進-步,在印屈∣l技

術發達的地區流傳印刷物,再促成了「大眾文化」的誕生。這些

都是文化「標準化」的原型。及至明治以降,日本逐漸向西歐學

習’開始整備交通網、郵政通信網以及地區網絡;再至II現代’更

出現高速公路、網際網路,這些都不斷促成日本的均質文化。

從這些案例看來’日本對異質文化的同化吸收其責也很積

極。就薩依德（EdwardSaid）的觀點,歐﹟l∣看待非歐﹟ll的視線背

後,隱藏著優／劣、支配∕被支配關係的事賣’他稱篇「東方性」

（東方研究或東方趣味〔OrientaIism﹞）。所以,自古即深受「位

在西方」的亞﹟∣∣l∣大陸優勢文化影響的日本人,數百年來都-直具

有某種所謂「西方性」（Occidentalism）,或者說,具有「眺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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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jL’夕 ’占工又卜 〔IookWest﹞）的傾向。

日本不只受至Il中國大陸影響,還受到隔了日本海的北方亞洲

以及太zF洋諸島的影響,這些都有考古學的證據可以支持。以語

言篇例,即便被認烏是日本古語的「大秈語」（大和言葉）,也受

過南方語言的影響。在日文中要表達抽象的概念,假使不用漢字

就會感至Il意義難以傳達,原因就是日本語是-種「膠著語」

（agglutinativeIanguage）。5
膠著語不只日本語-種,受至∣l中國影響的韓國和越南語言也

是。這些膠著語都將中國語文中描述複雜概念的用語’轉插至∣l自

己本地的日常語言中,因此日語這種借用其他語言的民族,就出

現「中國語」和「本地日常用語」二元並存的語言系統,也就產

生出雙語（biIingual）的-些狀況。事責上,世界上不可能有完

全不受其他語言影響的純粹語言。文化也是如此。因此日本的

「傳統」文化廈的是單純承繼亞洲的文化連績體嗎?確實有必要

以民族學的成果認員檢討。

明治時期’日本曾經出現過「和魂洋才」6的概念與作法,

也就是希望在堅守日本精神的前提下,盡量弓∣進歐美的社會制度

及科學技術。但這種作法就像當時有名的小說所寫的,是要「誘

騙西洋」（西洋在尤盈5力薊廿）’意思是原本日本想把西洋的長處

誘騙到手,但不知何時,日本卻整個被西洋騙走T;日本的文化

認同（identity）正是這麼錯綜複雜。

▼
／

1
I

2

〔譯者註釋﹞

5 膠著語是一種語言型態,丈法特色在於:在具有實質意瘸的「語幹」之後使
用不同的語尾變化表達各種意義。朝鮮語﹑土斗其語以及盛行於非洲東部的

斯瓦希里語（Swahili）都是。

6 這是明洽維新時期日本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提出的論點,使原本學習中國的
「禾口魂漢才」思想轉向鳥西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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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9世紀後半,被殖民地都有不少人遠赴歐美宗主國接受

新式教育,染上西方的思想與習慣,直至∣l現在都還怯除不掉,這

種人的態度稱篇殖民心態（colonialmentality）。如果以這種心態

觀察現在的日本街頭,看至I∣廣告看板滿是羅馬拼音、流行歌曲不

斷湧出英文歌詞,現在的日本文化,其責已十分接近「洋魂洋

才」’這或許可稱篇「精神上的殖民心態」。

經濟高度成長之後,日本文化在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起了變

化。在這裡我們試以餐桌篇例追溯這種變化的源流。日本飲食形

式最早是受到禪宗影響的「銘銘膳」7形式’在現在的高級料亭

和傳統旅館可能還看得至∣l ,這是-種「個食式」的文化。然後,

在明治以後開始有四腳餐桌（芍宇軾台）普及,這種由中國傳入

的圓桌飲食,將菜餚盛在大盤再分食’是-種「ZF等式」飲食文

化。至II了現在,在西歐影響下又開始有愈來愈多的家庭使用小餐

桌,家人-起坐在桌前,每人面前放著小碗盤,再從桌上的大盤

中盛取菜餚至∣l小碗盤個月∣∣食用’這種飲食形式,其責是-種混合

的餐桌習慣。

日本這種混種的飲食習慣’全世界幾乎獨-無二。秈﹑洋、

中三者混而篇-’正是日本式廚房的現況。-般都會懷疑日本人

至∣l底算不算全球化,如果只看飲食文化,倒是全球化得很徹底。

再看年產值數百億日圓的速食麵,這也是日本人使用科學技

術改造中國麵食,結果成篇全球標準化的食品,在lg80年代更

出現將印度咖哩改造而成的速食麵產品。這些我們日常生活中至II

2l8

﹝譯者註釋﹞

7 「銘勺膳」是起於》工尸時期的飲食慣習,特色是嚴格區分上下位階﹑每人菜

餚都裝配於一份餐具之中,餐桌位置也都要針應身分入座。現代貝∣I衍仲鳥上

層名流干常享用的餐膳。



301基礎祉會學

處吃得至Il的食物’竟是這麼多異國文化的混合物,在世界上確貫

相當稀罕。

當然,日本也有歐美各種民族風味的料理,而且吃的人也不

在少數。結果這些民族風味料理不僅影響了日本的食物,還改變

了日本傳統和食的烹調方法,甚至還弓∣進大量特殊食材。那些不

知名的食材,當然也被納編進日本的料理體系當中。如果飲食改

變,是否會造成由內而外的全球化,就很值得思考了。

曰本文化的同化主義

日本對於外來的優位文化,即使是異質性的東西,也都會加

以吸收並理所當然的加以﹩Il用。這確貫是日本相當特異的才能。

無視舷異文化的文脈、只篇了己身的方便,在這點上’日本人確

貫具有同化主義的傾向。然而’同化主義的宿命在胎:不論這個

移入的「文化」改造得多麼道地（甚至比發源地更純）,終究會

出現文化移植的正當性問題,而陷溺至∣l-種「文化性’∣青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強制統治的地區學習日語,也強制

他們接受日本習自西歐的教育體制（特別是體操之類與地域文化

根源完全異質的身體貫踐）,就是同化主義的案Iy∣l 。本國現代化

成功還不夠,還強迫異民族也應該接受現代化,正是「文化性情

結」的產物。現代化、工業化﹑軍國化、殖民地化的過程,在日

本國內應該多少會有社會∣∣生的衝突和抵抗,但對於上述經驗的文

化反省能力’在那個時代卻完全沒有發揮。

到了現代,情況依然沒改變。在200l年l月報導的「印尼

味之素」事件’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對回教徒的飲食文化而言,

這就是因篇日本企業缺乏異文化理解﹑日本人缺乏異文化感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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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的事件,也凸顯日本人對科學技術的「信仰」。根據味之

素公司的公開聲明,他們的產品材料部分抽取自豬隻內i藏的酵

素,並沒有用至II豬肉本身’所以不違反回教的食物禁忌。或許,

科學可以只談部分不管全體,但文化卻要在全體之中才能理解。

對船科學證實過的人工產品’就信以烏廈地相信是客觀的、

安全的,日本就是有-堆這種罹患大頭病的人。相信科學是萬能

的、是對眾人開放的事物,其貫就是某種類似宗教的信仰形態。

這種信仰隱含T-種主張:認烏科學的成果任何人都應該理解、

也都應該共同享用。而這不就是-種同化主義嗎?把科學當作自

身事物使用’繼而教化他人使用,這種想法不單只出現在日本,

先進國家都-樣。最近遣傳基因治療引發的爭議也是同!∣生質的問

題。畢竟, 20世紀所留下的負面遣產,在2l世紀是該想想如何

清算了‧

219

曰本文化的全球化

在音樂﹑影像、服裝的風格樣式中’文化被商品化了。從日

本流行到世界的人氣產品’除了前面提至∣l的速食泡麵,還有卡拉

OK、無國藉漫畫﹑電視遊樂器及遊戲軟體’都是鮮明的例子。

這些商品’不分國別而得至ll各國國民的理解、熱愛,究竟是怎麼

回事呢?

對舷Ig70年代流行的侵入者遊戲烏何如此有魅力,中澤新

-曾經討論過（《示仃’y 卜囚巷力』囚野生》 岩波書店 lg97

年）。畫面是幽暗之中製造光線閃滅的／L理學效果’敵人是沒有

特定民族的入侵者,此與產品能在世界暢銷大有關係。攻打沒有

人會感至II不安、所有人都視篇公敵的外星生物,在遊戲中視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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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達,就是世界爆炸性人氣的原因。這些遊戲,也是展開文化

全球化的先驅者。

日本的商品文化確貫受至∣l世界支持。這與以前日本輸出玩具

的∣∣青況相當類似。也就是那種讓人輕鬆-下﹑可有可無的玩樂商

品（kitsch）。召喚假想的現實,再怎麼樣都只是觀念上的玩樂。

這裡倒也不是要譴責玩樂商品化,因篇遊玩本來就是人類普遍的

文化現象。

美國的文化是藉由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吸弓∣其他異文化的

人,具有改變地方文化責踐的責際性秈泛用l∣生,日本文化的商品

化與之相比算質樸了。

如果日本文化要得到全世界任何人都能接受的賣際性和普遍

I∣生,還須要做些什麼?單只是會誇耀傳統,卻自以篇了解異文

化’難兔會被批評烏傲∣曼。探求日本文化新的可能性,就該思考

如何雙向地與多元文化謀求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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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曹學O＆A

0

︹
≡

2

全球化難道不就是西歐化、美國化嗎?

全球化未必只限舶西歐化或美國化。歐美以外的文化成烏

全球化的例子也很多。以現代來看,日本的迴轉壽司就是

一個例子。最早l9g0年代在香港造成健康食品流行,使日

本食物大受歡迎,而這股熱潮後來又延燒至Il歐﹟l∣∣。另外,

亞Ⅱ∣∣∣電影也熱絡地被引介到歐美並得至II高度評價,乃至中

國導演相繼被延攪進入美國電影界,這些例子也不少。其

他還有諸多藝術形成全球化標準的商品’也是舉目可見。

I
I

o
A

有人認烏日本文化原本就是拼貼文化（patchwo『k）,既然

是拼貼的,那日本文化還算是個統-的文化嗎?

純粹的文化只是理念型的存在,所謂文化,是複合性的事

物。但就如原本的「文化形態」等論點所主張,存在-種

支撐文化的基本想法。借用紀爾茲（CIiffbrdGeertz）的用

詞,這就是所謂的「時代精神」（cthos）’也就是對自然、

自己、社會的道德與審美的樣式、態度、概念。被統合的

文化觀在歷史上、政治上都可能被摻入意圖,這是我們必

須注意的。在全球化的文化複合持績進行的情況下,要再

發現特定的文化時代精神,今後將會愈盆困難‧日本文化

的時代精神是什麼,也可以試著思考。

O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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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導擂

青木保 《異文化理解》 岩波新書 200l年。

根據作者在日本放送協會（NHK﹚市民大學講座的演講槁改寫,使用的語言

相當平易。有╴些在本章所沒有提到的重點’可透過這本書來理解。

了＞夕╴y＞白石隆‧白石古孕訊 《想像仍共同休》 NTT出版

l99l／l997年。

-本對現代國民國家結構、民族主義問題深入分析的作品’也可以當作印尼

國民國家的個案研究來閱讀〔Anderson, Benedict I9gI／】983 I〃】αg【〃ed

Co加加〃〃i0!:RC／γGc〃o〃so〃『／!eOγ／g／〃α〃d印杷αdq／MJ〃o〃α／／s加.London:Verso.

（第-版出版於l983年’第二版增寫出版於I999年﹚吳劊人譯《想像的共

同體》台北:時報。﹞。

午7╴、y吉田禎吾低力】訊《文化仍解帆孛2》岩波現代選書lg73
／l987年。

在第四部之中’以文化﹑政治、民族主義為主題’在第九章中則更討論到本

質主義的問題。這本書是前面提到的青木保和BcnedictAnderson的先驅作品

〔Gee『tz’Clifford 】973ⅧeI〃／臼叩疋／α〃o〃q／O﹙／／〃疋s ;Se／cc『edEssαys.Ncw

Yo『kBasicBooks.中譯本:納日碧力戈等譯《文化的解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l9g9年;韓莉譯《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I999年〕。

伊儿＋╴加藤節監訊 《民族匕＋﹥刁寸u式▲》 岩波害店 l983
／2000年.

作者主張’國族主義是在近代之中被發現的事物,國族主義的成立條件也必

須在近代化與工業化的過程之中探求。然而在現代的多元文化狀況之下’人

應該用什麼方式自處,是讀者本身應該思考的〔Gel】ner,Emest 】983M『〃o〃s

α〃d／Vα『／o〃α／is〃】1thaca:Comel】Universi【yPress.中譯:李金梅、黃俊龍《國

族與國族主義》臺北:聯經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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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1╴I﹤ 板垣雄三‧杉田英明監﹛∣多／今呎紀子訊 《才u工﹥夕式

▲》（上‧下） 平凡社歹1U,歹u╴ l986／lgg3年。

作者指出-個問題意識:近代歐洲的東方主義（東方研究）,其賃是為了支配

及重新建構東方。這本書批判了過去的人類學作品,並且先驅性帶領現代的

文化人類學走向研究異種混交文化的新取徑〔Said, EdwardW﹙】978）

O〃e〃∕α／／s帆NewYbrk:VintageBooks中譯本:王志弘等譯 《束方主義》

臺北:紅螞蟻行銷代理lg9g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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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譚

膠著語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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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頁碼中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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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頁碼中譯

匿名性

日文

匿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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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誕生,-段旅程
鄭陸霖

《基礎社會學》終舵要出版了,講起來只不過是-本小

害’對我們這兩個非專業的翻譯者而言,卻像是經歷了十年才

完成的學生習作般,有種物換星移、時光荏苒的感慨。

蘇教授跟我這兩個學生,十年前成了吳滄瑜老師日語課的

同學,我們因烏對日文出版世界的社會歷史知識感到興趣,懇

請吳老師給我們指導,由我們自己挑選知識上有興趣的害籍,

由學生逐句朗讀、逐句翻譯,吳老帥在-旁陪讀’隨時更正我

們的發音、校正我們的日語理解,用這種像古時私塾教學般循

環反覆的方式,每週-次’十年來不知不覺間也累積了不少日

文的閱讀體驗。在繁∣亡的研究教學生活之外,我們堅持盡可能

參加這三個人的私塾。其貫也談不上什麼困難,每週-次感受

單純求知的原始初衷,回至∣l從前,重溫當學生的樂趣,毋寧更

像-種從凡俗職場中解脫的享受。

身烏社會學者’我們選擇了《基礎社會學》當日語教材是

極自然的-件事,不只可以因此從自己熟悉的角度認識日本,

也可以學習用日本人的母語來分析與表達日本社會。雖然說一

開始是用「社會學用日語入門」（就像《商用日語入門》那樣

的書）的工具心態看待這本書,但我們很l∣夾就發現閱讀這本書

給我們的是更正格的社會學閱讀體驗。

因烏我l兩對社會學巳經有相當的理解,閱讀時注意的多在

例證與表達的差異;但有趣的是,吳老師在這方面反而像是至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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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大學社會系∣I多課的學生’-定意義上我們也陪伴吳老帥遊歷

了-趟社會學之旅。我們從吳老師不時拍案叫絕’甚至-度認烏

「這麼深亥II而有趣的學問,如果能有更多的人理解,社會-定更

美好」的喜悅驚嘆聲中,肯定了關西大學老師們的教學魅力。

翻譯這本書可以讓更多臺灣學子頜會日本社會學圈的韻昧風

采,但它原本只是出於學生篇學習做紀錄的動機,是兩位老學生

對社會學再學習、對日本社會再認識的鬲∣l產品。現在回想起來還

會不覺浮出笑意’我們在閱讀這本害時分享過許多’∣俞快的時光,

透過日本這對臺灣人而言既熟悉’又不時讓人驚豔的社會文脈,

我們重溫了許多「成烏社會學者之初」知識啟蒙的喜悅,讓染上

職業倦怠的「社會學想像力」有了「再想像」的生活機會。如果

後進學子,甚至在門外好奇窺看的社會人士’從這被翻譯過後的

字裡行間中竟能接收至Il我們曾經歷過的心情與體會,那員是讓人

振奮的-件事。

日本社會學者寫給日本學子閱讀的社會學害’經過蘇教授與

我十年間時而學生、時而老師身分的翻譯轉換,現在終船成馬臺

灣社會學者可以拿給臺灣學子閱讀的-本社會學教科書。在這過

程中’語境變T、文脈變了,這樣的書以現在開始的面貌究竟將

被重新讚出怎樣的意義?蘇教授跟我透過這個翻譯學習過程,十

年後都在自己的研究教學上附加了日本社會與日本社會學的視

野,對此問題的答案尤其感至Il好奇。

臺灣長久以來處於西洋學圈的邊陲,弔詭的是,歐美土產的

社會學教科書進入臺灣,也因此很容易隱藏了社會文脈,當成

「-般化」的社會學來看待。讀者邂逅這本日本社會學教科害,

如果因此警覺至I∣社會文脈的差異存在,身烏翻譯者應該覺得高

興,但想想,這不也更加凸顯T核』D國家權力「隱形化」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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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或許我們可以更準確地回頭檢視歐美、甚至包括臺灣學者自

己寫的社會學教科害中的「西洋I∣生」。

臺灣社會學圈在知識本土化的使命感驅策下已經嘗試過-些

努力,也獲致相當的成果。講至∣l「本土化」, 《基礎社會學》的

作者群並沒有揭藥寫作「給日本人讀的日本社會學」的使命或焦

慮,這或許跟日本社會學自成系統有關。但我想,把「社會學想

像力」寫得生動有趣,幫入門學子打個靈活的「基礎」,或許才

是這本言在我們眼中看來成功的所在。只要課堂內外的社會學閱

讀與對話足夠活潑、十足有趣,大約就能把深埋在師生對話語境

中的本土昧給烘培孕育出來,這本書這樣看,或許也可以給「本

土化」-點點啟示。

日本關西大學社會學系的老帥們,集體倉∣l作了這本給日本學

子閱讀的社會學入門教科言,隨著該系老師的替換,每四年改版

-次,離開的老師帶走舊的章節’新來的老師補充新的內容’這

種企劃在我看來也有趣極了I這本言像個不斷自我生成演化的生

命體,但也增加了許多翻譯者的難題’我們在研究教學之餘苦腓

不斷追補更新的版本,要不是蘇教授最後-鼓作氣衝柬I∣,進度恐

怕要-直落後下去,始終握著「岡∣l岡∣l過期」的版本興歎,就這

點,我應該對十多年的老同學致上敬意。

十年可以讓許多事情發生,我們的日語課岡∣l開始的時候’蘇

教授初烏人父,子翔的年齡因此也紀錄了我們在「吳老師私塾」

求學的時間,或許蘇教授拼-口氣幫這本書接生的毅力也可以從

這裡找到線索?十年後,輪至II我已經取好有點日本昧名字的兒子

Kaya「問世」,害出版時岡II好當老爹給的見面禮。

然後,不該忘記的是,十年間,我們也看到吳老帥隨著年齡

積累逐漸呈顯的疲態,前年我至∣l日本研習-年之前’吳老師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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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對-密集的加強訃I∣練’那時老師巳不時喘氣至篇勉強,不

復當年中氣十足的模樣,我回國後見他巳不再授課,除了感嘆歲

月不饒人,對吳老師退休前最後十年的熱情付出也有了更深-層

的感激。這本書的出版或許也可以當成-本結業紀念冊來看,而

且理應獻給辛苦作育後進的吳老師。



﹄

■

…

╴
＝■

什麼是社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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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社言學》,大哉問也,絕非簡軍的事。美國社宮學大師帕深思

的門↑走流﹛專－貝Ⅲ專奇故事或可說明－二:再怎麼lll亡 , Ⅲ日深思每年-定找出

時間,重讀淙雨幹名苦《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思索「社宮學是什麼」的

問題。Ⅲ日深思為何要從淙雨幹苦作裡尋找霎感’是另-個問題,在此重要

的是,許多大師為∣可多在他l門學術巳有相當成就以後,重回﹦種盲似入門

教科雪的問題?

或許,本貢∣∣l生的問題總是最耐人尋昧

本言也是E∣Ias在富際研究週許多貝體問題,如文明過程,晚年刁﹣發

表的－｛固反省,以反對社曹科學方法誧的－l固總結。 E∣Ias許多苦名的概

急,如形構、對自我的控芾∣l（文明化）、權力、發展等’在本﹦中都有更進

－步的深入衍析。從本≡開始’你可以融貢瞭解E∣ias的理誧對未來社言

學的笞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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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書學大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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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大有用

原苦者:彼得. 〉曼彌爾頓﹙Pe↑e「

HamIton）＆肯尼斯.湯普森

﹙KennethThompson）

譯者;葉欣∣∣台

出版曰期: 2007年7月

定 ﹛賈;新台幣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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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踐-巨是社言學的-｛固大問題,從馬克思的p「axIs ,布若威的「公

眾社言學」,至Ⅱ紀登斯的「第三﹛∣茶路」,莫不是i三種富踐欲望的「履踐」。尤

貝是紀登斯,登上了住苜經濟學大帥雪屬的「國帥」冠冕’i三是社言學責

踐從未到達的言Ⅲ睪。

然而也有社言學學者﹦稱,社言學不可盲踐,你-想盲踐,肺煩就來

了。不苣如何,富踐是涉反社言學本貢的-種想l象,急社言學的人都不可

能視舌無睹‧

本社另-本《見樹又見林》從｛固人出發,證驗社宮學是「可責踐」

的‧本害則可稱為社言學盲踐相關議題的大檢驗,詳列出社言學賣踐的各

種方式,以反以公共﹦務為目標的社言學活動所帶來的結栗,同時比較社

言學思想中不同l專統如何思考﹑藩富這個問題。盲完本害,你可能l山靈滿

是創傷,但你宮了解,社宮學之所以是社宮學,富踐的欲望與想｛象,扮演

了-個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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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CIOLOGYASLIFE’ PRACTICE
ANDPROMISE

原蕃者;亞倫.強森

﹙AI IanG. 」ohns0n）

譯者;成宅方、林鶴跆、吳嘉苓等

出版日期: 2001年6月

定 l賈:新台幣250元

社言學帶給我們昂重要的東西並不是-套特殊的事言或理論,而是-

種威力無窮的方式,讓我們能夠觀察世界、思考世界、思考我們和世界的

關係。社會學為我們開了－扇通往世界的窗,也給了我們-面鏡子,反映

出在與世界的關係中,我們是誰。巨本／」﹨害就是關於認識j三扇窗和≡面鏡

子,以反如何學苦∣吏用他們,使我們言↑旱更〉吉楚。

三位學界知名的社曹學學者,為何選譯﹦本／」﹨≡?光是﹦－點就讓人

很好奇。說穿了’﹦是-本「反教科≡」的教科﹦,或稱為新教盲方向下

的教科﹦。新的方向不強調知識的吉誦,而重視弓∣起學生的熱I信與對於﹦

種學問的磺研興趣。本害從生活出發,娓娓述說社言學的點點滴滴,不吊

書袋子,幾乎找不到多少術語,但最後你會發現,你也能﹛象社言學家-樣

地思考問題了。對於急過社會學的人’因此又是－本讓你「融會貢通」的

≡。譯者成侖方教授稱﹦本言是-本「開胃言」,頗為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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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社言學最大的困擾是不知從何入門。翻開社言學教科言,裡面充斥

的都是既抽象又陌生的概急與理誧,要不然就是頗有巽國∣∣胃調的事例,因

此-個個跳躍的概急就｛象抓不住的魚,很難放進魚霎（腦袋）裡,-l固不

／」﹨lⅢ還言急成「不知我是誰的人」。對於教社言學的老師,最大的困檯貝∣」

是:考完試學生就忘光光,把社宮學還給老師了。∣∣多過社言學和沒｛∣多過也

盲不出什麼不同。別理言那些生硬的教科言了,社盲學的頁霞面目貝言不

是≡樣,社曹學﹦責上是活生生的、急起來可以很∣∣央樂、很有收穫的,更

重要的,是可以「在生活中言踐」的。本書從社言學式思考和常識之間的

區別開始談起,熟悉（常識）∣吏我l門「視而不見」, 「去熟悉l匕」貝∣」是社宮

學思考的第-步,打開我l門的社言觸壹,讓我們「見人所不能見」‧究貝

富,社言學是-扇窗,讓我﹛門﹦〉胃楚﹦﹛固世界,社宮學同時也是-面鏡

子,讓我們更瞭解自己。《社曹學動動腦》與本社另-本《見樹又見林》

-樣,同圉「生活的＼可盲踐的」社言學系列。本﹦略深-些’較重思

辨’極貝所能’它要讓您的腦袋動起來。或許你只想要-﹛I茶魚,它宮在不

知不貴中也給你－支釣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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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sIItebooks.com／

台北市 宜蘭縣

三民書局（重南店） 02-23617511

三民﹦局（｛夏北店） 02-25006600＃103

台大法學院圖害部02-23949278

唐山書店02-23673012

南天書局02-23620190

政大﹦城（帥大店） 02-23640066

政大言城（政大店） 02-293927￠4

女雪店02-236382￠4

帥大害苑02-23927111

樂學書局02-23219033

台灣的店02-23625799

敦煌書局（中山店） 02-25371666

敦煌害局（天母店）02﹣287￠2199

御害坊害局03-9332880

新時代雪局03-9326803～5

敦煌書局（宜蘭店）03﹦9323259

桃園縣

敦煌書局（中大店）

敦煌書局（元智I占）

敦煌書局（中原店）

03﹣4201339

03﹣4631677

03﹣438▲630

新仃市

水木圖﹦03-57▲6800

敦煌書局（新竹店）03-5斗22698

台北縣

文興雪坊02﹣29038317

敦煌書局（輔大店）02-29088189

肓河book02﹣26252▲59

／」﹨／」﹨≡房02-89251920

台中市

興大吉齋0￠-22870401

闊葉林言店04-2285▲725

敦煌﹦局（中港店）04-23265559

敦煌雪局（逢甲店）04-24516222

敦煌害局（栗海店）0▲-23581313



台南縣南投∣縣

崑山科技大學固文部06-2721352

長榮大學長榮﹦坊06﹣2785007

暨南大學圖﹦文貝部04-92913386

嘉義縣

自雄市

洪雅書房（嘉義店）05-2776540

敦煌雪局（嘉義店）05-2785798

中正大學圖害文貝部05-2721073

中山大學圖文部07-5250930

自雄帥範大學圖文部07﹣7519￠50

盲睢應用大學固文部07-3895457

敦煌書局（昌雄店）07﹣5615716

敦煌害局（≡民店）07-3800627

台南市

成大圄﹦部06-2376362

成大書城（長榮店）06-2354180

金寶雪局06-2912186

洪雅﹦居06-2748010

台南師軛學院圄文部06﹣2144383

歐納書坊06-2754535

敦煌書局（台南店）06-22963￠7

盲雄縣

樹德文化休間廣場06-21￠4383

屏栗縣

↑夏文書局屏東帥院圖文部08-7230041

台中縣

花湩縣市

栗海書苑04-26316287

敦煌害局（靜宜店）04-26319755

敦煌書局（朝陽店）04-23399050

栗華大學﹦坊03-8661668

敦煌書局（花蓮店）03-8345075

花蓮帥院文化廣場03﹣8237459

彰化縣

敦煌﹦局（彰｛匕店）04-7008000



■合譯

蘇碩賦國立陽明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曾任教敝新人學社心系‧

專匾為都市與空間研究、休閒社會學﹑媒介社會學、淌戳文化等‧

著有《看不見與看得見的鱟北》‧

http;∕／socpsy.shuedu‧tw∕ch∕teacher／ericsuhtm

縴
鄭陸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研究鼬趣為發屐;I﹦會學、粗織社會學、置訊社會學、繃濟社會學﹑

歷史與比較社會學‧

﹜errysWorId:http:／／wwwjossinicaedutw／cll∕

輳賦

…

｝A轍
…纖﹩ ..

….劇鈴



歡迎光臨祉會學

不知伊始於何時,台灣的課堂愛用起外

（其賞就是英文）教科書當教本。這是很

妙的事;社會學竟然可以秈當地社會不

有關係’而且習慣成自然,變成了理所

然。後來雖然興起社會學本士化的風潮

但後繼無力,外國教科書仍然是主流。

何以致此’原側很多,但至少透露了一

很少人願意承認的秘密:我們還不知道

麼書寫我們的祉會。

BASⅡα
ISBN978﹣986-8▲05』﹣5-5

逼本暢銷日本二十幾年的社會學教科書

卻很自然地將社會學「鑲嵌」於日本的

會。台灣與日本的社會親緣性強,讀來

不至於充塞陌生的流離美感,及而有種

心的親叨感。而也正因為鑲嵌性強,生

活潑,兼具傳統教科書利敗迪式入門書

雙重優點,可謂為「社會學開鬥』書的

選外,還可透過它深人瞭解H本的社會

而不僅殘留浮泛的媒體印象。這是意外

收穫。

∣∣∣∣∣∣∣∣∣EI∣∣∣∣∣∣∣∣l∣ ∣∣∣∣∣∣∣∣ ∣∣∣∣∣∣
9789868405455 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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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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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70-2l23■﹙02）2370﹣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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