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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方法论概念的结构分析

侯 钓 生

长期 以来
,

社会学界对社会学方法的层次和结构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

一是理解为
“
研究程序 的逻辑

” ,

二是理解为理论 的诱导功能
。

本 文认为社会学方法论是一个集合

概念
,

它具有不同的层次和结构
。

哲学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最高原则
,

它在最高层次

上把握着社会学研究的质量
。

一般社会学理论是建构专门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

它向研究者提供专门社会学理论所需的最墓本概念和理论框架
。

专门社会学理论作

为应用逻辑
,

可以给出被研究的现象中所包含的具体变量体 系及变量间的联系
.

研究

逻辑完成着方法论的逻辑功能
,

保证着社会学经验研究中所采用的程序和方法的合

理性和可东性
.

哲学方法论
、

一般社会学方法论
、

专门社会学方法论和社会学研究逻

辑是社会学方法论的四大构成要素
,

而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

不属于

方法论 的研究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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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方法论是有层次和结构的
。

正确理解和认识它的层次和结构
,

对于提高社会学研究

的质量至关重要
。

长期以来
,

社会学界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层次和结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
,

真可谓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但是
,

本质上说
,

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

一种理解是把社会学方法论

主要地看成是
“

研究程序的逻辑
” ①或

“

研究过程的哲学
” ②

。

这种理解有时也把具体的研究方法

和技术包括在方法论概念之中
,

使人难以确定方法论与方法的界限
。

这种理解的最突出特征是

拒绝承认哲学原理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
。

另一种理解正好相反
,

它认为社会学方法论

的功能主要是理论的诱导
。

哲学原理
、

一般社会学理论
、

专门社会学理论是构成社会学方法论

的基本要素
,

而社会学研究程序和具体研究方法不属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范畴
。

③

本文旨在阐述我们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层次和结构的理解和认识
。

月

我们知道
,

在知识领域
,

理论既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解释
,

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

工具
。

也就是说
,

理论不仅是关于认识客体和客观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和表述
,

而且还是

在已有的
、

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向新的知识领域渗透的工具
。

黑格尔说过
: “

每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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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都要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表述 自己的对象
,

所以都可以说是应用逻辑
。 ” ① 列宁将黑格尔

的这个认识论原则概括为
“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 ②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理论就是方法
.

哲学

作为理论的最高形式
,

既是表述社会现象的最高理论
,

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
.

所以
,

将哲学的认识排斥在社会学方法论之外是不科学的
。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中曾经把这种排斥哲学认识的作法称为
“

哲学虚无主

义 ” ,

并且指出这种哲学虚无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是因为当时的哲学无法解释自然科学中一系

列的新发现
。

列宁称这种哲学是
“

不好的哲学
” 。

实证主义是把对这种
“

不好的哲学
”

的不满意

态度绝对化了
,

因而表现出反对一切哲学的立场
。

西方经验主义社会学正是继承了实证主义的

哲学虚无主义的传统
,

在社会学研究中或多或少
、

或明或暗地也表现 出蔑视一切哲学的轻率的

态度
。

我们认为
,

哲学作为最高水平的理论
,

是建构具体科学理论的指导原则
。

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理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建构起来的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唯物辩证

法
,

所以
,

唯物辩证法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最高方法论原则
。

唯物辩证法并不是远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理

论
,

它准确地反映了
“

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否定的统一
”
和主客观因素

“
在社会认识中的

相互关系
” 。

因此
,

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

⑧ 具体地说
,

唯物辩证法

是帮助社会学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
,

制定研究提纲
,

编制研究程序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则

系统
.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
,

社会学研究者可以正确地建立社会研究的综合分析模型
,

做到

全面
、

清晰
、

准确地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变动规律 (如图 1 )
。

图 1
.

社会研究综合分析棋型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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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

综合分析模型向社会学研究者展示的只是

系统地分析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
,

它给出的仅仅是研究对象中各要素间的最一般的联系
。

社

会研究者从这个抽象的模型 中还不能得到研究对象中诸要素的具体联系
。

综合分析模型作为

哲学的思维形式
,

它的功能在于提醒研究者必须全面地
、

在联系和变动中把握研究对象
,

仅此

而已
.

对于社会研究者来说
,

仅仅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
,

他还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

会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出发点
.

这种一般取向的社会理论就是一般社会学理论
,

一般社会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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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专门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

本世纪 0 4年代末
,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 R
.

K
.

M川二 )曾经提出了建构社会学理论的方

法
。

按照他的说法
,

社会学研究不应该从构造综合 (宏观 )理论体系开始
,

应该从概括经验事实

开始
。

社会学的任务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建立能够被事实检验的中层理论
,

待中层理论充分发

展以后
,

综合中层理论再得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学理论
,

即社会学宏观理论
。

① 这就是默顿的中

层理论
。

默顿在这里特别强调社会学理论的实证性
,

坚决反对社会学在缺乏经验事实的时候去凭

空构造庞大的理论体系
。

默顿的主张使社会学研究真正落到了经验实处
,

可以说
,

他对社会学

的贡献是巨大的
。

但是
,

默顿的中层理论有企图直接从经验中概括出理论的嫌疑
。

这不仅在理

论上是错误的
,

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

因为无论是中层理论
,

还是宏观理论
,

都不可能直接从

经验中归纳出来
。

这是早在 19 世纪初就 已经解决了的认识问题
。

从默顿后来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

他还是否定了中层理论直接从经验中被归纳出来的可能

性
。

②他认为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建构无论如何都离不开社会学一般理论
。

他称社会学一般理论

是
“

更广泛的公设
” ,

是
“

促进确定假设进程的必要前提
,

对科学探索的发展具有更深刻的影响
”

最后
,

默顿的结论是
,

社会学一般理论是
“
理论家的出发点

” ,

是建构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基点
。

③

十分明显
,

默顿清楚地肯定了一般社会学理论是建构社会学中层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

社会

学研究者在进行经验研究之前
,

必须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出发去建构中层理论所需的假设体

系
。

否则
,

研究者便无法提出这些假设来
。

下面
,

我们考察一下具有一般取向的社会理论是怎样指导社会学个性理论的建构的
。

我们知道
,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
,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

合
,

人的个性的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
,

人的行为规范与角色特征是外部环境给予的
。

在影响个

性特征的外部诸因素中
,

社会生产关系
、

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是决定性因素
。

根据这个社会原

理
,

我们就找到了研究个性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这些概念间的基本联系 (如图 2 )
。

梦

、

图 2
.

社会学个性理论的基本概念及概念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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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的只是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
,

个性经验研究所需

要的众多的具体变量一般社会学理论是无法给出的
。

正如默顿所说
: “

一般取向表明了某些结

构变量的相关
,

但是
,

发掘出应包括在内的具体变量
,

仍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
。 ” ① 所以

,

一

般社会学理论还不能完成社会学理论向经验研究的过渡
,

在一般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

需要一个过渡的中介
,

这就是社会学中层理论
。

社会学方法论需要由一般取向的社会理论向中

层理论 (专门社会学理论 )发展
。

专门社会学理论的架构是在进一步分析由一般社会理论给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基础上

得到的
。

专门社会学的理论架构可以给出研究者所需要的
“

具体变量
” 。

我们进一步剖析图 2 给

出的模型
,

可以得到影响个性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的概念系统 (具体变量
。

如图 3
、

图 4 )
。

图 3
.

影响个性客观特征的具体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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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

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的启发
,

一般取向的社会理论的提示和专门社会学理论

的概念分析
,

最终得到了关于研究对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
。

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理论思维过

程
,

社会研究才有可能全面
、

完整
、

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中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和要素间的本质

联系
,

才有可能正确提出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
,

从而保证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
。

正如美国社

会学家莫里斯
·

阿瑟斯所说的那样
,

在专门社会李方法论指导下
, “

新的假设纷至沓来
,

令人目

不暇接
,

紧接着这些假设的大繁荣之后
,

一场事实的大丰收 (便 )接踵而至
” 。

①

但是
,

专门社会学理论还不能使研究最终完成理论向经验研究的过渡
。

专门社会学理论给

出的具体变量仍然停留在概念水平上
,

还不具备可操作性
。

作为概念的具体变量必须转换成

可操作的经验指标
,

经验研究才可能开始进行
,

以概念的形式出现的理论假设才可能被经验地

检验
。

从哲学理论到专门社会学理论只解决了如何正确地从理论中抽取出有待检验的假设的

问题
,

并没有解决如何正确地检验这些假设的间题
,

而这是社会学经验研究中两种性质不同的

问题
。

② 所以
,

要解决假设检验的问题
,

社会学方法论还要向下一个层次发展
,

在这一个层次中

社会学方法论的功能在于告诉社会研究者如何正确地将作为概念的具体变量转变为可操作的

经验指标
,

和如何正确的检验理论假设
。

也就是说社会学方法论在这个层次上解决的是研究逻

辑问题
。

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的实证科学
,

它的研究质量一方面决定于研究者以什么样的理论作

为自己的研究出发点和根据
,

因而理论的正确性是决定社会学经验研究质量的不可缺少的前

提
。

另一方面
,

社会学研究的质量又决定于研究者采用的研究逻辑的合理性
。

研究逻辑作为研

究思维活动的特征和研究过程中可能采用的手段的有效性的科学形式
,

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

占有非常童要的地位
。

它既不是研究中表现出的理论取向
,

又不是研究过程中具体使用的方法

与技术
,

而是关于研究手段的可靠性
、

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的证明
。

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取向一旦

确定
,

经验研究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经受研究逻辑的严格审查
。

综上所述
,

社会学方法论是一个集合概念
,

它具有不同的层次和结构
。

哲学方法是社会学

研究的最高原则
,

它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思维方式
,

它在最高层次上把握着社会学研究

的质量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公开承认唯物辩证法是 自己的最高方法论原则
。

一般社会学理论

是建构专门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

它向研究者提供专门社会学理论所需的最基本的理论

框架
,

是专门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
。

专门社会学理论作为应用逻辑
,

可以给出被研究的现象中

所包含的具体变量体系及变量间的联系
。

社会学专门理论操作的内容是经验事实
,

它是社会学

理论向经验研究过渡的中介
。

但是
,

真正完成这个过渡的是社会学研究的逻辑
。

哲学方法论
、

一般社会学方法论
、

专门社会学方法论完成着方法论的理论诱导的功能
,

它们保证着社会学经

验研究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

研究逻辑完成着方法论的逻辑功能
,

它保证着社会学经验研究中

所采用的程序和方法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

理论根据与逻辑合理性同时决定着社会学的研究质

量
,

缺少任何一方都会损害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

所以
,

哲学方法论
、

一般社会学方法论
、

专门社

会学方法论和社会学研究逻辑是社会学方法论的四大构成要素
。

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具体方

法和技术是社会学研究的工艺
,

它们不属于方法论的研究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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