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理论的新方向

— 评 《社会理论的基础》 一书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
·

科尔曼 (J
a -

m s e5
.

肠 e lm a n) 教授的 新 著 《社会 理 论

的基础》 (《 Fo und a t o ins o fs 以 ia lT h e o-

y r》 )
,

于 1 9 90 年 3 月在美正式发行
。

欣闻

此书中文版即将在国内发行① ,

特写此文
,

向社会学界提供有关本书的背景资料
。

美 国社会学家认为
,

《社会 理 论 的 基

础》 一书
,

是 自帕森斯 ( T al co tt P a r so n s)

1 9 3 7年的 《社会行动结构 》 一书问世 以后最

重要的社会 学理论著作之一
。

美国著名历史

社会学家杰克
·

戈德斯通 ( J a c k G o ld s ot n e )

指出
: “ 《社会理论的基础 》 为社会科学中

的微观— 宏观难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

解答
。

这部著作是对帕森斯的 《社会行动结

构 》 理论的杰出发展
,

因而将对当代社会学

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 ”

尽管帕森斯在 1 9 3 7年提出
,

社会理论必

须建立在行动理论基础上
,

但后来他摒弃了

这一有益的尝试
,

转向功能理论
。

此后
,

随

着社会研究的调查方法与计量技术的发展
,

社会学竟出现了理论与研究分道 扬 镰 的 局

面
。

功能主义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一直是理论

主体
,

社会学家仅从宏观角度对宏观社会现

象进行解释 ; 而另一方面
,

社会研究则沿着

个人行为主义的方向发展
。

利
,

尔曼教授于 1 9 8 6年在 《美 国社会学杂

志 》 上撰文
,

向社会学界呼吁
:

必须有一个

坚实的理论基础
,

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才可

能重新 合流
。

他提出
,

半个世纪以来
,

理论

和研究这两条不 同的发展道路
,

可以在两 个

基本点上重新统一起来
。

第一个基本点是行

动理论
。

行动理论提倡在方法论上应用个人

① 《社会理论的基础 》 中文版 (邓方译 ) 将于 1 9 9 0

年 8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让出版
。

行为主义
,

反对
一

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
; 从而打

破了社会学理论从宏观到宏观的框架
,

使理

论深入至个人行动这一微观水平
,

实现了从

宏观至微观的转变
。

第二个基本点是从微观

到宏观的过渡
。

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解释宏

观社会现象
,

在实现 了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以

后
,

如何由微观水平上升到宏观水平
,

将是社

会理论和社会研究的重大课题
。

科尔曼教授的这篇论文犹如一石激浪
,

在美 国社会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

微观— 宏

观关系成了近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

主题
。

激烈的辩论主要围绕两个中心
。

第一

个中心来自主流社会学理论家营垒
,

即功能

派
。

他们否认个人水平上的行动理论在方法

论上可用于解释宏观社会现象
,

认为只有社

会结构或系统特征才能解释相应的功能
。

另

一个中心来 自主流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营垒
。

他们重点研究社会结构或系统特征对个人行

为的影响以及个人行为导致的后果
。

他们认

为社会系统中的个人行为受到系统结构的制

约
,

而个人行为的总和便是社会系统的相应

现象
。
1 9 8 6年以后

,

美 国主要社会学期刊以及

著作都在围绕微观—
宏观关系努力寻求答

案
。

《社会理论的基础》 一 书是科尔曼教授

本人对这个微观一

一宏观问题的回答
。

作者

从帕森斯早期的社会行动理论出发
,

在导师

罗伯特
·

默顿 ( R
o b e r t M e r t o n ) (帕森斯

的学生
,

是把帕森斯理论发展至中层理论 的

著名帕森斯社会学理论家 ) 的鼓 励 与 支 持

下
,

科学地借鉴经济学的理性选抒模型并使

之成为行动理论的基 本原则
。

作者汲取了其

他社会学理论的精华
,

例如
:

社 会 交 换 理

论
、

组织理沦和集体行为理论等
,

通过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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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论证
,

提出了一个对主要 社会 现 象

(特别是社会的稳定结构 ) 具有较强解释能

力的理论
。

他借助 自然人和法人行动者的概

念
,

成功地把个人行动和组织或制度行动
,

乃至社会整体联结起来
。

他详察了法人行动

者即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起源
、

集体决策

以及权威更迭的过程
,

还提供了简明的数学

模型以表述这一新的理论
; 他同时发展 了研

究技术以使用数量方法验证这一理论
,

首次

实现了高层理论的可检验性
。

这是使分流达

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实现合

流的一次成功尝试
。

全书一共由五个部分组成
。

前四部分为

理论
,

第五部分为正规的数学模型和相应的

实证研究技术
。

作者在五个部分里均提供了

大量简明扼要而生动的实例
,

大大提高了全

书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

进而加强了理论的

说服力
。

这部理论与研究相结合的著作
,

代

表了作者 20 年来的努力
,

为他本人向社会学

界提出的呼吁提供了实践的榜样
。

在全书之首
,

作者提纲掣领地介绍了微

观和宏观的概念和关系
。

在第一部分基本的

行动和关系中
,

作者详细介绍了行动理论的

基本概念和命题
。

这一部分是全书最基本最

重要的内容
,

因为这些概念和命题将贯穿全

书
。

此书第二部分讲述行动的结构
,

作者在

这一部分把行动关系发展为更大 的 行 动 结

构
,

例如
:

权威系统
、

信任系统
、

集体行为

以及社会规范
。

作者在第三部分转向法人行

动
。 “

法人行动者
”
概念的提出

,

把原来只

研究微观水平行动的理论用以研 究 宏观 行

动
。

法人行动者是指公司
、

工会 等
一

正 式 组

织
。

作者在第四部分着重讨论了现代社会结

构和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各种行动关系和行动

结构
。

第五部分是数学与技术部分
,

科尔曼

教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线性数学模型
,

以表

述他的行动理论
。

从这一数学模型出发
,

他还

发展了一个使用矩阵计算技术的实证模型
。

《社会理论的基础》 一书尚有某些不完

善之处
。

首先
,

作者在第三部分分析法人行

动时
,

期望把法人行动者的概念延伸至个人

水平
,

把心理学中两个 自我的概念改造为一

个客观的 自我和一个行动的自我
。

但是这两

个 自我之间的关系未能包括两个 基 本 要 素

(行动者和资源 )和两个基本关系 (利益和控

制 )
,

整个论证略嫌粗糙
,

说服力不强
。

其次
,

作者在第四部分试图用行动理论解释社会变

迁
。

但是作者只谈及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

迁如何影响行动关系和结构
,

忽略了研究哪

些行动以及怎样引起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

变迁
。

在某种意义上
,

这一部分只是讨论了

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如何应用行动理论解释社

会稳定
。

上述弱点也反映在行动理论的数学

模型上
。

这一数学模型的求导采用平衡理论

的原理
,

即假设一个系统内的行动者对某种

资源或某种行动的价值判断在一段 时间内保

持不变
,

因而它无法表达人们在社会变迁时

期价值判断发生的剧变
。

此外
,

本书发展的

实证检验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
,

其检验结果

尚不稳定
。

尽管存在某些问题
,

但瑕不掩瑜
, 《社

会理论的基础》 一书对社会理论的发展做 出

了重要贡献
。

它第一次成功地提出了由微观

过渡至宏观 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 会 行 动 理

论
,

第一次尝试用数学模型表达宏观社会理

论并提供了可行的实证检验模型
。

它借鉴在

经济学中已得到确认的理性选择模型
,

并以

此作为社会上一切有目的行动的基本原则
。

《社会理论的基础》 是对主流社会学的一次

大胆挑战
。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加里
·

贝克尔

( G ar y .S B e
吹 er ) 评论

:
·

t’.
· ·

… 科尔曼 运

用正规数学运算和大量实例
,

表明行为的理

性选择模型具有极强的解释社会 现 象 的 能

力
,

因而这部著作将引导社会学朝着一个新

的方向发展
” 。

①

(郝令听 )

① 见 《社会理论的基础 》 (英文版 )
,

哈佛大学出

版社
,

1 9%年版
,

封底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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