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寻求社会协调到追踪社会变
.

迁

法国社会学的历史与发展综述

胡 伟

法国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中具有重要影响地位
。

A
, 孔德首先提出了建立社会 学

、

的 设

想
,

·

E
·

迪尔凯姆被称为社会学学科体系和专业体系的奠基人
。 一个世纪以来

,
.

法国社会发

后期至二十世纪初
,

鼓雨汤豆赫 秦三次云鼻天战
以前

,

妙
凯姆社会学二直处于主导地位 ,

匹
,

.

竺暨
啥学迅速恢复发展

,

然后从古典的功能主义社会学过渡到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
,

、

近士世竺
,

社会学的多样化趋势正在加强
,
本文试图从法国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这两个刀 皿

,

论述它的整个发展过程
。

、 下

弓
、 *

寻求社会协调与一体化的社会学
、

社会学的客体是社会本身
。

各种社会学说
,

从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社会道德论一直到

近代卢梭的社会龚约论
、

亚当
一
斯密的财富论和孟德斯鸡的法意学诛 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不

断具体化和实际担
,

其中
,
对社舍学影响最直接的是圣西门的经验社会论

。 ·
.

卜

一

乖德在 《实证哲学讲义》 (1 解0一 1 84 幻 中提出科学的分类次序
·

恨招各门科学的复杂

程度依欢 为天文学
、

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
,

最后是社会物理学 , 数学则是所有科学的蓦础
一

工具
。

然后
,

孔德把社会物理学称为社会学
,

并且依照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将它分为两部如
.

社会静力 学研容社会内部的协调状态
,

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
。

梅休为
,

社会的发

展与人类知识的发展相适应
,

经历了三个阶段
,

即从神学统治的争国主义瞬段
,

经过形而上

学的统治阶段
, ,

进入实证精神的产业主义阶段
。 因此

,

人类和社会是不断进步的
,

社会学的

月的就是寻找这种进步的依据
。

孔德社会学的特点
,

首先表现为提倡实证主义
。

所谓实证
,

是指对社含的实际情况作出

肯定的
、

精确的说 明和相对的解释
。

因此
,

`

私德主张用数学方法和经验方法去分析和观察社
二

会
。

法国社会学界认为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孔德为社会学创始人
。

其次是综合性
,

孔

德把社会上各种现

万象的综合学科
。

象都当作社会现象
,

把社会学当作各门科学的基本和综合
,

成为一门包罗

第三
,

孔德社会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国大革命后新产生的资 产 阶级 制

渡
。

当时法国社会开始进入稳定阶段
,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和劳动

人民的
J

悲惨生活
。

孔德极为重视秩序和进步的概念
,

哟 目的
” ,

试图通过社会学
,

、

达到社会和个人的和谐
,

“ 以秩序为进步的条件
, 以进步为秩序

达到社会的稳定
。

、 ·

与孔德同时代的托克维尔 (1 8 05 一 18 59 ) 和勒普莱 ( 1 80 6一玲 82) 也肺法国社会学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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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影响
。

托克维尔在 《美国民主制度 》 ( 1 8 3 3一 1 8 3 8 ) 和 《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

( 18 5 6 ) 中
,

教析了民主和权力集中在社会行为体系中的表现
,
对后来韦伯 ( 1 8 6 4一 1 9 2的

和 R
·

阿隆 (1脚卜叱珍公 的政治社会学有一定影响
。

勒
.

膺莱采用直接观察方法和指标分析

方法对欧洲多个国家的工人家庭收支状况进行调查
,

提出了用变量结构分析的差异类型学
,

促使社会经济学向具体研究发展
。

( 2 ) 杜会学学科休系的理立

迪尔凯姆在社会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

他认为孔德和斯宾塞 ( 1 8 2 0一 1 9 0 3) 的社

会学没有脱离社会自然性的一般论述
,

没有脱离社会界与生物界一般关系的范畴
,

没有脱离

对人类进化的一般进程的解释
。

在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 ( 1 8 9 5) 中
,

他提出把具有客观事
实特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

,

同时提出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
,

以使社会学

完全脱离若乳 成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
。 -

迪尔凯姆批匆地继承了孔德社会 学的传统
,

建立了与塔尔德
一

( 1 8 4 3一 19 04 ) 不同的社会

学理论
。

塔尔德的 《仿效法则 》 ( 18 9。 ) 认为社会现象是个人的内心之间所产生的社会
,

合理

现象
。

这种思想对后莱的美国社会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

迪尔凯姆动认为社会现象不同于个人
心理现豪

,
、

仓独立子个人意识
, 一

并且从外部强制个人
,
是一种客观事物

,

只有通过社会才能
-

得到解释
。

《 自杀论
:
社会现象的研究 》 ( 1 8 9 7 ) 和他这种理论应用的具体典范

。

他把自杀

现象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联系起来考察
,

通过多变量的统计分析
,

揭示了 自杀作为社会现

象的各种规则性和因果笑系乞
`

在斑社会分工论》
’

助绍 3 )
_

_

中 , 迪尔凯姆分析了社会类 型由简

单的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社会分工发展
。

通过这些研究
,

奠定了迪尔凯姆社会学理论和方

法的基础
。

其中社会功能
、

社会整合
、

社会团结
、

失范等概念直拜今夭仍然是社会学分析社

会机制粕社会制度的重要工具
。

迪尔凯姆亲身体验璐当时法国社会的各种何题
,

诸如基督教信仰危机
、

民族意识危机宁

工业组织危机
、

教育危机厂羌其是巴黎公社革命后社会矛盾的深化
,

他与上迷社会学论驱者
-

` 样
, 厂

对征啥的动荡局面操感不安
,

期望社会学能够象医学对于疾病那样
,

找到社会 间题的

科学答案
,

任
l

以
`

童解组织社会
,

,

并且使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在共和制的政治基础上统 二起来
,

稳建赞本主义拯荟
、 遗种以社会协调为 自标建立起来的迪尔i凯姆社会学

,

极为重视集体意映
对社会行为的伟用

,

f重视理性主义
,

将社会道德
、

宗教
、

法律
、

教育作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奋
,

一

( 幻 社荟掌牟鑫肾油尔舰姆拿派
、

.
’

法国社会学马大学的不解之缘始 自迪尔凯姆
。 、

芷是在当时刚刚确立不久的公 立教 育缸
’

度中
,

法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找到了 自己的第一个阵地
,

并且得到了社会时正式承认
; 也

_

正是通过学校体乳 :迪尔凯姆成为法国第一个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授
,

培养出一批社会学者

和他侧 ;合作者
。

然后
, ` ;依据高等学校建立了专门的学术机构

, ;

开展卖际的社会学研究
。

在迪
_

尔凯姆的影晌和主持下
, 1血冶年创立了名噪一时的 《社会学年鉴知

。

年鉴狼快成为社会学活

动的中
盛

合
,

’

一方面
,

由迪尔凯姆本人及其合作者撰写的年鉴第` 阶段 1 2射 (1 的 6一 1百1 3)
`

各
-

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
“
用社会学方式从事社会学研究

”
的成果

,

尤其是 对 家庭
、

宗 教
、

行
会

、

教育几移律
、

国家等社会制度的研究表明了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具体内容和方向 , 另一方

面
,

冠过年鉴的活劫 , 形成了法国社会学学派即迪尔凯姆学派
。

这一学派不仅在二次大战前
一直是法国社会学的主流

,

而且还促进了历史
、 J

地理
、

经济
、 一

法律
、

语言学
、

一

文艺评论等学
·

科的发展
。

当时几乎所有出名的社会学家 , 例如 M
·

莫 斯 (1 8 72 一 19 50)
、

F `西 密安 德
一

生1 4



< 1 8 7 3一 1 9 3 5 )
、

P
·

福孔内 ( 18 7 4一 19 3 8 )
、

C
·

布格勒 ( 1 8 7 0一 1 9 4 0 )

奇 ( 1 8 7 7一 1 9 4 5 )
、

H
.

熊彼特 ( 1 8 7 2一 1 9 2 7 )

尔 ( 1 8 5 7一 1 9 39) 等都是这个学派的活跃人物
。

、

G
·

戴 维 ( 1 8尽5瓜 19 7 6 )

、

M
’

哈渗 布 瓦
、

L
.

列维
一
布 吕

迪尔凯姆社会学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
,

主张将理论与经琴研究紧密地联
系起来

,

甲歹裤
称为社会学主义

。

迪尔凯姆去世后
,

他的后继者们继承了这一传统
,

同时又开始放弃综合社

会学的企图
,

进一步深化各自领域的具体研究
。

西密安德和哈尔布瓦奇重视迪尔凯姆的社会

形态学和统计分析方传
,

着重于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 阶级的研究
。

戴维等人重视法律的社会根

源
,

分析了 《法律
、

理想主义和社会历程 》 ( 1 9 2 2) 和 《政治社会学》 ( 1 9 2 4)
。

莫斯
、

列

维
一
布吕尔和熊彼特则重视迪尔凯姆关于 社会生 活基本因素和社会类型的理论

,

侧重于民族

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

列维
一
布 吕尔致力于分析相对于

“
文明民族

”
而言的 ;原始 民 族 的精神

卜

状态 》 ( 19 22 ) 和宗教信仰
。

莫斯建立了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中必 , 在
.

《互赠礼品》 ( 19 26 )

和 《社会学与人类学》 ( 1 9 5 0) 等著作中
,

他将迪尔凯姆社会学具休化
。

首先是用
“
整体社会

那象
”
的概念代替作为客观事物的社会现象的概念

,

指出任何社会现象都与其它二切事物有

关
,

应该从集体的社会结构关系上去理解或 其次是建立了行为
、 信仰和思维的客观形式之向

的内部联系
,

再次是初步指出了语言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
;
并具认为互赠朴物是社会

生活的一种普遍形式
,

丫种契约体系
、

象征体系和文化体系
。

莫斯的理论对于后来 C : 列维 -

斯特劳斯的竿沙件知节触肺
直接的

,

濒
。

亘各 掀大战
前
沁

国社会学开始从筝

合化走向具伟如
:
出现了社台学分支的萌芽

。 , 。 :

一
` 、

。 r 一

。 ,

一
、

、

;

与此相应卯另一种变化是社会学队伍的分化
,

一部分人继续在大学讲授社会学
,

另二部

分人则离并木学
,

到社会资料中心
、

民族学研李中心等机构从事专门的研究
, 在大学中

,

妙异靶个
’

“
社会科学” 的教授职协 先后申福劫

、

喧声布瓦奇
、

布格 勒价
,

砰查德
、

戴

维
、

G
’ 一

查尔维奇 “ 8” 4一’ ” “ 5 ) 等冬担伍
。

他们在讲授社会学时
,

不仅讲解迪尔凯姆社 会
学

,

而且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
,

例如戴维认为不能把人类现象归结为社会现象
,

布格勒则多

次强调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一些共同点
。

从 19 23 年开始的第二阶段
, 《社会学年鉴》 已经不冉

是一家之言
,

西是多种观点的共同表达
。 1 9 “ 4年由莫斯创立的法国社会学中心没窟形成社会

学思想的中心
、
只是社会学者们相互照面的场所

。

最终导致迪尔凯姆学派解体的是社会的现实
。

法国在二次木战中遭到德国法 西派的 入

协 民族解体
、

卜

军队投降
、

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器崩脚 迪尔凯姆李派耸期致力子寻季社会协
调的大一统局面

,

结果事与愿违
:
社会不整台

、
卜

人民不团给
、

国寄不统一 人们对予突终发
个犹整…排乳1在破

卜
.

,

击人实太事一犹
、

的晕情都无脚被人点要观主的学科派和义学姆主凯性理尔迪的于讲由所
,

学时会同社,

击
解打理重不严又到、

受
料统预传无的既学会变事社的国生法

丰义迫责万
,

序个学派妙书赞今邵竺竿牛
出
叭

, ,

乡整今尝生鄂粤否例歹)
二

`真到呼吁艺纂
刊 )

。

钾外
,

许多年径有为的社会 字人才
,

在丽线却收谷拚 甲丧生 肠 社会 字进 一步军展的

条件直到战后才得到恢复
。

二
、 ·

战后以来法国社会学的主要变化

战后
,

法国社会学在对传统的理论
、

到新毕
。

四十年来
,

法国社会学在理论
、

特别是迪尔凯姆的理论

方法
,

研究目标
、

研究
葬
手

方法进行反省和批评中得

段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显

飞专5



著的瞬饭
。

( 1) 研究 目标的转变

法国社会长期以来具有下列因素
:
小农社会

、

城乡分离
、

商业分散
、

教会组织和国家权

力对民众影响极大
。

这些因素的结合构成战前法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

战后以来
,

经济增长以

及经济危机引起了社会的重新大组合
:
城市膨胀

、

大批农民离开农村
、

国民生产工业化
、

科

学技术与资本主义方式同时扩散
、

工资阶层人数急增 , 与此 同时
,

出现 了消费和服务的社会

化
、

青少年学校教育化和知识化
、

国家管理机器的科层化
、

信息传播的媒介化等等
。

如此纷

繁的社会结构变化
,

使社会学者从面向
“
过去

”
转向面向现实

,

将研究目标从过去那种寻求

社会协调转变到适应社会的要求去追踪社会变迁
,

不仅要对昨天和今天的社会现 象 作 出 解

释
,

而且以展望的态度
、

对明天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方式提出设想
。

住 ) 社会学理论的变化
、

社会协调曾经是
叩

社会学一体化的基础
,

目的是追求社会稳定
。

战后
,

迪尔凯姆学派

的正统性受到了批评和指责
。

社会学者关注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

从社会实践出发去观察社

会的变化
。

这一时期社会学的参考理论 出现多元化的现象
,

除了孔德
、

迪尔凯姆
、

托克维尔
、

勒普莱的传统理论以外
,

德国的K
·

马克思
、

M
·

韦伯
、

K
·

曼海姆
、

E
·

休塞尔
、

M
.

海德
格尔和卢

·

弗洛伊德扩美国的帕森斯
、

默顿
、

P
·

拉扎斯费尔德等都对法 国社会 学产生了重

要影响
。

另外
,

法国的 J
.

P
.

萨特 l( 9 05 一 1
:

9宫0) 的存在主义和列维
一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

有深刻的影响
。

面对社会变化
,

参考上述理论
,

社会学者对传统的命题提出了疑问
,

例如针

对迪尔凯姆
“
集体意识

”
和

“
客观社会现象

”
的命题

,

提出了
“
存在

” 和 “
社会含义

” 的概

念
。

战前
,

主要是关于客观和主观的哲学争论
,
或者是关于迪尔凯姆学派和 自由派之间的争

论 , 战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争论
,

`

譬如意识社会学和存在主义社会学
、

结构主义和互动
论等

, 1。

裤
学生罢课和江人罢工的

。
五月运动

,

毗
些辩论引 向高潮

。

社荟学内部几度分

化
,
战前那种协调一致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

。

例如在社会体系与社会行为者
、

社会整合与社

会冲突方面
,

存在四种主要的理论
。

从体系与整合的角度
,
R

·

布东等人提出了实用的理性
主义 ,

一

从昧系与冲突的角度
,

.P 布迪厄等人则提 出批判的结构主义
。

在另一方面
,

从行为

者与整合的角度
,

M
·

克罗齐埃提出了社会组织的 策略分析
,
R

·

阿隆提出了国际关系的策

略分析 , 从行为者与冲突的
,

角度
,
A

·

图雷纳则提出了 行为社会学
。

近十年来
,

理论论战的

高潮逐渐过去
,

人们重新重视对照现实进行思考
。

过去是以学派排队
,

各个学派都奉创始人

的理论为料学
,

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和解释老祖宗的定义
。

如今
,

用经验研究成果来提供理

论论据的认识显得日益重要
。

` _
一

( 8 )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法国社佘学一方面借鉴英国人类学和人种学的研究方法
,
更多地采用直接观察

、

问卷与

访间调查
、

传记和 自传研究以及实地分析等
,

另一方面引进美国社会学开创的定量和定性诵

查
、

网络分析
、

社区分析等方法
,

对各种各样的工业点
、

城市点和农村点进行考察
。

此外
,

C
·

博德洛等人重新重视迪尔凯姆在研究自杀现象时采用的统计分析 , 拉扎斯费尔德和 布 东

将迪尔凯姆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公式化
。

不过
,

社会调查的质和量的关系仍有不少争论
,

两者

有时候被结合起来分折
,

冥多的时候则是互相排斥
。

( 4 ) 社会学研究的鑫础工 X褥到加强

战后以来
,

法国社会学的经验分析主要以自立经济研究与统计中心 (I N s E E )
、

国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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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研冤中心 I (E ND) 廷两个 重攀的统恤
构所公布的赞料为依据进行

.

法国人口普查系统;

在 1 9世纪90 年代已经健全
,

但是过去不重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
.

1 9 5 0 年对 社 会 职 业 阶 层
-

( C毕
, 1邹 2年以前分为 10 类

,

19 82 年以来分为 8 类 ) 实行正式的分类编码以后
,

社会科学
-

的研究手段产生了飞跃
,

借助于这两个统计机构的资料
,

社会学者得以收集必要的数据和论
-

据
,

开展对阶级
、

阶层
、

性别
、

年龄
、

就业
、

失业
、

教育
、

社会流动
,

以及消费
、

闲暇
、

体

育等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
。

显然
,

如果只靠社会学者去收集这些社会资料
,

法国社会学要达

到今天的研究水平是不可能的
。

( 5 ) 人 员
、

组织和刊物的增加

战后
,

由于社会学课程受到重视
,

使社会学教育从哲学系统的学科中分离出来
,

不仅巴
.

黎和外省的各间矢学开设了社会学专门教学
、

而且许多高等学校包括一些理工学校也都设置
_

百
产 .

、

了有关的社会学课程
。

战前那种只有三四个社荟学教授职位的局面已经彻底改观
,

目前各大

学的社会学教授和讲师人数已不下数百名
。

同时
·

以大学为基地
,

向教学和科研两个方向发

展的法国社会学出现了既分化又交叉的新趋势
。

6 0年代以前
,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学研
-

究所
,

读中社会学研究所 ( I E s) 是社会
瓢

材培养和开展研究的主要场所
,

集中了近 50 名

社会学者
。 1 9 6 3年在 G

·

勒布拉斯 (1 盯 1一 1 9 7 0 ) 等人推动下
,

成立了法国社会学学会
,
促

-

进了社会学的交流
。 ’

r

自那以后
,

新成立了四五十个社会学研究单位
,

这些研究所或者直属于

国家科研中心 c( N R匀
,

·

或者属于天学体系 (其中大多数又同时附属于国家科研中心 )
,

巴黎大学
、

·

高等社会科学掀
…七E H E ss )

、

蘸政
’

裕大学戈I E P ) 是社会学者从事教育和科
-

研的重要场所丁此歼
,

国立经济研究和统计中心
、

国立人 口研究中心和国立舆论研究所等也

活跃着夫城社荟李专门人员
。

目前
,

以微型电脑为重要研究分析工具的新一代社会学者正在
-

各个领域中崭礴头角
,

他们将会给法国社会学带来新的局面
。

.

在古尔维希的领导下
,

《社会学年鉴》 于 1 9 4勺年复刊
,

随后还 出版了 《国际 社 会 学 纪之

要》
。

接着
, 少

加缪出版发行了 《法国社会李条志
》

、

《欧洲社会物
要》

,

《务动社会学 》
、

《宗教社会学纪要欲!
、

《人类与社会》
、

《人 口与社会》
、

《民意测验》 等刊物
。

这些杂志
既反映了法囱社会李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

,

又是社会学者之间相互交流和批评的园地` 同

时
,

巴兰哲主编的 哎社会学家丛书 》
、

H
·

孟德拉斯主编的 《社会学大学教材丛书》
、

布东
-

主编的 《社会学班书》 等出版了一系列社会学专著
,

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
-

高
。

此外
.

国立经济研究和统计中心出版的 《经济与统计 》 和大型刊物 《社荟资料 》 汇集了

社会学者对社会进行详尽分析的许多论文
,

对社会各部门的影响正在加强
。

近十儿年来
,

公
-

共行政部门和一些大企业逐渐从过去对某些专门研究机构实行资助的形式转向直接订货的政
策

, `

不少枉会学研究所越莱越多地参与这些合同研究项 目
。

法国社会学这一走出学校和研究
_

机构
、

面向社荟需隶的新现象
,

更加强了它追踪社会变化的趋势
。

(
`

. 夕
犷

杜会举分支的发展

社会的妙它
、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 卜

社会李园地的扩大
,

促进了法国社 会 学 的)分
·

化
。

一方面
,

在枉会学的外部
,

社会学与一些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并且依附于其的二学科 如 哲

学
、

历更学于地渔学
、

经济学
、

心理学分离 , 在社会学的内部
,

人口学
、

民族学
、 .

政治学
、

社会心理学世乌它们的狂荟学母体相分禽
。

板十几年来
,

跨学科综合分析的观点重新受到童
视

,

邻近学科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

不仅研究项目开始由不同学科的各个研究所共同进行
,

浦宜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出现细分化和研究课题分支化
,

社会学从大体系和大理论的设想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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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体系和
“
中层理论

” 。

同时
,

通过赵分减子的方式来界定社会
一

学各才分支的正式领域
,

例

如城市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
、

劳动社会学与闲暇社会学
、

家庭社会学气教育社会学
、

训和就业社会学与失业社会学等
。

在每代对专打领域里面
,

又常常会继牌细分下去
,

职业培

出现了

大大小小
、

舞许多等的分支
。

、

法国社会学不仅在理脚
方法与 而且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

上
,

都出现了多样化趋势
。

三
、

追踪社会变迁与社会学的多样化
亡 `

’ “

这种多样化的趋势可 以丛嶙后法国社会学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

盯篇

幅有限
,

下面着重论述一些主要领域收研究哪
和影响较大的社会学家及其研究成果

,

嘴同时

注意将历史发展的次序和研究课题的深化相结合
。

至于不少社会学者的研究同时涉及几个领

域
,

则基本上略而不谈
。

只
( 1 ) 劳动

、

工业
、

职业阶层和杜会运动
战后初期

,

法国社会面临着经济恢复
、

工业化发展和城市鳅
等问题卜

里德曼等人的影响下
,

劳动社会学首先得到发展
,

并尽占锅了五十年代祛会

在古年维希和弗

学研究的中心地

位
。

古尔维希在 《工业化租技术专家统治》 )
`” 4” ) 中

,

注意到现代技术将
礁统的工艺和

技能以及劳动分工发生根本变化
,

.

指出不能将技术后果和组织决策后果相分离叮弗里德曼认

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共同目标
,

而现代的机械化妨碍人们的 自觉性劳亦
、

使劳动非个体化
,

因此必须重视劳动的食由意志和个件的发展
,

谏人们获得职业选择和职业培训鲍机会
。

纳维

尔着重研究自动化劳动及其影响卜
再毕人类劳动的 目的不在于效率而在于享典卜同时指出自

{…份像沐
动》 (1 ” “ 8) 的战略和战术挛化

。 、

万
`

博界钟 《新工人阶级和革命》 (1 ” 7` ) 娜
·

.

马 莱 特

的 《新工人阶级 》 ( 1 9 6幼 租 杯工木权力冬 ` I Oe s) 分析了
“
新工人阶级气落扩大及其行动

意 向
,

认为只有先进产业的专叮技术工人才是认识资本主义体制固有矛庵代寄现工人民主 自
治管理的主要力量

。

根据这个观点
,
B

·

默莱特提出了他的 公工业林徽举长再
`”尽) 理论

,

一

并且对 《工李制度和企业主政策》
.

左1’ 明) 进行具体的研究
` ;

今
【
高兹弃 《工人战略 与新资

本主义》 …(19 “ 4) 中批评以往的社会害义斗争脱离日常李活的状况 : 提终要熏裸从满足工人

基本要求出发
,

向满足
“ 历史单要求

”

进展
。

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已经 《向无专阶级 告 别》

(l 。 8 0)
。

M
·

威莱特在 《工人的生活空间》
一

(1 9华) 和 《工人娘劳动》
、

落华解补电则热为
哉后 以来法国工人的状琢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

,
T

但是仍然处于社会的低层笼一方面工鑫阶笋
分为新工人和 l日工人

、

或者单能工人 (。
·

)S 和技术工人 ( 0
,

卿户 另下本再
i
存 在着两种劳

工1母;



动市场
,

一种是就业稳定
,

劳动条件和劳侮福利较佳的内部市场
,

月种是就业不稳定
、

缺乏

职业培训
、

劳动条件差的外部市场
。

迪朗的 戏失业气暴力 》 ( 1” 8 ” 和M ,
佩罗的 《工人罢

工 》 (1 97 ” ) 指出当前的失业危娜冲击这些不稳定的就业者
`

上诊研究构成了社 会 运 动 分
析

、

行为社会学
、

以及工人阶级社会 学的主募方面
。 、 、

、

伴随着对工人的研究
,

工会的角色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
。

雷诺的《法国的工会 》 ( 1 96 跳

和 S
·

摩斯科维西的 《工业的再改变与社会的变化》 分析 了 法国工会的性质和作用的历史变

化
,

指出法国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阶级的工会主义
,

不过这种阶级的团结往往通过工种

群体
、

工业各部门、 或煮同种企业的中间联系而形成
。

图雷纳林为
,

有关劳动买卖条件的争

论 已经不再是引起一切社会对立的争论 , 工会遭到了危机
。

但是 、 正如雷诺等人指出
,

工合
已经制度化

,

在企业中牢牢地建立起来
,
在冲突与谈判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另外
,

人们

注意到各种职业阶层的地位和态度差异
。

R 争
吉罗在 1 9 61 年就对白领阶层的社会性格作过调

查
。

克罗齐
卜

埃在详公务员社会 》
_

( 19 6 6 )
·

中分析了白领阶层的个人晋升和为了维护集团利益

雨参加工会的社会背景
。

此后
,

出现了二大批对千部阶层
、

公务员阶层
、

工资劳动者阶层进

行研究的论著
。

N
·

泡兰查斯根据备种新变化提出了 《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阶级》 ( 1 9 7 4)

理论
。

孟德拉斯在 《社会变迁办 ( 1 9 8 3 ) 中认为社会分层的重心已经转向中等阶层 及 其 文

化
。

目前
,

对社会各阶层的研究仍在深化
。

·
、

( 2 ) 都市
、

社会发展
、

农村
、

杜区
.

,

法国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开始于 50 年代初
。 玉95 1年 f 在弗里雄曼主持下 、 ,

麟会学研究所召

开都市和农村何题研讨会
,

会后出版了
_

《城市与农村》 论文集、 当时主要研究城 市迅速 膨

胀
、

城乡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 同特点及其对立
,

以及乡村对于都市社会模素渗透的抵制等间
题

。

随后 ,
,

,

P 兮乔愉从杜命形态学和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论述 了 伐市与都市现 象》
.

( 19 5 2 )

和 《材寸与牟村现象》 ( 1“ “ “ ) 的不同发展条件和道 路
。 P 气瑟 厂桑巴德洛韦指导的研穷所

以工人生活条件为课题对 《巴黎和 巴黎居民点》 不1 9 5 2 ) 进行经验调查
, 一

指出工人阶级既是

城市阶级
、

具有本身客业的阶级
,

又是生活亲件医乏的阶级
。

P
·

卡埃注意到五六十年代的

城声增长是在原有城市的周围建筑高层集体炸宅
,

而 《生活在高层集体住宅》 l( 9`妙户的人

构成了另一个法国
,

、

即来自外国的移民工人
、 进城农民

、

以及年轻劳动者、 H
·

科因进扮步

提出
,
不仅要观寒工人阶级对城市化和城市高层住宅的适应班

_ ,

而且票注意所有居住环境的变

化以及由于住房变化引起的生活现代化欲望
, H

·

勒费孚尔则将扫赏生话中各种群体的活动

看成社会实践的蓦础
,

批判了城市密集现象和郊尽工资劳动者舜排斥的现象矿 认为这种恶性

膨涨的城市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
。

P `
克莱辜通过对飞高层集体住宅与新 郊区》 戒1 9 6 7) 的

调查
,

发现 80 形的法国人喜欢独立住宅
。

H介 雷蒙从城声牌筑与生活环境的关系》 ( 1邹助

论述了住房对人们生括方式的影响
。

另外
,

M 二
卡斯奉尔则以功能主义的观点指 出 一 系 列

《撼市间题 》 ( ” 75)
,

认为国家的科层组织拉制得致了 《住房危 机与 城 市社 会 运 动》

( 1 9 74 )
。 厂

·

一
, : 犷

厂
·

’

一

经济的增长
、

城市的萝涨
、

测 t技术的扩散
,

.

使法国农村迅速演变
。

份方面是资本主义

经截方式和现代化的发展
,

`

使传缔的农村家庭经营面临严峡韵挑战、 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大

是流失
。

P
·

朗博分析了 《农村社会和城市化》 ( 1 9 6 9 ) 的关系
,

认为必须明确现代社会 变

化的
.

目挤
:

尽求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协调
。

孟德拉斯皿预言
`

众农民的终撇
呢 ( 19 6 7)

,

指出农

业华营者将取代农民的概念
,

农业的现代 4脚和农村社会的变化是急待研究的问傲
。

法国农村

,
1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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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穷学具有社区研究的特色
,

主要以村庄为研究单位进行实地俪查
,

涉及大部分农村地区
,

试图建立各种乡村社会的模型
, 以进行理论比较

。

其中较突由的是孟德拉斯和M 二
若利威主

编的 《法国农村社区 》 (两卷本
, 1 9 7 1和 19 7 4)

,

对农业经营和农民家庭的转变
、

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
、

农民在法 国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
、

以及农村社会的转变进行比较分析
。

孟

德拉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农民社会 》 ( 1 9 7 7 ) 的理论
。

由上述研究产生了对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比较
。

1 9 7 6年至 1 9 8 2年
,

由国家科研中心下

属的 20 个研究所对全国 16 个城市和农村社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
,

了解各种 社 区 的 特

征
、

全国性趋势的汇集
、

以及各种社区在整体趋势中如何保持各自的特殊性
。

孟德拉斯等人
的 《社会变迁 》 (1 9 8 3) 总结了这些调查的绪果

。

目前
,

这一社区调查已经扩大为
“
法国社

会和文化变迁长期规察
” ,

由34 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所共同进行
。

法国社会学有着参与社会预

测的传统
。

·

从 50 年代末起
,

·

杜会学者就参与制定和实现全国规划以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
,

促

进经济和社会绪构的现代化
。

F
」

·

富拉斯蒂埃在各个时期多次对法国社 会进 行 预 测
,

著有
`

《 1 9 7 5年的文明方 ( 19 6。 )
、

衣1 9 8 5牟的文明》
,

( 1 9 7 0 )
、

《 2。。0年的文明》 ( 1 9 8 4 )
。

不

过
,

社会学者在木同时期的参与方式有些不同
。

’

起初是建议性的参与
,

以 功 68 年
“
五 月 运

动
”
为转折点

,

许多社会学者公开指出第五共和制下法国社会所逐渐暴露出来的根本矛盾
,

并且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

近十年来
,

人们似乎对社会发展幽具体过程吏感兴趣
,
以批评

和建议相结合的方式参与社会规划
。

,

丈。 ) 法体 f 票教
、

典论
、

政治 ` 组织
、

t

法律
、

宗教万政治等问题是迪尔凯姆李派内传统研究课题
。

迪尔凯姆在 欢社会分工论》

中
,

曾经研究李祛律的产生
、
几法律的进程与社荟变化的适应以及社会集团内部的权序

。

福孔

丙
、

莫斯
、

熊彼特等人分别分析了社会责任
、

法律的功能和法律与整个社荟结构的关系
。

较

成体系的是古尔维希的 《法律社会学》
一

丈l b6 8 )
。 几

J

他认为法律是现实社荟环境中企 图
一

实 现

正义的理想表现
,

·

所谓体现法律
,

就是要确定社会关系
、

集团以及整个社会绪构的 标准 范
围

。

H ,
拉韦

一
布吕

「

尔 ( 1 8 5 4认 1 9 6 4) 则相反 `
4

狼据社会学主义的传统
,

把法律和社会变化
、

法律的根源和发展康画作为法律社会学的主要裸越
。
J

·

加尔博尼埃在滚法律社会学 )}( 1 0 7价
中进一步认为必须翅赶法律条文去分析法律现象

,
同时参考社会心理和语言学研究以及舆论

调查的结果
。

舅拼释相反的着法受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影响参主张把法律作为一种价值事卖去

理解
。

这两种方法论对法国法律李的发展有署重要的影响作用
。

’

宗教研究领域受迪尔凯姆强调社会整合的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 ( 1 9 1 2) 理论的影响

很深
,

同时也接受了勒普莱的定点诩查芳盛
、
战后

,
在勒布拉斯的推动下

,

继续战前已经实

施的大规模调查
,

取得了第二批研究戒集
: 《法囱人参加宗教活动的历更概况》 (1 94 5) 和

卜

《法国农村中人们参加宗教活劫的图表解
一

( 1 9 4 7 )
,

弄清了法国基督教的历史
`

状 况
。

J
·

絮

特尔则 《从民意测验看法国人 1息4 4年到1红份6年的宗教生活》 (” 84 )
,

分析了人们的宗数态

度的变化情况
。

在此基础上
,
F

·

伊桑贝尔和 E
·

布拉特指出天主教仍然是法国大多数人 的

宗教 , 不过固守教规的人越来越少
。 ’

许多法国人一方面不希望宗教干预私人生活和个人伦理

领域
,

另、 方面仍然希童作为传统文化支持者的教会在现代重要的否共争论中继续
’

发 挥 作

用
。 ,

`

击 乡份 肠
· 乡

.

`
’

-

八
厂

’
一

吓
· 1 · ` : _ , 、 `

法国的公众舆论挤究开始于 3 0年似
’

斯托艾译尔午1 9 38年创立了
:
一

“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中

心
” ( I F o P )二

,
,

、

后来因故争而停顿
。

1 9 45年战争、 结束它又恢复了活动
,

随即 出版
’

《民愈

、
1 2 0

,



测验》 季刊
。

斯托艾译尔和吉拉尔等人一方面吸收了接受过塔尔德影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理

论
,

另一方面 以法国的社会舆论结构和动态作为主要课题
,

同时对投票运动
、

政治社会化等

伺题予以关注
。

目前影响较大的是
“ 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 ( SO F R E )S

,

该所从 19 6 6年起

发行研究简报
,

从 1 9 8 4年起出版 《公共舆论 》 年鉴
。

如今
,

通过民意测验进行的舆论研究已

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机制
,

它的运转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产品

推销商
,

在决策过程中都必须参考有关的舆论行情
。

与此同时
,

大众传播社会学 也 活 跃 起

来
,

`

出现了 J
·

卡泽纳夫的 《电台和电视社会学》 ( 1 9 6 2 )
、

F
·

巴尔和 J
·

莫索的 《信息传

播社会学》 ( 1 9 7 5 )
、

G
·

拉格诺等人的 《广告社会学》 ( 1 9 7 7 )
。

迪尔凯姆从社会稳定出发
,

十分重视阶级合作
、

国家自主
、

民主制度等政治问题
。

戴维

从图腾社会的状况出发
,

分析了权力集中的过程
。

战后
,

M
·

迪维杰首先研究了 现代国家机

器的臃肿和权力机构的复杂化现象
。

他在 《政治制度 》 ( 1 9 4 6 )
、

《政党社会 学》 ( 19 5 1 )

和 《政治社会学 )} ( 1 9 7 3) 中
,

把政治社会学当作一门权力的科学
,

一门关于制度化的统治

关系的科学
。

阿隆认为政治社会学必须以政治运动的研究作为主要课题
,

尤其要重视投票运动

和社会舆论的变化
、

选举与选民
、

政党组织和科层制等问题
。

P
·

比尔博 姆 和F
·

夏泽尔在

《政治社会学》 ( 19 7 8) 和《权力的范围》 ( 1 9 8 5) 中分析了国家权力结构和职能
。

比尔博姆

还与仑
、 巴蒂一起提出了 《国家社会学》 ( 1 9 7 9) 理论

。

而图雷纳则认为只有那些 反对专家

统冶规象的权利主张所形成的社会运动
,

才是政治社会学的主题
。

另外
,

巴兰哲着重于研究

殖民体系解体后第三世界的转变
、

新独立国家的权力体制与现代化问题
,

认为第三世界引进

现代技术是经济独立的必要手段
,

但是同时必须考虑到它对人们传统生活结构引起的不满和

紧张
。

另一方面
,

在克罗齐埃的倡导下
,

从 60 年代初起开始了组织社会 学的研究
。

他的 ((官僚

初现象》
’ .

( 19 63) 和 《闭塞的社会》
.

( 1 9 7 0) 发展了韦伯和托克维尔的理论假设
,

分析了法

国行政官僚机构的集权化和等级制
,

指 出所有组织都是权力关系的整体而形成的结构
,

与此

相关
,

所有杖为关系都是产生组织的开端
,

这导致了对 《行为者与社会体系》 ( 1 9 7 7 ) 和社

会决策的研究
,

促成公共政策分析这一新学科的发展
。

、

( 4 ) 家盛
、

敏育
、

闲暇
、

文化

战后
,

法国社会的人 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

人 口首先随经济成长而急骤增长
,

然后又

随经济危机转向缓慢增长
,

与此相适应
,

劳动人 口流动
、

就业人 口 的波动等问题 也 显 著 起

来
。

A
·

索维的 《人 口通论》 ( 1 9 5 7 ) 分析了人 口老年化
、

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 的 社会 原

因
,

提出了人 口政策调整的问题
。

接着
,

人口社会学在吉拉尔
、

G
·

卡洛等 人 的领导下
,

以

国立人 口研究中心和国立经济研究和统计中心为基地发展起来
,

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人 口与社

会间题的论著
。

与人 口研究相应的是家庭社会李的发展
。

尤其是从 60 年代中期起
,

家庭危机成为一个热

门的话翘
。

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演变
、

结婚率和生育率的降低
、

离婚和同居夫妇的增加
、

独身者和单亲家庭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急增
, 吧

使法国家庭结构和家庭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

吉拉

尔首先研究了法国人 《配偶的选择》 ( 19 6 4 ) 问题
,

然后
,
L

·

鲁塞尔和O
·

布尔尼翁等人从

1 9 7 5年起对 《法国社会的婚姻 》 ( 1 9 7 5 ) 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

分析了 《新一代 与 传 统婚

姻》 ( 1 9 7 8)
、

《法国青年的同居现象》 ( 1 9 7 8 )
、

《结婚与离婚 》 ( 1 9 8 0 ) 等间题
。

F
.

德森格利和 C
·

泰罗特则分析了家庭社会地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
。

A
·

米 歇 尔在 《婚姻

1 2 1



和家庭的社会学》 ( 1 9 7 2) 中指出家庭关系中男女的不平等问题
,

M
·

塞加兰在提出 《家庭

社会学》 ( 1 , 81 ) 理论的同时
,

分析了妇女劳动对社会的影响
。

目前
,

对夫妻关 系 的 社会

学
、

妇女社会学
、

青年社会学和老年社会学的研究也在开展
。

在迪尔凯姆社会 学理论中
,

教育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

但在他去世后
,

这一研究似

乎中断
,

直到六十年代初才重新受到重视
。

P
·

布迪厄和 J
·

C
·

帕塞隆的 《遗产继承
:

学生

与文化》 ( 1 9 6 4) 和 《社会再生产
:

教育体系的理论基础 》 ( 1 9 7 0 ) 分析了高等教育和学校

的社会功能
,

为社会各方面对法国大学的无效性进行批评提供了论据
,

从而也使教育社会学

成为法国社会学争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
。

c
·

博德洛等人的 《法国资 本 主义学校》 l( 9 7 1)

指出了法国两种不 同教育体系的社会功能
,

一种是培养体力劳动后备军
,

另一种是培养白领

阶级
。

这本书在教师中曾经引起极大的政治影响
。

布东的研究方法与众不同
,

他运用系统分

析和
“
个体主义分析方法

”
研究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关系

,

指出工业社会里人们受 《教育机会

的不平等》 ( 1 9 7 3) 的强度及其延续
。

业余时间社会学在六十年代初作为劳动社会学的补充提出来以后
,

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

社会学课题
。

目前
,

法国城市劳动者每年工作时间已经从 19 世纪的4 00 叼
、
时减少至 1 60 0小

时
,

每周工作 39 小时
,

工休两天
,

不仅建立了 60 岁的退休制
,

而且每年有五周的 带薪 度 假

期
,

除了必要的睡眠时间以外
,

业余时间己超过工作时间
。

J
·

迪玛瑞杰首先考察了法国人

业余活动的方式
,

认为这是现代人 自我开发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

并且当它与社会 文 化相绮

合的时候
,

还可 以发挥创造性
。

富拉斯蒂埃在进行社会预测时
,

提出了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业

余活动的问题
。

E
·

莫林在 《时代精神与群众文化实验》 ( 1 9 62 ) 中进一步指出
,

现代的业余

活动是工业社会和第三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

随后
,

根据 60 年代以来的不 同特点
,

人们先后开展了广播 电视社会学
、

旅游社会学
、

体育社会学的研究
。

生活方式的变化
,

弓I起人们对各种文化形式的重视
。

L
·

戈德曼在《小学社会学 })( 1 9 6 4乏

中根据
“ 发生论的结构主义

” ,

提出文化创造和文化意识可以作为文学社今尝的 对 象
。

J
’

迪维葛淖特在 《歌剧社会学》 ( 1 9 6 5 ) 和 《艺术社会学》 ( 1 9 7 2) 中认为艺术世界的客观表

现产生了个别社会中的文化共同体
,

体现了社会的各种概念
。

卡泽纳夫从普遍流行的 日 常

性
,

提出了 《礼仪社会学 》

《艺术市场与文化官僚制 》

( 19 6 6)
。

R
·

穆兰则分析了

(工9 8 1 ) 的间题
。

《法甲的热庐
`

市场” “护6 7 , 和

综上所述
,

可以把法国社会学战后的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恢复 和 更 新 阶

段
,

主要围绕劳动社会学的课题进行 , 第二阶段从 50 年代中期至 6 0 年代
,

社会学开始向分

支化和专门化发展
,

城市和农村
、

工业和组织
、

社会行为和大众文化都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课

题 ; 随着经济增长的中断
,

开始了 60 年代末以怀疑为标志的第三阶段
,

教育体系和社会运

动是争论最激烈的方面
,

行为
、

冲突和策略的概念受到普遍重视 , 七十年代 末以
、

来 奴第四

阶段
,

社会学的多样化进一步发展
,

随着微型电脑 的普及和多学科交流的展开
,

社令调查和

研究更加重视试验分析和定量分析
。

面对上述变化

人们的讨论
。

法国社会学与整个西方社会学一样
,

,

社会学的统一性和多
样性间题再钦引起

。 份

需
、
吩尝计今新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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