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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史著，经典之谓也，通常是指学术大家所撰文本及其思想。
中国文化传统强调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在这样的文脉里大家其人与其文本及其思想之间是互
为表里、相互佐证的。
在中国学术传统里，经典历来居于核心地位，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
或如有人所说，在这一领域，所有后来者都是踩着巨人们的臂膀向上攀登的。
言外之意，在社会研究领域，人们讲究传承下的创新，向不轻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不轻信
什么“顶峰”之类。
这点与自然科学适成鲜明对照。
自然科学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的真理，它是一种约定性的、假设性的、命题性的真理。
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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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是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史著作，也是作者建立其新功能主义研究纲
领的开端。
此第一卷从总体上梳理了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实证主义及其相关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论证了一般
化理论逻辑对于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性。
作者提出，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性的理论逻辑与实验性的经验逻辑可能并且应该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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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1exander)，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
领域为社会思想史、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
其他论著有《行动及其环境》、《新功能主义及其后》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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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定得之于这样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不是把科学留给那些客观主义者去解释，而是着手发展另
外一种关于自然科学本身的理解。
在结论部分，我将提出发展社会学一般性理论逻辑的问题。
1．导论：作为双向连续体的科学思维科学可视为发生于由两种不同环境所构成的背景下的智力过程
：其一是经验观察的世界，另一个是非经验的形而上世界。
虽然科学的陈述可以更多地指向其中某一种环境，但却从不可能为任何一种环境所单独决定。
被认作居于截然不同之种类的科学陈述间的差别，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代表着同一个认识连续体(见图1)
上的不同位置。
[1]靠近这个连续体右侧的那些科学陈述之被称作“经验性的”，因为其形式更多地受到精确地描述观
察这一标准的影响，从而具有经验陈述的“特定性”。
而靠近连续体左侧的陈述之被称作“理论性的”，则是因为其形式较少关注为这些陈述提供信息的观
察的直接性。
事实上，我们可以依照这种一般性和特定性的不同程度来排列科学思维中的所有不同成分(见图2)。
[2]当然，这份列表只起一种提示作用；它并没有囊括科学思维中的全部成分，而只是试图把社会科学
文献中那些最经常作为构成独立的关注焦点而被提及的要素排列成序。
我所列举的这些要素每一个都可进一步细分——例如，方法论层面即可进一步细分为“元方法论设定
”和“技术性取向”。
此外，不同层面的统一性在某种程度上亦按照科学活动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在人文科学中，“一般性预设”这一范畴就应进一步划分为“预设”和“意识形态设定”，而这种划
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就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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