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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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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标准，故它关注真理标准以及证实真理即经验检验的前提——方法论问题。
简言之，这是一种有用即被采纳的实用理路。
因此，自然科学的某些成就可能在相对较短时间里譬如几年、几十年就会被超越、被颠覆。
而社会科学追求的真理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属性，其次才是一种命题的属性；一个人是否拥有真理，端
赖于他与某一“此在”或体现真理的实在是否保有共享关系，因而，这种真理是一种存在的真理，这
是一种目的性的标准。
存在真理要有意志论的和形而上的预设：意志论预设关乎能对人的行动起激励作用的情感和愿望方面
，而形而上预设则有关实在之本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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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彼得·布劳思考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生活是如何被组织成由人类交往构成的日益
复杂的结构的？
布劳试图从社会交换的理论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即通过对人们之间交换关系的微观社会学分析，为
发展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本书已成为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文献，包含着丰富的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宝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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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交往的结构　　当然，构成社会事实的基本特性在个体的心灵中表现为萌芽状态。
但是，只有当这些基本特性经过交往的改造后，社会事实才会从它们当中产生出来，因为只有在那时
社会事实才出现。
交往本身也是一个能产生特殊效果的积极因素。
因此，交往本身也是某种新东西。
当个体的意识被聚集和结合起来，而不是彼此孤立时，世界上就有某种东西已经被改变了。
　　——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　　谈及社会生活就是谈及人们之间的交往——他们在工作中
和在玩耍中，在爱情中和在战争中，为了做生意或做礼拜，为了帮助别人或妨碍别人而在一起交际。
正是在人们建立的社会关系中，他们的利益得到表达，他们的欲望得以实现。
正如齐美尔所言：“社会交往指的是当不同利益的个体推动他们去形成社会单位时所产生的广泛变动
的形式。
在这些社会单位中，个体实现这些——感官的或理想的、持久的或转瞬即逝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
、心血来潮的或受目的论诱使的——利益。
”齐美尔的基本假定以及本书的基本假定是，对社会交往、支配社会交往的过程以及社会交往所呈现
出来的形式的分析是社会学的中心任务。
这第一章的题目可以看作是对齐美尔的基本概念“Die Fbnn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社会化的形式
）的一种意译。
　　人们的交往通过社会空间和时间而激增。
社会关系不仅把个体们联合为群体，而且将群体联合为社区和社会。
个体之间的交往势必被组织成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这些交往常常被制度化，使组织的形式永久存在下
去，远远超越了人的一生。
研究面对面互动过程的主要社会学目的是，为理解演化的社会结构和表示它们发展特征的突生社会力
量奠定基础。
　　我们研究的目标是分析社会交往、维持它们的过程以及它们具有的形式，并继续探究社会交往所
导致的复杂的社会力量和结构。
尽管这个主题很广泛，我们还是希望提供一个特定的焦点，这个焦点明确地把许多社会学问题从我们
的考虑中排除出去。
韦伯把社会学定义为“一门试图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进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达成因果解释
⋯⋯的科学。
因此，根据行动着的个体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当行动考虑了其他人的行为并因此确定其进程方向时
，行动就是社会性的。
”对社会行动（我们广泛地把它设想为任何从社会价值准则中得出其动力和意义的行为）的关心多年
来一直表现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特点。
由此发生的对价值取向的专注已经使理论的注意力从对人们之问的实际交往和他们交往的结构的研究
中转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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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M·布劳是最著名的现代社会交换理论家。
他的交换理论被称为结构交换理论，以区别于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理论。
本书是其最主要著作。
他认为，人际之间的社会交换开始于社会吸引。
他用对等性解释部分社会交换，用不对等性解释另外一些社会交换。
不对等性交换产生社会的权力差异和社会分层现象。
因而，他用交换理论解决了社会学中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鸿沟。
这是他对社会学的最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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