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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录的三篇论文大部分是曼海姆在德国的最后几年中撰写的。
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即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著作——
的续论，因为这三篇论文所涉及的也是意义的社会衍生过程。
不过，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
的出发点。
    本书的选题和翻译过程是这样的。
    1984年我开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
1985—1986年赴美国留学，在此期间阅读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著。
1987年回国，花费了一年时间完成了《知识分子研究》一书(未出版)。
1988年开始组织翻译“知识分子译丛”。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论述知识分子的章节选进了我编辑的译本中。
但是直到1991年，我才发现曼海姆的这部书《文化社会学论集》。
我首先阅读的是该书第二部分“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
读后惊叹：自曼海姆去世至今已四十余年，知识分子的研究几乎无出其右这部著作显然要比读书界公
认的曼海姆的代表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更出色。
读后一气呵成翻译完了“知识阶层”这一部分——这种翻译的冲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第一次。
以后这篇长文分三期发表在两个杂志上。
再以后知识产权在中国登陆，因联系版权的困难，这本书的出版被搁置。
1999年时猛醒，曼海姆已经去世52年，版权问题不复存在了，便邀请艾彦、冯克利先生参加翻译。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精神社会学，知识阶层，文化的民主化。
艾彦翻译第一部分以及编者说明和引论，我翻译第二部分，冯克利翻译第三部分。
艾彦先生翻译过精神现象学著作，冯克利先生翻译过民主理率的著作，我曾经研究知识分子问题。
每个人都算得上熟门熟路。
且因三部分所覆盖的是各种独立性较强三个领域，术语共用的特征较弱，联系主要发生在深，故未作
统校，三位译者文责自负。
    以下向读者简介曼海姆和他的这部著作。
    曼海姆189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
父亲是匈牙利犹太人，母亲是德裔犹太人。
因为当时地缘政治的因素，曼海姆是在德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
他曾在匈牙利大学学习哲学，1912—191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从师社会学家齐美尔。
以后在布达佩斯加入左翼思想家卢卡奇组织的社团。
 1918年匈牙利爆发共产主义革命，曼海姆虽未加入共产党，但进入了共产党人组建的布达佩斯大学任
教。
 1919年革命失败后，逃亡德国。
以后虽思想上仍倾向左翼，但远离政治。
1922年发表了博士论文《认识论的结构分析》，此后日益从哲学转向社会学。
1925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
1933年因纳粹的崛起逃亡英国。
曾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伦敦大学教育系教授。
社会学史的研究者认为，定居英国使曼海姆告别了德国文化。
在适应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曼海姆的学术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
甚至认为他在英国的作品逊色于他在德国时代的作品。
通常被视为曼海姆代表作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出版于1929年，而自30年代初期他开始写作本书。
本书英译本编者说，曼海姆是将之作为首尾一贯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来撰写的。
在德国期间完成了初稿，纳粹的崛起使他亡命英国，在英国时曾对本书作出一些重要修改，终因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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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的压力而将其束之高阁。
逝世后才经后人整理出版。
欧内斯特·曼海姆在英译本引论中说：“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
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这部书是曼海姆最成熟、最深刻的作品，是他在德国文化氛围中的绝响。
    理解往往主观。
客观全面的介绍难乎其难。
因此，笔者索性摘取本书中那些最令自己感动的观点。
希望它是游历曼海姆精神宫殿的一支路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社会学论集>>

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卡尔·曼海姆 译者：艾彦 郑也夫 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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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阅读曼海姆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译者序 郑也夫原书编者说明引论走向精神社会学：一个引论  一
、对这个主题的首次探讨    （一）重新考虑黑格尔——从精神现象学到精神社会学    （二）关于社会
的科学和精神社会学。
综合的困难之处    （三）这种探究的试探性。
它的最初目标：批判有关社会和精神的虚假概念  二、有关历史和社会的虚假概念和恰当概念    （一）
关于一种内在的思想史及其出现原因的理论——兼论艺术史    （二）“物质”属性和“观念”属性的
虚假的两极分化过程    （三）有关历史、辩证法以及中间状态的虚假概念    （四）各种角色的间接特
征，各种感知和补充性情境的社会循环过程    （五）走向一种适当的社会概念    （六）对走向精神社
会学之诸步骤的初步概括论述    （七）社会学的三种类型和精神社会学的相应层次；结构和因果关系  
三、有关精神的恰当概念和不恰当概念    （一）对黑格尔的精神论的第二次回顾    （二）精神概念的
发生    （三）精神的主观表现和客观表现，意义的社会发生    （四）意义的超个人特征    （五）对作
为一种观念模型的隐德来希的批判    （六）说明的程序和揭示的程序，各种事件的结构    （七）关于
世界是不是具有结构的问题    （八）重新考察的因果关系说明和揭示性说明    （九）与因果关系有关
的结构概念和随机概念，多重因果关系问题     （十）史学研究与结构观点     （十一）作品的基质和行
动的基质     （十二）发现作品和行动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四、精神社会学概要     （一）处于公理层次
上的精神社会学，社会本体论及其与思想的历史特征的关联     （二）处于比较类型学层次上的精神社
会学     （三）处于历史性个体化层次上的精神社会学   五、扼要重述：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精神社会
学    （一）公理式的观念    （二）比较类型    （三）关于个体化的社会学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
角色文化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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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黑格尔的思维趋势是由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习惯确立了牢固地位而终结的。
然而，《精神现象学》的主题却依然与我们同在。
它使认识论的某些问题面对一种共同的衡量标准：各种观念都具有某种社会意义——这种社会意义就
是它们的内在意义，而人们对它们的正面分析并没有揭示出这种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在使人们得以设想和表达各种观念的社会脉络中研究这些观念，而且，它们的意义正
是在这种语义环境中变成了具体的东西。
简而言之，精神社会学已经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过程的主题。
    如果黑格尔的著作所反映的只是一个人的思想，那么，它在自己的时代里就不可能变得根深蒂固。
《精神现象学》并不仅仅反映黑格尔个人的思想。
它是一种对有关革命、复辟、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的问题进行综合的及时尝试。
黑格尔的体系并不单纯是哲学，而且还是对以前各个时代的真知灼见之登峰造极式的表达。
《精神现象学》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支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原因就在于此。
德国人所具有的、对文化进行有组织的研究的冲动，就是由这种哲学对它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的大胆
总结引起的。
这种哲学在当时是有能力把自身与分科研究之诸最错综复杂的细节联系起来的。
从那以后，哲学在重新与现实建立一种如此紧密的联系方面再也没有获得过成功，而且，它也没有能
力再次断言它相对于那些对人类事务的分科性关注来说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了。
随着黑格尔主义的衰落，这种整合性的文化研究也流于各种各样专业化的、独立自足的追求，而且，
哲学本身也在分科性学术研究方案中重新获得了它以前的地位。
    人们根据有关新的哲学综合的、从来没有兑现过的承诺所作出的，重新整合各种人文主义学说的周
期性努力，是随着那些专家作出的、通过存在于每一种学说内部的哲学取向发现它们已经失去的联系
的尝试交替变化的。
这些尝试的失败很容易具体表明下列事实，即经过分隔的经验只会产生一种从一开始就被投入到这种
经验的观念性图式之中的哲学类型。
作为一种学术主题的哲学在超越其各种传统局限的过程中，也还没有再次获得成功。
    归根结底，人们通过恢复某种以前被公认为有价值的、但是现在却毫无生机的传统，不会有任何收
获。
我们必须学会在每一种情境出现的时候就去面对它们，学会使自己不受那些庄严神圣的思想习惯的阻
碍。
每一个时代都会提出它所特有的问题。
下列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十分常见的，即对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来说，实验科学家和组
织者所找到的材料，要比哲学家的自省所具有的紧张气氛重要得多。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目前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是他那敏锐的情境意识，而不是紧随这种哲学而出现的
宗派性传统。
黑格尔只不过是以他自己的语法规则，表达了他那个时期的道德心和可以利用的知识而已。
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向他提供的只是一套与已经确定下来的流行趋势有关的词汇，但是，他用来明确表
达这种流行趋势的眼界和范畴，却像这种革命对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剧烈影响一样，都具有自己的时代
性。
然而，从这位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黑格尔所具有的精神出发的，除了新黑格尔主义者在一个世
纪以后进行的尸检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意识增长的时期。
使我们的时代同其他时代有别的不是任何主要的新信仰，而是一种正在增长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和关
注。
    这一现代意识的本质是什么?早期的人们生活在一种并不渴求鉴别自身的信仰气氛中。
他并不介意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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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我们接受了生活本身一样地接受了信仰、知识和行动。
早期的人们的生活没有时间感，且不需要去反省他自己的生存条件。
清晰地阐述，对我们来说已是至关重要。
我们不仅想要称呼已知的，而且想要为未知的事物取名。
思想的迫力当然并非新事，但早期思想的旨意就是自我证实和再证实，正是在这种对确定的寻求中人
们无条件地接受了他自己和他的信仰。
    现代思想的趋势指向了另一方向。
其目的不是要断言，也不是要与既存的生活状况妥协。
一个环境遭逢变迁的人不以固定不变的方式看待自己。
他的见解永远不能变得严密，因为还在它能够最终围绕着一个健全的世界图像形成自身之前它就扔掉
了一切固定的框架。
自足自信也无法保持为一种理想。
自足是一种乡土社会的理想，而我们时代的典型具有着普洛透斯的特征，永远要超越和重构自己，首
要的目标就是创新和再造。
    适应中世纪模式的个人企图复活一种老早以前建立起的角色。
在中世纪的严密的观点瓦解后的惟一的样本中形成的新的类型的人，是新的眼界的永不停息的追求者
。
他把每一个新的真理甩在身后，在行进中不断发现特定环境中的偶然和不确定的属性。
当静止类型的人把每一种条件都看做是永恒的生存秩序时，动态的寻求者驱散了虚假的绝对，有意要
生活在事物的有限制、有条件的王国中。
但当他冒险超越了一种现存的世界观时，每一次他都面对着那个永恒的问题：一个知道自己的有限存
在的人怎样才能得到和执行五条件的决定?    虽然各个时代的人是不同的，但他们针对自身的发问却是
相似的：为了行动他要知道如何看待自己。
虽然关于世界和自我的一些观念有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它伴随着我们的每个行动。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但又总是通过不同目标的媒介物使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人很难疑惑自己，除非当他遭遇到事物和环境时。
如果某人问我：我是谁、是什么人，我会不知如何回答；但如果问我：我在某甲或某乙的眼中是什么
人时我不会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基本上是通过他人的看法来理解自身的。
于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从他人的看法中认识自身的他人是什么人。
    被个人认为真实的东西也几乎一致地运用于群体中。
用库利(Cooley)的话说，它们也有一种“反思的自我”(reflective self)。
集团的自我解释的历史——不是本文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意识的进化，其发展中每一阶段的
特征是被人们从他人的意象中认识自己的那些他人的性质所决定的。
这种自我解释历史中的最长时期的特征是人们通过面前一个神化的人物来理解自己，这种关系或为主
仆，或为父子，等等。
每一种关系都表达了一种现存的范式和一组现实的准则，它们的终极保护权取决于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
    这种一元、极权的中世纪世界观的衰落，标志着对新型规范中的新型保护者的长期寻求的开始。
在度过了形形色色过渡期的解答之后，启蒙时代找到了一个新型秩序中的新的保护人：理性。
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把理性的永恒规范称作中产阶级竞争秩序的规则。
毕竟，人们不应把这一秩序的轮廓画得太狭窄，因为它包括绝对君主的法庭和以新的方式建构的官僚
组织(bureaucracy，或译科层组织)。
    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整个知识和文化生活中，民主化趋势都是我们注定的命运。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一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政治思想家的首要责任，就是揭示这一趋势的潜
力和意义。
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从有利的角度影响这一民主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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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言我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是民主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会有更为充分的发展，这听起来似乎与民主制度
在今天经常被独裁政权所取代的景象相抵牾。
然而，这些独裁政权并不能证明，政治现实从本质上说正变得越来越不民主。
独裁政权只能产生在民主制度中；民主为政治生活带来了更大的流动性，才使独裁成为可能。
独裁并不是民主的反题，它不过是民主社会试图解决自身问题的各种可能的方式之一。
    煽动民众的独裁政权，可以说是政治民主自我失效的结果。
随着政治民主波及的范围日广，新的团体进入政治领域，它们的冲动行为有可能导致危机和僵局，使
社会的政治决策机制陷于瘫痪。
政治过程有可能短路，由此进入一个独裁政治的阶段。
那些突然得到充分发展的政治民主制度，必然会受到这种危险的威胁。
    在民主化的早期阶段，政治决策过程受着大体上同质性的经济和知识精英的控制。
由于选举权尚未普及，群众不能影响政府的政策。
实际行使政权的人，通过对统治问题的长期了解，知道什么事情切实可行，因此对乌托邦方案无动于
衷。
但是在选举权普及之后，不了解政治现实的各种团体突然也承担起一份政治责任。
这导致了一种典型的差异：注重现实的阶层和团体不得不与刚刚接触政治的人合作或是认同他们的观
点，而这些人的思想却依然处在乌托邦阶段。
资产阶级精英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但那已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充分的民主
化实现之时，各团体一起进入政治过程，但是他们的观点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
这必然导致混乱。
    可见，民主化意味着政治精英同质性的丧失。
现代民主制度经常垮台，因为它所承担的决策问题，比存在着更大同质性的统治集团的早期民主(或前
民主)社会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正是由于民主已在我们的时代得到实现，使它对于我们而言已不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光明与阴暗
面并存的现实。
我们不能再把民主视为一个与不完美的现实相对照的理想主义抱负的整体。
对待民主的正确态度，不再是把民主等同于从凭空遐想中得出的完美事物。
这时所需要的不如说是一种认真清理账目的态度，其中包括对民主的可能缺陷的意识，这是改正它们
的前提。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是，相信民主理想的人易于因民主的现实而产生厌恶和失望。
他们吃惊地发现，在政治民主中，多数人的态度和愿望未必是“进步的”。
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虽然在其实现之初有利于“左派”倾向，但是各派政治势力自由较量的结果，却有
可能使“保守”或“反动”的潮流占得上风。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社会学论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