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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行动的结构》旨在主要成为对于系统化的社会科学的、而非对于社会思想史的贡献。
它对于其他著作家的研究工作的批判性取向之所以有其合理性，就是因为这是澄清问题和概念、涵义
和关联的方便之门。
这是一种充分利用我们的理论库存的方法。
在当下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它使我们暂时停步，重新考虑那些对于在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中有助于我
们的原则所做出的根本决策，也就是说，“知道你在做什么是件好事”;再就是，在我们沉浸于日常工
作的情形中，可能有些资源和潜能是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了的。
从汲取库存中得到的清晰明澈，为更大范围内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开启了可能性，它给人的激励是不会
穷尽的。
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如此，我们也可以合情合理地认定，对于其他人而言，也必定是如此。

    《社会行动的结构》分析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理论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分
析中的一场重大革命。
这一研究中所讨论的三个主要人物绝不是孤立的，他们都为这个发展的“社会学”方面做出了贡献。
我们的视野中又多了十年，但这并没有降低他们在这个运动的高峰上所处的相对位置。
在达到一定高度的范围内，不止有三个高峰，然而这三个高峰比之别人要高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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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帕森斯（1902-1979）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1920年进入阿默斯特学院学习，1924年诺文学学士学位
。
后赴欧洲，先师从马林诺夫斯学习人类学，后至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并于1927年获
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教于哈佛大学直至退休。
帕森斯被公认为韦伯以后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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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用这种方式把权力因素重新引入经济制度之中，同时就意味着这个经济制度是不稳定的。
但是这种不稳定性不是霍布斯所说的那种混乱，而是在一个确定的制度框架内部的权力关系的结果，
这个框架中包括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资本主义企业。
正是资本主义企业，使这种经济制度的不稳定性能够成为关于资本主义演化这个特定能动过程的理论
的基础。
至此为止，还可以认为，根据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框架来看，马克思的论点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我们
已经说过，那是与其他多数功利主义的方式不同的。
然而，就在这里，马克思把他的分析与一　　种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的”进化理论生硬地结合
起来，于是他在实证主义传统思想和唯心主义传统思想之间搭起了一座重要桥梁。
以后我们讨论马克思与唯心主义的关系时，再对他作进一步讨论。
他是我们在论唯心主义那一章里所要论述的一批作家(其中特别包括有马克斯·韦伯)中最重要的一位
先驱者。
前面说过的已经足以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普通观念中的科学唯物主义，而基本上是功
利主义个人主认（u-tilitarian individuadism)的一种样式。
它和后者主流形态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有一些“历史的”成分，对此本书将在以后再论述马克思
时加以讨论。
　　帕雷托的理论不是十全十美的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
它是一种开路先锋的理论。
但它从头至尾以系统理论的逻辑为统率和指导，并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
这种体系的总轮廓比前面讨论的任何实证主我体系都先进得多，比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也先进得多。
并且，从本书的观点看来无论在方法论还是理论层次上，这个体系中没有任何基本的内容是必须抛弃
的。
在这一点上，帕雷托的体系在本书所讨论的各种体系中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出于本书的特定目的，我们已经证明了有可能从某些方面对这个体系进行补充。
从本书的目的来看帕雷托的体系是不完整的，但他的体系与我们已经引申出来的任何一点都完全不相
抵触。
而使这个体系特别适合相书意旨的恰恰是它的不完备，因为，尽管它没有明白地表明本书所作的分析
，却为验证本书所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手段。
　　韦伯有时确实能非常锐利的阐述他的观点，尤其是在出现了可争议的因素之时。
但他的特点决非仅仅如此。
任何人想要比较完整地了解韦伯在社会学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对于他占有大量的详细历史材料都不
能不留下深刻印象，并为此而深深感到迷惑。
他占有的材料真的是如此浩瀚，其中大部分又是在各个领域之中具有高度专门的材料，以致普通人要
进行任何种类的批评分析都非常困难。
国为要真正实际地对韦伯进行的全部研究工作加以检验，是任何在世的学者能力所不逮的。
韦伯的才能是百料全书式的。
`这在现代是极其罕见的。
　　韦伯所的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对于获取金钱和与之有关的活动一套态度。
当然，它是一种强烈赞同这样一种牟利活动的态度而不赞同任何而不是赞同任何形式的牟利活动的；
在种种肯定性的态度中，它是相当特别的一种。
首先，资本主义的态度明显地有那些把牟　　有理乃是因为它是取得别的什么东西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
后一种看法形形色色，包罗甚广，既有最严厉的谴责，只给生存之必需留下余地；又有相对而言较为
彻底的“世俗性”，认为放任人们去享受和满足欲望，适足以增进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
当然，对世谷活动的这种有保留的赞同是从不同的动机出发的，有时例如中世纪的天主教是出于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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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利益，而有时譬如在古典的希腊观中是出于人本主义的和谐理论。
与这一切相反，资主义精神把这样的活动不是看做一种手段或必需的罪恶，而是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
道德所要求的目的。
赚取金钱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义务。
　　对于划分各项经验科学之间的界线，把这些科学划成整整齐齐的条条块块，是有许多流行的反对
意见的。
有人说，所有知识是一个整体，发展方向是打破界线，而不是树起篱笆。
这种意见总的精神是可以赞成的。
对于具体的经验研究工作来说，显然不可能拘泥于任何划得一清二楚的领域。
研究经验问题的学者，不管所研究的问题可能涉及哪个领域，都要加以探索，绝不因为有任何“无关
领域”的标志而却步。
本书论证了，在一定范围内必须借助不同的概念图式去解决同一经验领域里面的复杂问题，实际上就
是为提倡这种科学上的Wanderlust[漫游癖]提供了直接的根据。
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把这种观点推向极端，连划分各种科学所要涉及的种各理论体系之间的系统关
系都不肯讨论，就是以经验主义态度回避理论问题了——这样会给科学造成很大损失是已经一再得到
证明的。
在很多国家旅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拒绝对所访问的国家的地方特点和习惯加以了解的旅行
者，却很可能碰到麻烦。
因为对这些事情完全无知而丢掉性命的旅行者是不乏其人的。
于是，试图对各种经验学科进行分类便并非迂阔之见，而是从流行的科学格言“知道你在于什么是件
好事”中引伸出来的。
在本书的研究中，有各种　　场合都零敲碎打地涉及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这些讨论表明对于本书来说
很重要，这就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尝试进行分类的合理，性。
把这些问题有系统地论述一遍，能够比前面更清楚地看出　　作为全书主要成果的概念结构的主要轮
廓。
其结果也要比上一章所作总结中能够得出的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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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对社会理论方面一些作者的著述的第二手研究。
但是，“第二手研究”有好几种，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也许是不为人所熟知的一种
。
　　本书的基本目的，不是要确定和概述这些论者就他们研究的论题说了什么和有什么看法，也不是
要根据当代社会学知识和相关的知识，直接探讨他们的"理论”中所提出的每一命题是否站得住脚。
我们会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但重要的不是提出甚或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背景
。
　　本书的副标题似乎已经说明了它的要旨：它是研究社会理论而不是对各种社会理论的研究。
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论者的著作中那些孤立且无联系的命题，而在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某些前辈
的著作加以批判性分析就能看出其发展脉络的一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加以推理论证。
把这些论者集中到一本书里论述，其一致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学派”
，也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时期或时代，而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方面
对这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分析，是阐述这个理论体系
本身的结构及其在经验方面的实用意义的便利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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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巅峰之作。
在这本书中，塔尔科特·帕森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帕
雷托、涂尔干与韦伯的分析和吸收，重建了“一般社会行动理论”体系。
本书把以目的—手段为成分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不仅确立了一门规范的社会学学科
，而且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作了经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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