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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期间（1982-1988）撰写的一部旧作。
当时，我刚刚从历史专业转到社会学，对与社会学有关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和热情。
所以这是一部刚刚接触社会学的人的充满探索新领域的热情的试笔之作。
对于同样刚刚涉入社会学领域的人们，这部书对他们了解这门学科的主要人物和名著、研究领域和研
究方法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    本书介绍了社会学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八位代表人物，九部经典著作，讨论了社会学的研究领
域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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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山西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博士，现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银河是当代中国最富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妇女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研
究、性社会学。
她的许多理论对中国社会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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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社会学导师　　一、孔德　　社会学界一般都承认孔德为“社会学之父”，因为他首
先使用了“社会学”这一用语，而且他的一些社会学思想到今天看仍是有价值的。
　　孔德一生写过两部主要著作，前期的一部是《实证哲学教程》，后期的一部是《实证主义政治体
系》，这两部著作是他一生两个阶段的标志。
一般认为他在第二阶段的思想著述质量不如第一阶段，因为两部著作风格迥异，第一部著作立论严谨
，以理服人；而第二部著作却过于散漫，似乎要以情感人。
最激烈的看法甚至指其第二部著作为疯狂的产物，因为他确实进过精神病院，亦曾自杀未遂。
比较含蓄的评价是，他写第二部书时正沉醉于对瓦丝（Clothide de Vaux）的热恋之中，由于长期受到
压抑的感情的迸发，他显得感情超过理智，如他在书中提出男性应膜拜女性，因为女性的温柔的同情
心比男性的坚硬的理智更能治愈社会的创伤。
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孔德一生是前后一致的，第一阶段的实际严谨的著述风格是用以防止人们
对其学说作出神秘的解释；而第二阶段则是他的感觉、他的爱、他的精神的坦直叙述，正符合他一向
倡导的科学要作道义的仆人的精神。
　　（一）三阶段论　　孔德的三阶段论是他对社会学理论最主要的贡献。
他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的起首宣称：“我确信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基
于如下事实：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基本概念、我们知识的所有分支无不经历如下三个理论阶段：神
学的或想象的阶段；玄学的或抽象的阶段；以及科学的或实证的阶段。
”三阶段论是孔德思想的主线，贯穿在他对其他许多事物的论述之中。
从社会发展的序列看，神学阶段是起始，科学阶段是终结，玄学阶段是过渡阶段。
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过程看，在神学阶段人们注重对人的本性的研究，追求绝对真理，相信超自然的
造物、动因；在玄学阶段，超自然的造物被“抽象的力量”所取代；在科学的阶段，人们得承认不可
能得到绝对真理，不再追寻宇宙的本源和命运及对一切现象的终极解释，而是去发现客观现象的实际
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
在对神的看法上，在第一阶段，人们相信宇宙间有多个神灵；在第二阶段，自然被视为唯一的、伟大
的、综合的实体及一切现象的本源；在第三阶段，人们致力于对一切可观察到的干差万别的现象的研
究，从大量现象中概括出一个个的规律，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即是其中一例。
从研究的方法上看，神学阶段是想象的，玄学阶段是抽象的，而科学阶段是实证的。
从社会组织形式上看，神学阶段的社会组织是军事型的；玄学阶段是法律型的；科学阶段是工业型的
。
从意识形态上看，神学阶段强调纪律，玄学阶段强调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科学阶段提倡科学知识
，强调实验的知识而不是教条。
从一个社会与外界世界的关系上看，神学阶段强调征服其他社会，科学阶段强调征服自然，玄学阶段
则介于二者之间。
从社会的基本单位来看，神学阶段的主要社会单位是家庭，玄学阶段是国家，科学阶段是全人类。
甚至个人的成长过程也可以由三阶段论来说明：儿童期属于神学阶段，青年期属于玄学阶段，成年期
属于科学阶段。
孔德认为，这三个阶段的过渡具有普遍陛逐渐下降、复杂性逐渐上升的特点。
前述的各种特征在每一阶段都并非纯粹而是以其中一种占主导地位。
换言之，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其他阶段的某些特征也可能出现，但是那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压过了
属于其他两阶段的特征。
　　但凡理论，漂亮则不准确，准确则不漂亮。
经典作家们的理论往往失之于漂亮而不准确。
孔德的三阶段论看上去非常规整，甚至给人们可与建筑上的结构美相媲美的印象，但是仔细推敲起来
却可发现破绽。
其中尤以将个人的成长过程比附于三阶段最难以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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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儿童期心中一片混沌，难免对世事有神秘感；青春期多性喜冥想，充满抽象热情；到了成年期则
自然趋向于科学、实证。
此论初看差强人意，但如何解释许多人成年之后仍笃信神明、至死不渝？
再如，科学阶段社会将以全人类而不是家庭、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说法似乎也缺少根据。
在玄学阶段，以家庭为社会之基本单位为什么或怎样就演变为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也缺乏说明。
尽管有种种缺失，孔德的三阶段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概括方法确是有创见的，也比较能够自圆其说。
特别深刻和具启发性的是其中关于人类对世界认识过程的描述。
一切宗教的、信奉超自然力量的世界观总是试图解释一切，动辄给出绝对真理；而现代科学的方法往
往是仅对某一特定范围内的现象作出解释，描述其中规律，并承认其真理性是相对的。
孔德给我们提示了如此看待人类知识发展过程的视角，堪称一大贡献。
　　（二）科学分层　　孔德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科学的分层。
他在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上将学科从下至上分为五层。
最低一层为天文学，然后依次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最高一层是社会学。
分层的原则有三：（1）概括性；（2）复杂性；（3）依赖性。
他指出，随着科学层次的升高，概括性呈下降趋势，而复杂性和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呈上升趋势。
　　孔德认为，天文学属于概括性最高、复杂性最低、又最独立于其他知识的学科，而它又是唯一摆
脱了神学和玄学阶段的直接间接影响的学科。
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比天文学要复杂，而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离解释其对象的完美境界也比天文学要
差些。
依此类推，从化学、生物学到社会学，研究对象一个比一个复杂，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完美程度则越来
越差。
处在最低一层的天文学所研究的现象最一般、最简单、最抽象、最远离人类，影响到其他各学科所研
究的现象，而不受其影响。
反之，处在最高一层的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最特殊、最复杂、最具体、最接近人类，并或多或少依赖
于前面的所有四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对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
由此可知，某一现象越一般、越简单、越抽象，它对其他现象的依赖程度就越低，人对它的知识就越
确切、越完整；反之亦然。
譬如我们对有机体的知识就远不如对无机体的知识来得确实和系统。
按照这种科学分层逻辑，孔德宣称社会学是一切科学之首（女皇），社会学家是他的乌托邦的精神领
袖，新秩序的指导者。
　　撇开孔德所处时代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不谈，仅就其科学分层的原则而论也是有许多缺点的。
最大的缺失在于这种分层原则的直观性。
直观地看，社会学研究的现象似乎比天文学研究的现象要复杂，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也确实比天文学
的完美程度要差得多；但如果换一角度来看，究竟人对宇宙起源的知识更确切更完整还是对某一社会
组织某一社会运动的兴衰的知识更确切更完整呢？
显然是后者。
说天文学研究的现象比物理、化学、生物的现象简单得多也是一种过于直观的说法。
现代天文学家绝不承认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化学家要简单。
依赖性原则的问题更加严重。
按照孔德的逻辑，天文现象只影响其他四种现象不受其他四种现象影响；物理现象影响化学、生物、
社会三种现象不受天文以外的三种现象影响；化学现象影响生物、社会两种现象不受天文、物理以外
两种现象影响；生物现象影响社会现象受天文、物理、化学现象影响；社会现象受其他四种现象影响
但对它们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理论再次失之于漂亮而不准确。
科学发展到今天，人已能制造出生命现象，以及由于人们活动造成一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增加导致全
球温度上升等现象不能不说是高层次对低层次现象的影响。
据此，高层次现象只受低层次的现象影响而对之无影响的立论便不能成立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学精要>>

　　（三）实证主义　　孔德解释他能使用的实证主义一词包含七种含义：（1）真实的；（2）有用
的；（3）确定的；（4）精确的；（5）有机的；（6）相关的；（7）仁慈的。
真实的和有用的是实证主义的基本条件；确定的和精确的是实证主义的智力特征；有机的和相关的是
实证主义的社会特征，而仁慈的是以上六项的道义本源。
孔德将其实用主义区别于无神论、唯物主义、宿命论和乐观主义。
他指出，无神论像神学一样企图破解宇宙的不可解之谜；唯物主义企图使低层次的科学统治高层次的
科学；实证主义也不同于宿命论，因为它主张外部的秩序是可以改变的；而乐观主义更接近神学远离
实证主义，因为实证主义对一切历史事实作相对的评价而不像乐观主义那样认为它们有绝对的意义。
孔德还运用他的实证主义方法对人的灵魂作过系统的研究（如图1-1，见下页）。
　　虽然孔德的实证主义与现代实证主义哲学天差地别，但是他以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具体分析向崇
信超自然力的神学挑战的精神却与现代实证主义有相似之处。
他对人的灵魂与大脑功能的分析即是一例。
虽然这种分析带有他那一时代的学者们所共有的想象力过丰和过分大胆以至于武断的特点，但是这种
用对常人的经验的分析综合来研究“灵魂”和“大脑功能”的做法总比将灵魂诉诸超自然力的神学要
前进了一步。
现代心理学、社会学仍然在做类似的事情，只是比孔德时代严谨得多、又精细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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