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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行动的环境社会学
*

———基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

陈占江

提要: 本文以反思社会学为视角，从“环境社会学为何”与“环境社会学

何为”两个维度，重新检视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学科品格、研究伦理和方

法论取向。分析发现，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关怀、以实践性

为基本品格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而本体论和认识论中主客二分的前提预设却

从根本上阻档、抑制着环境正义和实践品格的彰显，学科的内部合法性和外

部合法性危机由此产生。因此，重构环境社会学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

的根本之路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维度探寻能够在经验层面实现学

科旨趣、体现学科关怀、彰显学科品格的研究方法或路径。以正义和进步为

价值基础，以互为主体性为前提预设的行动研究，为超越环境社会学的合法

性危机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
关键词: 环境社会学 反思社会学 合法性 行动研究

一、引 言

1970 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 Gouldner) 出版了

“警世醒言”性的著作《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The Coming Cri-
sis of Western Sociology)。该书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包括美国在

内的西方国家不断涌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从根本上挑战和摒弃了

深植于古典社会学中的“秩序”与“进步”的理论预设和知识承诺。与

此同时，西方许多高校的社会学专业注册人数大幅度下降，社会学研究

经费日益削减，社会学家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声望大不如前。社会学内

部的自我认同和学科共识、社会学外部的他者认同和学科形象均陷入

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社会学危机“正在到来”之际，美国、英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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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累积的环境问题也骤然

全面、集中地爆发出来，这使得环境问题一跃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

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环境社会学从社会学这一母体中脱胎而生。
在历经 20 世纪 70 年代雄心勃勃的初创时期、80 年代歧路彷徨的过渡

时期之后，环境社会学似乎于 80 年代末特别是 90 年代后进入了柳暗

花明的发展阶段( 洪大用，1999)。国际性、区域性以及不同国家的环

境社会学专业学术协会先后成立，环境社会学研究论文发表和著作出

版的数量显著增长，教育教学在高校渐居一席之地，社会接受度和外部

影响力有所提升。尽管如此，环境社会学依然处于主流社会学的边陲

地位，多元范式的冲突、学科边界的模糊、方法论的危机等在根本上动

摇着这门新兴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汉尼根，2009:12 － 13)。
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同样带有社会学危机的一般特征。

面对社会学危机，古尔德纳提出要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Ｒeflexive
Sociology)作为因应之道。古氏之后，伯格(B． Berger)、布尔迪厄、吉登

斯、贝克等学者对反思社会学做了进一步扩展。整体而言，反思社会学

倡导对知识生产的具体主体、前提条件和全部过程进行批判性分析，旨

在揭示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隐秘存在的权力机制，并在二者之间

重建“互为主体性”的平等关系，以此激活与重构社会学的内部合法性

与外部合法性。布尔迪厄甚至认为，作为一种自我指涉的批判性思维，

反思社会学应当成为社会学认识论的根本性向度和社会学研究必不可

少的先决条件(布尔迪厄、华康德，2015:91)。环境社会学自然亦不例

外。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而环境社会学总体上不能及时有效地回

应环境危机、介入环境治理的情势下，也许环境社会学比一般社会学所

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更加强烈。在这个意义上，以反思社会学为视角重

新回答“环境社会学为何”与“环境社会学何为”这两个元问题显得尤

为紧要和迫切。前一问题关涉到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品格、知
识旨趣和价值关怀;后一问题关心的则是环境社会学沿循何种路径来

实现其知识旨趣、彰显其学科品格、体现其价值关怀。二者在内外两个

向度上构成了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源泉。本文通过回答上述两个问

题，以期澄明环境社会学合法性危机的病理，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因应和

超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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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性关怀与实践性品格

环境社会学是一门边界模糊、饱含争议的学科。从研究对象、方法

论到学科定位、理论范式，环境社会学在激烈的内部分歧中衍生出不同

的学术脉络、学科流派和话语体系。在持续不断的学术纷争中，环境社

会学的价值关怀、学科品格等基础性问题却长期处于学科内部论辩的

边缘和模糊地带，甚至被悬置不论。这不仅遮蔽了其潜在的合法性危

机，而且更是有碍于学科合法性的建构。因为一门学科的价值关怀和

基本品格是决定其方法论立场和具体方法，并最终建构或形塑学科合

法性的前提条件。基于此，对环境社会学的反思首先应从其价值关怀

和学科品格出发。本文对二者的反思将沿循历史和经验主义的途径

(英克尔斯，1981:1 － 2)展开，在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的双重脉络中寻

根溯源。

( 一) 环境正义: 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

众所周知，社会学诞生于西方现代性降临之际。18、19 世纪发生

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引发了欧洲社会的严重断裂和急剧转型。
剧烈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总体性危机成了社

会学的助产士。哈贝马斯(2004:4 － 5) 据此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危机

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

所引发的失范或危机。重新创设一个公正与自由的社会秩序因此成了

古典社会学的核心关怀。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

创造财富，而是推展正义，以减除不平等带来的弊病。“如果社会能够

尽己所能，努力———而且应该努力———去把外在的不平等状态消除掉，

这不只是因为这项事业本身是高尚的，而且也因为它解决了岌岌可危

的生存问题”(涂尔干，2000:339)。马克思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内

生的不平等机制并唤起深受这一机制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觉醒和行动为

其知识旨趣和终身志业。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则更多地关注理性化及

其后果。他似乎不像涂尔干、马克思那样有着强烈的正义关怀，但其著

作的字里行间仍渗透着对阶层封闭、社会冲突、政党竞争与科层制运作

中存在的不公正的批判。尽管每位古典社会学家的政治倾向、方法论

取向各有差异，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切入点、侧重点彼此不同，但他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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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将正义视为社会秩序、制度或行为的价值基础 ( 王小章，2006:

306 － 310;王建民，2011)。
古典社会学的传统因 20 世纪初期欧洲两次世界大战而发生断裂，

社会学的中心从欧洲转往美国。这一传统断裂和空间转移标志着古典

社会学的终结和现代社会学的兴起(周晓虹，2002)。从古典转向现代

之后，对于社会学的目的，对社会学自身应被视为对克服和纠正社会不

公正的知识实践的承诺，或是由精英们来完成的正统的知识训练这些

截然相反的基本见解，使社会学的内部分歧日趋加大( 费根，2002)。
古典社会学将社会正义作为价值关怀的传统一度被以帕森斯为代表的

宏大叙事和以拉扎斯菲尔德(P． Lazarsfeld) 为代表的抽象经验主义消

解。在工具实证主义的强势话语下，“价值”作为“科学”的敌人经历了

被遗忘和放逐。不难理解，诞生于这一语境中的环境社会学总是力图

隐匿其价值关怀。然而，正是环境社会学承继了以正义为价值关怀的

社会学传统(纪骏杰，1996)。
毫无疑问，研究议题的选择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然而任

何学科都“无法回避价值判断”(费根，2002)。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发

达工业国家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日益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环境危

机。环境危机直接威胁到经济的永续发展与居民的生命健康，引发了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民众甚至以游行、示威、抗议和有组织的

环境运动等方式表达不满。1962 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Ｒ． Car-
son)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将研究视角转向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巨

变”。1972 年，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三十余名学者和实业家组成的罗

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表达了对永续发展的忧虑和对

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切( 米都斯等，1983)。在此背景下，以卡顿和邓拉

普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批判传统社会学对“社会”与“自然”的二元

分割及其对环境问题的长期忽视，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门环境社会

学(Environmental Sociology) (Catton ＆ Dunlap，1978)。环境破坏所引

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不正义成了早期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在

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不正义引

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从美国以及欧洲、东亚诸国环境社会学的议

题设置便可管窥一斑。
美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环境

抗争与环境运动、科技风险与风险评估、生态衰退与资源危机、工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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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与废弃物处置等。在欧洲，受“绿党”这一政治力量崛起的影响，绝

大部分早期的环境社会学著作围绕环境主义和环境运动展开，关注的

核心问题是“环境问题何以产生与环境治理何以可能”。与美国、欧洲

诸国一样，日本、韩国、中国等国的环境社会学兴起与其国内的生态环

境危机有着必然联系。日本环境社会学围绕产业公害、交通公害、药

害、食品公害、城市生活型公害、气候变暖、沙漠化、热带雨林破坏、核能

源、废弃物与矿产资源枯竭等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受益圈 /受害圈理

论、受害结构论、生活环境主义、社会两难论、公害输出论等理论(包智

明，2010)。韩国环境社会学围绕工业污染、核污染、城市垃圾处理、环
境冲突等问题展开研究。中国环境问题的显著化时期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学者主要围绕城市 /乡村污染、生态退化与移民、环境意

识与环境行为、环境风险与健康、环境抗争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与空

气质量等议题进行了研究。
世界各国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环境社会学的议题设置亦

存在时空差异，但揭示内在于环境问题之中的社会不公平或重建环境

正义都成了各国研究者的共同追求。美国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贝尔

(M． Bell)指出，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研究最根本的贡献之一即是指出了

社会不公平的关键作用( 贝尔，2010)。一方面，环境问题造成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中不公平地分布着;另一方面，社会的不公平性深深地植根

于环境问题的肇因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问题蕴含着社会不公

平这一客观事实已成为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在环境社会

学不断发展的三十多年间，诸如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建构论、
批判真实主义、生态现代化论、风险社会论、环境正义论、行动者———网

络理论等理论范式纷纷出笼。围绕环境社会学的三大核心议题，即环

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反应行动(洪大用，2014)，上述

理论范式展开了富有竞争性的对话。应当看到，环境社会学不同理论

范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是相互竞争的前提，而对话的基础则在于共享某

一价值预设。事实上，在环境社会学理论演进的历史脉络中，环境正义

作为一种价值观越来越得到强调和张扬。
在晚近的学科发展中，环境正义作为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日

益凸显。作为涵括环境公平和环境公正的概念，环境正义包括人与自

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主张自然有免于被人类破坏的自由以及

所有人有免于遭受环境侵害的权利和自由，自然资源的开发、分配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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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环境破坏的责任与环境治理的义务相对称

(纪骏杰，1996)。从学科的规范性关怀出发，环境社会学首先关注的

是“谁”应该对环境问题负有更多责任。由“环境责任”又派生出两个

问题:“谁”更多地受到了环境问题的侵害，“谁”在某些环境政策中更

多地受益(潘敏、卫俊，2007)。在环境问题的成因、环境危害与风险的

分配、环境抗争与运动的发生、环境政策的实践等环境社会学核心议题

的研究中，环境正义既是起点也是归宿。尤其在自然资源逐渐匮乏、环
境风险日益增多、环境危害日趋深重、环境运动快速发展、区域性环境

问题与全球性环境问题复杂交织的今天，环境正义更应成为环境社会

学的规范性关怀。舍却这一关怀，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很可能沦为美

国社会学家米尔斯(2001) 所批判的“国王的幕僚”、“老板的雇工”或

“脱离实际的思想家”。所谓的“价值中立”宣称实则是一种“蓄意的虚

构”(布尔迪厄、华康德，2015:51)，为回避问题的根本、转移民众视线、
制造社会伤害披上一层合法化外衣。需要强调的是，环境正义作为环

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是由研究问题的抉择所决定的，在索解问题的过

程中则应尽力避免包括正义在内的任何价值取向的渗透和卷入。

( 二) 实践性品格: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特质

严格来说，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必须拥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终极的

价值关怀、稳健的知识旨趣以及鲜明的学科品格，而一门学科的基本品

格则是由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旨趣和价值关怀共同铸就的。作为

确立一门学科的前提，环境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

论断。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之争催生出两大主要流派:一种流派的观

点认为，环境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学问;另一种

流派的观点则认为，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

问题的学科。
第一种观点最早的提出者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奠基者卡顿和邓拉

普。他二人试图以“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 超越社会

学的主流范式“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主张

将人类视为全球生态系统中相互依赖的众多物种之一，而非将之视为

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社会物种”。卡顿和邓拉普旨在创立一门基于“新

生态范式”的、以环境与社会互动为中心的环境社会学，甚至怀抱着推

动整个社会学“范式转换”的雄心宏愿。然而，自然属性的物理性变量

6

社会学研究 2017． 3



与社会属性的人类能否以及如何发生互动始终悬而未决。更为紧要的

是，以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模糊了环境社会学与环境经

济学、环境政治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界限，环境社会学的学科

独立性无法形成( 吕涛，2004)。第二种观点认为，环境社会学是一门

以“环境问题”为中心议题、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学分

支学科(鸟越皓之，2009:10 － 11;吕涛，2004)。在日本学者饭岛伸子

(1999:5)看来，所谓“环境问题”即“人类的、为了人类的、由于人类

的”行为的结果所导致的自然的、物理的、化学的环境的变化或恶化，

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各种各样不良的影响。从这一概念界定来看，“环

境问题”是人类行为所产生的“飞去来器效应”，“社会”既是环境问题

的制造者亦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第二种观点承继了传统社会学的

“人类例外范式”，将“社会”置于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与第一

种观点不同的是，第二种观点不仅明确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学

科定位，也赋予了环境社会学将环境正义作为价值关怀的应然性和必

然性。环境社会学成了一门处于诊断治疗 ( diagnosis) 和病症预测

(prognosis)张力地带的学科(吉登斯，2003:18)。
正如哈贝马斯(2015)所指出的，每一门科学皆以各自的旨趣引导

着知识生产。作为诊断学和治疗学的环境社会学亦概莫能外。巴特尔

的考察发现，环境社会学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知识旨趣上实现了

重要转变，从识别引发持续性环境衰退和破坏危机的某个关键因素，转

向揭示促进环境改革或改进的最有效的机制(Buttle，2003)。这一重

大转向标志着环境社会学的知识旨趣从纯粹的认知迈向了现实的实

践。贝尔(2010:2)则径直宣称环境社会学的最终任务是寻求解决社

会与生态冲突的方案。日本环境社会学会在其章程中将环境社会学的

旨趣明确定位为“对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试图将之建立为旨在解决

环境问题的“行动的社会学”，而非仅仅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旁观

者的社会学”(饭岛伸子，1999:2)。在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中，西方与东

亚环境社会学的实践性品格越来越被张扬和强调。基于中国语境，洪

大用(2014)认为，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科学，其最终目的应是

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推进或改善环境治理实践。陈阿江(2015) 认

为，环境社会学存在两种取向:认知论与行动论。“认知论”强调对基

础社会事实或规律的认识，关注“是什么”和“为什么”;而“行动论”的

重心则是“怎么办”，即如何参与政策的研究、制定、执行，以及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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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动员等。“行动论”关心的是知识的实践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认知论与行动论是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

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

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

岸性”(马克思、恩格斯，1995:16)。在这个意义上，认知论的最终指向

是实践。
综上所述，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具有正义关怀和实践性品格的学科。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谓的“实践性”是指环境社会学应从具体的历史

和现实出发，研究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动性抑或因果机制，其

最终旨趣是推动环境状况的改善或环境问题的解决。这一旨趣内在于

知识生产的科学逻辑和整个过程，独立于权力、资本、意识形态等因素

之外，迥异于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更进一步来说，研究议题的特殊性

决定了环境社会学不仅以揭示环境问题的发生机理、演变机制、危害表

征、社会反应等为认知旨趣，也隐含着在认知旨趣基础上寻求环境问题

解决方案的实践意图。若无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旨趣，环境社会学无

疑将沦为象牙塔内的学术游戏。当环境问题所内含的正义缺席，学术

与社会无法形成真正的良性互动时，环境社会学的外部合法性也就无

法铸就。应当看到，西方和东亚诸国的环境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已彰

显出实践性品格，但在崇奉经世致用的中国，这一学术品格却处于隐而

不彰的状态。自 19 世纪末西学东渐始，中国社会学即被赋予了鲜明的

实践性品格。“群学何? 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

未来也。肄言何? 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

也”(严复，1986:126)。中国社会学的最终旨趣是为现实社会寻求“治

之方”，而兴于环境危机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却尚未将实践性熔铸于学

科品格之中(洪大用，2017)。

三、伦理性困境与方法论危机

以环境正义为终极关怀、以实践性为学科品格的环境社会学在发

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在学科建制上完成对研究对象独

特性、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论证，并在学科共同体内达成共识;二是在相

对封闭的学科共同体与开放多元的外部世界之间寻求实现环境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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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路径。前者是环境社会学内部合法性的基石，后者是环境社会学

外部合法性的根基，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然而，环境社会学在

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所沿袭的笛卡尔式二分思维却成为学科合法性危机

终难避免的深渊，身体与心灵、知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自在与自为的

二元对立在伦理向度上预设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是一种单向度

的权力 /利益关系，在方法论上制造了实证主义与理解主义的二元分

立。本体论和方法论中的二元分立将环境社会学置于伦理性困境和方

法论危机之中。

( 一) 真善之间: 环境社会学的伦理性困境

毋庸置疑，任何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

下进行的。相比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环境社会学研究受到

的外部约束更为明显。除文献研究外，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资料一般是

通过介入研究客体的生活世界，以问卷、访谈、实验、观察等方法收集获

得的。易言之，环境社会学研究一般是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现实

互动中进行的。在互动过程中，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因经济收入、
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形成了某种隐秘的权力关

系。这种隐秘的权力关系外化为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所形成的表

述与被表述的关系。在“话语即权力”的表述政治中，这种单向度的权

力关系为利益转换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一方面，研究主体并非是曼海

姆(K． Mannheim)所设想的超然于阶级利益或群体利益的“自由漂浮

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实际是其获得和累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

征资本乃至权力资本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在“客观性”近乎成为主

流意识形态的学术场域中，如何实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是研究者无法

回避的问题。在客观性与现实利益之间，伦理问题横亘其中。
在包括环境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领域，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

的伦理关系长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社会学诞生以降，实证主义

与理解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纷争历久不衰。这些争论围

绕“客观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展开，而伦理问题却成为论争的盲区。
应当说，真正将伦理问题拉回争议中心的是反思社会学。反思社会学

主张对研究主体在知识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研究主体与

研究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透过这层分析，在触及隐匿于研究主

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研究主体自我正当化的策略时，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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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伦理有了更为深入的反思。因为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伦理规范与伦

理实践并不具有现实逻辑的统一性。在规范层面，研究伦理要求研究

者在追求研究内在科学性的同时应考虑研究的外部性，即研究是否会

对研究客体造成伤害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伤害、惠及研究客体。
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而非单向度的支配与

索取关系。在实践中，真正的平等互惠关系往往难以形成。
众所周知，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保持一种态度上的平等尊重

的关系或许不难做到，但真正的平等尊重必须建立在知情同意和公平

回报这两大伦理原则之上。所谓知情同意，即研究客体有权被告知研

究者个人及其所在机构的基本信息、该研究的目的和研究成果的去向。
知情同意原则要求研究客体不受身体或心理上的强制，其同意需建立

在全面、公开的信息基础而非完全欺骗或选择性欺骗的结果之上。作

为理性人，研究客体在知情的基础上是否同意接受研究者的调查必然

涉及双方之间的某种“交换”，即研究客体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中能

够得到什么。如果这项研究不能给研究客体带来现实或预期的益处，

则可能遭到拒绝。为了取得研究客体的配合，研究者根据研究经费的

多寡给予对方一定的象征性报酬，或通过人情、面子、关系、权力等社会

资源取得对方的配合。对于身处环境危机中的“难民”来说，他们真正

关心的或许是研究者能否通过研究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而非廉价的

物质补偿或精神抚慰;在某种外部压力下做出的配合很可能是虚与委

蛇的应付，而非真诚的合作。
为了研究能够成功开展，隐匿研究者的真实身份或真正意图而进

入到研究客体生活世界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原因在于知情同意与公平

回报之间本身即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研究者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却无

能力给予相应的公平回报，研究客体很可能拒绝接受调查，致使研究归

于流产。研究无法进行，研究者即无法从研究成果中获得利益( 比如

发表论文、获得学位、晋升职称、赢得学术声望等)。为了实现某种可

欲的现实利益，研究者有时会主动或被迫地选择放弃遵循知情同意和

公平回报的伦理原则。研究主体从中获取利益，而研究客体非但没有

得到相应回报，反而很可能被研究主体所“利用”(陈向明，2000:439)。
如果说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分别是研究的“后台”和“前台”，我们看到

研究前台的同时往往无法深入后台。这样，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被遮蔽，

还会引发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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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上述伦理困境是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所共有的。然而，相

比于社会学，环境社会学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也许更加严峻和突出。社

会学是一门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系统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而环境社会

学则是研究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的一门分支学

科(洪大用，2014，2017)。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

正义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关怀，更应是一种伦理规范。这

就意味着，环境社会学者在求真意志的驱动下执着于客观事实呈现和

客观规律揭示的同时，更应考量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能否给研究客体

带来某种可欲和可致的“善”，即环境问题的解决或改善。否则，环境

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和实践品格将无从体现。在此意义上，跨越真善之

间的对立是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内在要求。然而，环

境社会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二元分立却使研究者陷入了真善之间的

两难困境。尤其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本身，亦对

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关怀的环境社会学构成了有力的反讽。在现实中，

也许每位环境社会学者都可能有着与费孝通类似的经历，即遇到研究

客体诘问研究主体所进行的研究能否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为了化解

这一困境，费孝通(1980)反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

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即使如此，“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如何具

体落实到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实践中，依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方法论

问题。

( 二) 名实之间: 环境社会学的方法论危机

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科学建制化进程中，学科

初创的首要任务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其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在当

时，客观性几乎成了合法性的同义语。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取向各不

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对知识的客观性追求却同声相和 ( 王小章，

2006:32 － 35)。然而，在“客观性何以可能”，亦即以何方法实现知识

的客观性这一问题上，社会学内部发生了深刻分歧。19 世纪自然科学

所取得的神话般的成就给人以强烈的暗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可能

而且必须统治整个科学领域，只有使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有资格

被称为有效的真理。作为方法和世界观的“自然主义”要求统领所有

的生活和思想领域(韦伯，2014:246)。在这种时代氛围下，“社会学之

父”孔德将社会学研究方法纳入“自然主义”的范畴，试图为这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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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寻找合法性依据。然而正如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自然与社会、
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这种二元差

异使得狄尔泰(W． Dilthey)、李凯尔特(H． Ｒickert)等新康德主义者确

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应摆脱自然主义认识论模

式的宰制。在方法论上，实证主义传统和理解主义传统形成了双峰并

峙的格局。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学科的真正确立不能只是依赖教条，其权威性

亦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华勒斯坦等，

1999:13)。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方法论的二元性

在社会学内部制造出难以弥合的裂痕。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不论是实

证主义还是理解主义都以“客观性”作为社会学的合法性基础。客观

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与真理相联系的知识的客观性，二是保证它得

以实现的方法或认知方式的客观性。知识生产的客观性准则要求研究

主体和过程、结果完全排除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因素，按客体本来的

面目加以真实的描述( 吴小英，1999)。在研究过程中，实证主义抑或

理解主义无不主张价值中立，反对研究主体将自我的主观情感、价值偏

好、政治取向等渗透到研究过程之中。价值中立原则一个隐含的预设，

即研究主体只要将“价值”悬置起来就可达致或保障研究结果的客观

性。这一预设的逻辑错误在于，社会学研究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双

向互动的过程，研究客体是活生生的“社会人”，而非毫无反应的“自然

物”。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共同在场和现实互动不可避免地渗透着

主观因素。所谓的“客观性”最终会沦为方法论层面的幻象。在此意

义上，社会学方法论陷入了自身无法摆脱的危机。方法论危机的本质

与其说是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科学与人文等二元对立所制造的内

部分裂，毋宁说是研究方法“自我宣称”的合法性与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之间的背反。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的方法论危机似乎是“与生

俱来”的。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的调查研究和以理解主义为方法论的

实地研究是环境社会学领域收集资料最为基本、最为常用的两种方法。
对于测量公众或某一群体生态意识、环境关心、环境价值观的方法，问

卷调查几乎是不二之选。在此议题上，西方学者创制的“生态态度和

知识量表”(Ecologic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Scale)、“环境关心量表”
(Environmental Concern Scale)、“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21

社会学研究 2017． 3



Paradigm Scale)等被广泛采用。在上述量表被广泛采用的过程中，围

绕其测量效度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查特吉(Chatterjee，2008) 指出，量

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不具有同一效度。
量表的创制者试图通过改进项目构成、调整言语措辞以增强其普适性

和有效性，但这种努力仍未能缓解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危机。环境行为

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在研究方法上大都选择了问卷

调查，着重探讨自我报告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在于，自我报

告行为是研究客体对已实施行为的回顾，而研究客体有可能为了迎合

某种社会期望或主流规范而做出与实际行为有出入的回答( 彭远春，

2013)。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建立在研究客体自我报告时态度诚实这一

基础之上，但这一前提预设忽略了人类“心理二重区域”普遍存在这一

基本事实。人类的心理存在两个区域:一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区域，二是

不对外公开的、保密的区域。无疑，“心理二重区域”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问卷调查的有效性(李强，2000)。
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治理、环境抗争与环境运动、环境传播等“过程

性”议题上，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进入田野，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

法收集资料。相比于问卷调查，实地研究通常会更加深入、持久地介入

到研究客体的生活世界中。其结果是实地研究必然会对研究客体的日

常生活和社会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互

动效应则会不同程度地消解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一般而言，参与观察

和深度访谈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会构建出一种“看”与“被看”、
“问”与“被问”的单向度关系，研究主体扮演着发起者、控制者和评判

者的三重角色(黄盈盈、潘绥铭，2009)。进而言之，观察和访谈是研究

主体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科学思维、生活体验甚至价值偏好对研究客

体所做出的符合逻辑的资料收集过程。在此过程中，表述的道德正当

性和行为的利益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研究客体“自我呈现”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真正形塑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

的“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逻辑化、
非系统化、非清晰化的内隐性知识。默会知识隐秘而模糊的存在对研

究主体构成了未被意识的限制。深植于研究主体心智结构之中的唯智

主义偏 见 ( intellectualist bias) 诱 使 其 把 世 界 看 作 一 个 旁 观 的 场 景

(spectacle)，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significations)，集体无意识地

以理论逻辑肢解、阉割或嫁接研究客体的实践逻辑(布尔迪厄、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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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0)。因此，研究主体在捕捉、把握和诠释研究客体赋予行动和话

语的“意义”时，事实、表述与诠释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背离或紧张。
上文讨论的环境社会学方法论危机均系沿袭传统社会学研究而产

生的，这种“沿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环境社会学缺乏应有的学科自

觉。环境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环境问题———包括三个层面:物质

世界的真实状态、技术测量所呈现的状态以及社会感知的状态( 陈阿

江，2016)。这种有别于社会事实的环境问题显然无法通过传统的社

会学方法予以客观有效的描述和揭示。描述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和技

术测量所呈现的状态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手段或方法，而描述社会感

知的状态则需要跨越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环境社会学

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折射出了学科方法论所

面临的危机。

四、行动研究与学科合法性重构

毋庸讳言，环境社会学在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同时又深陷伦理性

困境和方法论危机，而伦理性困境和方法论危机则分别在外部合法性

和内部合法性两个向度上蕴含着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不无遗憾的是，

深深困扰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危机始终未能引起应有的反思和检讨。
这种“学术无意识”与母学科强烈的危机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根

本上制约着环境社会学的良性发展。对于以环境正义为终极关怀、以
实践性为学科品格的环境社会学而言，重铸其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

性的根本之途在于，从伦理和方法论的双重维度来探寻在经验层面能

够实现学科旨趣、体现学科关怀、彰显学科品格的研究方法或路径。

( 一) 行动研究: 超越二元对立的新范式

寻根究底，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危机肇源于社会学根深蒂固的主

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实证主义与理解主义

等二元论思维模式。长期统御社会学的二元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

愈益遭到深刻反思和有力挑战，其中以埃利亚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

人的学术贡献最为引人瞩目。埃利亚斯以过程、事件、关系、形态和长

时段为核心概念的过程社会学(process sociology)，尝试以动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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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视角化解行动与结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紧张( 郑震，2014:127 －
145)。在埃氏那里，历史事件是过程社会学的分析对象，但埃氏对“当

下性”实践却未置一词。如同埃氏坚持关系主义方法论一样，布尔迪

厄认为，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互相建构并动态地形塑着社会实践。
实践的紧迫性、模糊性和总体性宣告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整体主义

和情境主义的破产。问题在于，布氏始终未能找到一种面向实践状态

的社会现象的研究途径(孙立平，2002;黄宗智，2005)。吉登斯同样认

为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有碍于社会学对“社会”的正确理解，尝试从

概念上把“二元论”重新建构为“二重性”，以“结构二重性”突破结构

与行动、主体与客体的分立模式。即使以“双重解释学”取代传统社会

学的“单向解释学”，结构化理论最终仍未找寻到突破主体与客体二元

对立的具体方法(吉登斯，2016)。
有如悲情的西西弗斯，试图超越二元论的社会学家更多地是从抽

象理论的层次来建构新的方法论立场，而未能成功地在经验层面探索

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或路径。更为紧要的是，埃利亚斯的过程

社会学、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抑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无不是在认

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重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但却都遮蔽了隐

匿其间的伦理关系。事实上，研究伦理和方法论内在且统一于研究主

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形态之中。这一有意无意的“遮蔽”不仅在很大

程度上折射出研究主体视域中伦理维度的缺席，而且在学术与社会之

间构筑了一道难以触摸的隐形屏障。在社会压力下，国际科学共同体

将尊重、受益和公平确立为研究伦理的三个基本原则，以此来缓解研究

主体与研究客体的紧张关系，为学术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然而，研究

伦理表面上是保护研究客体，实则是研究主体的自我保护策略( 克里

斯琴斯，2007:152)。即使如此，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伦理原则的切

实遵循和贯彻往往也是名实分离或有折扣。之所以如此，在布尔迪厄

等看来，“主要根源就在于，它与它的研究对象之间有着不加控制的关

系，而社会科学还往往将这种关系投射到对象身上”(布尔迪厄、华康

德，2015:91)。布尔迪厄等指出，社会学必须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

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寻求实现社会正义的

方案(布尔迪厄、华康德，2015)。这是内在于社会学的伦理要求，亦是

社会学合法性的源泉。那么，在研究方法和操作层面上如何实现或实践

这一旨趣? 反思社会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却似乎止步于方法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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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滥觞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行动研究 ( action re-
search)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实现了对二元论的超越。20 世纪 40 年代美

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 Lewin)在对不同种族之间的人际关系进行研

究时，尝试性地让犹太人和黑人既作为研究对象又鼓励他们以研究者

的姿态对自身的境遇进行反思。勒温将这种结合了实践者智慧和能力

的研究称为“行动研究”。自此以后，行动研究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

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教育、组织、社区、发展、医疗、种族、阶级等研究领

域。在 70 余年的演变历程中，行动研究的内涵、类型、方法、技术等愈

益丰富和扩展。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行动研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

让研究以知识的力量参与行动实践的前提下，由包括研究主体和研究

客体在内的相互参与的多元主体共同围绕实践行动来生产知识;二是

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A． Touraine)所提出的“行动社会学”，其关注的

核心议题是社会如何被行动建构，研究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社会干预力

量并促成重构社会的可能的(郑庆杰，2011)。学术界在行动研究的定

义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但对其基本特征和价值理念却无根本分歧。
长期统御社会学的笛卡尔主义将身体与心灵、实践与反思、科学与

行动予以分离，于是在肢解社会整体属性的同时亦切割了学术与社会

的有机联结。为了弥补笛卡尔主义造成的缺憾，行动研究主张将学术

研究与社会行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结合起

来，试图以此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系统，摆脱社会压迫，消除社会不

平等，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易言之，行动研究是“由共同合作的

专业研究人员在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中———以增加社会变迁的公平、健
康和自主为目标———对研究的效度和研究结果的价值进行检验的研

究”(格林伍德、勒温，2007:100)。在行动研究中，研究主体和研究客

体共同合作，定义目标、构建研究问题、学习研究技巧、汇聚知识和努

力、实施研究、解释结果，用得到的知识来促进积极的社会变迁。在此

意义上，行动研究将逻辑上的真、道德实践的善和生活取向的美统一起

来(陈向明，2000:453)。可以说，在伦理层面，行动研究走出了传统社

会学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真善之间的实践困境;在方法和技术层面，也很

大程度地化解了形式合法性与结果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在某种意义

上，行动研究弥合了传统社会学在合法性宣称与合法性实践之间的裂

痕，“可以带来传统的社会科学曾经许诺的有效的知识、理论的发展，

以及社会的进步”(格林伍德、勒温，20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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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范式转换: 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重构

如前所述，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沿袭母学科二元对立模式的环境

社会学既难以通过知识生产促进环境正义的实现，亦无法完成研究方

法的有效性论证。环境社会学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所遭遇的危

机在社会深刻变革和环境危机加剧的过程中日益凸显。与社会学其他

分支学科不同的是，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紧迫性、人为性以及蕴含其中

的不公正性决定了环境社会学必须在相对封闭的学科共同体与开放多

元的社会之间及时寻求环境正义的可行性路径。作为跨越实证主义和

理解主义鸿沟的行动研究似乎是彰显环境社会学关怀、品格和旨趣，有

益于学科合法性重构的现实之选。一方面，可通过行动研究重建大学

与社会的关系(格林伍德、勒温，2007:91)，以此来提升环境社会学的

外部合法性;另一方面，可借行动研究来超越实证主义与理解主义的方

法论之争，汇聚学科共同体的内部认同。对环境社会学而言，行动研究

的引入意味着学科既有范式的突破和转换。
1. 从二元论到互构论:方法论的转换

作为一门以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环境社会学在学科本体

上陷入了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激烈分歧。真实主义假定自然科学所

提供的环境知识必然是真实、客观和可靠的，环境问题是一种客观实

在;建构主义则试图打破科学理性的垄断，认为环境问题是被社会、政
治、文化等多种力量“定义为不可接受的、有危险的，并由此参与创造

出了所认知的‘危机状况’”(汉尼根，2009:30)。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的学科本体之争是主 /客二元对立模式的余绪和环境社会学内部合法

性危机的表征之一。然而，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

实，即大多数环境问题既是客观实在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客观与建

构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地带为环境社会学实现其价值关怀提供了现实空

间。众所周知，无论在世界体系中还是民族国家内，客观的环境问题所

造成的危害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社群中不平等地分布着。然

而，并非所有客观的环境问题都能被正确识别、完整呈现。相反，一部

分环境问题被遮蔽、淡化、否认抑或“选择性呈现”，而另一部分环境问

题则可能被放大甚至进入政治议程的优先序列。正如贝克(2004:26)

所言:“风险和危机的存在和分配主要是通过论证来传递的。”在这个

意义上，环境社会学在本体论上应超越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虚假对

立，在客观呈现和参与建构的过程中将那些超出人们日常感知却又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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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存在的环境问题，将那些无名者和失语者所面临却又被遮蔽的环境

问题拉进公众视野和政策议程。
环境社会学在学科本体上从二元论迈向互构论，意味着既有的方

法论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理解主义的方法论，

都建基于研究主体是研究客体的外部观察者和合法解释者这一前提，

而事实上，“只靠直观观察无法抓住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及其文化场域

的版图”(图海纳，2008:124)。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大都依赖研究客

体的自我报告，而自我报告即使是真诚的也仅仅且只能限于可以表达

的话语意识，对于研究客体在社会生活和具体行动中无须明言即知道

如何“进行”的实践意识，抑或超出其日常理性、知识结构的环境风险，

则无从触及和把握。以互为主体性为前提预设的行动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化解了环境社会学既有方法论的有效性危机。在行动研究中，研究

主体不再是环境问题的消极“旁观者”，而是积极的“介入者”;不再是

环境问题的单一诠释者，而是与研究客体共同构成了知识生产的主体。
在介入研究客体生活世界和社会行动的过程中，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

相互合作、共同在场，平等参与研究问题抉择、研究目标设定以及研究

结果应用。通过行动研究，可以揭开被研究客体自我遮蔽或隐秘地支

配研究客体意识与行为的社会机制，以对话(dialogue)的方式捕捉研究

客体难以言明的实践意识，经由参与、介入、干预、观察、对话等“过程

性”研究方式逐渐逼近对研究客体的意识与行为的总体性理解。相比

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以行动研究为方法对某一群体的生态意识、环境关

心、环境价值观进行测量，抑或对环境政策与环境治理、环境抗争与环

境运动、环境传播等“过程性”议题予以研究似乎更具有效性，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填补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各自的“认知盲区”。
2. 从阐释者到行动者:研究主体的角色转换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指出，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理性化，知识分子的

角色逐渐从立法者沦为阐释者。立法者角色具有对意见纠纷做出仲裁

与抉择的合法权威，而阐释者角色则是对某一共同体传统话语对外做出

阐释并期待能被理解。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标志着其社会影响力

和权威地位已被极大地消解或贬黜(鲍曼，2000:1 － 8)。古典时期的知

识分子几乎都是知识文化之重大领域的先驱，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

会学家业已退却到当代社会科学的边缘地带，其形象和声望大为衰落。
吉登斯(2003:48 －54)视之为社会学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他同时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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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或改革实践之间长期疏离，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

反实践倾向，使得社会学无法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
鲍曼、吉登斯所提到的令人悲观的情势在环境社会学领域或许更

为严峻。这门学科似乎难以对“知识是为了谁”(knowledge for whom)

与“知识是为了什么”(knowledge for what)这两个决定其基本特质的问

题做出清晰、准确的回答( 布洛维，2007:20)。毋庸讳言，在环境突发

性事件爆发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公共舆论中，环境社会学者几乎处于

集体失语的状态;在推动环境维权、参与环境运动、介入环境政策制定、
推进环境治理等方面，环境社会学者的表现更是不佳。环境社会学在

发展过程中似乎遗忘了环境正义这一价值关怀和实践性品格，自囿于

环境问题的阐释者角色。马克思批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而无志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95:61)。作为一门实

践性学科，环境社会学兼具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使命。事实上，

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是两个分裂或有先后秩序的过程，而是具有逻

辑上的统一性。作为双重使命的承担者，环境社会学者的角色应从外

在于研究客体的阐释者转变为介入到研究客体生活世界的行动者。这

一角色转变是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有机统一的内在要求，而行动

研究则是承载这一转变的具体路径。所谓的“行动者”显然不是指弃

绝“阐释者”这一角色而转向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运动等具体实

践的行动主体，而是在积极介入和干预环境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行为、
政策实践之中进行研究的学者。

通过行动研究，环境社会学将概念和理论不断地融入到所要分析

的“主题”之中，以构建和重建新的“主题”，在研究者、决策者和受研究

问题影响的社群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模式(吉登斯，2003:48 － 54)。
以此言之，行动研究是一种学术与社会抑或知识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之间的联结机制，通过介入环境治理、环境维权、环境保护和环境启蒙

等实践，为研究客体增权、赋权、培力，为政策制定及其落实提供相应智

力资源，实现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融合以

及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真正平等和公正。从学科的价值关怀和基本

品格的角度出发，行动研究不仅仅是环境社会学的内在要求，更是环境

社会学者的道德责任( 李时载，2014)。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完成了

从阐释者到行动者的角色转变。对环境社会学者而言，角色转变不啻

为一场深刻的革命，一种“深刻的重生”(费雷勒，2003:94)。

9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迈向行动的环境社会学



五、结 语

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环境社会学无疑是一名根基尚未稳定的

“新丁”。在不到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环境社会学在内部合法性和外

部合法性双重危机的困扰中筚路蓝缕。其内部合法性危机源于学科共

识的阙如，而外部合法性危机则是学术与社会疏离和失调的结果。二

者皆源于环境社会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主客二分。二分式前提预

设决定了这门学科的价值关怀、基本品格、知识承诺难以在实践中彰显

或实现。然而，既已存在的危机或部分被遮蔽、部分被意识到但却未引

起应有的重视。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对深植于环境社会学的前提预

设、知识承诺、方法论立场和研究方法中的学术无意识进行深入反思和

批判，其目的显然不是试图解构或否定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而是在澄

明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上探寻因应之道。面对环境社会学危机，“我们

必须认真思考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评，并建立起更加实在

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 华勒斯坦等，1997:100)，以“开放社会

科学”的态度予以回应。我们认为，以正义和进步为价值基础，以互为

主体性为前提预设，通过参与、介入、干预社会行动并在其中观察、对话

的行动研究为重构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某种可能。
事实上，在国际环境社会学领域，行动研究已悄然萌动。然而二元

论思维模式依然桎梏着行动研究的扩展。在学科共同体内部，行动研

究远未占据主流地位，亦未形成共识。有鉴于此，我们主张环境社会学

应突破学科传统范式的束缚，迈向行动研究。这种主张并非出于学者

个体的道德激情或方法论偏好，而是一种基于对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

怀、学科品格、知识承诺与既有的方法论、具体的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

和张力的深入反思所做出的学理判断，更是一种基于“建设性反思批

判精神”(郑杭生，2008) 所做出的现实抉择。迈向行动研究绝不意味

着试图彻底否定既有研究范式或方法的合理性，更不是意欲赋予行动

研究某种道德优越性或政治正确性。因为任何范式都有其限度和边

界，一旦取得话语霸权则不免沦为“方法论拜物教”，并最终成为学科

发展的障碍。正如韦伯(2013:72 － 73)所告诫的那样，“只有通过阐明

和解决实在的问题，科学才有基础，它的方法才能继续发展”，而“方法

论始终只能是对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手段的反思”。本文的旨趣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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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倡导行动研究来激活环境社会学的学科自觉和想象力，重构环境

社会学的合法性基础。对中国环境社会学而言，“迈向行动”更是积极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绘就美丽中国宏伟画卷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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