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社会学理论研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议

题，那就是对社会秩序和整合的持续关注。①从学

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对这一核心议题的痴

迷从一开始就由社会变迁所蕴含的失序倾向和

风险焦虑所孕育。社会学之所以可以被视为是启

蒙运动的产儿，那是因为从启蒙运动开始，舞台

的中心才真正让位于人和社会，而且将这一研究

的中心领域和科学方法结合了起来。②至此，人类

文明的进程才将它的信仰牢牢地固着在了科学

的桅杆上，如此，对秩序的关注自然就成为社会

学无法回避的主题。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早在

学科形成的初期，孔德何以会提出重建社会秩序

的问题。斯宾塞之所以占据了“早期社会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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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职业伦理道德。这种基于道德基础的社会整合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无疑很有启示性意

义。
[关 键 词]涂尔干 社会整合 和谐社会 启示

[基金项目]本文为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

和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岳天明（1969-），男，甘肃通渭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民族

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4）02-0009-08

基于道德基础的社会整合
———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及当代中国社会意义

岳天明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70）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① [英]布莱恩·S.特纳、克里斯·瑞杰克著，吴凯译：《社会与文

化———稀缺和团结的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6 页。
②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

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4 页。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 9 －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2 2014

的地位”①，那是因为他的伟大的著作为进一步的

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将人道的努力和哲学思考后获

得的平静结合起来”②，从而客观地“对外部世界

的进步做出全面地回答”。③必须指出，“像一个先

知那样满腔热情谈论社会学”④的涂尔干的社会

学思想更为集中地指向于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

这一问题⑤，他的述论更为全面、更为系统，贡献

也更为显著。他的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凸显出其社

会学思想的核心议题，那就是通过寻求促进社会

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纽带来解决社会转型进程中

所遇到的各种危机。⑥通过涂尔干基于道德的社

会整合思想，我们也会发现，社会学是可以从把

握人类存在的总体性出发去回答人类社会中带

有根本性的问题的。⑦所以，集中探析涂尔干的社

会整合思想不仅有学理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思想及梳理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19 世纪 80 年代），涂尔

干就流露出对社会凝聚力问题的敏感。他曾形象

地指出：“一个社会如果其成员之间没有一条牢

固而持久的纽带维系在一起，那它就像一堆松散

的尘土，随时都可能被一阵最轻微的风吹散到地

球的四角上去。”⑧可以认为，在涂尔干提出和讨

论的所有社会事实中，没有一个像社会整合概念

那样居于中心地位。社会整合关注的是社会系统

中各部分之间如何协作一致的问题，它是涂尔干

“主要著作中涉及的关键的实质性论题”。⑨基于

个体的观念和基于社会整体的观念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历史性的发展，在前工业社会中，这二者

之间具有相对均衡的关系，但社会的发展会打破

这种前定的和谐，因此，如何能在现代社会中通

过价值来整合个体化社会就成为涂尔干社会学

的核心。⑩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思想是由以下几个

相关的问题为主题来展开的。
（一） 集体意识的萌生和消解：从机械团结到

有机团结

对于“道德”的关注贯穿于涂尔干的一生。他

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是道德的社会輥輯訛，不管多么低

级，人们之间一旦相互结成了社会，“势必总会有

一种道德存在，尽管这种道德与我们的社会不

同”。輥輰訛他所谓的道德实为文化的具体化，可以延

伸为规范、价值和信仰等不同的维度。他认为，作

为社会整合基础的就是人们必须有的共同的情

感、道德、价值观念等，此即为集体意识。他在为

沙夫勒所著的《社会体系的构造与生活》所作的

评论中，颇为赞同地指出，“实际上，人类社会的

成员并不是通过物质的关联，而是通过观念的纽

带彼此联系起来的。”輥輱訛正如他所言，如果集体意

识的存在如同我们要了解社会是怎样相互影响

是只需睁开眼睛一样那样简单輥輲訛，那么，集体意识

作为一种和谐一致的共识，就会把社会中的人群

结合起来，这样，对于它的萌生的追问就“只有形

而上学的假设的价值”輥輳訛，而当我们承认了集体意

识的“一种综合的体系”的属性进而强调它与个

① [美]乔纳森·特纳等著，侯钧生等译：《社会学理论的兴起》，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2 页。
②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张宏晖、胡江波译：《社会学研究》，华

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4 页。
③ [美]刘易斯·A.科塞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0 页。
④ [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

版社 2000 年版，第 263 页。
⑤ 岳天明、陈玉洁：《涂尔干视野下的法人团体及意义探寻》，

《学习与实践》2012 年第 6 期。
⑥ [美]乔纳森·特纳等著，侯钧生等译：《社会学理论的兴起》，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9 页。
⑦ 岳天明：《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及其启示意义》，《西北

师大学报》2012 年第 6 期。
⑧ 转引自[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著，夏光、戴盛中译，夏光校：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06-107 页。
⑨ [美]D.P.约翰逊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社会学理论》，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206 页。
⑩ [德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著，李荣

山、范讙、张惠强译：《个体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6 页。
輥輯訛 [法]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85 页。
輥輰訛 同上，第 127 页。
輥輱訛輥輳訛 [法]涂尔干著，汲喆等译：《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2 页。
輥輲訛 同上，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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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识的不同质性时，自然会淡化其形而上的意

味。
既然社会整合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在最基本的

集体意识上的一致性，那么，对社会的分析和比

较，主要就是对它们各自的集体意识的分析和比

较；同样，对一个社会结构状况的研究也必须先

对它据以调节其成员的欲望和行为的那些基本

道德规范进行研究。
涂尔干并不认为集体意识的作用范围和性质

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完全一致的，也不认为同一社

会历史发展中的集体意识（如道德规范）是一成

不变的。恰恰相反，集体意识与一定的社会条件

相联系，并随着这些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涂尔干认为，不同社会内部的紧密程度和各

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是不同的。据此，他划分了

不同的社会团结类型。机械团结社会是由构成社

会的同质性的个体在强烈的集体意识的基础上

整合起来的。所以，集体意识是机械团结社会的

精神纽带。在这样的社会里，几乎全部个人生活

都受到社会的监督，信仰和情感高度趋同化，集

体信仰和集体意识主宰一切，个人和社会相似得

难以辨认。任何偏离社会公认标准的个人行为都

会受到惩罚。
有机团结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基础

上的社会团结类型，这样的社会是一些特别而又

不同的职能部门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而结成

的系统。较之于机械团结社会，在有机团结社会

中，人的个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个体因获得了

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成为自觉活动的源泉。涂尔干

以宗教的式微和谚语的衰落来印证集体意识的

发展方向，认为宗教曾经是社会意识的核心，是

“整个集体生活的一种最卓越的形式”。①正像波

德里亚所言，借助于宗教符号与仪式而对人产生

的教化能量远远大于通过其他相关途径而获得

的能量②，但当政治、经济从宗教中独立出来而自

立门户，当科学完成任务的能力逐渐加强时，宗

教就会逐渐让位于科学③，就像当谚语的统一性

终于抵挡不住个人的分歧时它将会逐渐死去一

样。这样，共同体意识在整体上就会变得模糊而

又脆弱。④当个体意识完全覆盖了社会的集体意

识，并在所有的方面都张扬自我意识的时候，从

个体的差异性产生出来的有机团结就会发展到

它的极致状态。我们虽然不能预期最终会在历史

发展的什么阶段上出现这样的状态，但由机械团

结向有机团结的发展和过渡是贯穿于整个社会

进化进程的。所以，如果动态地看，一个越来越突

显有机团结属性的社会即为集体意识越来越被

消解的社会。据此，特纳深刻地指出，涂尔干关于

社会秩序的核心观念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

之上的个人的独立与互惠创造了社会联结（有机

团结）”。⑤

（二） 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社会整合的威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涂尔干认为个体意

识在“有机团结”之前是不可能广泛存在的。之所

以能够出现“有机团结”，是因为随着专职工作的

出现，社会集体意识的影响也会逐渐式微。如果

说机械团结的精神纽带是集体意识的话，那么，

社会分工即是有机团结的物质前提。
遵循一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由另外一

种社会现象加以解释的社会学规则，他认为社

会，抛开一些次要性因素，社会分工发展的真正

原因在于社会密度的提高。社会分工出现在一定

范围内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借

助于社会分工，社会有机体就会分属于各自专门

的领域，它们之间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大⑥，从而在

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促成了工业社会的形成。
社会分工固然能形成社会全面的相互依赖，

但它同时会削弱了集体意识，促成个人意识的形

① [法]涂尔干著，林宗锦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

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66 页。
② [法]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

版社 2006 年版，第 12 页。
③ 同③，第 478 页。
④ [法]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32 页。
⑤ [英]布莱恩·S.特纳、克里斯·瑞杰克著，吴凯译：《社会与文

化———稀缺和团结的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0 页。
⑥ [法]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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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可以认为，社会分工的

发展和集体意识的衰落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在一

个集体意识逐渐降低其社会约束的社会里，社会

的团结受到威胁是必然的。
从社会分工出发，社会团结的威胁主要来自

于两个方面，一为正常的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异质

性和个人主义削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威胁

团结。虽说正常的社会分工对社会团结有积极作

用，但社会分工可能产生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不仅

会威胁社会的团结也会威胁着个人自身的幸福。
因此，强调个性并不是为了无限制地张扬个人主

义，从社会环境里发展出来的自我的个性也会标

有社会的印记，这种个性总能适应于集体而不会

对集体生活产生破坏性作用。所以，他强调的个

性“已经不再是游牧时代的那种只专注于自己而

置外部世界于不顾的绝对的个性”。①所以，虽然

他生活在一个讴歌个性的时代，虽然他在政治立

场上是自由主义者，但在学术上，涂尔干一贯强

调社会对个人的决定作用。
二为反常的分工威胁着社会团结，不管是哪

种分工（他分析了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不

协调的分工），都会因为缺乏和其他功能之间的

协调配合而不具备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社会道

德基础，无法保证通过它们使社会结构长期维持

下去，某些道德会不可救药地被动摇，他甚至指

出：“道德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②

（三） 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

既然有机团结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之上，那么

集体意识在其中占有什么地位，它还有没有存在

的必要？涂尔干认为，在有机团结社会中集体意

识仍然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社会团结类型中，

虽说正是因为共同的集体意识失去了它的咄咄

逼人的气势而才使个人具有行动上的自主权，但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缺失道德意识和规范，否则社

会的解体便成为必然。他非常形象地指出③，艺术

较之于社会来说，充其量只是奢侈品和装饰品，

而道德较之于社会恰如面包较之于个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视线就会从身边的

各种事物中转移开来，总归要背井离乡的人们自

然要冲破和 家庭乃至家族成员 的 关 系 网 络 ，于

是，“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就确立起来了”④，需要创

造一种新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次级群体，职业

群体便应运而生。可以近似地认为，有多少职业

就会有多少职业群体，有多少职业群体就会有多

少个装载职业伦理的“容器”。在涂尔干看来，我

们固然可以从职业伦理的相对自主性中去发现

道德生活的去中心化趋势，但如果考虑到职业伦

理不可能摆脱道德体系的基本范围⑤，那么，质言

之，职业伦理则可被视为是职业群体内部的集体

意识。
如此看来，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特征的社会

道德规范会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而受到一

定程度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在社会分工内部又

会内在地创设出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职业道

德———并以之取代了整体社会原有的集体意识。
这样看来，原有的较高层次上的集体意识在有机

团结社会里会衍化为不同的层次：社会在整体层

面上无法失去一致的信仰和价值观，在个体层次

上，和各种不同的职业相联系，社会成员受各种

不同的职业规范的指导和制约。所以，分工的发

展不可能消灭社会中的集体意识，只是相对降低

了集体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但这并不一

定导致人们与基于道德的社会意识的脱离，因为

只有它才能为社会的契约关系提供非契约性的

道德基础，这种道德基础只能“处于个人本身不

能决定的社会环境内部”。⑥

三、中国案例：社会整合视角下转型期面

临的社会失范问题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

① [法]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36-237 页。

② 同上，第 366 页。
③ 同上，第 15 页。
④ 同上，“第二版序言”第 30 页。
⑤ [法]涂尔干著，渠东、付德根译：《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 页。
⑥ [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

版社 2000 年版，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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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使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

乱频繁地产生出来，怎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健康发

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①所谓社会失范

（social anomie） 即是由于社会的急剧变迁所导致

的新旧规范的错位、冲突及功能受阻。就社会的快

速变迁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和涂尔干所生活的时

代很有相似之处，如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

轨的转型加速期。因此，社会转型期所具有的社会

失范现象和问题也在很大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如不能合理的引导和解决则会愈演愈烈。
笔者以为，如以社会整合的视角来分析，中国

社会在改革开放历程中衍生出的社会失范及相

关问题②，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得较为明显。
（一） 组织及其功能的弱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具有高度整合和低

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和特征，各种组织内部都

有比较严密的组织规范和要求，它作为一种制

度，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个体只要进入了单

位，自然会把单位形态中的行为规范和取向作为

自己的行为取向，单位成了定义和规范人们行为

的制度形态。③比如，就农村来讲，借助于“人民公

社”这一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制度模式和农村社会

的存在方式，建立了强有力的农村地方党政权

力，给国家带来过稳定和安宁，给社会带来过秩

序和道德，但它与村落之间、农民之间存在的巨

大张力决定了人民公社自然会走到它的尽头。④

但中国社会的结构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而

日益复杂和交错，当社会从以前大一统的国家机

器中解脱出来时，旧的统治方式也随之丧失了存

在的土壤和根基。
笔者曾经指出，自从市场体系引入以来，我国

乡村社会的边界日益开放。可以认为，以市场取

向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在不断地蚕食着中国乡村

社会回归旧有传统的努力，这自然而然让乡村社

会渐次丧失了社会记忆力。⑤反观中国城市社会，

随着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也随着我国住房体

制的深度改革，城市文化景观的单调无趣和平淡

无奇让城市风景蒙上了“灰色”的“马赛克”，城市

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愿的隔离区”，缺乏明

晰的社会记忆。⑥个体所属组织对于个体的约束

和功能早已不能与改革之前同日而语。只有从组

织及其功能的弱化出发，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理解

我国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和真蕴。
（二） 规范制度失灵

急剧转型的社会现实使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价

值规范、体系要求和行为方式都发生着巨变。改

革以前尤其是“文革”时期，流行的观念认为法律

规则是“资产阶级法权”，法律是虚伪的，这种认

识和观念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改革以来，中国

加快了立法体系的建设，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从大

量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到它们被社会成员普遍遵

守之间自然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也很难保

证在各个法律法规之间就一定能够实现条文上

的一致和功能上的互补，这样，规范制度的失灵

也就在所难免，从而导致“社会失范”的滋生和泛

滥。这恰恰就从一个层面说明了规范和制度的失

灵以及道德标准的混乱。
（三） 思想观念的混乱

是否遵守制度不能不涉及到观念。在涂尔干

看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于规范的遵从是通过

本善的道德纪律或纪律精神得到培养的⑦，问题

在于不同的社会成员总会拥有彼此互不相同的

思考、感受和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

国的社会目标经历过几次大的修正，这必然会造

成人们观念上的混乱。曾几何时，人们为了追求

① [法]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二版序言”第 41 页。

② 以下几个方面的罗列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李强教授相关研究中

的观点。参见李强：《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
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学术界》2006 第 3 期。

③ 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4 年版，第 8 页。
④ 参阅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5 年版。
⑤ 岳天明、魏冰：《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社区建设及政府角

色定位》，《西北师大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⑥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

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4 页。
⑦ [法 ]涂尔干著，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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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增长而把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等基本

目标抛之脑后，而现如今，在建构性欲望形态的

支配下，从节俭主义到消费主义的转型也有了文

化上的支持逻辑。这种消费心理机制的转型在一

定程度上隐射出思想观念的混乱。正如贝尔所

言，观念和经验之间是非常独特而又繁杂甚至不

可思议的，人们很难找到不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

的共同象征。①功利意识的扩张使人们不再介意

道德层次的更优、更好和更完善，充斥在人们脑

海里的是用金钱报偿来评价和认定人的价值与

尊严。②于是，一切从不确定性中抽离出来，对于

“数”的在意和算计封窒人们对于“质”的情趣追

求，生命意义的空白和生命价值的坍塌便成为必

然，这为思想观念的混乱埋下了伏笔。《中国青年

报》的调查显示，12 575 名公众对“哪些职业失去

操守的现象最严重？”作出的排序依次为医生

（74.2%）、公安干警（57.8%）、教师（51.5%）、法律

工作者（48.4%）、公务员（47.8%）。③更为可怕的

是，对这项大型调查结果就连某些医生们也没有

感到意外，他们根本就没觉得失去职业操守有什

么羞耻。譬如：医生们收红包，乱开处方以药牟

利，已成为多年积弊；医院和医生们唯利是图，丧

失起码的社会道德，治疗、诊断费用不公开、不透

明；甚至道德沦落到了病人躺到手术台上还议价

手术费的咄咄怪事。调查中，73.0%的人认为职业

操守底线一再被突破的首要原因是“人们过于注

重对利益的追逐，忽略了职业信用的重要性”。

四、涂尔干社会整合思想对当代中国社

会的意义

任何集体道德信仰都具有“神圣”的性质。借

用吉登斯的观点，较之于传统社会，当代社会的

道德秩序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有关团结的传统形式和现代

形式之间则没有中断其应有的连续性。④在涂尔

干看来，生活就是要使我们与周围的物质世界和

谐相处，就是要与我们都是其成员的社会世界和

谐相处。⑤涂尔干社会整合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有

着很具针对性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它可以为

学界提供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学理支持和实践

指导，给我们诸多方面的启示。
（一） 加强合理和健全的社会分工，增强社会

团结力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具有远远大于经济

学家所能认识到的作用范围。⑥社会学并不只是

从利益出发关注和讨论社会分工，它更关注分工

的社会根源及其特有的社会属性，这种与众不同

的研究取向，既是它长期无法取得合法地位的缘

由，也是它试图获得独立地位的根据。联系他对

团结类型的划分，也许可以在“分化”的意义上去

理解其社会分工。
以现代的视角来分析，和谐社会一定是有序

的社会，而有序的社会一定是建立在合理分工基

础上的社会。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分工都应该适

应社会的需要，否则就属于失范的社会分工，这

样的分工就会导致“分散”。只有因分工而产生的

功能和其他功能相配合的分工才是健全而又合

理的社会分工，这样的社会分工，不仅能在个人之

间确立牢固的关系，而且也会增加个人的活力，当

个人通过对周围环境的适应使自己与社会之间建

立完满与和谐的状态时，社会就会成为达成这种

和谐状态的一种手段。⑦所以，个人就需要在不断

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和各方面技能的基础

上，积极融入所在的职业群体组织，要在具有团

队意识与合作精神的基本素质前提下，适应竞争

日益激烈的社会。社会和政府要适时促成和建构

各种专业化的组织，要创设有助于人员合理流动

的体制和机制，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更适合

① [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

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43 页。
②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仇子明、李兰译：《工作、消费、新穷

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版，第 61 页。
③ 参阅《中国青年报》2009 年 4 月 28 日。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潘华凌译：《资本主义与现代

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0 页。
⑤ [法 ]涂尔干著，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 页。
⑥ [法]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34 页。
⑦ 同上，第 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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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位，要有序、合理地配置各方面的社会资源，

要做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让每个人在不妨碍

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也尽可能地达到自己的目

的。①要在合理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增加每一个

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依赖感、体认感和社会归属

感及社会责任感，从而不断增强社会团结力。
（二） 增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提升社会凝

聚力

“集体意识必须在人们的个人意识得到特殊

综合之后才会出现”②，这种综合就是要用统摄的

文化聚炼牢靠的集体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社会

发展中的结构分化是对现代社会整合的最大威

胁③，所以，一个国家或总体性社会总要提出社会

的政治目标，要营造和倡导传统的共同伦理道德

价值乃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基调都会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有所偏倚，究其实质，所有

这些都试图在消解社会分化的基础上产生新的

聚合功能，在此意义上，价值上的认同对于社会

整合来讲就是首位的。④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

么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总要将自己思想和认识

描绘成具有惟一重要的，并“把它描绘成唯一合

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⑤社会的和谐必然要

依赖于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认可，亦即公民对国

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其实，我们党对这一问题

早有深刻认识，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两个文

明论”，到“公民道德规范”再到“社会主义 荣辱

观”，都共同指向于增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
“团结的作用并不在于彻底根除竞争，而是在

于调节竞争”。⑥要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就

要在承认主体的具体性和相互依赖性是有意义

的生活的前提⑦下，不断增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

识，提高社会的凝聚力，要紧紧抓住社会分工这

条主轴，结合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规范教育，将

职业意识和集体意识内化到每一个分处于不同

社会职业地位的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
（三） 加快职业道德神圣性建设，夯实职业规

范力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涂尔干十分强调职业群

体在社会团结和整合中所起的作用。⑧他认为，社

会的要求和个人的需要都具有合理性，但一个正

常的社会必须在二者之间建立某种应有的平衡。
这样一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虽然让我们似乎听

到了通向未来美好生活之途的车轮声，但总是浸

淫在“焦虑”之中的个体⑨还是要借助于职业活动

和职业道德作为解救自我危机的良方。如他在

1887 年所写，如果“道德的实质性功能就是使个

人之间彼此适应，由此确保社会均衡并维系群体

生存”⑩，那么，借助于职业伦理，才能够强有力地

把个人吸引到群体活动的主流中去。
他指出，相对于其他团体，职业团体有三个方

面的优势：第一，职业团体存在于任何时候、任何

地方，它的影响面很大；第二，职业团体对职业活

动者的约束性；第三，借助于职业团体而形成的行

会组织可以为个体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和依靠。輥輯訛所

以，“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群

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輥輰訛

曾几何时，由宗教伦理所激发的职业激情让寻求

上帝天国的狂热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随

着宗教之根慢慢枯死，天职责任的观念也只是幽

① [法]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25 页。

② [法]涂尔干著，林宗锦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

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72 页。
③ 岳天明：《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基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

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0 页。
④ 李培林、苏国勋等：《和谐社会构建与西方社会学社会建设理

论》，《社会》2005 年第 6 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3 页。
⑥ 同①，第 325 页。
⑦ [英]布莱恩·S.特纳、克里斯·瑞杰克著，吴凯译：《社会与文

化———稀缺和团结的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2 页。
⑧ 参阅岳天明、陈玉洁：《涂尔干视角下的法人团体及其意义探

寻》，《学习与实践》2012 年第 6 期。
⑨ 岳天明：《社会困局与个体焦虑：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西

北师大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⑩ [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著，夏光、戴盛中译，夏光校：《社会

学的理论逻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39 页。
輥輯訛 [法]涂尔干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416 页。
輥輰訛 同①，“第二版序言”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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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般地徘徊着，仿佛成为披在圣徒身上的一件随时

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①如今，正如大部分美

国社会史学家所赞同的②，工作伦理很少成为润滑

美国工业车轮的因子，人们献身于工作并不是看重

工作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工作才有

可能使自己变得更为富有。于是，工作无需被热爱

或是被信仰以成为美德的标志，工作伦理无非是在

呼吁人们去选择一种劳动作为求生的方式。
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工作都是道

德得体的重要载体，完成一项工作任务都能够带

来最充分的满足感，因此，职业伦理传递着彼此

平等的信息，它会降低表面之上明显的不同工作

之间的差异。这样，从社会有序、和谐的角度来

看，很有必要把职业活动和职业规范、职业伦理

有效地配合起来，把职业活动与社会公共生活有

效地联系起来，每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才不会过

于明显地倾向于只看到和只追求自身的利益。③

（责任编辑：徐澍）

① [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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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tegration Based on Morality：Emile Durkheim’s Social The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bstract: The core of Durkheim’s sociological thought is to seek the bond between social unit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morality and trying to solve the crisis popping up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Durkheim takes the initiation and resolution of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s the main line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social type of mechanic and organic unity. Gradually developed social division，on the one
hand，helps to bring the industrial society into being; on the other hand，it forms the threat towards social
integration. Meanwhile，it invents a new occupation ethics within social division. The thought of social integration
with morality as its basis undoubtedly has th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Emile Durkheim，social integration，harmonious society，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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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Research Dimension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Risk Society Theory

Abstract: At present，three different research dimensions of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are developed in the
western research field. They are institution dimension， culture dimension， system and environment
dimension，which respectively gives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 risk and risk society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is paper combs the three different research dimensions，analyzes their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epistemologies，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clarifies their anticipatory value， schema， substantive and
characteristics to have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risk society theory.
Key words: modernity，risk society，risk culture，ris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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