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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赞

内 蓉提要 ： 马克思 ？

韦 伯在社会学领域一直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 但是
， 学界 长久以来将注 意力放在韦伯

社会 学 的本体上
，
忽视或误读作为其认识论的理解社会学范式 。 本文针对其社会学认识论

，

强调并深入解析

“

情势因果律
”“

理性化过程
”“

方法论理解
”

和
“

理想型
”

等理解范式 的核心 因 素及其 内在理论联 系
，
从重要性和

科学性两方面厘清 了对此的误读
，
回答了对其的质疑。 不 同于杜尔轨姆式将社会看作

“

物
”

，
将社会现象看作

“

社会事

实
”

的观点
，韦伯理解范式从个体及活动的众多关 系服系 出发

，

强调 了心理因素 、意 图和价值等在构建社会时的重要

性。 区别于整体论或结构功能主义
，

理解社会学根据广义的
“

理性化过程
”

，

以
“

理解
”

为方式把握某一具体情境中诸因

素的相互影响和内在因果联系
，并建立

一种
“

理想型
”

的认识 。 如今 ，
社会学研究越来越强调社会化过程 中的联系 、

沟通、信任等 因素 。 对韦 伯理解范式的厘清和解析无疑可以 为 此提供宝贵的理论财富 。 我们可以借此突破传统

的面 向功能与整合的社会研究 ，
转而思考吸引 、联想 、共生下的沟通与 和谐的

“

社会性
”

课题。

关键词 ：理解社会学 ； 社会学认识论 ；情势 因果律 ；
理性化过程

；
理想型

一

、 引 言

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开创者之
一

，
马克斯 ？ 韦伯

一

直享有崇高的学科地位 。 他的学说也不断地影响之后的

社会学研究 ，其对法律 、宗教及社会经济等维度 的研究直至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 事实上 ， 韦伯 的社会学本体

研究一直由其社会学认识论体系所贯穿 。 他本人也一直十分重视阐述作为其认识论系统的理解范式。

？但

是 ，学界长期将关于韦伯的理论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学本体上 ，
却很少涉及认识论层面。 这种研究彳頃向不但在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造成了韦伯思想的被边缘化 ，
也在今 日造成了形形色色的误读 。 韦伯思想也因此

一

直笼

罩了
一层面纱 ，

对其思想的解读呈现众说纷纭的局面。

一

方面 ，

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将韦伯的认识论观点与更为流行的整体论社会学相调和 。 诸如帕森斯 ，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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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 、社会学认识论 、现代性等 。

①韦伯对理解范式的阐述主要集中在《经济与社会 》前几章对于社会和社会学诸关键因素的理解 ， 以及作为其认识论基础的《社会科

学方法论 》
一

书上 。 值得注意 的是 ，对研究方法的探讨直接联系到认识论 （
关于认识的认识 ）层面 。 因此 ， 《社会科学方法论 》

——

或按更

严格的翻译 ， 《论社会科学方法）

一

实际上首先是认识论著作 ，
而后才是方法论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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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其 自身的社会系统理论时 ，就宣称同时吸收了杜尔凯姆和韦伯 的观点 。 借用杜尔凯姆的理论姿态 ，但同时

又强调系统化过程中个体行动者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

一些社会学家在认识到理解范式的重要性后 ，试图通过寻找相似性而消减理论冲突 。 雷蒙 ？

布东 （Ｂｏｕ ｄｏｎ ， １９９ ８ ：
９３

－

１ ３６ ）在其 《杜尔凯姆和韦伯 ：方法的相似性 》 ｅｉＷ
＂

ｅ６ｅ ｒ：Ｃｏｎｗ ｒｇｅｎｃｅｓｔ
／ｅ

Ｍ灿仏 ）

一

文中就曾指出 ，杜尔凯姆本人也强调 ：个体出于功能需要而结成了社会 。 布东认为 ， 即便在不同的

著作中存在明显的理论矛盾 ，
杜尔凯姆其实也认识到了个人在形成社会中 的重要作用 ，韦伯与杜尔凯姆也因

此在认识论层次上是统
一的 。

事实上 ，如果参考个人和心理在构成社会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那么很难真正调和整体论和理解范式这

两种理论倾向 。 吉登斯就曾指出 ， 帕森斯不出意料地导 向了
一个形而上的缺乏能动性的功能主义世界 。 虽

然帕森斯将个人作为
一

种在社会化过程起始阶段推动社会运行的必要方式而整合进了行动系统 ，但是一旦

整体性的社会化过程开始运作并形成诸如机构等具有鲜 明功能的社会组织 ，那么作为社会发起者的个人就

被各种带有独特功能的机构或组织所取代 ，从而失去了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 帕森斯理论体系因此 只是韦伯

思想的
“

支流
”

。 对于后者来说 ，
个体不但是行为或现象的发起者 ， 同时也

一直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持有者 、改

变者和终结者 ，而帕森斯的行动系统中的个体事实上只是部分和暂时地具备这些特征 。

至于布东 ，我们必须强调 ，
杜尔凯姆并不像韦伯一样将行动及其意图作为社会学的核心因素 ，

而更多地

是将个人和整体性的社会设置在了对立的位置 。 我们 由此认为 ，布东忽视了杜尔凯姆本人 的
一

个理论困境 ：

在对社会进行建构的过程中 ，他通过强调祛除心理分析倾向而达到社会学方法论的科学性 ；但事实上 ，
在这

个过程中他又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他希望祛除的心理分析 。 由 于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与个人

的心理相联系
，
而严肃的科学研究不能武断地将其割裂 ，

所以这个困境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 。 对社会的研究

必须关注个人的心理运行。 如同之后的帕森斯 ，在解释社会的构成或现象的形成时 ，杜尔凯姆别无选择地采

用了对个人心理因素的思考 。 然而 ，
对他或帕森斯来说 ， 由于个人被套上功能的外衣 ，那么

一

旦完成其形成

机构或发起现象的功能 ，个人就不得不停下来 ，而将其本来所具有的
“

推动者
”

的位置让渡于整体性的社会。

面对这种困境 ，布东强调杜尔凯姆认识论是为了建立
一

种理论 ，
用来同时满足外在和内在指标 ，并因此

来避免抽象的 、重叠 的 、循环的假设 。 但是 ，
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明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就因此带有某种韦

伯式的
“

理解
”

维度 ；
相反 ， 它用

一

种暗含的方式指出 ：理解范式因兼顾了个体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而具有

其 自身的理论优势 。

韦伯的理解范式实际上提供了
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 。 我们将其独特性归纳为若干主要因素 ：⑴社会

学的独特范畴
； （

２
）
作为认识基础的情势 （ ｃ ｃｍ

ｊ
ｏｎｃ ｔｕｒｅ

［
法 ］ ） 因果律 ； （

３
）作为科学方式的

“

理解
”

；⑷区别于笛卡尔

． 式理性的理性化过程 ； （
５

）基于理解方法论的理想型 。 这些因素内部间极强的逻辑联系系统地提供 了理解范

式的认识适当性和方法必要性 。 前三点因素相互结合 ， 提供了韦伯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 ；
而后两点因素则主

要面向认识过程而言 。 理解范式也因此给出了
一

个超越传统的微观
一

宏观之争的新型理论视角 。

》

①例如 ，吉登斯基于韦伯的理解范式拒绝将传统的微观和宏观视角之间的对立当作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问题 。 对他来说 ，真正的问题

是社会科学 中的
“

整体论和互动论的二元对立
＂

（ Ｇ ｉｄｄｅｎｓ
，

１９８７ ： ５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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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理解范式解决了杜尔凯姆 （甚或之后的帕森斯 ）

？所面临的
一

个理论困境 ：
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一

个双阶段的运动 （社会首先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求而产生 ；
反过来这个社会中 的人又为了满足某种社会的功

能需求而存在 ）
，
而是一个连贯 、完整并不断演化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个人和社会相互影响 。 个人因此既

不附属于社会这个
“

外在的机器
”

；也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 ，或将社会作为其纯粹的产物 。 联系到现实 ，

一

方面 ，社会学分析不能脱离具体的人和现象而空谈结构 、 规律 ，从而导 向限制甚至取消个体的
“

完美社

会
”

。 另一方面 ，
也要摒弃各种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或

“

唯名
”

、

“

唯灵
”

论对社会学的影响 。

因此 ， 以理解范式为 中心来廓清对韦伯认识论的误读就显得十分必要。 同样 ，
在现今的社会学发展中 ，存

在大量针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 。 然而 ，如果缺失更为基本的认识论分析 ，这些研究十分容易陷入各式各样

的功能主义、简化论和机械论的误区 。 本文所开展的深度解析可以深化和完善我们的认识体系 ，从而避免研

究中的各种理论陷阱 ，
导向一种更为开放和精确的社会学研究 。ｔ

二
、理解范式的认识论 ： 范畴 、情势 因果律和方法论理解

（

＿

）社会学的范畴

实际上 ， 在欧洲大陆众多社会科学思想中 ，
我们可 以很直观地以莱茵河为界 ，

区别 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

基于不同认识范式的理论传统 。 前者更强调社会运动 、组织 、 正义等因素 ；
而后者更关注历史 、 生活世界

等 以人为核心的 文化概念。 作为社会学先驱之
一

的韦伯深受其所处的德 国哲学社会科学环境影响 ，
也因此

在理论分布中处于与继承法 国传统 的杜尔凯姆相对的位置 。 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 ， 韦 伯都反

对杜尔凯姆式 的将社会当作
“

物
”

（ｃｈｏ ｓｅ ［法］
） ，将社会现象当作

“

社会事实
”

 （ｆａ ｉ ｔｓｏｃ ｉ ａ ｌ
［法］

）的研究 （Ｄｕｒｋ ｈｅ ｉｍ
，

１ ９ ３７
：
１ ５ ） 。

韦伯认为 ，
社会并不是直接的实体对象 ，

而是人及其众多关系／联系的现象性集合 。 同样 ，
社会现象也不

是
“

事实
”

，而是
一系列社会活动之和 。 我们不能在认识论体系中预设

一

种 自生并独立的社会 。 而社会学
“

致

力于针对社会活动开展理解 ，并以此规律性地解释其运行和影响
＂

（Ｗ ｅｂ ｅｒ
，
１９７ １

：
５２ ） 。 那么 ，行动者的行为及

背后的意图则在活动 中扮演中心角色 。 群体性的行动者 、他们的社会行为 、意图和 自然或社会环境等因素构

成了
一个复杂整体 ，不停地相互运作 。 社会活动包含广义上的行为 。 因此是否

“

行动
”

并不是关键
；
只要包含

主观意图 ，并在行为中与他者的行为产生了关系 ，行为即确立 。 在这个意义上 ，
不作为 、默许或容忍等也属于

行为和社会活动 。 因此
，在韦伯学说中扮演

“

自成
”

角色的 ，并不是整体性的社会 ，
而是其中的人 ，

即社会活动

中的行动者 。 行动者及其意图在行动和互动中的 中心作用也无疑是
“

社会行动者
”

概念的理论基础 。

韦伯认为社会学首先是
一

门
“

关于人
”

并且
“

为 了人
”

的科学 。 这一界定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涵 ：首先 ，
社

①不能像杜尔凯姆或帕森斯
一

样 ， 通过寻找每个部分的功能来建构社会。 这种思想将现象的结果作为其存在的原因 ，因此将社会化

过程机械地分解为两个阶段 。 首先 ，个人需要某种依靠
“

社会
”

用 以优化其 自身生存 ；其次 ， 当社会形成之后 ，社会又需要个人去填补某些

功能 。 杜尔凯姆和帕森斯首先考虑到 了人的 自然需求 。 为了合理解释社会的出现 ， 他们只能借助个人心理需求层面 。 而一旦这个为 了

满足心理需求的社会建立起来 ，对社会系统进行功能的研究
——这正是杜尔凯姆和帕森斯认为的社会学家的任务

——

将把个人局限于
“

为了发展和维持
一

个完美社会
”

目 的的工具角色 。
因此可以确定 ，在这第二个阶段中 ，即便对个人和其内部活动 的研究不被完全排斥 ，

也只能在
一

种单
一语境下开展 ：这种研究只具有工具性意义 ， 而其

“

服务于整体性社会
”

的研究 目 的造成了此种范式下的人与外在于人的

社会之间的割裂 ，
也将理论家 自 身置于

一

个较为尴尬的境地 。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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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区别于 自然科学。 在这门科学中 ，从具体的实在中分离出精神特质是十分必要的 。 对韦伯来说 ， 自然科

学和社会学或文化科学之间 的区别并不像狄尔泰 、齐美尔甚至杜尔凯姆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调和 。 但同时 ，精

－ 神层面的运行在社会学和文化科学中不可否认地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 因此 ，
对 自 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不加

区分同样是不适当的 。 其次 ， 韦伯认为 ，无论 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是同质的 ；精神居于其中 ，但不能独 自

创造这些现象 。 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的独特性在于这类科学并不是为了
“

自 然地
”

研究这些事实 ，
而是借用一

种
“

文化方式
”

去研究 。 只要统计方法 、数字模型或心理学模拟等方法被用来对行动意图和意义进行关注并

致力于意图之上的理解 ，就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学所采用的科学方法 。

根据这两点 ，笔者认为 ，
对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关注在两类学科中是不同 的 ，

而这也是韦伯思想中社

会学的特性所在 。 这就是说 ，文化科学或社会学关注于独特事件或事件的独特性。 而这种独特性的特征正

是精神现象的运行 。 关于人的科学首先是与人的精神维度有关的科学 ；
这种面向整体性的精神或文化的所

具有的
“

理解
”

并不存在于 自然科学中 。 为此 ，社会学与文化科学的研究任务就是
“

藤
”

地呈现现象所包含的意图

或任务。 在这个意义上 ，

“

理解
”

作为社会学和文化科学的认识方式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严格 、统一而排他的认识方

式。 同时 ，

“

理解
”

也因此是方法论的核心所在 ，它本质上是一种针对独特研究对象的独特研究方式。

（
二

）
情势因果律

韦伯将社会学定义为致力于因果性的研究 。 但是 ，精神现象在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 自 然网络中是独特

的 ，社会现象也因此是独特的 。 它不可复制或重现。 那么 ，
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因果性并不等同于 自 然科学领

域的因果性 。 后者研究具体对象的
一

般属性 ，并找寻可复制 、 唯一和排他的普遍法则 。 需要注意的是 ， 自 然

科学中的因果律的可复制 、唯
一

、排他等特征并不是因果性的普遍特性
一旦涉及现象中的个体性 ，

因果性

的 问题就不带有法则性 ，
而是带有具体因果关联 ；

问题就不在于知晓从具体现象中可以得出什么公式 ，
而是

在于用何种
‘

荟萃
’

（ ｃｏｎｓ ｔｅ ｌ ｌａ ｔ ｉｏｎ ）的方式归 因于
一

个结果
”

（Ｗｅｂｅ ｒ ，１ ９６５ ：
１ ５７ ） 。 韦伯将其看作

一个归因 （ Ｚｕ
－

ｒｅ ｃｈ ｉｍｇｓｆｒａｇｅ ［德 ］ ）问题 ，并据此说 ，

“

在所有对于
‘

文化现象
’

——或还有采取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论之后 ，在

现在通常被精确公式化逻辑所使用的
‘

历史的个体性
’

——

的因果解释之处 ，关于因果性法则的认识都不是

目 的而是研究的方式
＂

（Ｗｅｂｅ ｒ
，１９６５ ：

１ ５７ ） 。 社会学中的因果性因此就是针对具体事件的具体独特的关联把

握 ，其本身也带有独特性 。

社会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发现用来
一

劳永逸地解释一系列相似现象的法则 ，
而是致力于在每

一个具体情

况下把握一个相对可信的原因 ，
以
一种严肃的方式使 自 身及其他人对这个情境做出思考

？
。 在现实生活中 ，的

确存在纯粹的偶然行为或行动 。 那么寻求现象背后的情势因果性 ，

区分偶然行动与社会行动 ，
对社会行动及

其背后的意图和价值加以把握等才是社会学家的任务 。

（
三 ）作为科学方法的理解

对于韦伯来说 ，
社会学和史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独特地位 ，

而这是由这两类科学中
“

意图
”

的不同特点所

带来的 。 社会学和史学都是关于人之经验的科学 ，
它们因此试图研究意图 的真实性 ，

而
“

所有教义性的 （ｄｏｇ
－

①情势因果律无疑影响到了之后的很多社会学家 ，
无论是舒茨还是加芬克尔的思想都明显对因果性采取了韦伯 的观点 。 特别是加

芬克尔 ， 其《常人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情势因果律的总结和发展 。 对此我们会另文论述 。 参见 ：
ＳＣｈ ｉｉ ｔｚ

，

１ ９６４
，２００８ ；

Ｇａ ｒｆｉｎｋｅｌ
，

Ｈ ．２００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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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ｔｉｃ）
？科学 ，如法律 、逻辑学 、伦理学或美学都试图发掘研究对象之意图的正义性或有效性

”

（
Ｗｅｂｅｒ

，
１ ９７ １

：

２８
－

２９ ） 。 社会学和史学因此既区别于 自然科学 ，
也区别于研究社会效用或社会正义的科学 。 如史学

一

样 ，
社

会学不是关于
“

好
”

或
“

公平
”

的科学 ，而是关于
“

真实
”

或
“

符合现实
”

的科学 。 事实上 ，如果 自然科学和社会学 ．

的 区别只存在于因果性的不同层次上 ，
我们当然可以在社会学中采用 自然科学的具体方法工具来服务于这

个独特的因果性。 在此观点上 ，韦伯与杜尔凯姆有某些相似性 ，
而与狄尔泰或齐美尔存有明显不同 。 韦伯所

倡导的理解因此不是镶嵌在认识中的
一种 自生能力 ，而是区别于 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种科学方法论。 另外 ，

就方法论层面而言 ，狄尔泰和齐美尔认为社会科学 内的
“

理解
”

处于 自 然科学的
“

解释
”

方式的对立位置 。 但

．韦伯并不认同这个区别 ：

“

理解
”

只是文化科学 内部
一

个特别领域所采用的特别方式种
“

解释
”

的理

解。 它只限于科学过程中 ， 由学者当作工具使用 。 而在实践过程中 ，它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位 。

因此
， 韦伯宣称

一

种
“

方法论的理解
”

。 理解或 阐释本身并不能用来从本体上区别科学的门类 。 自然科

学的解释也是
一种理解 ；或者毋宁说 ，

正相反 ，
社会科学中的理解通向 了 自然科学中 的解释所能达到的必要

的
“

客观性
”

。 齐美尔将
“

阐释
”

首先理解为个人心理层面的主观解读 ，韦伯并不同意此观点 。 后者拒绝在研

究中带人理解的主观色彩 ，转而强调
“

客观
”

理解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 ，
即真实性 。 韦伯强调研究者所采取的

理性和移情 （ ｅｍｐａ
ｔｈ

ｙ
）手段 。 这些方式可以超越具体的文化或经验 ，从而达到普遍的知识和价值 ，

而在其中

蕴含着社会学所可能具有的
“

客观性
”

。 独特的个体经验因此转化为普遍有效的认识 ，不同的研究者在其中

分享相同的科学构建 。 通过移情或理性 ，我们可以在文化的 内部构建中理解诸如理由 、动机甚至整个外部世

界 ，而无须 ，也不可能真正重复其整个构建过程 。 认识到这一点 ，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韦伯的名言 ：

“

并不需要

变成凯撒来理解凯撒
”

（ Ｗｅｂｅ ｒ
，

１ ９７ １
：
２ ９ ） 

〇

阐释与理解因此也没有不可调和的区别 ，
而只是理解的不同研究阶段 。 阐释指向对行动者的理由 、 目

的 、价值等所采取的解释方式 。 而理解试图在此之后寻找给定情境中的行为所给出 的理性化活动结果 ，并将

情境 、价值 、信仰等因素及其形成条件反馈给认识体系 。 理解和阐释因此是双生的 ； 同样 ，
无论是阐释还是理

解在韦伯思想中都不是纯粹主观性的认识过程。

阐释的
“

客观性
”

由两个方式保证 ：理性方式和移情方式。 韦伯认为 ，
阐释致力于事实 。 而事实既可包含

（逻辑或数学的 ）理性 ，也可以包含作为感性或审美－感受性的 自然 。 理性指向智识的领会 ，
移情指向感受关

系 的再体验 。 理解和 阐释因此不单存在于社会学 ，
而是对包含 自然科学在内 的所有科学门类都有效 。 我们

所接受的 自然科学范畴的理性意义也 因此不被完全排除在社会学之外 ，
相反它有助于社会学 自 身的建

构 。 社会学也面向所有科学方法开放 ，
只要这些方法可以被用于通过对物理／心理进行归因 ，以此来解释现

象或活动 。

总体上讲 ，
这三个核心因素构成了理解范式的独特体系 ， 并且相互间具有直接的逻辑联系 。 首先 ，理解

范式确定非整体论意义的
“

社会
”

范畴。 这就是说 ， 以社会为对象的研究就是对社会人的行动及现象的研

究 。 这既非建立在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抽象个体范畴上 ；
也非建立在整体论社会学的

“

集中社会
”

（ Ｓ〇ｃ ｉ６ｔ６

ｔｏ ｔａｌｉ ｔａ ｉ ｒｅ ［法 ］ ）范畴上 。 同时 ，作为范畴 ，
社会并非简单的场所或对象 ，

而是社会学研究的内在
“

存在
”

〇 因此 ，

①教义性科学在韦伯那里指如下一类科学 ：
不以现象间的因果性 （无论是 自 然科学的法则还是社会学的情势因果性 ）为研究目 的 ，而

是基于或致力于对意图 、价值等问题及其有效性进行研究的科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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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社会学既非如 自然科学那样寻找规律 ，
也非形而上地探讨抽象的人性或社会法则 ，

而是要结合具体现象及其

时空情境做出 可信 （ｐｌａｕｓｉ
ｂ ｌｅ ） 阐释。 而这种

“

可信
”

，既非或然 （ ｐｏｓ ｓｉｂ ｌｅ ）
，
也非数理意义上的可能 （ ｐｒｏｂａ

？

ｂｌｅ ） 。理解范式内在地扮演其认识基础的角色 。

三、理解范式的方法论 ：
理性化过程与理想型

（

一

）方法论理解与理性化过程

需要强调 的是 ，上述表述并不说明韦伯将社会学的理性研究和 自然科学强调的理性主义之间 画 了等

号。 后者通常只是在给出一种科学结论之后就宣称达到了绝对的理性和真实 。 自然科学强调的理性主义直

接发端于笛卡尔哲学思想 。 情绪 、情感等因素因其多变和无法验证被认为处于理性的对立层面 。 其结果则

是 ，笛卡尔理性主义因对感性的排斥而无法用来理解人的多样化活动 。 韦伯
一

直明确反对将此种理性观念

简单复制成社会学可接受的理性 。 他认为 ， 人并非单纯的理性计算动物 ，而是情感 、情绪 、虔诚 、计算等因素

的综合体 。 因此
，他也更倾向使用更为广义的

“

理性化过程
”
一词来取代

“

理性
”
一词 。 这种理性化过程并不

将理性建立在对感性的排斥之上 ，
而是更为强调灵活而多方面地 、智识地理解生活的多样性。 理性化过程

”

对机械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
因此并不教条地排斥那些看起来没那么理性的科学方法。 同时 ，

它是一种方法

论手段
，
而

“

理解
”

又使它与纯粹的
“

感性
”

相区别 。 按照韦伯所说 不能将之 （理性化过程 ）解释为对人类生

活之理性的基于情感而产生的某种支配的虔信
”

（Ｗ ｅｂｅ ｒ ，
１ ９７ １

：
５ ２ ） 。

不管是物质范畴还是精神范畴 ，
所有研究对象或研究行为都与理性化过程有关 ：要么是其方式要么是其

目 的 。 此外 ，当然存在纯粹的偶然 ，
这类对象因不能与理性化过程相联系而直接被社会学研究所排斥 。 理性

化过程因此同时就是研究过程。 换句话说 ，
社会学研究正是致力于在被观察到的现象和被普遍认为有效的

针对所观察之物的原因之间理性化地建立内部联系 。 这种理性化过程既有可能借用类似 自然科学的理性方

法
——如数学或统ｉｆ

一

来建立 ，
又有可能通过移情的方式来完成 ，而后者是面对人和人的精神现象时采取

的独特方式 。

理解过程包含若干层次 。 首先 ，理解可以是简单和
“

现时
”

的 ， 比如对某数学公式的理解 。 这类理解面向

数学化和逻辑化所呈现之物 ，
而并不 阐释公式背后隐含的信息 ， 因此并不涉及价值或文化意图 。 但此外 ，

还

存在另
一种致力于对意图和价值的理解 。

“

在一个商业计算上 ，在一个科学证明 中 ，在一个技术计算或其他类

型的行为上 ， 当
一

个人说出或写出 ２ｘ２＝４时 ，
我们

‘

理解
’

，
因为在表述和问题之间 ，

我们在这个语境中把握整

体语境所带来的可理解的意图和动机 ，
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

一

种意图的联系 ，
这个联系是可理解的 （通过动

机的理性理解 ） 。

”

（
Ｗ ｅｂ ｅｒ ， １ ９７ １

：
５４ ）在这种情况下 ，理解并不满足于对给出公式的简单理解 ，而要把握其背后

的意图和意义 。 这种意图和意义可以提供动机 、原因或用来解释事实的价值 ，
以达到

一

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这类理解因此也区别于
“

现时
”

或
“

立即
”

，
而指向

“

解释
”

意义的层面 。 在社会学领域里 ，
解释性的理解 比简单

①笛卡尔理性与韦伯学说中的理性化过程之区别值得专题论述 。 但我们也可通过例子来直观地体会 。 韦伯在对行动分类时曾举过一

个著名的例子 ：德国文化认为打孩子是父母内心软弱的表现 ，
但一个母亲还是受情绪左右打了孩子耳光。 那么对此行动的理解并不在排

斥感性的机械理性层面完成 ，而必须根据
“

移情
”

原则在理性化过程中完成 。 显然 ，
在这个例子中 ，

理性化过程同时顾及了感性和理性的

层面 。
（Ｗｅｂｅｒ， １ ９７ １ ： ５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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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时理解更为亟需 。 同样 ， 如果我们认为现时理解处于
一

个较低层次 ，那么社会学 中
“

科学的
”

理解必须与

解释层面相对应 ，
以区别于先科学层面的认识。

（
二

）作为理解方式的理想型

社会学因此致力于捕捉 目 的意图 。 虽然 目 的意图总是主观性的 ，
对其进行的理解却可以将其转化为

“

客

观的
”

理由 。 韦伯对
“

目 的
”
一词的使用十分小心 ，并补充道 ，此处所说的

“

意图
”

比通常意义的
“

意图
”
一词范

围更广 ，
它不但包括理性和有意为之的活动中的情况 ，同时也包括由感性指导的活动中的情况。

由于社会活动不可复制 ，
因此 ，在这个领域里确立 自然法则式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 明显是不可能

的 。 在这种情况下 ，合适的方法是构建
一种

“

理想型
”

。 韦伯 因此套用康德的语言风格 ，将其称为
“

纯粹类

型

构建理想型就是社会学中因果研究的过程 。 理想型首先是
一

个抽象的概念 。 它并不与具体现实一
一对

应
，
而是与认识

——人对现实所作 的萃取
——

紧密相关 。 在此意义上 ，理想型并不需要成为
一

个具体事实 。

同样 ，
理想型既不需要也不可能

一劳永逸地涵盖所有的具体现象 ，否则它与 自然科学中的法则就没有区别 。

它只是
一

种对指导行动之意图进行把握的有效手段 ，
此手段可以将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相联系 ，并最终完成

社会学的理解过程。

社会学因此就是对类型的研究 。 具体说 ，

一边是对经验的具体观察 ，
另一边是对由这些观察产生的 ，

可

借以在智识层面或感性层面进行把握的关于类型的认识 。 社会学试图通过具体研究而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

系 。 类型的合理性必须对应于观察。 由 于理想型给社会学提供的不是
一个法则而是

一

个原因 ，
不是一个体

系而是一个范畴 ；
它所坚持的就是现实本身而非现实背后的秩序或法则 。 那么 ， 理想型作为智识化过程工具

包含了如下特性 ：

一方面
，
它不能预先给定一个活动 ， 而只能就社会中真实发生的活动开展理解 ；

另一方面 ，

它并不对所有情境有效 。 它的有效性由每
一个现象的内外部因素之和所限定 。 换句话说 ，

理想型只在致力

于理解时有效。

理想型的建构与历史不无关系 。 韦伯在 １ ９０６年发表的《致力于文化科学逻辑学的批判研究》

ｈ
ｇｕ

ｅｓ
ｐ ｏｕｒ Ｓ ｅｎ；ｉ ｒｄＺａＬｏｇ ｉｇｗｅ（ｆｅｓ ｉＳｃ ｉｅ

／ｉｃｅｓｒｆｅ ／ａＣｕＺｔ ｕｒｅ
）（
Ｗ ｅｂ ｅｒ

，１
９６５

） 中批判了梅耶 （Ｍ ｅｙｅｒ ）的史学方法论 ，

并支持将社会学和史学理解为相互联系的两个学科 。 对他来说 ，史学和社会学都是对现象的因果性开展研

究 的科学 。 因此
，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史学都不能停留在

“

发生了什么
”

的层次 ，
而是还要追求

“

为什么
”

和
“

怎

么做
”

等问题。 关于史学 ，
韦伯明确反对传统观点 ， 即认为史学是

一

个限于忠实记述史实和记录历史性的
“

发

生 了什么
”

的学科 。 社会学和史学分享同样的 内容和特质 。 同样 ，社会学内部也包含一种历史的意义 。

虽然作为事实的历史同时对独特性和群体性有重要意义 ， 韦伯并没有将史学置于相较其他文化科学更

高的地位 。 社会学作为对群体性类型进行研究的科学区别于传统的史学 ，
后者是针对历史中之个人的独特

性的科学 。 那么 ，如果社会学被看作是关于人的群体性意图和文化的科学 ，史学则是用来解释历史的和独特

的行为的科学 。 而在后者中 ， 文化 、
行动或情势环境都服务于历史的和个人的建构 。 因此 ， 我们可以认为 ，史

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在于 旨趣的两个不同的方向 ，而并不在于认识论与方法论之上。

韦伯对于社会学和史学的兴趣与其文化科学概念紧密相关 。 他对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划分也因此同时

服务于社会学的历史意义和史学的理解意义。

一

个行为
“

历史
”

地发生
，传统意义的历史研究并不能对这个

活动加以解释 ，
社会学因此成为必要手段 。 同样 ，历史对社会学也有帮助 。 韦伯 因此提出下面这个问题 ：

一

－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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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社会学 （或史学 ）为了研究人和人的活动而建立其适当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是否社会学 （或史学 ）各自独立

地保持学科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韦伯给出 的答案是否定的 。 既然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从本体上分享具

体素材 ，那么社会学与文化或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分享同样的认识。 韦伯因此认为 ：
史学与社会学在认识

论和方法论层面都没有区别 。 而理想型作为理解方法的产物也必须被纳人所有的文化科学门类。 理想型的

概念通过史学和社会学之间 的有机联系而被确立为面向整个文化科学体系 ；而文化科学本身也就是基于理

想型的类型研究 。

如果说社会范畴 、情势因果律和作为科学方式的理解提供了韦伯理解范式的认识论特征 ，那么理性化过

程和理想型则更直接地面向
“

如何开展理解
”

这一问题 。 相较于 自然和 自 然科学 ，
社会和社会学的特殊性要

求研究同时顾及两方面因素 ：

一方面是作为科学门类所必需的智识化和普遍性 ； 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学本体

存在的诸如情绪 、情感 、价值 、意图等因素 。 理性化过程作为方法论基础因此格外重要 。 它并不将理性化的

实现建立在对感性的排斥上 ；
而相反

，
是在更广义上指出感性和理性的 内在联系 ，并以此作为社会学认识的

基础 。 理想型因此是对韦伯理解范式的方法论总结 ：
社会学研究就是科学地建立理想型的过程。 换句话说 ，

如果理性化过程是社会学研究的过程 ，则理想型是其产物或结果 。

需要强调 ，方法论 （关于方法的认识 ）与认识论 （关于认识的认识 ）不可分离 。 任何一种认识论体系都指

向其独特的方法论 。 在针对范式的研究中 ，不能仅研究认识论而忽略对方法论的探讨 ，
反之亦然 。 具体到韦

伯的理解范式 ，如果说社会范畴 、情势因果律和
“

理解
”

提供了认识论依据 ，
那么作为方法论依据的理性化过

程和理想型则对范式进行了完善 。 同时 ，
这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既非 Ａ 导致 Ｂ

，
Ｂ导致 Ｃ式的

“

串联
”

，也非 ＡＢ

对应 ＣＤ式的
“

并联
”

；
而是相互运作 、相互影响的复杂网络 。 对此网状联系 的正确认识正是把握韦伯理解范

式的关键所在。

四 、结语 ： 韦伯理解社会学及其认识论的现实意义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现象性集合而非本体实在 ，
从而更完善地考虑到实践中 的人及行动 、其所

具有的意图指向和价值等因素 。 而情势因果性 、理想型 、理性化过程等理解社会学的内在因素也可以被用来

重新思索人 、社会、 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最终突破唯理性主义 、功能主义等观念所造成的理论误区 。

首先 ，情势因果律要求研究者认识到所研究 的具体现象的独特情境 。 自然 、历史 、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

为现象提供了独
一无二的 自然和社会网络 。 而价值与意图对人及其活动赋予了独特性 ，从而导致无法构建

一个排他性 的普遍因果性。

第二 ，针对情势因果律所开展的研究强调 ：

“

理解
”

的方法内在地包含了从智识和感性两个方面对现象进

行把握的必要性 ，而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传统的理性 ／感性二元对立 ， 达到具有更广泛涵义和

现实适用性 的
“

理性化过程
”

。

一

方面 ，
既然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理解同时强调理性和感性在形成知识中的作

用 ，那么科学并不建立在对感性 、精神 、
心理的排斥上 。 社会学研究也不是要建立一个高于人和人的生活的

“

社会存在＇而应该基于社会这个范畴更好地理解人和其现实生活 。 另
一

方面 ，

“

理性化过程
”

并不等于用感

性替代理性 。 这有利地支持了区别于常识的
“

共同知识
”

。 社会学研究因而区别于先科学层面的诸如艺术 、

文学等学科 ， 同时与习俗 、风俗 、本体性的社会道德等保持距离 。 社会学的科学性也因此确立 。

－

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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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理想型确立了质性研究的必要性 。 如果量化研究同时服务于 自然科学和包括社会学在 内的文化

科学 ，那么建立在对意图和价值进行分类之上的质性研究则专属于这些与人及其活动相关的科学。 同时 ，
对

意图和价值问题的重视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在量化研究之上 ，通过对对象进行分类和建立
“

原型
”

或
“

典型
”

来

进行更为全面的把握 。

韦伯提供了理解范式的第
一批理论根据 。 与他同时或之后 ，诸如狄尔泰 、舒茨 、卢曼 （参见 Ｄ ｉ ｌｔｈ ｅ

ｙ ，


１ ９４２
；

Ｓｃｈｔ ｉｔｚ
，
１ ９６２

；
Ｌｕｈｍ ａｎｎ

，
２００ １

，

２０ １ ０ ）
？等人的思想对丰富这个内涵也有重大意义 。 尤其是齐美尔 （参见 Ｓ ｉｍ－

ｍｅ ｌ
，
１ ９９ ９

，１
９８４ ）

，
通过对社会联系和社会化过程之形式等问题的思考 ，齐美尔将理解的观念从方法论适用扩

展到本体性内生 ，从而极大地完善了理解社会学的整体理论体系 。

韦 伯的社会学体系是其本体
一认识论一方法论的有机整合 。 无论是针对宗教 、社会经济还是法律 、国

家 ，其具体社会学研究由统
一而完整的认识论体系贯穿 。 但是 ，学界长期将注意力放在其社会学本体的研究

之上 ，缺少对其认识论体系 的深人研究 。 同时 ， 韦伯的认识论体系与其所处的德国十九世纪哲学传统不无联

系
，
却与同时期的法国社会学传统差距较大 。 前者因更加注重对行为 、意图 、个体等的分析而独具特色 。 最

后
，
韦伯理解范式诸核心因素间有机的联系既非纯粹的 因果联系 （ 因素 Ａ导致因素 Ｂ ）

，
也非简单的几个相互

割裂的方面 （ 因素 ＡＢ对应因素 ＣＤ ）
；
而是相互作用 ，

相互关联 ，并因此形成了复杂的认识网络体系 。 对这三点

或多或少的忽视往往造成了对韦伯研究某种程度的误读 。

此外 ，
无论从受 自然科学的影响方面还是从 自身的发展方面 ，社会学界一直十分强调结构分析和功能整

合 ，却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更为基本和根本的学科意义 ：
对社会的解读 。

在 当代社会学研究中 ，对意图 、心理因素 、价值及文化的重视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

一

方面 ，
传统的功能

研究和经验研究在针对实际课题 ，尤其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时 ，常常表现出不适用和偏狭 ，
而其背后正是各

种功能主义 、整体论等的理论局限 。 另
一

方面 ，
人类社会 自身的发展也从基于个体和个体主义之上的

“

现代

社会
”

过渡到更为强调沟通与理解 、合作与和谐的
“

后现代社会／社群
”

。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范式有助于我们在

功能和整合等
“

社会的
”

（ ｓｏｃｉａ ｌ ）功能之外开启对诸如吸引 、联想 、共生等
“

社会性的
”

（ ｓｏｃｉｅ ｔａ ｌ ） （参见 Ｍ ａｆｆｅｓ ｏ－

ｌ ｉ
，

１ ９ ８５ ）因素的思考 。 这无疑也是当今社会学家研究的兴趣和必要性所在 。

高峰先生 、 《社会学评论》诸君及审稿人所提各种修改意见使笔者获益良 多 ，在此致谢。 文责 自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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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ｐｐｒｏｖｅｔ ｈｅｄ ｏｕｂｔｓａｂｏｕｔｉ ｔ ．Ｗｅｂｅｒｄ ｅｃ ｌｉｎｅ ｓＤｕｒｋｈｅ ｉｍ

＊

ｓｈｏｌ ｉｓｍｗｈｉｃｈｃｏｎ ｓ ｉｄｅ ｒｓｔｈ ｅｓｏｃ ｉｅ ｔｙａ ｓ

“

ｃｈｏｓ ｅ

”

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ｓｏｃ ｉａｌ

ｐｈｅｎ ｏｍ ｅｎａａｓ
“

ｆａ ｉｔｓｏｃ ｉａｌ
”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 ｏｍｉｎｄ ｉｖｉｄｕａ ｌｓ

’

ａｎ ｄ ｔｈ ｅ ｉ ｒａｃｔ ｉｖ ｉ ｔ ｉ ｅｓ

’

ｍｕ ｔｕａ 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ｌｉｎｋ ａｇｅ ，Ｗｅｂｅｒ＾ｐ
ａｒａｄｉｇｍｕｎｄｅｒ 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ｉｍｐｏ ｒ ｔａｎｃｅｏ ｆ

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

ｓｅｎｓｅ
，
ａｎｄｖａ ｌ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 ？

ｓ ｔｒｕ ｃ 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 ｉｅ ｔｙ ．Ｔｈｅｉｎｔ ｅｒｐｒｅｔ ａｔ
ｉｖｅ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ｄ

ｉ ｓ ｔ ｉｎｇｕ
ｉ ｓｈｅｓｉ ｔｓｅ ｌｆｆｒｏｍｈｏｌ ｉｓｔａｎｄ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ａ ｌ

ｉ ｓ ｔ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ａ ｌ

？

ｉｓｔ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 ｅｓｓｏｆ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ｉｎａｂｒｏａｄｓ ｅｎｓｅ ， ｉｔａｄｏｐ

ｔ ｓ
“

ｕ 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 ｎｇ

”

ａｓ ｔｈｅ

ｍｅ ｔｈｏｄｔｏｃａｐｔｕｒｅｔｈｅｉ 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ｈ ｅｒｅｎ ｔｃ ａｕｓａ ｌ ｉ ｔ ｉｅ ｓ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 ｉｎａｇ

ｉｖｅｎｃ ｉ ｒｃ ｕｍｓ ｔａｎｃ ｅ
，ｓｏａｓ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ｔｈｅ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ｏ
ｆ

“

ｉｄｅ ａｌ

－

ｔｙｐｅ

”

．Ｔｈ
ｉ ｓｐａｐ ｅｒｓｈｏｗｓｔｈａ ｔＷｅｂｅｒ

’

ｓｉ ｎｔｅｒｐ ｒｅｔ ｉ ｖｅｓｏｃ ｉ ｏ ｌｏｇｙｓ ｔｉ ｌ ｌ

ｐ
ｌａｙｓ

ａｎｅｓｓｅｎｔ ｉａ ｌｒｏ 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
ｅｎｔｏｆｃ ｏｎ ｔ 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ｓｏｃ

ｉ 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ｒｏｕｇ

ｈａｎａ ｌ

ｙ
ｚｉｎ

ｇｅｐ
ｉｓ ｔｅｍ ｏｌｏ

ｇ
ｉｃａｌｅ ｌｅ

？

ｍｅｎｔ ｓａｎｄｔｈｅ ｉｒｉｎｔｒ ｉｎｓｉ ｃｉｎ 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ｃａｎｂｅｆｕｌ ｌ

ｙ
ｃｏｎｓ ｃｉ ｏｕｓｏｆ ｔｈｅｉｍｐ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ｏｎ

ｊ
ｕｎｃ ｔｕｒｅ

，ｅｍｐａ
？

ｔｈｙａｎｄｔ ｙｐ 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ｈｅｒｅｆｏ ｒｅ

，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 ｔｉｖｅ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ｙ

ｉ ｓｓｕｂ ｓ ｔａｎｔｉａ ｌｌ
ｙ

ｄ ｉ ｓ ｔ ｉ
ｎｃ ｔ

ｆｒｏｍｔｈ ｅｈｏｌ ｉ 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 ．
Ｔｏｄａ

ｙ ，ｔｈｅ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ｓｇｒｅａ

ｔ ｉｍｐ ｏｒ
ｔａｎｃｅｔｏｖａ ｒ ｉ

？

ｏｕ ｓ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 ｅ
“

ｐｒｏｃｅ ｓｓｏｆｒａｔｉ ｏｎ ａｌｉｚ ａｔ ｉｏｎ

”

，
ｉ

＿ｅ ？
，

“

ｓｏｃ ｉａ ｌｌ
ｉｎｋａｇｅ ｓ

”

，

“

ｃｏｍｍ 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

ｓｏｃ ｉａ ｌ

ｔｒｕｓｔ

”

．
Ｗｅｂｅ ｒ

’

ｓｔｈ ｅｏｒｙｐｒｏｖ ｉｄｅｓ ｔｏｄａｙ

’

ｓｓｏｃ ｉｏ ｌ ｏｇ
ｉｃａ 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ａｆｏｕｎ ｔａ ｉｎｏｆｔｈｅｏ ｒｅ ｔ ｉｃａｌｄｅｍ ａ ｒｃｈ ｅ

，ｗｈ
ｉ ｃｈ

ｐｅｒｍ
ｉ ｔｓｕｓｔｏｓｕｒｍｏｕｎｔｔｈ ｅｔｒａｄ ｉ ｔｉｏｎａ 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ａｔｆｏｃｕｓｅ ｓｏｎｓｏｃｉ ａｌｆｕ ｎｃ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 ｉ ｏｎｓ ．Ｔｈ ｉｓｄｅ

？

ｍａｒｃｈ ｅｔｈｕｓａ ｌｌｏｗｓ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ｔｈｅｃ 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ｌａｎｄｈａｒｍｏｎ ｉｏｕ ｓ
＾

ｓｏｃｉｅ ｔａｒ
＊

 ｉ ｓｓｕ ｅｓｕ ｎｄｅｒ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

ａ ｔｔｒａｃ ｔ ｉｖｅ
，

ｉｍａｇ
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ｓｙｍｂｉｏｔ ｉｃｃｉ ｒｃｕｍ ｓ ｔａｎｃ ｅ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ｉｎｔ ｅｒｐｒｅ ｔ ｉｖｅ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ｙ；ｅｐｉ ｓ ｔｅｍｏ ｌｏ

ｇｙ ；ｃ ｏｎｊ
ｏｎｃ ｔｕｒｅ ｌｃａｕｓａｌ

ｉ ｔ
ｙ ；ｐ ｒｏｃ ｅ ｓｓｏ ｆｒａｔｉ ｏｎ ａｌｉｚ ａｔｉ ｏｎ

； ｉｄｅａｌ

ｔ

ｙ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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