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者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

风　笑　天

　　与理论相比 ,方法总是具体的 ,琐碎的。理论往往会因为它所具有的抽象性 、深刻性和概

括性 ,而显得更为辉煌。建设理论大厦的工作一直吸引着众多社会学者为之奋斗 ,方法则往往

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 。关于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问题不是笔者这里探讨的重点 。

笔者思考的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所应具有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问题 。

社会学者应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 ,他们在分析和看待问题时应具有一种超出普通常识的

理论意识 ,这种要求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所应具有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

问题 ,却还没有提到相应的议事日程上来 ,因而值得在这里一提 。

社会学研究(包括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区别于哲学等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 ,

是这种研究所具有的经验性。这种经验性的特征使得社会学研究除了要遵循分析和综合的基

本规则 、遵循思维和判断的逻辑性要求外 ,还必须面临大量的具体操作 、技术手段 、实地实践等

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不再是抽象概念和理论框架 ,也不仅仅是对具体方法技术的

简单学习 ,而是研究者所具有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

意识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所谓具有方法意识 ,指的是社会学者在探索一个具体问题或接触

一项实际研究时 ,思想上能够随时意识到“要从方法的角度作些分析 、判断和选择”。这种方法

意识也可以说是研究者在面对他打算探讨的具体课题时 ,所自然产生的思考习惯和注意方面 。

缺少这种意识 ,往往会使许多原本十分敏锐的思想 、十分独特的视角 ,因无法在实践中尝试 ,或

因在具体实践中损枝折干 ,而导致其最终结果大打折扣 。

至于素养 ,则是一种通过较长时间的训练 、培养而形成的心智品质 ,一种如同米尔斯所称

之为“社会学想象力”那样的“心智素质” 。它是研究者在某一方面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理论

素养体现的是一种洞察能力 ,它反映出研究者观察现象或问题时所采取的视角 、所站的高度 ,

以及所理解的深度。方法素养体现的则是一种应用能力或实践能力 ,它反映出研究者在理解

社会现象 、解释社会现象的过程中 ,采取各种接近社会现实 、操纵社会现实 、处理社会现实 、解

剖社会现实的方式和方法的综合能力。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意味着研究者从事一项经验研究时

所能达到的系统性 、科学性和周密性。

方法素养往往将研究者的方法意识从有意的“注意” 、“注重”升华到自觉地关注和自发地

思考的程度。同时 ,它还是研究者全面掌握研究方法的原理 、规则 、程序 、工具和技术的能力体

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方法素养是将研究者的方法意识“内化”所形成的一种“本能”行为 ,将

各种具体的 、琐碎的研究技术和手段 ,有机地“整合”在处理研究问题时的思路 、角度 、方法和程

序之中的能力。

社会学者应该不断增强自己的方法意识 。在这样做的时候 ,应该注意避免受传统思维定

势的影响 。这种思维定势往往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最好” 、“最强” 。实际上 ,就像不存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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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问题都是“最好”的理论那样 ,也不存在对所有问题来说都是“最好”的方法。正确的提

问方式是:对于一项具体问题来说 ,哪种理论或方法最适用 、最合适。因此 ,社会学者的方法意

识并不意味着对各种方法谁优谁劣作出判断 ,而在于对不同方法所体现的共同的科学精神和

求是精神的切实把握 。无论是欧洲传统的 、具有浓厚主观色彩 、注重理解 、注重背景 、注重体察

的人文主义方法;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更具客观色彩的 、注重精确 、注重数量 、注重实证的科学

主义方法 ,都是我们探索社会世界的工具箱中的有用工具。

社会学者更应该提高自身方法素养 ,如同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一样。正是这种素养能够

使我们明白 ,对各种不同的研究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 ,以及采用

这种方法的好处和局限。这种素养还能使我们在思考所研究的现象和问题时 ,自觉地从探讨

的可行性 、设计的周密性 、方法的合适性等角度来进行综合判断 ,从而有效地帮助我们从问题

走向答案 。

在探讨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时 ,还应顺便提一下方法与理论的互相支撑问题。这种支撑

体现在这样两个层面:一是对作为学科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领域两大组成部分的理论和方法

而言 ,二者应相互支撑;二是对一个具体的研究者 ,或者一项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而言 ,应该注意

二者的相互支撑 。

在社会学研究中 ,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孤立的 、相互分离地存在的 。它们在解决某种特定的

社会学问题的过程中一起形成并紧密相联。研究方法应该总是在其所说明的问题和与之相关

的理论背景中来观察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可以说 ,方法是理论背景中的方法 ,同时 ,方法也是

问题背景中的方法。既脱离理论 ,又脱离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社会学者追求的目标。

具有一定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 ,是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做得更好的一种保证 。对于有志于

社会学事业的研究者来说 ,增强方法意识 、提高方法素养同样是必须“修炼”的一种“内功” 。让

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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