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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

后现代与九十年代的社会学

张 世 平

本 文从理论与 时代背景互动 的关系的角度
,

研究一些有关现代与后现代的基本

理论问题
。

后现代理论是发达 的工业化国家— 后工业化社会的复杂的社会变迁 的

产物
。

这些社会具有非组织化
、

知识化
、

身份认同分离化
、

知觉影像化等特点
。

后现代

理论正是基于对这些变迁的理论认识
,

重视对文化
、

话语
、

大众传媒的研究
。

经过去伪

存真
,

后现代理论是可以对社会学的理论批评
、

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做 出贡献 的
。

作者
:

张世平
,

男
,

1 9 6 3 年生
。

现就读于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博士课程
。

当我们中国学者在弹精竭虑地探讨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
,

当我们面对梦想与现实的坐标

系满怀对现代化的未来的憧憬时
,

在西方人文
、

社会和 自然科学界
,

一种宣判历史的死刑的社

会思潮— 后现代主义 ( p os tm od er in s m )开始流行
。 “
历史的终结

” 、 “

启蒙运动的工程的终结
”

的呼声似乎在宣告历史已进入了后现代时期 ( p
o s tm o d er n i t y )

。

本文将从
“

后现代的社会学
”

( t h e s o e io l o g y o f p o s t m o d e r n i t y ) 的角度
,

探讨有关现代 ( m o d e r n i t y )
、

后现代的一些基本的理

论问题
,

联系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的变化
,

探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

挑战与贡献
。

此外
,

本文还将讨论后现代主义对环境社会学 ( en
v ior n m en at l so ic ol o g y )的发展

的贡献
。

一
、

现代与后现代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特纳 ( T u r n e r )认为应该区分
“

后现代的社会学
”
( t h e s o e i o l o g y o f p o s t

-

m o d e r n i t y )与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 ( p o s t m o d e r n i s t s o e i o lo g y )
。

前者指从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与

方法的角度
,

研究 70 年代以来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
后者指以后现

代主义为指导的反实证主义
、

反对受已有的学派或
“

主义
”

影响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学派
。

本文将

从后现代的社会学角度
,

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及历史背景产

`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 ( iG d de
n s )强调在 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

沟
。

①实际上
,

后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

人类对启蒙运动 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

如环境污染
、

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

和反思
。

现代主义的思潮
、

社会体制和科学主义都发端于启蒙运动
。

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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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人的自由与自治
。

这种自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 1) 人要摆脱社会关系的侄格

,

从封建的人身

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

( 2) 人要摆脱神的力量
。

这主要体现在宗教方面的革新和无神论
、

唯物

主义思想的发展
。

( 3) 人要从 自然界的宿命论的氛 围中解放出来
,

这主要体现在科学被捧上信

仰的宝座
,

科学家取代了古代的巫师
,

成为消除社会生活中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力量
,

科学成

为人征服人
、

人征服 自然的精神力量和工具
。

发端于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过程这个伟大的工程
,

重组了人与神
、

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

系
。

它也是理性主义的工程
,

一切道德规范
,

一切传统的束缚
,

都被打上了问号
。

西方殖 民者对

世界各地的掠夺和侵略
,

在理性主义的光环下
,

披上了传播文明的护身符
。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

产生
,

也曾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

生物学界 的优生学理论成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
“

科学
”

根据
。

19 世纪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了西方的主要社会思潮
,

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
。

这种进化论的

思想认为
,

人类社会与生物界都遵循同样的规律
,

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
。

从黑格尔到斯

本瑟
、

再到帕森斯
,

概莫能外
。

现代化理论范式
,

无论从左派的角度
,

还是从右派的角度
,

都假设

社会发展遵循进化论的规律
。

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社会
,

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飞跃
。

作为社会学之父的马克思
、

迪尔凯姆和韦伯
,

无不集毕生精力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的社会变迁
,

而且都对现代化所带

来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表示忧虑
。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飞跃
,

在社会制度层次上表现为
:

①经济制度的自治化
。

一般来讲
,

在现代社会
,

经济活动受市场规律的制约
,

不再受社区和传统

的影响
。

②民族国家的出现
。

主权的观念是近代才产生的
。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
,

整个社会

生活受到政治制度的整合的制约
。

③契约关系取代地位关系 ( s t at us )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劳

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
,

社会关系商品化
,

人身依附关系被以金钱为尺度的契约性的商品交换关

系所取代
。

④科学成为社会制度
。

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经济
、

政治
、

军事和社会生活
。

⑤

阶级意识明显地影响社会文化认同
。

工人运动及组织
、

政党政治都会涉及到阶级意识和经济上

的不平等
。

虽然后现代主义在本世纪初就曾在艺术和建筑设计等领域风靡一时
,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

和人文科学的影响却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

那么
,

后现代社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

又有什么特

征 ? 尽管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
,

一般认为在 60 年代后期或 70 年代
,

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进入

了后现代时期
。

由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精于对文化
、

演讲和性角色方面的研究
,

这种理论范式对

后现代社会的分析也基本上侧重文化价值以及认同方面
。

概括起来
,

后现代社会有如下特征
:

①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 d is o r g a n i z e d e a p i t a l i s m )
。

进

入后现代社会
,

社会利益 已经高度分化
,

文化认 同也不再受阶级意识的影响
。

衣食住行等基本

民生问题
,

在除美国以外的实行福利国家制度的国家
,

已完全解决
。

例如加拿大的一些调查显

示
,

相当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也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

高度组织化的工会组织和政党不再

对社会变迁起主导作用
。

②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
。

在后现代社会
,

已经成为政治工具的科

学和科学家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

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和科学家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

同时
,

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大众传媒的作用
,

科学知识 已经不再是科学家的专利
,

而越来越容易地为一

般民众所利用
。

③认同分离化 ( f r a g m e n t a t i o n o f i d e n t it y )
。

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
,

文化信息和

时尚的飞速更替
,

人们的认同感不再受社会压力的影响
。

例如在许多西方国家
,

同性恋可以结

婚
,

可以领养孩子
,

成立家庭
。

社会认同完全成为个人的选择 (hc io ce )
,

不必顾虑社会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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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称这种行为为
“

纯粹的关系"( P ur
e
re la ti on sh iPs )

。

①④在后现代社会
,

由于传播媒介的

发达
,

人们对现实的知觉 电子化
,

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影像化的世界 ( vi rt ua l er ial t y )
。

②法国

哲学家波德里拉德 ( B au dr ill ar d) 认为在后现代社会
,

各种商品都拥有一个符号价值 (s i g n va l
-

u e)
。

人们购买商品
,

并不是为了享用它
,

而是享用其符号价值所带来的快感
。

在后现代社会
,

现

实 ( er al i t y )变成了超现实 ( h y p er
r ea h t y )

。

传媒和资本利用这些符号来模拟现实
,

使人们丧失了

区分这种模拟的现实 ( s im u l a t e d r e a
l i t y )与真实的现实的能力

。

当然
,

后现代主义在人文
、

社会科学界的流行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

苏东瓦解
,

非洲灾难

不断
,

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彻底地破灭了
。

苏东瓦解说明某些国家不但不会进入到高级阶段
,

相反的却会经历历史的倒退
。

在某些拉美国家
,

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慢
,

但其结果却是两极分

化
,

社会财富更为不均
。

历史都死了
,

那里还有什么历史使命与未来 ? 在此条件下
,

后现代主义

对所有整体化倾向的
“
主义 ”

和理论—
“

宏伟的叙述
”
( gr an d an

r ar it ve
s )进行了抨击

。

二
、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

特纳认为丹尼尔
·

倍尔 ( D an iel eB ll) 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开了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先

河
。

③倍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认为在后工业化社会
,

知识和信息起着主导作用
。

同时
,

他还提

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论 ( cu l t盯 al C o nt r
ad ict io n s )

。

④他认为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时
,

必须摒 弃僵化的结构主义
,

因为结构主义常把社会整合视为和谐的和无矛盾的
。

他进一步指

出
:

在文化
、

经济和政治领域存在着不同的理性原则
,

这些原则也可能是互相矛盾的
。

例如在政

治上讲人人平等
,

而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是贫富不均
。

倍尔的这些精辟的论述与后现代主义的

社会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
。

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 人物有李约达尔德 (L yo t ar d )
、

福科 (F ou ca ul t )
、

波德

里拉德 ( B a u d r i l l a r d )
、

保曼 ( B
a u m a n )和哈维 ( H a r v e y )等

。

本文将在这一节主要介绍和评析后

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
。

第一
、

后现代主义反对社会科学中的整体化 ( t ot al iiz n g )的倾向
。

所谓整体化的倾向是指社

会科学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
,

注重寻找模式化的关系 ( p at t er en d er t at io sn ih sP )和宏观的历

史规律
。

由于研究者学识的有限
、

人生经历的短暂
、

理论范式的局限
,

人们只能发现
“

微观的小

故事
” ,

根本不可能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

因为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段历史时期
,

便断

言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

这种作法是非常危险的
。

第二
,

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 ( p er sP ec it v e )
。

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与境况
,

其观点

也是多元的
。

因此
,

只从阶级或经济的观点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局限的
。

历史证明不但

工人有祖国
,

而且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的兵源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虽然经济上的不平等仍然

很严重
,

但是
,

从种族和性别的角度看
,

种族歧视
、

父权主义统治的男女不平等甚至更为普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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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

因此
,

单一的理论视角是难以揭示复杂的社会矛盾的
。

第三
、

重视话语分析 d( i s c
ou

r s e a
an ly s is )

。

福科认为权力关系存在于 日常话语的风格上
。

①

通过对 日常话语的风格的分析
,

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于知识和传统之中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

第四
、

否定建立研究普遍的社会规律的客观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

后现代主义认为任何社

会科学知识都是历史与文化条件的产物
,

都是其先入假设的结果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客观

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
。

② 正因为如此
,

社会科学家应该倾听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
,

进行比较分析
,

而不是去发现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真理
。

后现代主义具有明显的反实证主义的倾向
。

同时
,

它与现象学派和 日常生活方法论学派的

很多观点很接近
,

这是因为这些学派都受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理论的影响
。

但是
,

后现代主义

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合理性也提出了挑战
,

因为它否定了建立客观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

另一

方面
,

后现代主义过份强调现代与后现代之 间的非连续性的特征 d( i sc o n it n ul t ies )
,

忽视两个

历史时期之间的连续性
。

这使得后现代主义的理论
,

除了在文化研究方面外难以有所突破
,

更

谈不上大规模地
、

有效地指导经验研究了
,

因为它否定经验研究的合理性
。

三
、

后现代社会与社会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
,

后现代主义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
:

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主义
。

本文将在这一小

节
,

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
。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假设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

但是
,

经过去 伪存真
,

这种理论是可

以对社会学有所贡献的
。

第一
、

后现代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批评理论 (cr iit o a l t h eo yr )
。

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
,

实证主义社会学在欧美几乎成为主流社会学
,

检验— 假设的方法被冠以正宗的

科学的社会学方法
。

一个假设被验证成立之后
,

便成为真理
。

其实
,

这是很不全面的
。

后现代

主义在这一点上与现象学派
、

日常生活方法论学派不谋而合
。

韦伯也曾指出
:

社会学研究的目

的不是去发现并证实普遍的真理
,

而是寻找导致某一现象发生的特殊的因素
。

③同时
,

后现代

主义的理论重视对多元的角度和价值介入的研究
,

这会有利于我们对有些理论进行健康的建

设性的学术批评
,

发现其中的价值和偏见
。

第二
、

后现代主义为我们对后现代社会进行社会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

首先我们必须摒

弃其反理论范式和反经验研究的假设
,

从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
,

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这种理论

的重要观点
。

在文化研究方面
,

研究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对社会认同的渗透
,

将为社会

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
。

第三
、

借鉴后现代主义关于文化
、

认同方面的理论
,

把环境社会学推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

吉登斯称后现代为反省式现代 ( er fle ix v e m od er in yt )
.

④所谓反省式现代化是指在 当代工业化

社会里
,

人们对以往的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与反省被普遍地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

新的社

会问题借各种反思机制和制度被反馈到社会制度和行为层面上
,

对社会制度和行为的 自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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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制度化
、

自觉化
。

吉登斯在提出反省式现代理论时
,

特别强调把环境污染放在这样一个历史

背景下进行深入的研究
。

受吉登斯的启发
,

荷兰社会学家斯巴尔根 (S p aa r G ar en ) 和 毛尔

(M o l )进一步发展了生态现代化理论 ( e e o l o g i e a l m o d e r n i z a t i o n )
。

①生态现代化是指在工业化

社会
,

防止环境污染已成为社会制度的再生产 ( er p or duc t io n) 的问题
,

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
,

在

社会制度各个层面
,

防止环境污染 已经制度化
。

与 70 年代的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观点不同的是
,

生态现代理论认为环境问题是可以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来解决的
。

因为在后现代社会
,

人类已

经开始自觉地对社会制度和行为的负面后果进行反省和 自我监督
,

保护环境不仅符合人们所

坚持的环境主义的价值
,

而且符合其自身的利益
。

研究在工业化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

会变迁
,

是理解环境所具有的后现代的文化意义的前提
。

第四
、

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及第三世界的社会科学家
,

在引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
,

警惕

西方种族中心论 ( et h on ce nt ir c) 的偏见
,

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社会科学不同于 自然科学
,

其理

论和方法的选择要受文化
、

政治
、

经济和历史的条件的影响
。

例如某些西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如斯加勒皮诺 ( S e a l a p i n o )
、

台利尔 ( T e r r i l )
、

派 ( P y e )等都认为中国没有因为
“
六

·

四
”

事件而

陷入 内乱是历史的最大的悲剧
,

在其预言失败之后
,

又在炮制中国威胁论
。

他们根本不了解在

巨大的人 口压力下
,

内乱会使中华民族付出多大的代价
。

中国社会最为独特的一个特征是由政

府作为唯一的社会整合制度
,

一旦政府出现危机
,

社会会陷入瘫痪
。

许多西方研究中国间题的

学者
,

受其文化偏见的影响
,

加上从维护其国家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角度出发
,

其研究难免失之

偏颇
。

后现代主义重视理论的价值介入
,

提醒人们注意客观的理论背后的种族和文化上的偏

见
。

四
、

结论

总之
,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

也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借鉴

其有价值的理论
,

开展对后现代社会的研究
,

对社会学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

后现代主义

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化的负面后果的反思
。

在苏东巨变的历史条件下
,

人类失去了历史的

童真
,

似乎未来将只是今天的机械的翻版
,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
“

未来虚无主义
” 。

也许这也是一

种历史的进步
,

没有人会再用乌托邦式的未来来摧残今天
,

以虚无的彼岸生活误导对现实的反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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