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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探索 追新求异

— 读胡荣著《社会学导论
:

社会单位分析》

,

万 向 东

近来阅读胡荣先生撰著的《社会学导论
:

社会单位分析 》 (厦门大学出版社 1 9 9 3年 7月出版
,

以下简称《导论 》 )
,

感觉到该书在社会学的理论探讨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

是近年来出版的

社会学理论著作中比较富有创见的一部好书
,

读后令人耳 目一新
。

概括说来
,

这本书的特色和

新意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第一
,

提出新的社会学概念
。

《导论 》提出了
“

社会单位
”

等一系列新概念
,

并对其他许多相

关的概念作了重新界定
。

作者认为
, “

所谓社会单位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在互动的基础上自然形

成的或为一定 目的而建立的关系网络 "( 第 2页 )
。

社会单位既包括家庭
、

邻里
、

朋友群这些小群

体
,

也包括工厂
、

医院
、

军队
、

行政机关等社会组织
;
原始的部落是一种社会单位

,

现代有组织的

国家也是一种社会单位
,
核心家庭

、

朋友群这样的社会单位结构较为简单
,

其内部一般不包含

更小的社会单位
.

而国家这样的社会单位的结构却十分复杂
,

内部往往包含无数大大小小的社

会单位
。

由于社会单位这一概念的外延较宽
,

就可以避免以往一些概念的限制
,

从而运用这一

概念对宏观社会过程和微观社会过程进行分析
。

在此基础上
,

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初级社会单位

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
。

与此同时
,

作者还对原有的一些概念作了重新界定
。

例如
,

社会互动是社

会学中符号互动论者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
,

但在他们那里这一概念只适用于微观社会过

程的分析
,

无法运用于宏观社会结构的研究
。

《导论 》对社会互动进行了重新定义
,

将其看作是

人们对其他人发出动作或做出反应的过程
,

互动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
,

也可以是各种类型的社

会单位
,

互动的类型既有面对面的直接互动
,

也包括通过第三者 (即各种社会单位或个体 )进行

的间接互动
。

这就使得这一概念适用于微观与宏观社会研究
。

此外
,

作者还对社会
、

社会群体与

社会组织
、

国家与政府等概念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和区分
。

在不少社会学教科书中
,

社会群体和

社会组织的区分是不甚清楚的
。

有的研究者一方面将社会群体看作是
“

具有一种同样身份和某

种一致感情的两个或更多人的
” ,

另一方面又把组织定义为
“

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以达到特殊 目

标的社乡群体
” 。

①而 《导论 》则对二者作了较为严格的区分
,

作者将社会群体定义为人与人在

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中形成的具有亲密人际关系的社会单位
,

而社会组织则是建立在直接互动

和间接互动基础之上的具有较为确定 目标的社会单位
。

许多研究者将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

混同起来
,

《导论 》把国家作为社会单位的一个层次加以研究
,

认为国家是一种由人民
、

国土
、

主

权
、

政府等要 素构成的地域社会单位
,

而政府则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机构
,

它包括立法机关
、

行

政机关
、

司法机关以及作为国家政权支柱的军队
。

第二
,

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

在提 出许多新概念的基础上
,

《导论 》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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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
。

这一新的理论体系首先体现在 《导论 》一书篇章结构的安排上
。

自社会学重建以来
,

不少社会学教科书都提出了 自己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独到见解
,

但是许多作者并未能紧扣各

自的社会学定义展开各章的论述
。

《导论 》一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能紧紧围绕作者 自己的社会

学定义展开论述
。

作者认为
“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各种社会单位的产生
、

形成
、

结构
、

功能和变迁

的社会科学 "( 第巧页 )
,

全书四篇十二章的内容都是紧紧围绕这一定义展开的
。

第一篇
“

绪论
”

论述了社会学的对象和对社会学理论进行综合的可能性
;
第二篇

“

社会与个人
”
虽未直接分析

社会单位
,

但它所研究的社会化
、

社会互动
、

社会控制等问题却是了解各种社会单位产生和形

成所不可缺少的 ;第三篇
“

社会单位的层次
”

是该书的重要部分
,

直接分析了社会群体
、

社会组

织
、

国家和世界体系等社会单位的不 同特点和结构
;
最后一篇

“

社会单位的多维研究
” 则从不同

的角度对社会单位进行了分析
。

其次
,

《导论 》建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框架
。

作者认为
,

人有各种需要
,

这些需要

既包括马斯洛所划分的五个层次的需要
,

也包括与人的价值观相联系的价值需要
。

需要是一切

社会行为的基础
,

是隐藏在所有互动形式背后的动机
。

作者把能满足个体需要的东西称作资

源
,

资源既可以是物质的
,

也可以是精神的
,

既包括有形的东西
,

也包括无形的东西
。

个体为了

满足 自身的需要
,

就要从他人那里或自然界获取资源
,

互动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

社会互动

有合作与竞争
、

互助与冲突以及交换与掠夺这三对基本形式
。

为了满足个体的需要
,

人与人之

间发生社会互动
,

当互动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时
,

便形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单位
。

通过这一新的

理论框架
,

作者既对社会学中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脱节进行了综合
,

这表现在从不同角度对

社会单位的划分中
,

又对相互对立的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进行了调和
,

这表现在对三对互动基

本形式的划分以及对权力及权威的区分上
。

第三
,

对一般社会学 中许多问题的独到分析
。

在建立了的新的理论框架之后
,

作者对社会

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提出了 自己的独特见解
,

使我们看到了借助原有的社会学理论所未能看到

的东西
。

例如
,

作者运用社会单位这一概念对小至家庭
、

朋友群大至国家
、

世界体系等社会关系

网络的分析
,

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社会单位中的共通之处
。

作者对初级社会单位和次级社会单位

的区分
,

使我们明白了作为次级社会单位的国有企业在没有改变所有制结构的情况下是很难

具有真正独立的经营自主权的
。

1 9 3 8年美国社会学家林德对檀香山的研究发现
,

某些高度组织

起来的种族集团都表现出某种特定违法行为的高发生率
,

这一现象似乎与迪尔凯姆的社会解

组理论相抵悟
。

但如某我们从社会单位看待越轨行为的话
,

二者并无任何矛盾之处
。

作者对价

值需要的分析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机械性
。

当然
, 《导论 》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

由于作者试图在有限的篇幅里对一般社会学中涉及的重

要间题都进行分析
,

这就难免将自己的见解与一般的论述混杂在一起
,

使得一些概念的分析显

得不够充分
。

如果作者能略去一般的论述
,

另外辟出专门的章节分析正式社会单位
、

非正式社

会单位
、

初级社会单位
、

次级社会单位
,

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

另外
,

作者的个别观点似嫌书卷气

太重
。

但是
,

不管 怎样
,

《导论 》是一部富有创见的好书
,

作者的探索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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