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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社会科学的经验基础的一个注释

张 天

本文通过对 自然科学的经验墓础的考察和对社会知识来源的分析
,

指出作为社

会科学的基韬的经验是以下三种 经验
:

社会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具有一致性的观察 ,

具有一致性的被调查者的某些感知份被调查者愿意把这些感知结果真实地告知社会

研究者 , 以及社会研究者对被研究的社会成员的某些表述的获取
,

这些表述是被研

究的杜会成员对于他所明确的自身心理活动结果的真实和正确的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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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邃的提出
’

同题 :1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
,

社会科学应该建立在经验现象的基础上
,

其理论要被经验

所检验 ; 而经验就是感知
,

经验现象就是可 以被人们的视
、

听
、

触
、

嗅和味这些感官所能感

知到的现象
。

那么我们会向
,

一

做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的经验是不是所有的经验?

「
厂

问题 卜 我们看到
,

社会学家在检验理论的过程中
,

有时会向披调查者提出类似于这样

的间题
: ,’ 你是否觉得不管人们怎么说

,

实际上许多普通人是越来越糟
” 。

①其实这是在向

被调查者询间一个思维结果
,

诃向一个到断
。

这里我们也会间
,

这是在 以经验去检验理论吗 ?

。

为了较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

为了对社会科学的其他特点加以研究
,

有必要简短

但专门地澄清一下什么是社会科学的经验基础
。

_
、

’ `

由于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更具有科学性
,

也由于 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简单性
,

社会学家对于

社会科学的特点的许多分析和主张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参照
,

并常常把自然科学的特点直接推

广到社会科学上来
。

既然如此
,

我们不妨先来简要分析一下自然科学的
“
经验基础

” 。

一个参照根架
: 自然科学的经验甚础

自然科学是以经验为基础的
。

但并不是以所有的经验为基础
。

这一点可 以通过考察自然

科学的另一个特点加以明确
。

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种知识具有一致性 ( C
。 ” e o s u s

)
: “
对于这种知识

,

具

有一种共同语言和验证待证实的知识及信念的共同标准的科学家们 能 够 达 成普遍的一致意

见” 。

②也就是说
,

科学知识是被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
、

为科学家们共享的 , “

是与时间
、

地

点和环境无关的
。 … …与认识它们或信仰它们的任何〔个〕人没有关系

,

也不依赖于他们气 自

是不具有个人性的
。

有些学者把这个特点称为客观性
,

有些学者称之为可复制性或可检验性
,

①

②⑧

这个间题是斯罗勒提出的测是
se a r e h 》 (eB l幻。 。

吐
,

W
a d s w o

失范
,

的五个著名间题之一
。

可参见 E
.

R
.

B a b b ie 《 T h e P arC it ce of So c i 获 ea l -

r ht P ub ils hi 鳍 伪m p a n y
,

1助
.

197 9)
,

第 126 页
。

站
·

w
·

瓦托夫斯基着 f 范岱年等译: 《科学思想的概念羞础一一科学哲学导论》
,

求实出版社
,

198 2年版
,

竿邓页一 Zp ,

;冬



而巴比 (Ba bi b e
)称之为

“ 主观共享性
, 。

①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是通过逻辑和一致性的经验乘

实现的
。 ~
逻辑是科学家们视为企确的思维方式

。
’

通过学习与训练
,

`
一

科学家们在种学研究中使

用这种思维方式
,

并使其具有一致性
。

感知是科学家们了解自然界的一种方式
。

尽管人类有

生理上的个体羞异
,

但也具有相当帅共同点
,
碑匆的生理纂畔所异有的共同点足以使科学家

们在对一郁分经验现象进移感知时妥铁得其有共定程度的令致性的钻果
。

利用这种感知的一

致性
,

配合以思维方式的一致性
,

自然科学家们构造出了具有一致性特点的自然科学知识体

系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这个构造过程中
,

逻

且会指导科学家们制造仪器和观察工具
,

褶酱
思维不仅会指导科学家们去感知哪些现象

,

而

忿知的方式
,

以扩展那些有益于增进科学知识

的经验现象和具有所需程度的一致性的经验 `

可见
,

做为自然科学的井础的经雄是指井有一定粗度的一致性的感知
,

是可以被科学家

们普翻认可的那钾部分经验
,
不具有州致性特点豹感知要被排斥在经验基破之外

。

自然科学家关于 自然界的知识有两个来掉、 即两种获得方式
,

一是感知
,

二是思雏和想

象
。

逻辑要求自然科学知识体系 内部具有逻辑二致性 (逻辑整合性 )
`

以经验为基础的含义

就是这种逻辑一致性是以洲致性感知结果为蒸准的
:

当某个知识与某些一致性感知结果不具

有逻辑一致性时
,

这个知识将被认为是伪知识
,

将被排斥在科学知识体系之外
。

显然
,

经验之所以成为自然科学的基础
,

是以存在着一致性的感知为条件的
。

:

同时淇只

弃以这种二致性的感知为基
体系

。 `
’

砷
,

才有可能在不借助外来强权之下产生具有一致性将点的知识

最后顺便指出
, 在感知之中视觉

“

比任何其他感觉更能使我们感知和极清楚地区分〔自然

界〕 事物
” 。

② 这意味着在对自然界的经验中 观察更可能产生一致性的结果
。

所以自然科

学研究中的经验多指观斌
.

研究中多以硼
察到的现象咸为黔验现象

.

(比如仪器上仪表指针

的位置卜 因此我们常常件
杜会知识的来派

.

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观察之上的占

当我们转而考察社会科学时
,

可以发现
,

社会研究也可以以坦辑和一致性的经验为基础
,

器
(葵…羹鬓:{髯薰嚣蒸笼蒸比如人们的行为

,

( l a) 而且其中的某些观察可以得封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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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以肯定
,

被调查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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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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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愿意把其中一部
.

分感知的结果真实地告知社会研究者或他人
`
这里社会研究者在获得这些其

有一致性并被真实地讲出的感知结果时
,

’

实际上是把被调查者做为研究大员在使用
,

认为被

调查者是在代替社会研究者去进行感知的
,

从被调查者到社会研究者的语言交流等同于研究

人员之间的交流
。

比如社会研究者询间被调查者的住房面积
。 一 、

-

( 3 ) 与自然科学家和其对象的关系不同
,

社会研究者秘做为被研究对象的被调查者之

何可以进行语言交流补社会研究者可以询问被研究的社会成瓦
“

倩时方讲述他的感知
、

情感

农欲望的体验` 或思维这些心理活动的结果 ;
、

也可以
一

从被研究成员与社会研究者或与他入豹

导交谈中嵘知被研究成员钓一些心理活动结果
。

.

无疑
,

被研究的社会成员对于他自己的某些心

理活动的结果并不明了
,

他无法肯定地和明确地对自已说出这些心理括动的结果一定是怎样
。

·

其次被研究成员并不愿意或不愿意真实地告诉研究者或他人他的某些心理活动结果
。

_

最后被

两究成员可熊并不完全了解某些概念的含义
,

或误解了某些概念的含义
,

’

因而可能在讲述自

己心理活动的结果时错误地使用概念
。

几
`

厂 - -

( a3 ) 然而
,

同样可 以肯定的是
,

被研究的社会成员总能够清晰地了解到他自身的某些

心理活动的结果
,

也总愿意真实地告知某些他的心理括动结果
,

也总能够正确地使用某些概

念
。

因此社会研究者总可以以这种方式获得一些被研究的社会成员
`

对于他所明确的心理活动
,

结果的真实和正确的表述
。

一

显然研究者对这些表述的获取是具有一致性的`
_

`

( 4 ) 与自然科学家和其研究对象的关系不同
,

社会研究者和被研究的社会成员都是人
,

社会研究春可以科用
`

食己在某粉环境下的感知
、

体脸确思维如拮易鑫推断被研究成员在相同

或相似环境下的感知
、

体验或思维的结果
。

这就是马克斯
·

韦伯所指的
“

直接理解 (投入理

解 )
” 。

.

“ 、

一
’

.

打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生理上的
、

经历上的
、

甚至文化上的差异
,
但在这些方面所具有

的共同性足以使不 同的人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下的某些心理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性
,

一

因

此社会研究者以其自身的心理活动来比拟
、

类推被研究成员的某些心理活动会具有洲定程度

的一致性
。 ’ `

-

一

一 厂

( 导) 与自然科学家一样
,

社会研究者也可 以
.

由思维和想象获得关于社会的知识
。

丫

显而易见
,

在社会知识的五个来源中
,

第 ( 4 )
’

种来源是研究者通过 了解育身的心理活

动来了解他人的心理活动
,

而不完全是由感知去获得知识 , 它不是经验来源
,

而第 ( 1 ) 种

和第 ( 2 ) 种来源是经验来源
,

虽然第 ( 2 )种来源给出的知识是通过名义上不是研究人员
,

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做为研究人员在起作用的被调查者的经验来获得的价
; j 、

`

仔细考察社会知识的第 ( 3 ) 种来源
,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经验来源
。

这是因为
:

( 1 )

被研究的社会成员对其心理活动结果的表述是声音或文字
,

是被社会研究者听到或看到的
。

(幻虽然被研究成员所表述的声音或文字并不仅使研究者听到或看到这个声音或文字本身
,

而且依据语言的约定使研究者了解到声音或文字所代表的内容
,

但无论是声音或文字本身
,

还是它们所代表的内容
,

都是被研究对象身上的现象
。

( 3 ) 虽然有些表述所传达钓是体验或

思维的结果
,

一

但它们不是研究者的体验或思维结果
,

它们将被做为研究对象来利用
。

( 4 )

这里研究者和被研究成员之间的语言交流与研究者之间的语言交流不同
t

_

前一种交流中所传

递的信息是被研究者的心理活动结果
,

是被研究者身上的个人现象
,

具有个人性 ; 它们只能

由给出信息的人给出 , 而且没有正确与否的间题
,

是不能被他人验证的
,

研究者只能依据其

鸽指标来判定信息是否肯定
、

真实和正确
,

以决定信息如何被科学研究所利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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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见
,

在社会知识的来源中
,

’

第 ( 1 )
.

种
、

第 ( 2 ) 种和第 ( 3 ) 种来源是经验
,

由砒

获得的知识是经验资料
。

而且其中第 ( 1 , ) 种
、

第 ( 2的种和第 ( 3
二
) 种来源是一致性的经骏

,

所给出的是具有一致性的经验结果
。

_

对向妞的回答 ”
卜 `

基于上述的分析
,

’

可以自然地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闻题做出回答
。

在我们谈到牡会科攀应该以经挂为基翻时
, `

并不扭指以所有的经脸为若础
,

而怪指以杯

欲性的经挂为若武 具体说表
~ ’

社会科学应该以社会协识的 第 ( 1。 ) 种
、

第 (2 幻 种和绍
一

(咨a) 种来抓为基础
:
即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具有一致性的观察多 具有一致性钓被调查春的某

些感知
,

对子这些感知参被调查者愿意将其鳍果真实地告知研究者 , 研究者对被研究的
瘾

成员的某些表述的获取犷这些表述是被研究成员对子他所呀确的他自身心理活动结果的真实

和企确的表述
。

`

这样
,

社会科学赖以建立的经验现象就是可以被研究者的一致性观察所规蔡

到的现象
,

可以被人们的一致性感知所感知到的现象
,

以及社会成员对 自己所胡确的感知
、

体验或思维结果的真实而正确恤表述
。

、

硕便指出
,

社会科学以经验为基础
,

并不排斥马克斯
·

韦伯所主张的
“
直接理解” 。

事

实上以经验为基础是指以上述兰种一致性经验来检验从其他来源获取的知识
,
包括从直接理

解获取的知识
,

以决定它们是否被排斥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外
。

而直接理解一直是社会研
,

究中获取社会知识的“ 个重姿邃径
。

.

·
「 ,

、

一另外扩考琳到在直接理撰第 ( 魂) 种来源中存在着一致性的直接理解第 ( 4幻 种来凉
,

我们会发现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

可以以第 ( l a
) 种安第 ( Za) 种

、

第 ( 3 a ) 种和第 〔4。 )

种来源做为基础来构造具有一致性特点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
这个知识体系并不是以经验为

墓础的
。 ·

探讨这个知识体系与以经验即第 以 。 ) 种
、

第 ( Z a ) 种和第 ( 3 a) 种来源为基础的

知识体系的异同或优劣将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

-
一 ’ 一

对粗念的几点说明 叶

”
一

在对社会知识的第 ( 3
a
) 种来源的界定中

,

把被研究成员的真实和正确的表述
,

而不仪

是前后一致的表述做为条件户并非仅仅出子一致性的考虑
。

要录表述是真实的是因为社会研

究中象 t’ 感到 丫 x ”
健种形式的概念是比象

“
他说他感到 x x ”

这种形式的概念更方基本的

概念
。

要求表述是正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被研究对象间进行对比
。 、

:

社会科学与官然科学的钾个不同点是杜会科学使用的概念中包括有描述被研矢的社会成

员的内心感受 (即感知
、

体验或思维结果 )的秘念
,

比如 “感到压抑
” , “

认为这项事业是正义

的 ” 。

由第 ( 3 ) 种和第
」

( 4 )种来源获得的知识都是甩这种概念表述的
。

社会科学之所以使

用这类概念
,

·

是汲为
:

、

( 1今 社会研究者可以对这种概念进行测量
。

其实第 ( a3 ) 种来谏给

出的知识就是对这种概念的可靠测量的结果
。

( 2 ) 社会成员的感知
、

体验或思维的结果会

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 _

( 你 ) 社会科学的最终月标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
,

而生活质量的

核心就是社会成员的一种内心体验 ; 而且生活质量与其内心的感知
、

体验和思维紧密相关
。

另外
,

在直然科学中所使用的概念都是经过 自然科学家们严格地定义过的概念
。

而社会

科学知识的获取和验证如果不把第 …(
一

2 ) 种和第 (盘 ) 种来源排除在外
,

那么社会科学就必

须便用一部分由社会约定的
,

.

在母常生活中使用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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