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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和达伦多夫的理论

得以结合的几个条件

刘 迁

布劳和达伦多夫分别是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和冲突理论 的代表人物
,

但他们的

理论并非全然相互排斤
。

文章认为
,

由于存在着 内容上的相互包容
、

相互衔接和相互

重叠
,

我们可 以在引入新 的学术概念—
社会圈子的基础上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而成

为一个包含有交换和冲突在内的社会互动理论
,

以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人们社会行动

的全貌
。

作者
:

刘迁
,

男
,

1 9 6 1年生
,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讲 师
。

一
、

引 言

美国社会学理论家布劳 ( P
.

lB au )在他的 《社会生活 中的交换与权力》 一书中提出
,

社

会群体中的权力结构是从不平等的交换中产生的
。

起初
,

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互动处在竞争阶

段
,

每个成员都向其他成员证明 自己比别人更有吸引力
。

结果
,

某些人证明他们有能力向他人

提供更多的利益
,

并使人们相信只有接受他们的领导
,

人们才能获得更高的报酬
。

然后
,

当

交换双方的付出在价值上不等的时候
,

就出现了地位高者和地位低者的差别
。

如果地位低者

不得不依赖于对方提供的报酬但同时又没有能力提供相应的回报
,

那么他所拥有的唯一手段

就是对恩人表示顺从
。

由此群体中的领导人物产生了
。

最后
,

这些领导者通过证明他们能够

有效地完成群体的任务并保证群体人员获得他们所期待的报酬
,

就可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

并

且
,

借助所占据的领导地位
,

领导者就可以利用 自己控制的财物向从属者提供帮助
,

这就又

加强了他们的地位
。

① 所以
,

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群体成员的竟争
、

领导人物的

出现以及权力地位的巩固这三个阶段
。

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在于群体成员对报酬一成本结果的认可
。

如果报酬一成本结果与全体

成员的期待相符
,

那么已经出现的交换模式就可以维持下去
。

但是如果成员认为这一结果不

合算
、

不公平
,

他们遭受到领导者过多的剥夺
,

那么他们对领导者就会产生不满情绪或者对

抗运动
,

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会推翻现有的权力结构
。

② 笔者认为
,

正是在此处布劳的

理论可以与达伦多夫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

构成为包含着交换和冲突内容的社会互动理论
。

德国社会学理论家达伦多夫 ( R
.

D a h r e rL d o r f )提 出了他的辩证冲突论以解释群体中的权

威结构及利益冲突
。

达伦多夫强调
,

对冲突群体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强制协调的 联 合 体

①
②

参见 〔美〕 P
.

布劳
: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

华夏出版社 19 88 年版
,

第22 一 2 9页
。

参见 〔美 〕 D
.

P
.

约翰逊
: 《社会学理论》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 988 年版
,

第 48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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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群体由两部分人组成
:

一部分人占据支配地位
,

成为统治者 ;一部分人处于服从

地位
,

成为被统治者
。

达伦多夫认为
,

任何社会结构都是由支配地位和服从地位组成的
,

而

任何社会群体也都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的
。

由于强制协调的联合体内存在着两类最基

本的权威地位
,

因此也就相应地存在着两类最基本的利益
。

拥有支配地位的人总是想维持原

有的权威结构
,

以维护原有的利益分配状态
;
而由于任何人都不想永远处于服从地位

,

所 以

处在受支配地位上的人总想改变他们面临的现状
。

这样两类地位的占有者各自因其地位而拥

有本质 上不同和方向上对立的利益
,

每个强制协调的联合体内都潜伏着利益冲突
。

①

达伦多夫指出了这种权威结构的辩证性质
: 一方面权威结构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许多人

包括许多被统治者的认同
,

有着一定的合法性 ; 另一方面这种权威结构在形成之后又受到许多

人的反对
,

因此又有着一定的不合法性
。

所以权威关系的合法性不是稳定的
,

而是变动的
。

②

达伦多夫认为
,

冲突是任何社会结合体内由于权威地位的分化而产生的固有现象
,

是权威结

构内部两股对立力量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抗衡过程
,

因此任何社会变迁都不可能取消冲突
。

革命或改 良虽能以新的权威结构取代旧的权威结构
,

但新的结构内部又会分化为上
一

下两个等

级
,

产生新的对立和冲突
,

社会就是在这个无休无止的冲突力量的推动下发展的
。

③

二
、

两种理论的结合条件

对比布劳和达伦多夫的基本思想
,

我们可以发现
,

无论是在布劳提出的权力结构 (侧重

古据不 同地位的人 ) 中
,

还是在达伦多夫的权威结构 (侧重不同人占据的地位 ) 中
,

人们对

于有秩序合法性的认可决定了群体领导者和其他成员间的互动是处在交换状态中
。

没有群体

成员对于内部交换规则的最基本的认同
,

群体就不会形成
,

这一点在布劳的理论中已十分明

显
。

虽然达伦多夫强调群体成员是靠着一种压制性力量强行结合在一起的
,

但是这个群体在

明显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之前
,

各个成员由于 自身利益的原因
,

他们之间的吸引力肯

定是大于他们之间的排斥力的
,

而且那些确信自己将最终能够从被统治地位通过向上流动而

转而 占有统治地位的人
,

很可能就是维护现存权威结构合法性的人
。

④ 达伦多夫没有分析群

体中的交换行为
,

但是他绝不会否认交换状态的存在
。

人们结合成为群体就是因为单靠个人

的力量不能生存
,

必须要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换以满足各自的各种生活需求
。

达伦多夫

只是由于极端重视社会的冲突过程才将交换过程淡化的
,

在他的理论中实际上是蕴含着交换

这一过程的
。

他说利益对立的冲突群体的形成需要有三个条件
,

即技术条件
、

政治条件和社

会条件
。

我们可 以发问
,

在这三个条件并未具备之前
,

也就是冲突群体尚未形成之前
,

群体

中的成员在做些什么呢 ? 回答肯定是他们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换
。

未对这一过程进行探讨
,

并不等于否定这一过程的存在
。

布劳虽然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做 出了巨大贡献
,

但是布劳也并

不认为交换理论的原则能够解释一切互动
。

他说
: “

这里所表述的社会交换只限 于 某 些 行

动
,

即那些只要别人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
,

而不再有这些被期待的反应就不复 存 在 的 行

动
。 ” ⑤ 可以说

,

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与布劳的交换理论的相互包含是两 种 理 论 可以结合

① 参见贾春增主编 《 外国社会学史》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 8 9年版
,

第25 2一 25 4页
。

② 同①
,

第 25 2一 254页
。

③ 同①
,

笼 2 5 9页
。

① 参见 〔笑〕 ”
.

P
.

约翰逊
: 《 社会学理论 》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 88年版
,

第6 f)3 页
。

⑤ 〔美〕 护
.

布劳
: 《 社会牛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

华夏出版社 1988年版
,

第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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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条件
。

布劳和达伦多夫不单重视群体内部的分化与整合
,

而且还看到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分化

与整合
,

即宏观社会的形成
。

布劳说
,

如果两个或更多的群体之间的交换是平衡的
,

则会形

成平等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

如果交换是不平衡 的
,

则会出现权力和地位的分化
,

某一 占优势

的群体取得支配其他群体的地位和权力后
,

就可以与几个从属群体形成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关

系
。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形成更大的群体网络
。

① 由此
,

布劳的理论从微观分析上升到了宏观

分析
,

平等的与不平等的群体网络相互联结
、

相互重叠和相互渗透
,

它们或者进行着直接的

交换
,

或者进行着间接的交换
,

从而形成了复杂社会的一般形象
。

达伦多夫也十分关注群体

与群体之间的分化与整合
,

他用多元分散与多元重叠的概念来描述社会成员在不同群体中的

地位状况
。

多元是指某个人占有的若千个地位
,

包括权威地位
、

声望地位和收入地位三项
。

一个

人在社会上会分属于不 同的若干个群体
,

如果他在一个群体中处于高等地位 (或者低等地位 )
,

但在其他群体中不处于高等地位 (或者低等地位 )
,

这种情况就叫多元分散 , 如果他在 一个

群体中 占有高等地位 (或者低等地位 )
,

而在其他群体中也占有高等地位 (或者低等地位 )
,

那么这种情况就叫多元重叠
。

一个社会中各个强制协调的联合体的地位结构的重叠程度如果

非常高的话
,

就有可能使社会成员在他们的角色地位上全面卷入冲突
,

从而有可能出现导致

社会分裂的两大敌对集团
,

这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形成
。

② 很明显
,

在布劳关于社

会结构的视野里
,

他看到的是社会群体网络的形成
,

尽管其中存在着地位高低的差异 , 而在

达伦多夫关于社会结构的视野里
,

他看到的则是社会阶级阵营的出现
,

虽然其中存在着群体

利益的交换
。

笔者认为这两者是互补的
,

而不是对立的
。

这里可以使用 一 下 科 塞 ( L
.

A
.

C os e r
)的观点

。

科塞指出
,

在一个弹性的社会中
,

各种利益群体间的冲突在犬牙交错地进行
,

不触及社会得以建立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

此时的冲突反倒有利 于社会的整合
。

反过来看
,

在一个僵硬的社会中
,

由于担心冲突会触及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

威胁社会的稳定
,

因此社会

极力压制不 同意见和不满情绪的表达
,

所以对立和冲突的能量在聚积
,

这些能量一旦爆发
,

就会出现沿着一条分裂社会的断裂带进行的冲突
。

③ 科塞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同布劳的交换理

论对于社会群体的分析相吻合
,

可以看出布劳所分析的基本上是一个弹性社会的情况
,

此时

多元重叠的现象并不严重 , 而科塞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则与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对于社会阶级

的分析相吻合
,

此时多元重叠的现象已很明显
。

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是一个社会在不 同历史阶

段所经历的两个过程
,

它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关系
,

而是前后衔接的关系
,

当然从前者到后

者有一个量变的过程
。

这是布劳和达伦多夫的理论可以结合的第二个条件
。

布劳和达伦多夫都注意到了冲突群体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

布劳指出
,

某些强有力的领

导结构是以领导者控制的资源为基础的
,

这些资源可 以用来向从属者提供报酬
。

但是带有辩

证意义的是
,

领导者能够控制和支配的资源越多
,

他也就越容易激起那些希望更多地分配这些

资源的从属者的不满
,

因此也就越容易形成领导者与从属者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
。

④在这个

背景下
,

布劳继续提出冲突群体逐渐形成时所具备的一些条件
。

第一
,

在现状中受到压抑并

感到不满的人开始以一种探讨性的方式进行沟通
,

提出一些不同的目标和策略
,

并 做 出 评

参见 〔美〕 D
,

P
.

约翰逊
: 《 社会学理论》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 988 年版
,

第4 86 页
。

参见贾春增主编 《 外国社会学史》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89 年版
,

第256 一 2盯页
。

参见 〔美〕 I
.

A
.

科塞
: 《社会冲突的功能 》 ,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

第139 页
。

参见 〔美〕 P 布劳
: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

华夏出版社 198 8年版
,

第邓 2一 26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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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的从属者若打算共同反对现存的领导结构就必须要形成新的自己的领导结构
,

缺乏这个条件
,

他们就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去采取一致的行动
,
第三

,

与群体中原有的占主导

地位的价值规范相对立
,

需要产生出一套新的价值和规范
。

对立的意识形态能够为参加反抗

运动的人提供保证
,

即变革原有权力结构的斗争并不是为了某些人的私利
,

它是与众人的根

本利益乃至高尚的道德原则相联系的
。
① 由

一

于达伦多夫非常注重冲突群体的形成过程
,

所以他

对该类群体形成的条件就研究得更为精细和深入
。

达伦多夫认识到
,

冲突群体在形成之前
,

任

何强制协调的联合体中都有两个主要的准群体
: 一个是由占据权威统治地位的人构成的准群

体
,

一个是由必须屈从权威的人构成的准群体
。

如果准群体中的人们产生出共同的阶级意识
,

并组织起来追求共同的利益
,

那么准群体就转变为利益群体了
。

在准群体成员尚未明确认识到

共同的利益之前
,

他们的利益是潜在的
。

在恻
I明遍林识到共同的利益之后

,

此时的利益就
-

变成外显的了
。

这是一个质的转变
。

达伦多夫提炼出了准群体过渡到利益群体的三个条件
。

第一
,

技术条件
,

达伦多夫把受压迫群体中领袖的出现和意识形态的形成称作技术条件
。

没

有某种领袖和信仰
,

就不会产生任何有组织的群体行动
。

(这个条件同布劳的第二
、

三项条

件相同 ) 第二
,

政治条件
,

达伦多夫把利益群体得 以形成的自由程度称作政治条件
。

在一些

社会中
,

对立群体的形成公开地或暗地里被阻止
,

而在另 一些社会中
,

这类群体在一定程度

篇黑黑溉翼黔篡翼鬃滥氰藻篡撬篡霭篆器黔北
必须要有必要的联系机构

、

设施才行
。

( 该条件与布劳的第一个条件相同 ) ② 由此可 以 看

出
,

对于冲突群体形成条件的论述是布劳和达伦多夫的理论可以结合的第三个条件
,

这是他

们的理论相互重叠之处
。

布劳的交换论与达伦多夫的冲突论的相互包含
、

相互衔接
、

相互重叠是他们在理论思想

上的结合
。

除此之外
,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存在于他们思想深处的关于人性的基本似设
,

这个假设支配着他们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看法
。

布劳指出社会交换有如下特征
: 一是参与交换的各方都期待着他人的回报

,

一旦他人停

止了所期待的回报
,

这一交换关系就会停止 , 二是社会交换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

自愿性活动
,

在暴力威胁下的行为不能算是交换行为
。

③ 根据这两个特征
,

布劳把参与交换

过程的行为者看作是与经济交易过程 中
“
理性经济人

”
一样的精于计算的人

,

只不过成本与

报酬的内容不仅仅是金钱
,

而是还有尊敬
、

服从
、

赞同罢了
,

交换时人们所遵循的依然是以

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报酬的原则
。

虽然布劳强调了交换行为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
,

受惠一方必

须要承担回报的义务
,

但布劳强调互惠规范重要性的实际目的还在于说明
,

只有遵守规范
,

交换关系才能维持
,

交换双方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

否则交换关系就会自行中断
,

甚至会出现

社会冲突
。

从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
,

布劳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假设是
:

人都是 自私的
。

从布劳的交换理论的思想渊源上看
,

他是受到了古典经济学
、

人类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影

响
。

英国经济学家斯密 ( A
.

S m i t h) 认为
,

人们为了获得最大利益而进行交换 ;英国人类学 家

弗雷泽 ( J
.

F r az e r
)认为

,

交换过程是人们追求自己最基本的经济需求的表现 ;法国人类学 家

列维
一
斯特劳斯 ( C

.

L o vi
一 S t r a二 s )认为

,

交换双方只有遵循对等互惠的原则
,

才 能维持 和

① 参见 〔美 〕 )J
.

P
.

约翰逊
: 《 社会学理论》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 988 年版第
,

48 3页
。

② 忿见 〔美 ) J
.

H 价矛纳 : 《 社会学理沦的结构 》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 87 年版
,

第 1了8页
。

③ 参见贾春增主编 《外国社会学史》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第27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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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种关系
,
美 国心理学家斯金纳 ( B

.

F
.

S ik n n e r
)认为

,

有机体的行为总是趋向于最大的

报酬和最小的惩罚
。
① 上述的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将人的 自私认作是人类的本性

,

所以布劳在

接受了他们思想观点影响的同时
,

自然也就接受了人性 自私的基本假设
。

对照来看
,

达伦多夫关于人类本性的看法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
。

但是仔细体会 他 的 思

想
,

这个假设仍然是可以被挖掘出来的
。

他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作辩证冲突论
,

是因为他把权

威结构内两个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利益群体的地位的改变看成是一个永不休止的循环往复的

过程
。

通过这个冲突的过程
,

原有权威结构中的人员发生了变动
,

或者是统治地位上的人员

全部或大部分被更换
,

或者是被统治地位上的人员一部分被更换
。

人员变了
,

但权威结构中固

有的上下两个利益不同的群体的格局并没有变
。

下层的人们努力想改变自己的地位
,

只是因

为处在下层就会使自己的身心受到压抑
,

利益受到盘剥
,

要改变这个状况
,

唯有升到高层去

才行
。

在上层群体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的情况下
,

下层群体的成员就希望向上流动
,

凭借自

己的努力成为上层群体中的一员
。

此时
,

只要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

下层群体成员就仍会认

同该权威结构的合法性
。

但如果上层群体是不可渗透的
,

或者虽然有进入的可能性但向上流

动的速度太慢
,

那么下层群体的成员就会对于阶级利益产生明确的认识
,

即原有的潜在利益

变为外显利益
,

并有可能产生阶级的行动
。

处在上层群体的人想竭力 保 住 已 有的地位
,

而

处在下层群体的人却要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
。

他们的 目标是共同的
,

即都是要获 得 最 大 利

益
。

在这个最大利益面前是谈不上什么平等
、

公正
、

道德和 良心的
,

因为处在低层的人一旦

翻身爬上高位
,

他们也同样会象以前处在高位的人一样尽力保持 自己的地位的
。

这就是达伦

多夫所说的新的结构内部又会分化为上下两个等级
,

产生新的对立和冲突
。

②

达伦多夫的上述思想已经暴露出了他对于人类本性的基本看法
。

同布劳一样
,

达伦多夫

也是认为人的本性是 自私的
,

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彻头彻尾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人
,

只不过追

求利益的主要活动在布劳那里是精打细算的交换
,

而在达伦多夫这里是迫不得已 的 冲 突 而

已
。

因此可以说布劳与达伦多夫在关于人类本性假设上的一致是二者理论可以结合的最重要

的基础
,

这也就是他们的理论可以结合的第四个条件
。

三
、

讨 论

交换和冲突是社会中两种基本的互动方式
,

在维持社会生活的运行上二者各有其重要的

功能
。

由于人的思想观念
、

目的需求乃至社会上的制度规范都是通过人们的交换或冲突的行

为表现出来的
,

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就可以对社会生活有个基本的把握
。

德国社会

学家齐美尔 ( G
.

iS m m e
l) 的社会圈子的概念可 以帮助我们把这两种互动形式整合在一起

。

社

会圈子概念的含义是
: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参加多个群体
,

每一个群体都是一个圈子
,

随

着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
,

个人所参与群体的数量也在增多
,

因此以个人作为社会 圈 子 的 中

心
,

就形成 了一系列的同心圆圈
。

每个群体对于个人都有具体的要求
,

但是某一种要求又都

是有限度的
,

个人能对各种竞争性要求进行权衡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自己的人格
,

这样

个人在许多社会群体中与其他成员之间并不是在涉及全部人格的广泛基础上进行互动
,

而只

① 参见贾春增主编
: 《外国社会学史》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 89 年版
,

第 263 一 2 69页
。

② 同①
,

第25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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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特殊的目标和利益为基础进行互动
。

①

有了社会圈子这个概念
,

把布劳和达伦多夫的最基本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就显得比较容易

了
。

第一
,

个人为了实现某个特殊的利益 目标而参加到某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去
。

他在各个

群体中的收入
、

声望
、

权威等方面的地位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
: 1

.

在所有的群体中都处于高

等地位 , 2
.

在部分群体中处于高等地位
,

而在其他群体中处于低等地位 ; .3 在所有的群体中

都处于低等地位
。

第二
,

个人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 目标
,

通过交换和冲突这两种主要方式与

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互动
,

并根据角色地位的具体要求分别介入不同内容
、

不 同程度的思想与

情感
。

第三
,

由各个群体联结成的社会网络是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形成的
。

在多元分散的情

况下
,

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弹性的特征
,

但在多元重叠的情况下
,

宏观的社会结构则易于变

成截然对立的社会阶级以及出现导致社会分裂的阶级冲突
。

第四
,

交换过程主要是在群体成

员认可既有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
,

即交换行为必须遵循互惠对等的原则
。

虽然处于低等

地位的成员有迫不得 已进行不平等交换的情况
,

但这个时候的社会群体 已经处于由交换过程

向冲突过程转变的过渡阶段
,

这是社会变迁由量变转为质变的过程
,

此时冲突群体的潜在利

益变为外显利益
。

原有交换过程的中断就是冲突过程的开始
,

在原有交换规则无法维持
、

低

等地位的群体成员不再容忍受剥夺状况的情况下
,

冲突就会导致社会结构发生质的变迁
,

或

者是高等地位的群体成员被更换
,

或者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规则被改变
,

以形成一新的暂被众

人认同的社会秩序
,

因此交换与冲突总是在交替着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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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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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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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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