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意义

胡 荣

符号互动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与功能学派
、

愧舞学派相杭衡的三大理 论 流 派 之

一
。

这一理论滥筋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和实甩主义哲学 ` 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

乔治
·

米德教授则是这州理论的集大成者卜当代社会学家布鲁默把芝加哥社会心理学发扬光

大
,

·

使符号互动论成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
。

在 50 年代秘
0年代的美国社

会学界
,

学者们都以能挤身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学派为荣
,

今 日的风气则转至符号互动论
。

本

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符号互动诊进行分析评判
,

指出这一理论的积极贡献和理论缺陷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社会学是近代理性主义运动的产物
。

`

御文艺复兴运动 以 后
,

以 理 性

主义为主流的近代哲学迅速成长起来
。

返代理性主义的特征是崇尚理性和科学
,

认为真理不

是权威畴给后世或肉教皇的救令颁布的
,

而是由不偏不俊的
;

自由研究获得的
。

人们的注意力

从探索超会然的事物转到研究 自然事物
,

从天上转到人间
,

神学的王冠让给了科学和哲学
。

孔越粕勺思想深受近代哲学精神的影响
、
他接过休漠

、

狄德罗等经验派思想家的旗帜
,

以实证主

义哲学为基础
,

着手创建他的社会学
。

孔德认为社会是 自然的二部续
,

社会现象何良然现象

是一样的
,

因而他主张用自然科学的丝肇方法
,

即观察、
`

实验和比较等方法研究社会现象
。

孔德在 《实证哲学教程汾
·

中提出了 华社会学
” 一词

,

并依据各门科学的复杂程度进 行 了 分

类
,

依次是天文学
、

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
,

最后是社会学
,

数学则是所有科学的工具
。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
,

孔德才被称为社会学之父
。

实证主义哲学对后来的社会学发生 了 很大影

响
。

继孔德之后
,

斯宾塞
、

滕尼斯
、

迪尔凯姆
、

帕累托等人都坚持要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

叙那象
。

_

他们认为必须 自然主义地
,

也就是运用自然科 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看待社会现象
。

滕

尼斯说道
,

应该把社会现象看成
“
似乎是物

,

就象良然科学家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生命过程一

样
” 。

这种方法必须把关于社会现象的涵义方面的间题
“ 由括号中移出 ,, ,

因为主观的东西

不是科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

而是生活哲学研究的伺题
。

这种实证主义谱系的社会学理论

强遇运甩良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
,

`

坚决拼弃对社会作形而上学和思辩的解释
,

这对社会学这

门学科的产生租发展都产生过早大的影响
,

具有重大的意义
。

.

但是
,

这些社会学理论由于过

分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一致性
,

而忽视了二者的羞别
·

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忽视了
,

社

会现象被等同于 自然现象 ,
`

失去了其主观意义
,

人仅被当作消极
、

机械的客 体
,

缺 乏 创 造

性
、

自由和个人责任
,

如同木假一般
。 ·

符号互动论是美国文化的产物
。

在美国这块新大陆上
,

人们需要的不是被动的
、

机械的

人的形象
,

人们更需要的是积极的
、

能动的
、

富有创造性的人的形象
。

在 2 0世纪初特殊的文

化氛围中
,

符号互动论产生 了
。

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刚从移民中长成的社会
,

是一个从原野里创

造出来的国家
。

在拓殖的时代
,

传统势力微不可言
,

人所生活的环境允满了冒险
、

机会
、

变

幻
,

在这里产生的是一种需要自由
、

创造性和个人责任的精神
。

正是美国文化中的开拓精神

和平等精神直接培育了符号互动论
。

美国学者沙斯考尔斯基说
: “

如果符号互动论这样一种

。

习每
·



理论在其他社会政治背景而不是在美国这样其有平等主义精神和流动的阶级结构中产生
,

那

是很值得怀疑的
。

它所依据的基本论点显然无法运用于具有一定阶级结构的社 会
,

在 这 种

社会中往往以一种代代相传的方式形成“ 种形式化的
,

通常是任死不麦和等级森严的行为模

式
。 ” ①

因此
,

在这种文化和知识背景中产生的符号互动论所描绘的人的形象是积 极 的
、

主 动

的
,

富有无穷的创造性
。

根据布鲁欲的观点
,

符号互动论有下面几个基本前提
: ( 1 ) 人类

对事物的行为是基于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发生的 , ( 2 ) 这种意义是人类社会中社会互动

的产物 , ( 3 ) 每个人在处理对待事悄时都有一个解释的过程
,

由此而对这些意义进行不断

的修改和处理
。

@ 所以
,

在符号互动论那里
,

人既是反映者
,

又是行动者
,

人对外界不是作

断梅理性的反应
,

而是通过符号进行的
。

传纷的实证社会学为了使社会学 “ 科学化” ,

强调

自藕砚象和社会现象的一致性
,

崇尚运用自辘料学的方法砍究社会现象
,

给果否定了人的主

观能动性
。

符号互动论的宜义就是使被实证主义社会学所扭曲了的人的形象得到了恢复
,

被

忽视了的人的内心世界文重新得到了研究
,

被杏定了的人的主珑翻动性又得到了肯定
。

下面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
一着建一血论从方法枪角度对人的主观翻动性的肯定

。

1
.

人典有老用祷号的抢力
,

人对娜界脚班应盈 . 过排母班杆的

与传统社会学忽视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镇向不伺
,

符每宜动论对人的内心世 界 进行 了

充分研究 ` 这主婆表现在互动理论对人曲称号能方的摘祠以及米祖的自砚概念和动
、

作裕念

中
。

符号互动论十分强调人区别于动物的德性
,

.

逸眺是人幼移运琳符号
。

通过符每
,

人幼够

保禅过去的睡独和建立新的意义
,

同时也能位像未来及理想
,

因此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

中
。 ` 至午动物

,

所有经获娜是随生艘夹的
、

,

各个黄作或感受都是抓立的
。

难独人类自有一

个世界
,

其中许多事件都锢绕着璐往事件匆许多反响瑞许多记忆
,

其中事事均留弓励其他事
物协回惫

,
是以人类与山身淘的歼兽不同

。 ” ⑧ 有了特号的带助
,

人类就能够趁劫澳夯怜眼

份的坏镜
。

用托马撰的话说
: 件如果人对某一情景作真实的定义

,

那么就会产生真 实 的绪

堆
。 ”

霍特号互动论粉来
、 人之所以能退用符号

,

进行思维
,
这和人的自我是分不开的

。

米称
认为

,

人术仅侧娜渔用符每和怕人文住
,

、

也公运用将号和自我互动
,
因此栖把自我分成 隆

扩
一

汤 l) 和
“
容我分 (晦 )

。

米. 的二翻我尔跳奥作为社会容休的自我
。

人不仅和他人文

往 i 丽盔运和直也协内心文么 和自我互动
。

在这种情形下
,
自我杭被当作一个杜会客 体

,

睁祠拼象拼有的容体一禅
,

被指出
、

被社会所定义
,
我如何粉得自已

,

我如祠定义自己
,

以

及我对爵己伪评价都完全取决于他人对我的社会定义
。

在这种观点肴来
,

自我不再是一个从

一个情景转移到另一个情录的坚女
、

一

跳走的实体
,

而是 , 个在个人奔进入的社会 情景 电不

断产生和壑新产生的过程
。

米抽认为
,

除了 样容我 , 捧
,

自我述由 “ 主我杯构成
。

如 果说
“
客我

”
是社会的我

、

客观的我的话
,

那么
“
主我

”
就是自热的我

、

主观的我
。

即
“ 主我 ”

是作为主体的我
,

是
“
个人经脸中对社会情景进行反映的东西 , 。

因此 “ 主我 , 是自我中积

极主动的一面
,

如B
、

梅尔策所说
,

是个人活动的推动力
。

米德是这样区分
“ 主我

”
和

“

客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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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

主我
,

对由概括他人态度而产生的自我作出反应
。

通过概括他人态度
,

我们产生

了 `
客我

, ,

而且我们以
`主我

,

的形式对其进行反应
。 ” ① 符号互动论者从米德的自我概

念出发
,

把人的行为看作是无法预测的
、

非决定的
,

人具有创造性
。

因为行动是自我的本能

方面和社会方面
,

即米德所说的
“ 主我

” 和 “
客我

”
相互作用的产物

。 “ 主我
”
是个人的冲

动倾向
,

这是人类经验的初始的
、

自发的
、

非组织的方面
,

它代表个人未受约束
、 ;

指导和训

练的倾向
。

而
“
客我

”
是类化他人的内在化

,

是群体态度和定义的体现
,

是道德规 范 的 化

身
。

人的行为是冲动和规范
、 “主我 ”

和
“
客我 ” 交互作用的结果

,

而
“
不能用动作前的因

素加以解释
· 。

一
’ 、

符号互动论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还表规在米德对动作阶段的划分上
。

米德反对 “ 刺激

一反应 , 式的行为主义观点
,

’

池招动作分为四不阶段
, 即冲动

、

知觉
、

操纵
、

、

完成
。

冲动

i( m p o ls e) 是环境与主体不协凋招饱的袄态
,

是行动的残端
。

动作始于机林的
诊不均衡状态

.

一种
“
导致行为的不适

” 。

冲动是
“
动作的一般性意向

” ,

它既没有叫机体干什么也没有规

定芬作的目标
。

知觉 丈p时晚p仿瞰 ) 是选 择的过程
, :

个人对清景邃行定义
,

把周围坏境中能

满足冲动的东西措录出来并加以注意
。

来德镜
:

一

“ 对有理智的人来视
,

其慈虑是他动作的最

重要部分
,

而这种思虑则是一个对情景进行分析
、

找出从树处着手
、 一

应趁并璐些 东西 的过
程

。 ” ② 米德对这一阶段和第一阶段的联系是这样解释的
:
为了 消除 不 均 衡

,

人 们 在情

景中形成了目标
。

例如
,
我仍决定吃午饭 (目标 ) 以消除饥纸 (冲动 )

,

他准备穿 上 大 衣

( 目标 )
,

以使身体不颇抖 (冲动 )
。

在这里米德强调只有通过知觉
,

才有刺激存在
,

也就

是说
,

刺激并不先于主体活动而存在
。

操纵
,

恤画p二 1浦。 ,
一

贾几冲动和知;
觉李致翻亩观

察行为
。

如果操纵能够把冲动的意向请除
,

羚翻活刻完成
`

( 改地由加运 ` “如 ) 阶段
。

在这四

个阶段中
,

第二阶段的知觉属于内
、

那活动
,

在知觉中人们运用符号进行判断
、

.

分析
、

定义
。

在内部活动中
, 一

人既考虑到过去之经验
,

又设想到未来之结果
,

对情景中的客体作出定义
,

在这种内部活动的基础上才有外部活动、 因此
,

’

来德说「
’

碑理智的行为过程本质上基一币对

各种方案进行选择的过程 , 理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选择
。 ” 由咪德把这种考虑和选禅后作出

薛反应称作 a延迟反应 , ( d e al 界击比访垃吮》
。

这祥
, 一

人类行为就不是外来力量或生理 本能

决定的
,

相反地
,

许多场合下都是自愿的行为
。

一 .

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

将号互劫论的现点联不同子实证社会学
,

又区别于伞生的行为
主义

。

实证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一致性
,

绪果慈视了对人的丙心世界的研究
。

华生的行大主义则力图附足适履地把心理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
,

声称 气合理学是自然科学的

一个把人的活动和行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部门
。

它企图通过系绕的碗察和实验来表达作为

人的反应基础的那些规律和规则
。 分 田 行为主义者把人的思维比作叫个黑箱

,

内部的情绪无

法得知
,

这就完全抹煞了人的内心经脸的可知性
,

把人着作完全被动的客体
。

对行为主义者

来说
,

人是他所处的那个环境的牺牲品
,
环境决定着他的行为

。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虽

然其表现形式和行为主义迥然相异
,

但这一学说却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
。

沸洛伊德从绝对

的决定论观点出发
,

认为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从日常锁事到睡眠
、

做梦
,

从正常人的偶然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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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失常者的各种症状
,

都不是偶然的
,

都具有绝对的意义
。

因此
,

尽管弗洛伊德探讨了人的

内心世界
,

但他的绝对决定论观点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符号互动论是大相径庭的
。

2
.

符号互动论的研究单位是微观的人际互动
,

其皿点是互动的性质和过程

社会学之父孔德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的科学
,

他 以
“
社会静力学

”
和

“

社会动力学
”

的划分提出了对社会总体进行纵
、

横研究的总体构想
,

并把社会的进化划分为军事阶段
、

过

渡阶段和工业阶段
。

在孔德之后的许多社会学家十分注重对社会的宏观分析
。

斯宾塞以社会

有机体学说对社会进行了分析
,

在社会中划分出分别担负
“
营养

” 、 “
分配

”
和

“ 调节
” 功

能的工人阶级
、

商人阶级和工业资本家
。

滕尼斯则以
“
礼俗社会

”
( G

e m ie sn hc af t) 和 “
法

理社会
”

( G
e se n s

hc
a ft ) 的概念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比较的

、

历史的考察
。

帕累托 认 为社会

学是各种专门社会科学的综合
, 它的目的在于研究整个人类社会

。

在现代社会中以帕森斯为

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十分注重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
,

它从农观的角度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

来看待
。

这些热衷于研究社会结构的学者
,

把社会看作是一系列的制度
,

分析其分层体系
。

但是

这些社会学理论由于只注重社会的宏观分析
,

往往忽视了对社会的微观研究
,

忽视了对小群

体
、

社会化 以及人际互动等微观间题的研究
,

忽视了人的主观意义
,

因而带有浓厚的决定论

色彩
。

符号互动论研究的单位既不是孤立的人格
,

也不是宏观的社会结构
,

而是一些微观社会

过程
,

人的社会化
、

人际互动是这一学派研究的重点
。

米德和其他互动学者研究了人的社会

化过程
。

米德把这种社会化过程
,

即人的自我形成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

第 一 阶 段 是
“
准备阶段

”
(P er p ax af o r y 就ag e)

,

这是自我发展的最初阶段
。

这一阶段的自我 是 原 始

的
、

不能运用符号的自我
。

模仿他人是这一阶段行为的特点
。

二岁左右的小孩可能会模仿其

父亲阅读书刊
,

或模仿其母亲与客人说
“
再见

” ,

但他并不理解这些动作的意义
。

这种动作

仅仅是模仿
,

缺乏意义租符号的理解
。

米德认为
,

当小孩学会了语言
,

自我的发展就进入了

第二阶段
,

即 “
玩耍阶段

”
(P l a y st a

罗 )
。

掌握了语言的小孩就可以用有意义的 词 汇 对

客体进行定义
,

因此原来以模仿对待客体的方式就为依据互动中产生的具有意义的反应方式

所取代
,

自我也为他人所指出和定义
。

在这一阶段
,

对儿童自我发展起重大影响的是
“ 重要

他人
”

(S 馆in f ic a
滋 ot he r)

,

即与儿童生活关系重大的人
。

在这一阶段
,

儿童能从 重要他

人角度看间题
,

即学会扮演他人角色
。

但是
,

在这一阶段
,

小孩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扮演一个

重要他人角色
,

而不能同时从几个重要他人的惫度看待自己
。

儿童把重要他人分离开来
,

因

此对于自己的观点是支离破碎的
,

自我发展的成熟阶段是
“
游戏 阶 段

”
’

g(
a m e s七a g的

,

和前一阶段在特定时间内只能从单个的重要他人角度看间题不同
,

这时必须同时从几个重要

他人的角度看问题
。

这一阶段的自我是成熟的自我
,

因为这时的自我已经能够将自己的所有

重要他人概括综合为一个
“
类化他人

”
( ge ne

r “ zU de ot he )r
。

当个人形成类化他人之后
,

就能以有组织的
、

一致的方式处理事情
,

他就能以一致的观点看待 自己
。

换言之
,

他超越了

互动中碰到的各种具体实在的期待和定义
,

摆脱了各种具体情景的特殊性
,

个人的行为在不

同的情景中就可以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
。

符号互动论对微观社会过程的研究不仅表现为对社会化的研究
,

也体现在对互动的探讨
_

卜
。

互动 ( i址 er
a ct ioll ) 是一种相互的社会行动

。

互动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
,

把行为导向

他人
。

人的大多数行动是社会的
,

而这些相互的社会行动就是互动
。

布鲁默说
,

个人
“
被卷



人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之中
,

在这里他们必氮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调适
。

这一互动

过程既要向人表示 自己的所作所为
,

又要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解释
。 ” 也 因为人的互动是运用

符号进行的
,

人们赋予每一动作二定的意义
,

米德把人的动作称为
“
有意义的动作

”
( ia g -

ifn ica 吻时二的
,

以别于动物的
“
动作的交互作用” (

~ ser 川on of g e就斑 e)
。

互动学
麻

据对社会过程的微观分析
,

提出了这一学派对社会的独特看法
。

在互动学派

看来
,

在互动中
,

人们进行相发的沟通和相互钓社会行动
,

于是产生了社会
。

因此
,

社会是

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
,

在宜动中人们进行角色粉演
,

相互沟通
、

解释
,

调整自己的动作
,

指导和控制自我
。

所 以在符号互动论那里
,

人群
、

群体
、

组织
、

社区
、

集体等词的意义是一
样的

,

都可以称作社会
,

是可
一

以替换使用的
。

抑使在人群中
,

个人的互动关系非 常 简 单 短

暂
,

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的雏形
。

由子符号互动学派研究的是微观的社会过程
,

因此把一切都看作是变化的
,

是 一 个 过

程
。

个人不再具有一成不变的人格
,

而是一个动态的
、

变化着的行动者
。

人从未变成某种东

西
,

`

而息处于变化的状态乏中
。 ,

古尔德纳曾对戈夫曼的奢作说过如下的话
,

这对符号互动论

来说也是适用的
: t’ 这一社会理论热衷于片枷时描述

,

把生话看作是只存在于狭窄的人际范

围
,

与历史和制度无关
,

是 ` 种超越历史和社会的存在
,

一种在转僻即逝
、

变化不定的接触

巾存在的东西
。一 ” ② 同样

,

社会也是一个变化不定的过程
。

米德说
:

一

“
我们认为

,

人类社会

不仅是给每一个人打上了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模式的烙印
,

使这一社会的模式成为个人的自我

模式扩 它同时还赋予个人的思维
,

以使个人的自我能够按社会态度和自我对话
,

这种 社会态

度 组成自我的结构
,

把人类社会有组织的行为模式内在化
,

并在自我的结构中得到反映
。

个

人的思维反过来使进一步发展的自我模式 (通分天脑的话动得到进一步发展 ) 能够影响人类

社会的结构或组织
,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其 自我构成的方式
,

根据其自我来重建或调整社

会或群体的杆匆模式
。 一

, ⑧

符号互动论对人际互动和社会化的研究开启了现代社会学中微观研究的先河
,

继互动理

论之后
,

交换理论
、

现象学社 会学
、

日常生活方法论 等流派都先后进行了微观社会学 的研

究
。

.

二.

a
.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
,

符号互动论侣导定性的研究方法④

实证主义传统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和 自然现象的一致性
,

主张用 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

社会
。

大多数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把社会科学看作是验证关于人类行为之因果假设的手段
。

这

就是从事物中找出两个或更多的变量
,

而后对其关系进行验证
。

为了使他们的研究科学化
,

这些社会科李家运用 自然科学家的模式
。

结果
,

人的符号性质被忽略了
,

人被当作了物
,

人

的形象被扭曲了
。

人的内在思维活动被作为
“
黑箱 , 排除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

, “
情景定

义
”
被葱略

一

了
。

布鲁欲指出传统社会学中运用变彭于析法是不适当的
。

因为个人的行为是持续不断的修

正过程
。

他认为社会研究对变量的选择和逻辑关系的安排常使一个持续的社会现象被分割成

① H
.

B i n m e r :

即m b o l ic I n t e r a e t io n i s m
,

19 69
,

P
.

68
.

② 转引自J
.

w i l so n : S尤 i a l T h eo 即
,

1 98 3 , p
.

1 4 0
.

③ G
.

H
.

M e Z d : M i ,: d ,
只e l f a n d 与

c le你
, e d i t e d W i t h in t or d , , c t io n b夕 C

.

W
.

五fo r r i s ,
1 9 34

,
p

.

263
.

④ 必须指出的是
,

符号互功论中以库恩为代表的衣阿华学派在方法上力图和传统的实证社会学保持一致
,

这 使 其

在许多间题上偏离了正统的互动学派的观点
。

这里讨论的主要是米德和以布鲁默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



数个小片断而失其真实性
。

研究者也因蜂
变量范围的限制而与现实脱节

。

甚至同一变量也

发生差别
。

他特别强调个人的活动决非几个变量可以解释的 ,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
,

人的行动包括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两个部分
。 互动学派由于强

调人的主观意义
,

强调社会互动中的解释过程
,

因此在方法上就必须寻求一种能够了解主观

意义的方法
。

符号互动论认为对互动过程的详细描述就是社会科学的目的
。

社会研究并不一

定要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
,

.

而是观察社会行动 , 对井进行详尽的描述
。

互动学派在科学研究中运用的另一原则是通过对真实生活情景的观察收集资料
。

社会学

应在真实的背景中研究人
,

西不是在实验室里或用问卷来研究
。

布鲁默说
: “ 它 (符号互动

论 ) 相信必须通过真实的经验世界的直接研究
,

而不是对世界的模仿研究
、

对预先设置的模

型的研究
、

对分散的观察中获得的图景的研究
·

一来确定间题
、

概念
、

研究方法 和 理 论 计

划
。 … …对符号互动论来说

,

通过直接的
、

详细的
一

和探索的研究就可以发现和了解经验的社

会世界的本质
。 ” ①

布鲁默强调
“
深入探索行动者的内部异验

” 的重要性
。

他认为
,

人类行为的研究者应该

深入行动者的世界并从行动者的角度看间题
。

因为行动者的行为是基于独特的意 义 而 产 生

的
。

通过某种形式的
“
交感反省

”
(S y m P at h et ic 泳

r 、 pe 改 ioD )
,

研究者站在被研究者的

立场上
,

运用行动者的分类方法
,

试图掌握行动者赋予事物的意义
。

布鲁默既然主张交感反

省
,

因此他认为应运用这些研究方法
:
生话史

、

自传
、

个案研究
、

日记
、

信件
、

非结构性访

问
,

以及最重要的参与观察法
。

为了
`

研究人的内部世界
,

布鲁默认为必须使用一种
“
敏化概

念
, (跳业眨t加 i鳍

~
p怡 )

,

这种概念和传统的科学概念不同
,

前者仅指出观察的方向
,

而后者则规定要观察的是什么
。

布鲁默反对操作化的概念
,

提倡敏化概念
,

这和他对社会现

实的认识是一致的
,

他认为社会是变化不定的
,

行动者具有创造和建构环境的能力
。

在布鲁

默看来
,

一个概念应使人对研究任务高度敏感
,

这一任务就是
a
弄清经验事件的独特性质

,

而不是把这种性质抛在一边
。 ” ②

总之
,

符号互动论对人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
。

互动学派把人的行为看作是
“
客

我
”
和

“ 主我
”
交互作用的结果

,

因此人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
、

非决定的
,

人具有创造性
。

因而社会学要研究人
,

就要理解人
,

就要弄清人在行动中的意义
,

这就必须使用参与观察等

定性的研究方法
。

上面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符号互动论的积极贡献进行了分析
。
必须指出的是

,

这一理

论也有不少缺陷
。

这主要表现在
:

第一
,

符号互动论忽视 了人类行为中情感和潜意识的作用
。

符号互动论强调了自我意识

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
,

但是却忽视了情感和潜意识在互动过程和情景定义中的作用
。

这对作

为社会的心理学理论的符号互动论来说
,

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

除了早期的互动学者偶有谈及

某些情感外
,

如库利的
“
同情

”
( sy m p滋h y)

、

戈夫曼 的
“
窘迫

” e( m b arr ~
e nt )

,

其他当代的符号互动论者就很少注意到如爱
、

恨
、

愤怒
、

欢乐
、

悲哀等情感在互动过程中的

作用
。

另外
,

互动学派还忽视了潜意识在行为中的作用
。

在互动学者的著作中很难找到关于潜

0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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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论述
。
事实上

,

人的许多习惯性动作都是无意识的
。

的任务相联系
。

符号互动论对有意识的反应作了充分地分析

有意识的反应通常和 人所 面临
,

但忽视了对潜意识的分析
。

当

然
,

希布塔尼也妙肠
意识的作用

,

但并枣进气枣缝噢
证

,
_

_

认_ _
. _ 、

_ `

第二
,

符号互动论忽视了珍社会组 织和社会给构的研吧
。

在互动学掀看米
,

人 讲
、

奸

体
、

组织
、

社区和社会这些概念是可以替换使用的
,

所谓社会
,

就是互动中的个 人
。

很 显

然
,

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研究
。

符号互动论不仅是一种社

会学心理学理论
,

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学理论
,

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
,

未能对社会组织和社

会结构作充分地研究说明
,

这也是一大缺憾
。 、

符号互动论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忽视 , 羲珠表现在对政治
、

经济
、

历史等方面研究

的欠缺上
。

P
·

霍尔为了弥补互动学派缺少对政治进行研究这丫不足
,

、

写 了 《政治学的符号互

动理论 ))o
A

.

罗丝的 《权力结柳雌
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

但是
,

·

当他试图进行宏观分析的

时候
,

往住背离了符号互动学派的观点
。

此外
,

F
.

梅里尔时文学社徽等的研究是唯一试图在

历史背景中考察本的范例
,

一

q 希克曼和库恩的 《个人、 群体和经济行为》 是关千经济的
。

在

其他互动学者那里
,

我们就很难找到有养这方面的着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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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 出版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
`

同志经过两年调查研究
,

写出的阿题研究集

《农村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 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雷洁琼教授为该书写了题

词
: “ 深化农村改革

,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 ” 王康教授写了序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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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这一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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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计划将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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