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丁 水 木

角色理论
,

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

社会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

社会

学的角色理论
,

同样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

本文试就角色规范
、

角色冲突
、

角色分类
、

角色

变化等几个方面
,

对角色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意义进行一些粗略的论述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人的现代化
。

现代人本质上不可能是大自然的产儿
,

而是现代

社会哺育的孩子
,

是社会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对人的社会化的结果
。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

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培育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 ` 当前的间题
,

就在于人的素质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
。

一个重要的表现
,

是为数众多的人角色观念淡漠
,

角色意识很差
。

家庭不和
,

是丈夫
、

妻子
,

婆婆
、

媳妇等角

色中的一方或多方没有尽到丈夫
、

妻子
、

婆婆
、

媳妇等所应尽的义务或责任
。

党风不正
,

是

一部分共产党员忘记了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
。

社会风气不好
,

是一部分干部
、

职工缺乏应有的主人翁意识
。

野蛮装卸
,

野蛮施工
,

公费旅游
,

铺张浪费
,

纪律松弛
,

办事

拖拉
,

开后门
,

搞特殊化
,

循私行贿
,

贪赃枉法等等
,

所有这些现象
,

都可以从行为主体缺

乏角色意识或角色观念淡漠中找到原因
。

另一方面
,

角色意识所反映的价值观不同
,

因而出现 了逃避 角色责任的现象
。

例如在家

庭生活中
,

不同成员角色应尽一定的责任
、

义务
,

但可能 因婆婆以 旧观念苛求媳 妇 而 媳 妇

以新观念相抗衡
,
或媳妇自身 的生活价值观有问题

,

而不去尊重
、

赡养婆婆
,

从而导致相互逃

避
,

不确认角色身份的结果
。

重视社会学的角色理论研究
,

并对社会进行角色理论的普及宣传
,

有助于唤醒和强化人们的角色观念
,

促进人们争做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成员的自觉性
。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
,

确立
、

宣传和完善角色规范是非常重要的
。

规范借 助 社 会 的力

量
,

影响甚至干预个人的行为
,

因而
,

规范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
。

不同的社会群体
、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等
,

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并反映到各自的角色规范中
。

如
“
君仁

、

臣

忠
、

父慈
、

子孝
”
是一种封建主义关系的角色规范

,

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价值观
,

对稳定

封建统治起到了一种控制作用
。

值得研究的是隐含在角色规范中的价值观体系与一个特定的

行动者处于
“
角色丛

”
状态时

,

角色规范的整合机制与功能及其对社会控制的影响
。

一个人在同他人发生交互作用时
,

会发生个人的角色表演同他人对他的角色期 待 的矛

盾 ; 一个人同时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时
,

也会发生内心的冲突和矛盾
。

这些矛盾或冲突就叫

做角色冲突
。

现代社会中角色冲突的机会也较过去明显增加
。

角色冲突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

一种是角色外冲突
,

即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角色
“
扮

演
”
者之间的角色冲突

。

夫妻吵架
,

婆媳不和
,

上下级关系紧张
,

营业员同顾客之间发生纠

纷等等
,

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角色冲突
。

一种是角色间冲突
,

即发生在同一个人所
“
扮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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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角色之间的角色冲突
。

科学家
、

文学家
、

企业家
、

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女性
,

普遍存在

着家庭中的贤妻良母 的角色要求同事业上的强者的角色要求的矛盾
。

许多千部往往为执行上

级指示同满足群众要求之间的矛盾而苦恼
。

作为单位的领导
,

分配任房应当首先为困难职工

考虑 , 作为父亲
,

他又应当优先注意解决自己儿子 的住房困难
。

这些都是角色间矛 盾 的 例

子
。

第三种是角色内冲突
,

即发生在同一个人所
“
扮演

”
的同一个角色内部的角色冲突

。

父

亲对儿子既应当严格
,

又应 当慈祥
,

这两种要求有时不免会打架
。

大学教师既要教学
,

又要

科研 , 双肩挑的干部既要找业务
,

又要找政治 ; 人们在处理各种事务时
,

既要坚持原则
,

又

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

诸如此类
,

都有可能发展成为角色内冲突
。

此外
,

很多角色间冲突
,

最

后也往往会转化为角色内冲突
。

角色内冲突
,

就是社会成员自己对 自己进行的斗争
。

产生角色冲突的原因相 当复杂
。

有的是角色
“
扮演

”
者对 自己所

“
扮演

”
的角色的领悟

同理想角色不一致
,

或者在品德
、

知识
,

技能等方面实际上不能胜任所
“
扮演

”
的角色 , 有

的是社会对该角色的期待含糊不清
,

缺乏明确具体的要求
,

或者期望过高
,

或者对同一角色

存在着几种互相冲突的期望 , 有的是个人同时
“
扮演

” 了过多的角色 (例如社会兼职过多 )
,

因而有足不了社会各个方面对他抱有的期望
。

解决的办法
,

有的是要提高角色 “ 扮演” 者对

角色的认知程度和该角色所需要的品德
、

知识
、

技能等修养 , 有的是要对角色规定咀确具体

的要求
,
以避免角色不清或期望过高

、

过低
、

互相冲突的现象 ; 有的则要实行角色分隔
,

摆

脱角色紧张 (例如减少某些人过多的兼职
,

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的回避规定 ) 等等
。

理论产生于实践
,

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

研究角色冲突的不同类型及其产生原因和解决

途径
,

目的是为了使角色
“
扮演

”
者的行为同社会的期望相吻合

,

以保证社会成员的行为协

调
,

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

解决角色冲突 , 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间题
,
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

从

这个意义上说
,

研究角色冲突及其解决办法
,

既是社会学家的理论课题
,

更是社会管理者所

肩负的一项实际责任
。

强化角色意识
,

明确角色期待
,

确定角色规范
,

帮助社会成员摆脱角

色紧张等等
,

是社会管理者的一项经常任务
。

党政机关干部
、

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
、

思想政

治工作者和其他社会活动家
、

社会工作者
,

学习
、

_

了解一点社会学的角色理论
,

研究角色冲

突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

帮助社会成员从角色冲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

有助于协调 人 际关

系
,

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在诸多的角色分类中
,

从宏观的角度看
,

社会学研究人员和社会管理者
,

似应更多地注

意研究先赋角色与 自致角色的消长
,

注意研究非正式角色的产生和发展
。

先赋角色
,

是 由遗传
、

血缘等先天因素决定的角色
。

例如性别角色
,
既是永久角色

,

也

是先赋角色
,

是个人无法改变的
。

自致角色
,

亦称成就角色
,

是可以通过个人的活动或努力

获得的
。

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
,

这两类角色的比例很不相同
。

社会越是原始
,

先赋角色的数

量和 比重越大
。

按社会心理学家林顿对社会位置的分类
,

认为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里
,

至少

也有如下 5类不同的位置
:
即宗法团体

、

家庭
、

社会声誉 (指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不同社会

地位 )
、

职业 (如士
、

农
、

工
、

商等 )
、

性别年龄
。

从原始社会直到封建社会
,

不但家庭
、

性别年龄等角色是先赋的
,

职业
、

社会荣誉和在团体中的地位大量的也是先赋的
,

可以由个

人的活动或努力而获得的自致角色为数甚少
。

社会越向前发展
,
先赋角色的数量相对减少

,

自致角色的数量相对增加
。

资本主义社会中
,

职业
、

社会荣誉与个人在团体中的位置
,

有相

当大的部分由原先的先赋角色变成了自致角色
。

当然
,

上述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的消长
,

是

从一般趋势上来说的
,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

即使同一类型的社会组织
,

不同地区
、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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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中也会有差异
。

有两类先赋角色
。

一类是性别年龄角色和家庭中由血缘决定的角色
,

是任何社会都存在

而且不能改变的
。

一类是由社会规定的先赋角色
,

如世袭制和长子继承制度下的王位
、

爵位
、

财产所有者以及其他社会声誉
、

社会地位
,

这种先赋角色是可 以随着制度的变化而为自致角

色所代替的
。

一般来说
,

自致角色的范围和数量的增加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
。

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先进
,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

通过个人的努力而获得的自致角

色的数量和范围远比封建社会要大
。

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
。

社

会主义社会应当从各方面创造条件
,

大力缩小先赋角色的范围
,

扩大自致角色的范围
,

使每一

个既有才干而又刻苦努力的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获得相应的自致角色的机会
。

血统论
、

唯成分

论
、

裙带风
、

门第观念等等这类阻止个人获得自致角色的因素应当在实际生活中逐步消除
,

因先夭的性别关系而使妇女受到歧视
、

轻视的现象应 当在实际上得到克服
。

在条件许可的情

况下
,

:

用自致角色代替先赋角色
,

这是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要求
,

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

解放的需要
。 “

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
,

就没有民主主义
,

也没有社会主义
” , ① 这是一

句至理名言
。

近些年来
,

社会学界有人提出了正式角色和非正式角色的概念
。 ②这是一种探索性的思

考
。

关于正式角色
,

还比较好理解
。

它是一种同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角色
,

在社会中有一席

正式的位置
。

非正式角色的界定似乎颇不容易
。

但在实践中
,

非正式角色的概念有着重要的

社会意义
。

在通常情况下
,

社会对所有社会成员所
“
扮演” 的各类角色都有一定的规范

,

有的是成

文的
,

有的是不成文的
,

纵然有些规范还比较含糊
,

不够具体
,
难以执行

,

但也还是一种规

范
。

执行或者基本执行这些规范的
,

就是符合社会期望的角色
,

他们所
“
扮演” 的是为社会

所承认
、

所欢迎的角色
,

也就是正式角色
。

但是
,

也有一些社会成员
,

他们在 行 动 中
“
超

越
” , “

游离
” 、 “

背叛
” 、 “

否定
”
了 自己所

“
扮演

”
的角色

,

其中一些比较严重的
,

就

会成为危害
、

破坏社会正常秩序
,

为社会所讨厌
、

反感
、

憎恶
、

鄙弃的成员
,

诸如盗然
、

蝎

妓
、

·

贪污分子
、

流氓恶棍等等
,

这类角色
,

就是社会中本来不应 当有的非正式角色
。

还有一

些社会成员
,

他们也在行动中
“
超越

” 、 “
游离

” 、 “
背叛

” 、 “
否定

” 了社会原先为他们

所规定的角色
,

而发展成为一个社会过去所不知道
、

不熟悉
、

不理解的新角色
。

新角色刚出

现时
,

社会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明确的规范
,

有些角色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被社会所承

认
,

所接受
,

因而也是一种非正式角色
。

简单地说
,

非正式角色是这样一种角色
,

他们或者

是违反
、

破坏社会现有规范的角色
,

或者是社会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应有的规范的新角色
。

有两类新角色
。

一类是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推动前进的积极作用的
,

象清朝末年出现

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

1 9 2 1年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人
。

一类是对社会生活起着 不 良 影响

的
,

如资本主义社会 中出现的吸毒者
、

未婚母亲
、

脱衣舞女等等
。

新角色的产生和发展
,

往

往预示着社会结构将发生一定的甚至巨大的变化
。

中国共产党人从原先社会中的非正式角色

转变为今天社会中的正式角色
,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巨变
,

就是 一 个 明显的例

证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社会已经并正在产生着许多新的社会角色
,

诸如大量的个体

① 毛泽东
: 《 致秦邦宪 ( 1 944 年 8月 3 1日 ) 》 ,

见 《毛泽东书信选集》 ,

第239 页
。

② 见庞树奇
、

蒋雅容编
: 《 社会学概论 (校内教学用书 ) 》

,

第243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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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租赁承包人
、

技术经纪人
、

批发商
、

长途贩运人员
,

雇工经营者
、

外地籍保 姆
、

子肩客
、

乞讨致富者
、

拾荒致富者等等
。

在为数众多的新角色中
,

哪些角色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 哪些将在实际上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者扰乱社会秩序
、

影响社会安定

的? 如何为新角色确立明确的行为规范? 实际的社会生活向社会学家和社会管理者提出了一

系列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

这是实践向理论提出的挑战
,

也是理论应当努力给予回答的间

题
。

人类社会是一个川流不息
、

万古常青的变迁过程
。

社会制度
、

社会结构
、

社会组织
、

人

口
、

环境以及道德
、

法律
、

风俗
、

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
,

时刻都在发生着急剧的或缓慢的变

化
,

这就是社会变迁
。

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这个阶段的社会
,

是一个 已经建

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尚未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的社会
,

是一个处于剧烈的社会变迁之

中的社会
。

社会变迁
、

社会发展同社会流动密切相关
。

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

相应地存在着数

量巨大的社会成员中止原先
“
扮演

”
着的 已经习惯和熟悉了的角色

,

而要重新 接 受 和 开始
“ 扮演

” 一个陌生的角色
,

这就是角色变化
。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变迁
,

大大加快了社会流动的速度
,

因而使相当数量的

社会成员发生了角色变化
。

农民进城
、

工厂职工去搞第三产业
、

纺织工人改行去做仪表工人
、

一般干部提拔 当领导

干部
,
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党政领导工作

,

这些社会流动
,

也涉及到数量不等的社会成员的角

色变化
。

老干部退居二线
,

老工人退休闲居
;
还有

,

以前听哨声出工收工 的人民公社社 员变成

了今天具有经
,

营自主权的集体经济的承包者
。

所有这些
,

也都是一种角色变化
。

数量巨大的

社会成员经历着空前规模的角色变化
,

必然会产生若干角色失调
。

所谓 角色失调
,

通常是指

角色冲突
、

角色不清
、

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
。

角色不清
,

是指社会或角色
“
扮演

”
者本身对

于某种角色的行为标准不清楚
,

不知道该角色应当做什么
,

不应当做什么
。

急 剧 的 社 会变

迁
,

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角色变化
,

是造成角色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

角色中断
,

是指一个

人在角色变化过程中没有为后来所要
“
扮演

”
的角色作好准备

。

纺织工人转为仪表工人
,

原

来掌握的纺织技术没有用了
,

现在需要的仪表知识和技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 ; 老工人退

休以后
,

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
,

思想准备不足就会产生一种心理失常
,

如此等等
,

都是

一种角色中断
。

最严重的角色失调是角色失败
。

由于社会成员不能胜任自己所担任的新的社

会角色
,

因而感到困难重重
,

甚至心力交瘁
,

最终不得不停止
“
扮演

”
这个角色 而 宣 告失

败
。

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角色变化
。

社会学要研究可能会产生的角色

变化
;
当社会出现这种规模巨大的角色变化时

,

应当注意进行怎样的角色建设和重新研究确

立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规范 ; 怎样防止角色失调以及如何调适角色失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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