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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社会理论、社会学各相关群体及其他学科相对沉寂的时代。
随着后现代主义黯然失色，4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既没有一个居于主导的正统信仰，也
不存在一个激进的颠覆它的理论叛乱。
简单来说，理论取向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摇摆不定，出现剧烈动荡，先是朝向系统论，接着遇到行动
论的反抗，继而回归结构论，随后又被文化和解构主义所取代，但是后者最终也难免风光不再。
因此，今日的平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早该完成的对其进行评鉴实为清理的机遇。
也就是说，任何这样的举动都表明这个沉寂时代的终结，因为它要求采用一种标准，能使人们决定什
么该留什么该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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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完全同意清除这种不公之源，我甚至同意这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应该赞同的合情合理的目标。
但我不能同意巴斯卡的如下观点，即认为是社会世界和非人世界的差别，导致要在科学工作中作出如
此许诺。
原因有二：第一，上文曾解释过，我认为不该在本体论上将社会结构从非人世界中区别开来——与一
般而言的社会生活不同，社会结构既依赖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而存在（及物的），又不那么依赖（不及
物的）——这或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或是根本就取消了立场，哪里是什么所谓
通向“一种丰富和复合的本体论”路径。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断定自己是更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而巴斯卡则在这里成为表象主义的牺牲
品，同新康德主义妥协，同他自己宣称的现实主义立场相矛盾。
第二，我认为科学工作并没有提供任何道德和政治许诺的合理基础，相反，更适合提供这一基础的根
源在于阅历，如果这也缺乏的话，就要靠对伦理和政治话语的领会，当然它们可能并且应该同科学工
作相结合。
在这一议题上，极少有人抱有这一想法，其中我同意利奥塔的观点：我们应该惧怕任何科学中的道德
自大。
但是，申明社会科学对政治而言是一个不充分的基础，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本身不具有政治意涵。
在下文的主体部分我将逐一分论，尽力解释为何社会科学对政治而言是一个不充分的基础，并将揭示
社会科学的政治意涵究竟是什么。
　　尽管我同后期的巴斯卡存在严重的本体论分歧，但我完全赞同他的认识论观点。
换言之，我赞同并经常实践他所勾勒的替代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观察应该是理论驱动的；与概括一
般理论的假设检验相比，因果模型及检验是更优越地组合理论和资料的工具。
但由于在我们的思想中存在不能消减的差异，据此来把握具体研究方式，最终的结果常常会有些出入
，这不只体现在曾被特别讨论过的经验主义者如何定义“变量”这一例中（也可参见亚历山大对“后
实证主义”的详细说明，1982，p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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