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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行动和结果:

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

唐世平

【内容提要】 在最简约的水平上，社会科学只有三类客体( 研究对象) ，它们分别

是观念、行动和结果。未能理解这三类客体在本体论层面的差异以及解释它们需要不

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这一事实，是造成很多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争显得内容贫

乏的核心原因。因此，明确区分这三类客体，并理解解释它们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

和方法论工具的事实，会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科学的实证挑战，并为科学的进一步

发展铺平道路。这一讨论对社会科学的教学也有重要的价值。比如，在认识论的层面

上，“认识论的折中主义”越来越流行，而作者的分析表明，这种认识论的折中主义是

误导性的。尽管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是万能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认识论都是一样的。

某些认识论立场对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任务甚至是站不住脚的。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今

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都要求学生至少掌握一种方法，甚至更多。大家似乎都认

为，这些方法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作者的分析表明这一假定也是错误的。因

此，对于研究生们所面对的“时间太少和要学的知识太多”这一不可避免的困境，作者

的分析给他们提供了选择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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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就什么是正确的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问题一直在

进行着激烈的争论。① 这些争论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社会科学的任务及其挑战的理

解。然而本文认为，在这些激烈的争论中缺失了一些更为根本性的东西。更具体地

说，虽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很乐意承认，这些难题或客体的本体论性质确实对处理

客体时所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所启示，但都未能充分理解这些启示。② 因此，社会

科学家可能错失了针对某些看似棘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僵局的清晰解决方案，而许多

本可以得到更有效解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本文提出三个核心论点。第一，在最根本的层面，社会科学中只有三类客体，或者

说三个待解释的对象: 观念、行动和( 社会) 结果。而这三类客体在本体论上是不同

的。第二，由于它们在本体论上的不同，需要不同的认识论视角和方法论工具来进行

解释。正如罗伊·巴斯卡( Roy Bhaskar) 曾详细阐述的那样，本体论优先于认识论，认

识论优先于方法论，③“虽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未必存在完美的对应关系，

但它们的确相互制约”。④ 第三，很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现有的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

讨论都含蓄甚至明确地假设了对三类客体的解释基本需要相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这个无效的假设是导致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争趋于棘手和困惑的核心原因。因此，纠正

这一错误的假设会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科学的实证挑战，并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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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Abbott，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An-
drew Abbott，Methods of Discovery: Heur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 W．W． Norton，2004; Henr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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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特曾简明有力地说过，好的社会科学最关键的两个要素是难题和想法，而方法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技

巧。参见 Andrew Abbott，Methods of Discovery: Heur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p．xi。
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London: Routledge，1976［2008］;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

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Routledge，1979［1998］．
Abhishek Chatterjee，“Ontology，Epistemology，and Multimethod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Philoso-

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43，No．1，2013，pp．73－99; 也可参见 Mario Bunge，Chasing Reality: Strife over
Realis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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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道路。

理解社会科学的三类核心客体及其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不仅能带来探求社

会科学知识的现实意义，而且对社会科学的教学也有批判性的价值。

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今的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都要求学生至少掌握一种方

法，甚至更多。导师和研究生们都含蓄地认为，这些方法对探求知识和( 学生的) 职业

生涯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一含蓄的假定是错误的。首先，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处理所有的三类客体。其次，某些盛行且根深蒂固的方法的价

值其实非常有限，而另一些方法倒是用途更多。最后，即便无误地使用某些方法也无

济于事，因为它们并不适用于研究某些客体。因此，对于研究生们所面对的“时间太

少和要学的知识太多”这一不可避免的困境，本文的分析可以为他们提供选择方法的

基础。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研究生们已经被越来越流行的“认识论折中主义( epistemo-

logical eclecticism) ”所社会化。这种折中主义认为，所有的认识论立场( 如实证主义、

行为主义、诠释学) 都同样有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本文的分析表明，这种认

识论折中主义是误导性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是万能的，认识论也并非都一样，

某些认识论立场对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任务甚至是站不住脚的。与此同时，尽管一些认

识论立场对某些特定任务是有用的，但一些被认为是针对某些任务的黄金标准的认识

论立场，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这些任务。在此，笔者先为自己的本体论出发点提供一些

初步的辩护。

第一，本文的本体论立场的最有力的辩护是，很多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都至少

含蓄地承认了笔者提倡的本体论立场。罗伯特·默顿( Robert K． Merton) 和诺伯特·

伊莱亚斯( Norbert Elias) 在论及“有目的的行动所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时，都含蓄

承认了行动和( 社会) 结果( 来自行动和其他对象的互动) 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① 当

然，众所周知的是，虽然行动是由观念支撑的，但并非所有观念都转化成了行动。同

时，多数历史学家主要对行动和作为结果的事件感兴趣。而在历史学领域，思想史或

观念史都或多或少地被视为诠释哲学一类的东西，而非知识社会学。至少有一篇文献

明确出现了观念、行动和结果的分类，那就是安德鲁·阿博特( Andrew Abbott) 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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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K． Merton，“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No．6，1936，pp．894－904; 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Rev． ed．，Oxford: Blackwell，
1994．



国社会学中的结果观》一文。①

第二，虽然很少有人明确理解了三个不同客体可能需要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

一事实，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心照不宣甚至下意识地把各自的研究范围限制到了某

个或某两个客体上。因此，几乎没有( 实证的) 社会心理学家去研究社会结果。相反，

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把焦点局限在观念( 如感知、认知) 和行动上。与之对应的是，

几乎没有( 实证的) 社会科学家敢于解释观念的起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书中，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清楚地知道他在尝试解释资本主义精神( 与新教

伦理) 的选择和扩散，而非这种精神的起源本身，尽管他在书中多处提及“起源”。② 毫

不令人奇怪的是，主要致力于解释行动和社会结果的实证社会科学家极少会追随诠释

学或释经学的路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虽然诠释学的路径对理解观念

的意义和启示有一定帮助，但它基本不能解释行动和社会结果。此外，博弈论的奠基

之作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③都指向了“行为”而非社会结果。因此，即使是顽固

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也都意识到，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RCT) 主要在于处理行动，

而对处理社会结果却不尽人意，即便他们只是潜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点。

第三，本项研究的意义应该依据它的有趣程度以及它对社会科学实证和社会科学

哲学问题的批判性来评判。在这方面，尽管我们可以进行更精准的划分，比如把社会

结果细分为事件、过程、涌现性质和状态，④但把社会事实划分为观念、行动和结果在

根本层面上是恰当且穷尽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上得出最

重要和最广泛的启示。

在进一步的探讨之前，需要做几个重要说明。

第一，笔者不否认存在一些关于三类客体及相关问题的有益讨论: 毕竟每个社会

科学家都必须讨论他 /她的客体。⑤ 但这些讨论都远远不够。本文对它们做了批判性

的探讨，并大大拓展了它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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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文从科学实在主义( scientific realism) ，即巴斯卡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批

判实在主义( critical realism) 的立场出发，因此拒绝了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除了我们的

文本之外没有其他事实) 、认识论的实证主义( 经验规律的预测性是科学理论及科学

进步的唯一标准) 和工具经验主义( 假设都只是虚构的) 。① 此外，从科学实在主义的

立场出发，本文强调因素和机制是所有因果解释的一部分。②

本文把机制定义如下: ( 1) 机制是在真实的社会系统中，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的

真实过程; ( 2) 机制和因素的互动驱动了社会系统的结果，因此机制和因素是相互依

赖的。③ 然而，除了明确声称我们应该位于这个立场，而且我们的讨论有助于理解这

些问题之外，本文无法在此处理围绕机制、因果和因果解释的诸多棘手问题。④

第三，尽管本文的科学实在主义立场坚持本体论上的绝对主义，笔者明确赞成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折中主义”，⑤只要我们明确并充分地理解了不同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优势和劣势。换句话说，笔者由衷地支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折中主义，只要它理解

了客体的本体属性会约束或限制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处理不同客体时的效用。

事实上，科学实在主义的立场在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时明确需要折中主义，因为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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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明确指出很重要的这一点，笔者从科学实在主义的立场出发主要是因为，实在主义可能过于宽泛

而获得了不好的名声。关于科学实在主义对实证主义( positivism) 的早期批判，参见 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
ry of Science，1976［2008］; Harold Kincaid，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alyzing Controver-
sies in Social Researc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 3; Mario Bunge，The Sociology-
Philosophy Connection，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9。

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1976［2008］;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1979; Mario Bunge，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
ence，1996; 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27，No．4，1997，

pp．410－465; Mario Bunge，“How Does It Work? The Search for Explanatory Mechanisms，”Philosophy of the So-
cial Sciences，Vol．34，No．2，2004，pp．182－210; Tulia G． Falleti and Julia F． Lynch，“Context and Causal Mech-
anisms in Political Analysi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2，No．9，2009，pp．1143－1166; Philip S． Gors-
ki，“The Poverty of Deductivism: A Constructive Realist Model of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pp．1－33．

定义的第一部分来自马里奥·邦奇( Mario Bunge) ，而第二部分是笔者的原创观点。第二部分对理解机

制和因素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如何设计揭示新机制和新因素的方法至关重要。因此笔者拒绝了乔恩·埃尔斯特

( Jon Elster) 对机制的定义，即“在普遍未知的情况下触发或伴随不确定结果的，经常重复且容易识别的因果模

式”。机制不是可识别的( 因果) 模式，而埃尔斯特的定义受到“覆盖性法则”的过多影响。类似地，笔者拒绝把机

制定义为解释的“( 观念的) 建构”。简单来说，理解是解释的一部分，而诠释则是纯粹的释经学。菲利普·戈尔

斯基( Philip S． Gorski) 把机制定义为“系统内相关实体的涌现因果力量”，与邦奇和笔者的想法相似。
Philip S． Gorski，“Social‘Mechanisms’and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 Critical Realist Propos-

al，” in Peter Hedstrm and Bjrn Wittrock， eds．， Frontiers of Sociolog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pp．147－194．
Andrew Abbott，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2001;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For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 Reply to Brady and Elma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6，No．2，2013，pp．
278－285．



认对于任何单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社会系统( 或人类社会) 都过于复杂。①

第四，虽然笔者完全同意如同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伊莱亚斯、玛格丽

特·阿彻 ( Margaret S． Archer ) 、约翰·迈耶 ( John W． Meyer ) 和罗纳德·杰普森

( Ronald L． Jepperson) ②所主张的那样，行动者( 行为体) 是有待解释而非理所当然的

社会结果( 或产物) ，但本文不会在此单独处理行为体的社会建构或构成这一问题，因

为本文对于社会结果的讨论也适用于解释行动者和行为体。此外，在终极意义上，我

们试图理解行动者的塑造时，往往是为了理解他们的行动及其行动与互动的结果。

第五，下文提到的每个认识论立场( 加上它们潜在的本体论假设和派生的方法论

启示) 都需要不止一本书的篇幅来讨论，下文提到的每个方法( 加上它们潜在的本体

论假设和认识论立场) 也都是如此。因此，对它们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

范围( 恐怕也在笔者的能力之外) 。本文的讨论是概要性的或范式的，故而是简略而

非详尽的。它的目的是激发我们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交织关系的全新

看法，这种看法建立于又超越了现有的争论和很多相关的出色文献。③

本文接下来如下展开。第二节从本体论上定义了三类客体。第三节选取了两个

把三类客体完全混为一谈的突出案例，并在附录中对更多文献进行了简要的考察。第

四节阐述了认识论的启示，并说明了为什么某些认识论的立场比其他的更有效。第五

节处理了方法论的启示。通过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分为六个大类，这一节强调了为什么

某些方法在理解三类客体时比其他方法用途更多，而另一些方法为什么总的来说价值

有限。结论部分对实证研究给出了一些启示并阐述了若干原则。

二 三类客体: 观念、行动和结果

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社会事实( social facts) 只有三个大类: 观念、行动和结果。这

三类客体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以分层的方式相互关联，而行动和结果都有

不止一个尺度( 表 1 和图 1) 。笔者会提供两个例证。比如，有个支持比尔·克林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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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n，1980; Margaret S． Archer，Being Human: The Problem of Agen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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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10，pp．1－20; John W． Meyer and Ronald L． Jepperson，“The‘Actors’ of Modern Societ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gency，”Sociological Theory，Vol．18，No．1，2000，pp．100－120．

Andrew Abbott，Methods of Discovery: Heur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2004; Mario Bunge，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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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他 /她对克林顿的支持是一个观念。选民实际上给克林顿投了票( 或者没有投

票) ，这是一个行动( 或是无行动) ，而克林顿赢得选举的事实则是一个结果。同样地，

一个人相信勤奋能带来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是他 /她的观念; 他 /她确实努力了一段时

间，这是行动。然而，他 /她是否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则是一个结果( 全社会的整

个社会流动模式则是宏观结果) 。

因此，观念仅仅是个体心智活动的产物。它可以是对某个事件的感知( 或错误感

知) ，对某个行为体行为的归因，对某个社会结果的( 科学或非科学的) 解释，抑或是对

某个产品的设计。观念只有一个尺度: 个体。这是因为在终极意义上，观念是由个人

而非集体所萌发和持有的。虽然几个不同的人会萌发( 和持有) 相同的观念，但从本

体论上说，这个观念仍然存在于个体的大脑，而非集体的大脑中: 集体没有大脑。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任何超出个人层次的观念结果都不再仅仅是观念，而是

社会结果，即便它包含了诸多甚至纯粹的观念元素。当一个科学理论被科学界接受

时，这是一个社会结果。① 当一个观念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并在群体中扩散时，这也是

社会结果。相似地，制度、规范、禁忌、意识形态都不再是观念，它们是社会结果，尽管

它们主要是观念性的。②

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③ 行动是由行动者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的互动驱动

的，④而此刻的外部环境则是之前时刻的产物。外部环境只能通过影响个体的动机和

动力( 如通过社会化) 来影响行为体的行动。一个行动在它实现之前，总是有一个理

由( 以观念的形式) ，因此，理由具有生成性因果力。⑤

虽然观念和行动都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结果，但本文的社会结果则严格指代那些

由个体行为与其他个体以及社会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 包括物质环境) 互动的产物。

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这种长期结果都是典型的社会结果。

·93·



①

②

③

④

⑤

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0．
Craig Parsons，How to Map Argu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聚焦于那些有目的的行为作为行动，并不意味着无目的或本能的行为不重要。

恰恰相反，它们对于社会世界的形成至关重要: 没有这些本能行为，我们就无法生存。然而本能行为大多属于演

化生物学和生理学领域，而不是社会科学领域。对于我们自身的行动，我们只是简单地为它提供一个理由。但对

于其他人的行动，我们只能尝试去推断它们背后的原因，这个推断的过程就是归因过程。对于本能行为，我们的

解释是简单而直接的。严格来说，社会科学家对解释本能行为( 生理领域) 并不感兴趣，但对它们的后果很感兴

趣。当然，尽管行动是有目的的，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更细致的讨论，参见 Bertram Malle，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Cambridge: MIT Press，2004。

Shiping Tang，“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
nitive Challenges，”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No．3，2012，pp．299－338．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1998．



其他社会结果还包括关联、关系、社会结构、制度、规范、禁忌、文化、集体意识、意识形

态、行动的成败、合作、公共物品、涌现趋势和过程等。①

某些社会结果是由行动直接导致的( 比如，战争是组织化的敌对所导致的结果) 。

但即使不是绝大多数，许多社会结果都不是由行动单独导致的。相反，结果通常是行

动与社会和物质环境约束的互动而涌现的产物。另外，社会结果经常是意料之外的、

延迟的、间接的结果，甚至是未发生的。因此，大多数社会结果，无论是微观( 如村庄

的繁荣) 还是宏观的( 如英国的工业革命) ，都不能被还原为个人的观念和行动。② 与

行动不同的是，结果不会有理由，它只有原因( 包括行动是原因的一部分) 。

在此有两个新的重要说明。

第一，在观念、行动和结果中，每类客体都有各自内部的互动( 即观念与观念的互

动、行动与行动的互动、结果与结果的互动) 。而下文的探讨更多集中在不同客体间

的互动，因为笔者认为这些探讨更加艰巨且更为根本。

第二，尽管笔者承认观念在解释行动和结果方面的作用，但下文的讨论主要集中

在行动和结果上。同时，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解释观念的起源是无法终极完成的任务:

我们甚至经常无法解释自身观念的起源。其实对于神经科学而言，解释观念的起源也

仍旧是非常艰巨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③ 也正因为观念无法被解释，大多数侧重于解

释的实证社会科学家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行动和结果而非观念上。当实证社会科学

家对观念感兴趣时，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行动和社会结果的直接或间接的观念动力。

因此，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其实内心里都已经认识到，观念是不需要被解释的，而是需要

被学习、诠释和运用的。

三 把三类客体混为一谈: 埃尔斯特的《基本要点》

即便粗略地翻阅现有的文献，我们也能发现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中，或明

或暗地把观念、行动和结果混为一谈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后文将展示一个把三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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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hiping Tang， “ International System， No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gains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ématique in IR，”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7，No．4，2014，pp．483－506．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1998．

在科学哲学中，保罗·费耶拉本德( Paul Feyerabend，Against Method，London: New Left Books，1975)

在论及新观念或新理论的形成时所提的“怎么都行( anything goes) ”的概念以及拉里·劳丹( Larry Laudan，Sci-
ence and Values: The Aims of Science and Their Role in Scientific Debate，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chapter 7) 所谓的我们无法“理性地重现”新的( 科学的) 观念的起源的说法，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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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完全混为一谈的典型案例，并强调它的严重后果。出于行文流畅的考虑，本文把那

些含蓄合并和含糊认知三类客体的案例放在了附录。

把社会科学的三类客体混为一谈的最糟糕的案例便是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

ster) 。埃尔斯特在号称是探讨研究社会行为( 即行动) 的工具的讨论中给出了两列社

会行为，而事实上，在行动之外，他夹杂了很多观念和社会结果。他的第一个列表( 即

行动) 共有 15 项，其中有 7 个( 第一、二、三、四、六、十二、十四项) 是社会结果，1 个( 第

九项) 是行动和结果的混合体，余下 7 个是行动。他的第二个列表( 互动) 有 14 项，有

4 个是结果( 第三、五、十三、十四项) ，2 个是观念( 第十、十二项) ，余下 8 个是行动或

互动。① 而把意料之外的结果、信任、可信任( trustworthiness) 、社会规范、集体信仰、组

织和制度都置于“互动”的标题下，说明埃尔斯特把“互动”和结果等同了起来。他早

年把意料之外的结果、均衡、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等社会结果都置于“互

动”标题下，而只有集体行动( 属于行动) 和讨价还价才是真正的“互动”。他的两本著

作相比，他并没有任何改进。②

因此，尽管从 1989 年到 2007 年期间埃尔斯特做了大量的增订，但他仍然不清楚

对事实和事件的区分。埃尔斯特早些时候声称，社会科学只有两大主题( 或现象) : 事

件( events) 和事实( facts) 。之后他继续声称，“解释事件在逻辑上优先于解释事实”，

因为“事实是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快照，或者是一堆这样的快照”。此外，行动是事件的

基本形式。③ 但在 2007 年，埃尔斯特突然改变了想法。如今他相信，“社会科学家更

倾向于关注事实或事情的状态，而非事件”，“标准的社会科学解释通常是事实—事实

的模式”。④

由于没能正确理解三类客体以及解释三类客体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

工具，埃尔斯特的诸多讨论既不清晰，也不一致。比如，虽然埃尔斯特现在承认“理性

选择理论的解释力比他之前认为的要弱”，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性选择理论，并

坚持着他修正后的版本( “结构个人主义”式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规范、角色和环境纳

入理性选择理论中) 。但正如下文将分析的那样，即使是修正后的理性选择理论，对

社会结果甚至行动的解释力都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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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Jon Elster，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Jon Elster，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Jon Elster，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1989．
Jon Elster，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2007．
Jon Elster，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1989．



四 认识论的启示

如上所述，本体论约束着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节将详细阐述划分社会科学的三

类客体对认识论的重要启示。本文不可避免地从一些对不同认识论立场( 即“主义”)

和方法论的讨论中得到启发，①尽管这些讨论并没有从解释客体的本体性质开始。

本节的讨论分为两部分: 综合陈述和具体陈述。在综合陈述中，笔者重点强调解

释行动和结果的普遍挑战，尽管这一讨论确实触及观念。② 在具体陈述中，本文审视

了更具体的认识论路径和学派( 或“范式”) 。

( 一) 综合陈述

第一，解释较高层次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来自较低层次的输入。由于结果

是由行动所部分驱动的，行动是由观念所部分驱动的，所以解释结果就需要行动和观

念，解释行动则需要观念。

第二，解释较低层次的结果，也需要来自较高层次的输入，因为后者会反过来影响

前者。一个层次的结果也能被同一层次的其他结果所影响。因此，仅仅用观念或 /和

行动来解释行动是不够的，因为行动也会被社会环境这个先前的结果所影响。同理，

仅仅用观念解释观念也是不够的，因为个体的观念也被行动和更大的社会环境所影

响。正因如此，把社会结果还原到行动，或者把行动还原到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还原主

义是无效的。③

第三，上述两点加强了图 1 中双重箭头的含义。因为观念、行动和结果形成了一

个分层的系统，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所以要解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除了自身以外，还

需要另外两个客体。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客体的输入，那必然是不充分的解释，甚至是

扭曲的。

第四，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和从较高层次到较低层次，两者的认识论挑战是不

同的: 它们存在着重要的不对称性。更具体地说，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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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Craig Parsons，How to Map Argu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s，2007．
鉴于( 新) 实证主义( neo-positivism) 和工具经验主义( instrumental empiricism) 的高度复杂性，笔者会在别

处阐述这两者与科学实在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此简单地说，实证主义是一种幼稚的科学实在主义，而工具经验主

义更应该是科学实在主义下的认识论立场。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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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涌现结果和多重因果( 即殊途同归) 。① 相比之下，从较高层次到较低层次的主要挑

战是多重因果关系和无穷递归。②

第五，横跨一个层次( 从观念到结果，或从结果到观念) 通常要比相邻的两个层次

转换( 从观念到行动，或从行动到结果) 更为困难。显然，社会结果不能仅用观念来解

释，反之亦然，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第六，因为涌现性和殊途同归性在驱动社会结果方面更为复杂和普遍，所以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社会结果的充分解释，尤其是在宏观层面，远比对行动的充分

解释( 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 要求更高。这就对合适理解社会结果造成了巨大压

力，更不用说“充分”理解了。

第七，遵循第六点，机制对于宏观社会结果的解释要比解释观念和行动更加关键。

由于殊途同归性在塑造宏观社会结果方面更为复杂和普遍，仅凭社会结果与某些微观

或宏观条件的相关性，我们并不能清楚知晓社会结果的形成。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们

必须更多地依赖机制去证实我们对宏观社会结果的解释: 通过证明以机制为基础的解

释的有效性，我们限制了导致结果的其他可能性。③

第八，解释行动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心理学的归因过程。但是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

论过于实验化，故而是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④ 同时，行动的社会学解释至少含蓄地

假定了一些心理学因素( 如兴趣、能力和决心) 。⑤ 因此，对行动的恰当解释需要将社

会因素 /机制与心理因素 /机制相结合。⑥

( 二) 具体陈述

下文将详细阐述几个著名认识论立场的内在缺陷。显然，笔者无法在此审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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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比如，互动使得任何行动所产生的结果都不止一种。同样地，不同的行动、互动和系统约束的组合，可能

会导致相似的结果。
在此有可能认为，从较低的层次到较高的层次要比相反的方式简单一些( 比如，解释社会结果要比解释

行动更苛求) ，但这最多只是个有根据的猜测。
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pp．410－465; Peter Manicas，A Realis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Bertram Malle，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004．
Emile 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New York: Free Press，1995;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Rev． ed．，1994．
Pierre Bourdieu，The Logic of Practic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Margaret S． Archer，

Being Human: The Problem of Agen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笔者提出了一个解释行动的

更完整的框架。具体地说，新框架认为解释个体行动时，我们要审视个体的利益、能力、意图和决心( 作为四个内

在维度) ，同时以历史的角度把内在维度与外部环境相联系( 比如，一个个体的兴趣被他或她的文化和认同所影

响，这种文化和认同是个体生活经历的产物) 。参见 Shiping Tang，“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pp．299－338。



的认识论立场。① 但是，这里的目的是挑战流行的认识论折中主义，它认为所有的认

识论立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同等程度地有效。

1．心理学路径在解释行动和结果上的局限性

对于解释观念，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观念是无法被最终解释的，所以大

多数社会科学家( 包括社会心理学家) 主要依靠心理学来解释行动。然而，心理学本

身并不足以解释行动，因为我们的大多数乃至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在的心理过程 /动力

与外在的社会约束的混合产物，而非仅靠内在的心理驱动。② 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

是，正是考虑了社会情境后，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才提升了我们对行动的理解。

但社会心理学直接解释社会结果并没有多少价值，只有通过行动( 和观念) 来解

释社会结果才有些许价值。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大部分社会结果并不单纯是行动

( 和观念) 的产物。对于像革命和民主化这样的宏观社会结果，心理机制的价值甚至

更低。③

总之，这两个局限解释了为什么心理学路径主要用于解释行动( 和观念) 而非社

会结果: 不借助心理学去解释行动是不可能的，但太依靠心理学去解释社会结果则是

过度心理学化。

2．诠释学的必要性与不充分性

所有行动都需要一些事先的观念，而至少有一部分观念是源于我们对自身、他者

和周围社会环境的诠释和理解。换句话说，在行为体行动之前，他 /她必须对已有的观

念、行动和事件进行诠释。因此，诠释是任何解释的必要成分，尤其是对观念和行动的

解释。正如约翰·费里约翰( John Ferejohn) 所说的那样: “任何引发客观理性的( 对

行动的) 解释，都嵌入了诠释的视角。”④因此，把诠释和理解放在解释的对立面是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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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笔者对不同认识论立场的更早讨论，参见 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Shiping Tang，“International System，No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gainst the A-
gent-Structure Problématique in IR，”pp．483－506。

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Rev． ed．，1994; Pierre Bourdieu，The Logic of Practice，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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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Pickel，“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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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因为“( 解读) 意义并没有在原则上对社会科学的充分证实的解释设置障碍”。①

因此，诠释可以是也必须是解释的一部分。② 其实“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理论的

理论，诠释的诠释以及对预测或期望的预测或期望”。③ 所以社会科学需要“诠释的螺

旋”，④而不仅仅是“诠释的循环”。

然而，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仅凭诠释是不够的。⑤ 首先，如果不把诠释嵌入解释之

中，我们就没有任何标准去评判哪种诠释更有效而更有用。其次，缺乏解释的诠释不

能让我们充分理解观念、行动和结果。最后，诠释学主要有助于“推断( 其实是猜测) ”

观念，⑥对解释社会行动也有一点用( 通过追溯行动背后的观念) ，但对于解释社会结

果不怎么有关，甚至毫不相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诠释不会改变任何事后的社会结果，

对解释社会结果也没有多大帮助。

总之，诠释学对实证社会科学价值有限，与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及其各种

追随者所述相反，它不能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唯一方法。⑦ 当它走向反科学的极端立场时

( 比如拉图尔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诠释) ，⑧诠释学路径就会沦为荒诞的骗术。⑨

3．结构功能主义循环论证的原因

长期以来，埃米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和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

sons) 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被指责循环论证。但循环论证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未

被清楚地揭示出来。一旦我们理解了前文所提到的三类客体，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

到结构功能主义循环论证背后的关键原因。

粗略地讲，结构功能主义试图达到两个目的: 用相同的因素或机制来解释个体行

为和社会结果。瑏瑠 具体地说，结构功能主义会用现有的“结构性”因素( 作为之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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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Kincaid，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alyzing Controversies in Social Re-
search，p．192．

Peter Manicas，A Realis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2006．
Dennis H． Wrong，The Problem of Order: What Unites and Divides Society，New York: Free Press，1994．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1998．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1998．
Mario Bunge，Chasing Reality: Strife over Realism，2006．
Mario Bunge，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1996．
Bruno Latour，“A Relativistic Account of Einstein's Relativit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8，No．1，

1988，pp．3－44．
Mario Bunge，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1996．
这里重要的是，要区分功能分析( 或解释) 与功能主义本身。功能分析是理解各个部分如何融入整体的

方法，而功能主义则是一个混淆了本体论问题的认识论立场。



的结果) 来解释个体行为，特别是诸如规范和规则这样的观念结果。随后，它会用个

体对规范和规则的观察和内化，来解释社会结果，特别是社会的良好运作与稳定。结

构功能主义的完整逻辑便是图中的三个箭头:

［社会要求个体被社会规范和规则所社会化］

［个体将社会规范和规则内化］

［个体按照社会规范和规则行事 /个体在其最佳岗位上发挥作用］

［社会趋于美好、和谐、稳定］

显然，从社会到个体行动的第二个箭头试图去解释行动，而从个人行动到“社会

美好稳定”的第三个箭头在尝试解释结果。但在这两个部分中，关键的中介因素是现

有的社会规范和规则。因此，结构功能主义先是用现有的社会规范和规则来解释个体

行动，然后再用被规范与规则驱使的行动去解释社会稳定或变迁等社会结果。

在第二个箭头中，结构功能主义忽略了作为一种社会约束方式的规范和规则只能

代表塑造个体行动的一组因素。因此，我们并不确定个体是否会按照社会规范和规则

行动。虽然我们所有人都在极大程度上被社会规范和规则社会化了，但这个事实并不

能自动得出我们永远按照社会规范和规则行事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反社会化或抵抗

社会化总是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结构功能主义将现有的规范、规则和社会本身看作外生给定的( 或自

然的) 事实，而非有待解释的结果。对于解释某个观念是如何成为社会规范或规则的问

题以及( 美好的) 社会如何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结构功能主义都说不出所以然来。相

反，功能主义只能声称社会是自然而来的，或者声称某种社会是美好的仅仅因为它“自

然”而来:“( 社会中的) 一切都可能已按最好的方式安排了: 每个人，无论他的立场是什么，

都会满足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且共同的价值体系以快乐大家庭的形式团结了所有人。”①

由于结构功能主义无法有意义地解释社会规范和规则如何存在，又轻易地用规范、规

则和( 有机的) 社会来解释行动和( 有机的) 社会，所以功能主义必然是循环论证。

4．行为主义的利与弊

在行为主义革命到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行为主义的先驱支持者含蓄甚至

明确且坚定地认为，社会科学只关乎行为，没有其他东西。事实上，戴维·伊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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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alf Dahrendorf，Essays in the Theory of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Shiping
Tang，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London: Routledge，2011．当然，对不同的功能主义者来说，理想

社会是不同的。对于柏拉图而言，它是个有着固定社会分层的哲学王社会。对于帕森斯而言，它是 20 世纪 40 年

代的美国社会( 存在普遍而深刻的种族歧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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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Easton) 甚至将政治系统定义为“一种行为系统”，①好像社会环境不是政治系

统的一部分一样。②

行为主义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认识论上说，行为主义坚持

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主要甚至仅仅关注( 可观察的) 人类行为。从方法论上说，行为主

义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处理数据来测量和预测行动。③ 下文将处理认识论问题，方

法论问题则在下一节中涉及。

如上所述，所有社会结果都是由某种( 个体或集体) 行动所驱动的。因此，行动对

于完整解释社会结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其实某些结果就是行动的直接产物( 比如

对一个国家进行大规模和直接的攻击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战争) ，行为主义对于

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结果非常有用。

但许多甚至大多数的社会结果都不是单一甚或一系列行动的直接产物。相反地，

大多数社会结果是在社会环境下，行动互动的产物。因此，虽然行动对于任何社会结

果的解释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仅凭行动并不能为大多数的社会结果提供完整解释。所

以，行为主义( 甚至还有互动主义这种更复杂的行为主义，因为互动主义正确强调了

行动的互动是决定行为体行动的关键因素) 对于解释大多数社会结果都效用有限。④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知到行为主义对理解工业革命一类的社会结果没有很大帮助，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社会结果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不会买行为主义的账: 他们最糟糕

的一点是买了实证主义的账。⑤

当试图解释那些不单由行动驱动的社会结果时，行为主义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死胡

同，或者走向站不住脚的立场。比如，当罗伯特·达尔( Robert A． Dahl) 和他的行为主义

者同伴试图理解权力时，他们只能将权力定义为行为体的权力的公开运作( 即行动)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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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Easton，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65．
Jon Elster，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1989．但与此同时，戴维·伊斯顿也将个体和互动视为

系统的单位。他的不同立场之间很难调和。
因此，从认识论上说，行为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不仅仅是理性主义( 即

理性选择) ，行为主义还能与( 方法论的)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心理主义( 强调情感) 甚或是生物决定论相结合。
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1998．
Andreas Pickel，“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pp．178－185．
Robert A． Dahl，“The Concept of Power，”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Vol．2，No．3，1957，

pp．201－215．



但权力不是行动: 权力作为能力，是社会结果的一种形式。① 更糟糕的是，由于行为主

义坚持认为，行为体的权力仅仅是个人权力的行使，而与其社会地位和更广泛的社会情境

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研究权力时，行为主义不得不忽略社会情境( 或者可以说结构) 。②

事实上，由于社会情境( 作为社会结果的沉积) 必须是任何行动的解释的一部分，

所以行为主义对于解释行动而言是天生不足的。③

5．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效用和局限

部分因为身后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对它的反抗，且部分支撑了新古典经济学及其

衍生出的理性选择理论，④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已经引起了

社会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持续关注。⑤ 然而，由于没能充分理解社会科学

的三类客体，现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讨论恐怕遗漏了一些关键点。

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有必要澄清三点。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实是用词不

当: 它首先是认识论立场，而它的方法论立场是遵循认识论立场的。第二，与传统观点

相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是兼容的。⑥ 我们可以明确地组织一个纯

粹有关个人行动的社会探究，根据恐惧、仇恨、荣誉或者仅仅是错觉来展开。⑦ 事实

上，社会生物学和它衍生出的演化心理学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 有机体是延扩适应值

( inclusive fitness) 的最大化者，而且所有的集体属性都是纯粹或非纯粹地由基因支配

下，延扩适应值最大化的结果。⑧ 第三，方法论个人主义与诠释学完全相容，⑨而不仅

仅是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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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Mann，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Vol．1 of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
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eter Morriss，Power: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

Michel Foucault，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 1954－1984) ，Vol．3，New York: The New Press，2000．
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pp．481－510; Alexander Rosenberg，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Boul-
der: Westview，2008．

下文将讨论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
Karl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 Routledge，1967; Steven Lukes，“Methodologi-

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9，No．2，1968，pp．119－129; Daniel Little，

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1．
Dennis H． Wrong，The Problem of Order: What Unites and Divides Society，1994; Craig Parsons，How to

Map Argu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s，2007．
Mario Bunge，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9．
Richard Dawkins，The Selfish Gen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Mario Bunge，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1999．
Robert A． Dahl，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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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层次的行动，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有些贡献的。但即使在这个层次，方法

论个人主义也并不令人满意。这是因为行为体的能力、利益、意图和决心至少在部分

上是由社会构造的。① 缺乏在社会或集体层次上的假设，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个体的行

动和观念的解释价值不大。

论及集体层次的行动时，方法论个人主义只能通过坚称集体行动最终是所有个体

基于其理性或心理计算的行动的总和②以及诸如族群、阶级意识、( 作为社会结果的)

意识形态等集体观念不会在种族冲突和制度变革等集体行动事件中影响个体的看法

来浑水摸鱼。然而，即便粗略地看一眼人类世界，也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③ 难怪像

道格拉斯·诺思( Douglass C． North) 这样以理性主义式方法论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新

古典经济学的狂热支持者，也最终承认我们为尊崇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批判曼瑟尔·奥

尔森( Mancur Olson) 没在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中考虑意识形态因素而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如今流行的行为经济学只要还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就不会好到哪里去。④

除了那些由个体行动( 如打架或决斗) 直接导致的结果，方法论个人主义在解释

社会结果上的贡献更小。正如肯尼斯·约瑟夫·阿罗( Kenneth J． Arrow) 后来所承认

的那样，对于诸如革命、经济增长、国家建设等复杂的社会结果，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实

没有什么意义。⑤

6．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路径的效用和局限

尽管方法论个人主义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邪恶化身，但经济学帝国主

义的真正体现则是理性选择路径( RCA，通常是博弈论的形式) ，它被新古典经济学所

支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和( 主观) 工具理性的假设支撑了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支撑了

理性选择路径。⑥

新古典经济学被用于解释从完美的市场到市场失灵等经济难题，而理性选择路径

主要被用于解释民主、集体行动、婚姻、家庭、成瘾、歧视、种族隔离、战争、群体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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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ig Parsons，How to Map Argu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s，2007．
Mario Bunge，Chasing Reality: Strife over Realism，2006．
Mancur Olson，Jr．，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Douglass C．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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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为它们都主要是构建模型，并没有为模型提供系统的实证证据。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路径属于

“工具实证主义”。金迪斯要求博弈论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参见赫伯特·金迪斯著，王新荣译:《演化博弈论: 问

题导向的策略互动模型》，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社会和政治难题。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学者都试图仅凭“理性”的个体行动效用的最

大化来解释社会结果。①

不幸的是，理性选择路径所理解的理性( 通过学习和选择战略或行为而效用最大

化) 只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之一。因此，人类行为不能只靠“理性”来解释。事实

上，除了通常被含糊定义的效用和偏好之外，理性选择理论遗漏了大部分的社会环境

( 作为之前阶段的社会结果) 和其他驱动行动的心理因素，所以它甚至无法有效理解

行为体在真实社会中的简单行动。② 埃尔斯特这位理性选择理论的长期拥护者都承

认，“严格地说，用机会和欲望去解释行动并不适宜……理性选择是不明确的”。③ 从

根本上说，通过假设所有行为体的行动完全是由各自的原子式计算和其他个体的行为

所驱动的，理性选择路径忽视了个体抉择的行动背后的社会环境。所以，即使对于个

体的行动，理性选择路径也只能给出非社会和非历史的解释，甚至是反社会和反历史

的解释。这种解释即使不空洞，也是肤浅的。④

理性选择路径对人类行为的理解非常匮乏，对社会结果的理解更是贫瘠。由于大

多数社会结果都不是仅由行动所决定的，所以理性选择路径对理解大多数并非由个体

行动直接和全部驱动的( 微观或宏观) 社会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帮助。⑤ 当谈及社会结

果时，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所能做到的最好情况就是，假设大多数社会结果都

是仅由个体行动直接驱动的，然后基于含糊的理性计算原则，给出对行为体行动肤浅

又不够信服的解释。

从根本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都在坚持极度过时的社会科学观，即

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效法自然科学( 特别是物理学和化学) 来进行建模。⑥ 但当模型中

的假设和假说不符合实证检验以及不能被实证检验时，所有“严格精简的”模型、等式

和数学证明都等于零。最好的情况是，所有的数学式和预测不过是“有用的虚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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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 Addison Wesley，1957; Mancur Olson，

Jr．，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1965; Gary S． Becker，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

这里重要的是，由于个体的偏好( 作为观念) 无法被终极解释，对理性选择理论( 或其他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立场) 的正确批判不是它不能解释偏好，而是它能捕捉多少社会现实以及( 进而) 能解释多少社会现实。在对

理性选择理论的另一种攻击中，马里奥·邦杰未能指出由于理性选择理论抽离了社会环境( 之前的社会结果) ，

所以它甚至无法解释社会化个体的简单行动。
Jon Elster，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1989．
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pp．481－510．
Mario Bunge，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1999．
Peter Manicas，A Realis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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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① 最坏的情况则是，许多所谓的“严格精简的”模型、等式和数学证明都是伪

数学化，故而是伪科学。② 虽然理性选择理论仍流行于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但它已

经危害了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埃尔斯特姗姗来迟又略显犹豫地承认理性选择理

论的解释力比他过去想象的要弱，这一点既让人振奋又令人沮丧。③

也许并非巧合，冯·诺依曼 ( John von Neumann) 和奥斯卡·摩根斯顿 ( Oskar

Morgenstern) 的博弈论奠基之作名为“经济行为”。类似地，加里·贝克尔( Gary Bec-

ker) 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也名为“人类行为”。也许经济学家和理性选择理论

的追随者已在潜意识中认识到，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是用来处理行为而非社会结果

的。不幸的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狂热扩张中，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有意识地走上了

错误的扩张之路。

五 方法论的启示

本节将阐述把社会事实划分为观念、行动和结果对方法论的启示，但只是做两个

陈述，并不讨论某种特定方法应该如何适当使用，因为这需要更专门的方法论论著。

首先，正如一开始所提到的，笔者赞成方法论的折中主义。事实上，在处理不同客

体或研究问题时，笔者运用过下文提到的所有方法: 我践行了我所宣扬的。因此，笔者

对以下不同方法论的看法不应该被理解为由于个人偏好而贬低了某种方法。

其次，尽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之间的激烈争论，④但不可能

在此详尽地处理这个问题。重申一次，笔者仅仅陈述三个关键说明。对这两种方法的

更详细讨论将留待之后的研究中。

第一，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推断一个因素的影响( 推断“原因的影响”) 和构造一个

原因的解释( 推断“结果的原因”) 。只有在结果是由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即仅由单一因

素( 或处理) 导致的情况下，推断“结果的原因”才等同于推断“原因的影响”。但这种

情况在社会系统中极为罕见: 大多数的社会行动和结果是由一系列因素辅以特定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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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K． MacDonald，“Useful Fiction or Miracle Maker: The Competing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4，2003，pp．551－565．

Mario Bunge，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1999．
Jon Elster，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2007．
Chaim D． 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 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

nations for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4，1994，pp．557－586; Andrew
Abbott，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2001．



制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推断“原因的影响”仅仅只是推断“结果的原因”的一部

分。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推断“结果的原因”不止于推断“原因的影响”( 前者

比后者更苛刻) 。

正如加里·格尔茨( Gary Goertz) 和詹姆斯·马奥尼( James Mahoney) 所指出的那

样，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争论中，很多困惑来源于含蓄地混淆了“原因的影响”和

“结果的原因”，①罗伯特·基欧汉 ( Robert O． Keohane) 、加里·金 ( Gary King) 和悉

尼·维巴( Sidney Verba) ②颇有影响的作品便是典型。③ 然而，统计方法的重要贡献者

保罗·霍兰( Paul W． Holland) 非常明确这一差异，他指出统计对于“度量原因的影响”

( 即变量、处理、条件) 是有用的，④但对于它是否有助于构建因果解释一直存在争议。⑤

第二，虽然回归分析有助于估计不同变量的“独立”影响或两三个因素的交互影

响，但它对理解多于三个的因素交互影响有着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⑥ 不幸的是，许

多统计方法支持者对推断交互原因的影响的讨论都只使用两个因素或变量作为例

证。⑦ 虽然为了清晰呈现交互项的基本逻辑而进行简化是很合理的，但这种简化蒙蔽

了这样的简单事实，即很少有社会结果是由两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而定量

技术根本无法处理超过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⑧ 因此，这些对定量方法的交互作用的

简化讨论，使得定量方法看上去比它的实际能力更为强大，甚至强于它的期望能力。

第三，金、基欧汉和费巴错误地认为，推断原因的影响在逻辑上先于寻找因果机

制。⑨ 而这两项任务不仅可以齐驱并进，而且寻找因果机制在逻辑上可以先于推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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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
cial Scienc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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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m D． 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 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
nations for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pp．557－586．

Paul W． Holland，“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
81，No．396，1986，pp．945－960．

实际上，这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统计对于“度量一个原因( 在某个时候) 的影响”是有用的，但对于度量

几个原因的联合或交互作用则没有太大帮助。
由查尔斯·拉金( Charles C． Ragin) 和他的追随者所开发的“定性比较分析( QCA) ”在这里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但是定性比较分析也有局限性。这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把定性比较分析简单认为与回归分析中的交

互作用一样是具有误导性的。
Bear F． Braumoeller，“Hypothesis Testing and Multiplicative Interaction Ter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Vol．58，No．4，2004，pp．807－820．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

cial Scienc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Chaim D． 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 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

nations for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pp．55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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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影响。①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关键点，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就可能形成更有建设性的对

话。简单来说，虽然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可能是两种文化，②但它们是高度互补的: 合

适地结合它们可能会产生更强的解释力。③

( 一) 综合陈述

1．解释行动: 社会心理学之外的归因理论

如上所述，解释行动是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过程。但社会心理学现有的关于归因

的讨论有几点不足。④ 批判性地基于现有的讨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归因理

论。⑤ 简要地说，本文认为行动是由外在因素( 我们试探性地把它放在“社会情境”和

“外在环境”的标签下) 以及由包括利益、意图、决心和能力的内在因素所驱动的。此

外，外在因素或社会系统只能通过六个渠道影响四个内在因素，进而塑造我们的行

动。⑥ 遵循这个更严格的框架，我们在解释行动时会更加正规。但由于外在因素和内

在因素间的互动非常复杂，我们应该对行动的广义理论的前景保持谨慎。⑦

2．解释社会结果: 一般原则

解释社会结果，特别是诸如社会流动及分层、革命、工业革命、大国的兴衰和民主

化等复杂的社会结果，代表了社会科学最艰巨的任务。

解释社会结果当然需要行动和观念。因此，没有个体观念和行动的纯粹结构性解

释在本质上是无效的。然而，仅凭行动和观念本身也不能充分解释大多数社会结果。

除了行动和观念，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情境———来自先前阶段的社会结果。这就是为

什么理性选择理论 /博弈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在解释大多数社会结果时价值有限，因

为它们几乎完全忽略了社会情境并只依赖于行动和观念。

解释复杂的社会结果可能要忽略一些观念和行动的微观基础，但必须考虑更宏观

的因素: 面对解释复杂社会结果的艰巨任务时，我们必须进行一定的简化。这就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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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评论》，2015 年第 4 期，第 45—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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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什么一些关于宏观社会结果的重要文献( 如革命、工业革命、民主化) 主要基于二

手而非第一手资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主要关注宏观社会结果的社会科学家中，系统

主义( 结构主义是它的狭义形式) 仍然相当盛行。①

( 二) 具体陈述

社会科学现有的实证方法可以分为六大类: ( 1) 调查、民意调查、( 深度) 访谈和民

族志; ( 2) 聚焦于行动的形式模型( 如博弈论 /理性选择理论) ; ( 3) 聚焦于结果的模型

( 如宏观经济模型、经济增长模型) 和计算机模拟( 如行为体建模、系统动力学) ; ( 4) 实

验; ( 5) 大样本和中等样本的回归分析或“定性比较分析( QCA) ”; ( 6) 深度过程追踪

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历史叙事是其必要部分或相近的方法。② 每种方法都有各自

的效用和局限，并且效用和局限因不同的任务而不同。但总体来说，最后两种方法更

为多用，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们在实证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

第一，调查、民意调查、( 深度) 访谈和民族志对于理解个体关于特定事物的观念

( 或知觉) 很有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理解行动，因为行动是部分由观念驱

动的。这些方法对理解社会结果并没有太多用处。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主要用于收

集数据: 仅凭它们无法解释行动和结果。③ 其实它们并没有甚至不能解释观念。

第二，聚焦于行动的形式模型( 如博弈论) 对于在特定的社会约束下猜想通过互

动来驱动行为体行为的特定因素和机制是很有用的。它也有助于理解仅由行动所驱

动的社会结果( 如因战争行为而爆发的战争) 。但这种方法对理解大多数社会结果的

用处非常有限，因为大多数社会结果并不仅仅是行动及其互动的产物。

第三，聚焦于结果的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有助于证明一些声称在推动特定社会结果

方面有重要价值的因素和机制。行为体建模( agent-based modeling) 的优势在于它能

模拟微观行动及其互动如何涌现出宏观结果，而系统动力学的优势在于它能模拟宏观

过程如何驱动宏观结果。宏观经济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更有助于说明( 如“玩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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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社会理论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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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所以在本文不予讨论。本文的方法论观点和阿博特类似，阿博特分成了五个方法: 民族志、历史叙述、大样本

和中等样本分析( 用他的术语叫“标准因果分析”) 、小样本比较和形式方法。本文的方法论分组与阿博特有些不

同，还在每个主要的方法中加入了更多的子类型。笔者认为实验研究是有别于大样本和中等样本分析( 或“标准

因果分析”) 的主要方法。虽然回归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都从自然科学家如何从真实的实验数据得出因果推论

获得启发，但大样本或中等样本分析不是实验，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使用的是观察数据而非实验数据。
Andrew Abbott，“The Idea of Outcome in U．S． Sociology，”pp．39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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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 经济动力和组织实证数据。但这些方法对真正解释真实世界的社会结果则价

值有限。①

第四，实验方法是测度行动背后的驱动因素的有效方法: 实验其实是实验社会心

理学的基本原则。但在社会科学中，实验不太可能为真实世界中的行动提供真正的解

释。在对社会结果做出解释时，实验的价值甚至更加有限: 它只有助于证明一些声称

在推动特定社会结果方面有重要价值的因素和机制。

从根本上说，社会科学中的实验其实价值有限，因为社会系统无法像自然科学的

实验那样实现“实验封闭”，②即使我们能为实验建立一些外部有效性。③ 最近的研究

表明，发表在三大社会心理学期刊的论文中，只有 39%可以被重复出结果，④这给了我

们足够的理由去质疑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正流行的田野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

第五，大样本和中等样本的回归分析或定性比较分析有助于理解所有三类客体。

回归分析的优势在于，能识别可能影响行动及结果的因素和因素之间 ( 最多三个因

素) 潜在的互动。定性比较分析提高了对几个因果因素的联合效应的识别。因此，定

性比较分析可能比传统的回归分析更有效地揭示因果机制。⑤ 但无论是大 /中等样本

的回归分析，还是中等 /小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都不能自身揭示机制。因此，这两者

都不能对特定的行动或结果给出真正的解释。⑥ 不幸的是，很多回归分析和定性比较

分析的支持者不仅混淆了统计结果( 即相关) 和解释，还混淆了假设和理论。⑦

第六，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和前者一样，有助于理解社会科学的

所有三类客体。和前者相比，小样本案例研究弱于识别诸多因果因素，但擅长处理几

个因果因素。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的特别优势在于，能捕捉因素的互

动和揭示或确认机制的实际运作。所以与回归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相比，它在构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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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结果的特定因果解释方面更强大。①

对于构建特定的因果解释，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能对不同客体使

用更具体的技术。具体地说，当试图解释行动时，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

究倾向于使用档案、日记和( 决策者或旁观者的) 回忆录，来重建特定行动背后的真实

决策过程。② 同样地，在处理具有严重的殊途同归性的宏观社会结果时，深度过程追

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试图用因素和机制来构建解释，而不仅仅是对影响的推断。

如此一来，这种方法能强化特定因果解释的有效性。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对宏观社

会结果更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依赖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以

及为什么他们更加强调揭示机制在构建解释时的必要性。③

六 结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识论谬论”已经渗透到( 社会) 科学哲学中，而方法论谬

论则主导了实证社会科学。因此，虽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已经拒绝了“覆盖性法则”

和“统计规律”等极端立场，④但他们仍然仅仅争论着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含蓄地假

设本体论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毫不相关。

本文认为在没有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情况下，聚焦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误导性的。

相反，社会科学存在本体论上不同的客体，并且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

来解释它们。更具体地说，本文把观念、行动和结果识别为社会科学的三个核心客体，

并强调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来理解和解释它们。

在认识论上，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其中某些认识论立场对

于理解三类客体价值有限，甚至全然无效。在方法论上，没有万能的方法能涵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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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更深入的对案例研究和过程追踪的讨论，参见 John Gerring，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
tic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Yuen-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 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当然，即使我们想要探究认知、情感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如何影

响了决策者在真实世界中的感知和决策，这也可能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邝云峰以及勒

博和斯坦因最接近完成这一点，因为他们能采访一些危机中的核心决策者，但他们的成功可能很难复制。一个好

的关于解释历史中的关键决策的方法论挑战的讨论，参见 Chaim D． 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
chives: 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for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pp．557－586。

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pp．410－465;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MIT Press，2005．

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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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客体。因此，任何让某一种方法主导的呼吁都必须坚决反对。① 更确切地说，从

“方法论之战”中得到的正确教训不是否定某个特定方法的合适位置，而是认识到不

同方法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并在真实的实证探究中明智地使用它们，而且通常是方

法相互组合的形式。②

明确区分三类客体并理解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来解释它们的事实，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科学的实证挑战，并指向更高效的增进人类知识的道路。

表 1 社会科学的三类客体: 层次和规模

层次 观念 行动 结果

尺度或规模

— 集体
宏观

( 如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

( 只有) 个体 个体
微观

( 如家庭或小村庄的信任)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图 1 社会科学的三类客体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图中箭头具有双重含义: 它们既表示对一个特定对象的解释，也表示解释该特定对象

需要向其他两个对象获取因素的必要性。细节讨论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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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haim D． 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 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
nations for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pp．557－586．

Andrew Abbott，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2001; David A． Freedman，Statistical Models and
Causal Inference: A Dialogue with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For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 Reply to Brady and Elman，”pp．278－285; 唐世平:《超越

定性与定量之争》，载《公共行政评论》，2015 年第 4 期，第 45—62 页。



表 2 认识论的综合陈述

认识论立场
解释的客体

观念 行动 结果

心理学( 包括精神
分析)

必不可少，但观念无
法被最终解释

必不可少，因为行动必须
先于某种观念

仅对于理解作为行动的
驱动因素的观念有用，这
可能会 ( 或可能不会) 进
而影响结果

诠释 学 和 知 识 社
会学

必不可少，但不充分
并非必不可少，也许甚至
是微不足道的

并非必不可少，也许甚至
是微不足道的

行为主义 不适用

有效，但仅限于理解直接
的驱动因素; 对于理解直
接驱动因素背后的深层因
素( 通常是历史和社会的
原因) 没什么帮助

根本意义上无效，除非是
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果( 如
易货交易)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必不可少，但观念无
法被最终解释

对于理解个体行动必不可
少，但几乎总是不够; 对于
理解集体行动普遍不够

根本意义上无效，除非是
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果

新古典经济学 /理
性选择理论

不适用 ( 诸如偏好或
兴趣的观念被认为是
外生的)

对于理解个体行动必不可
少，但几乎总是不够; 对于
理解集体行动通常不够

根本意义上无效，除非是
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果

结构主义( 作为系
统主 义 的 受 限 形
式)

使用有限
多半无效，容易落入结构
功能主义的陷阱 ( 个体宛
如僵尸)

结构对于理解任何社会
结果都必不可少，但是仅
靠结构是不够的

社会系统路径
必不可少，作为知识
社会学的一部分

必不可少，所有行动都在
系统内展开。

必不可少

社会演化路径
必不可少，作为观念
史的一部分 ( 个体的
观念选择)

必不可少，所有行动都在
社会系统内展开，这就是
社会演化

必不可少，所有结果都在
社会系统内展开，这就是
社会演化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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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方法论的综合陈述

方法 行动 结果

充分解释的必要成分
能力、利益、决心、意图: 这四个内在维
度传输了作为外部环境 ( 包括其他个
体) 的社会系统的影响

初始 社 会 条 件，个 体 行 动，互 动
( 作为干预过程) 和其他机制

必要方法
归因;
通过档案和日记的过程追踪;
系统路径

带有特定微观基础的宏观比较，
既可定性，也可定量;
过程追踪;
系统路径;
演化路径

有效但有限的方法

访谈、调查、回忆录;
实验研究: 对于理解真实的复杂决定
价值非常有限;
博弈论: 推断直接原因很有效，而非更
深层的原因

聚焦于结果的建模，计算机模拟
( 如行为体建模、系统动力学) ;
博弈论: 仅对非常简单的社会结
果有效

本质上无效的或只有
边缘价值的方法

诠释学
诠释学;
实验研究;
调查、民意调查、访谈

警告和评论
对于复杂的社会结果，我们也许
永远不能让黑箱完全透明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 截稿: 2018 年 4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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