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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学科，是在现代性的背景

下出现的，并随着现代性的变革处于生成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在这种变

革中，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趋向及其前景又如何呢？ 

  在现代性变革中，当代社会学的理论意识将得到强化。伴随着当代

社会学理论分化与争鸣而来的将是新的理论综合倾向的出现。受科学主

义氛围的熏染与影响，在长期的社会学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专注于对领

域性的社会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轻视社会学理论创造的倾向。当代科学

史、科学哲学的发展已经表明，观察渗透理论。观察作为科学实证研究

的最基本方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理论背景和理性预设作为

前提的。没有充分的理论背景和合理的理论模型，单纯的经验分析并不

能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在现代性的变革中，社会发展的全球化

趋势和整体相关性日益突出。以往控制式的“树状”的社会结构，逐渐

被分布式网络的社会结构所取代，现代性本身经过变异所呈现出的复杂

性是前所未有的。对当代越来越具有整体相关性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

而言，绝非依靠经验分析就能达到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总体把握和本质理

解。这就迫切需要作为社会革新向导的社会学，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

强化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论把握能力，提出具有普遍解释力与预见性的社

会学理论。20世纪一度由于自然主义观点的衰退而导致的社会学理论的

分化，将由于社会生活的整体化趋向而重新被综合起来。各种富有争议

的理论流派，将在相互开放和相互争鸣中寻求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理

解，新的更具张力和弹性的理论综合将成为社会学发展的潮流。 

  与以往的社会学倾向于从某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中寻求理论灵感相

比，未来社会学理论的学科基础将更加宽厚，社会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理

论之间的僵硬界限将被打破。社会学自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诞生之日起，

就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学科作为自己的参照。孔德以物理学为社会学的学

科榜样，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受到生物学的启发，霍曼斯的社

会交换理论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中汲取营养，

舒茨受现象学哲学的影响创立了现象学社会学，如此等等。正如吉登斯

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世界的结构转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当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发展表明，社会不是单一的实体性的刚性结

构，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与不可预测性正在增大。在布希亚看

来，随着现代传播体系的增长和扩张，社会领域中的符号泛滥使传统的

社会范畴业已终结。社会生活的流动性与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内已有

的学科划分将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



 

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与整合成为趋势。在此前提下，社会学要想真正完整

地把握社会生活，就不能局限于对社会生活某一方面性质的理解，或以

某种单一学科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模型。目前，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更

愿意把自己所做的工作界定为更具包容性和宽泛性的社会理论研究，而

不是自我封闭的狭隘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立足于社会生活的

多重矛盾关系，不断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拓展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丰

富社会学的思想文化底蕴，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多重向

度中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理解，将是未来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性和人文性的价值向度将会得

到进一步的强化。现代科学技术的盲目扩张导致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理

性化取向，产生了日益严峻的负面效应。现代性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以往

民族国家界限内的社会矛盾得到扩展，现代性与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

代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等矛盾关系更加复杂。从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来

看，当代社会学不再满足于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和解释，也不再悬置对意

义和价值的追求，而是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显示出反思现代性

矛盾的思想努力。福柯对于权力、真理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系谱学考察，

哈贝马斯对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袭所造成的交往不合理性的批判，吉登

斯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价值诉求。当代社会学

理论的发展正在从片面追求社会秩序的控制论旨趣，转向反思现代性的

后果，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协调人与社会发展的解放论的价值

旨趣，社会学批判性的理论品格与人文性的价值关怀日益得到彰显。在

此背景下，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将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展示

出不寻常的当代效应。 

  当代社会世界仍然处于现代性的进程之中。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依

然会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思想主题。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将不再盲目地推崇

或简单地抗拒现代性，而是在反思现代性本身的后果及其多种可能性的

基础上，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重写”现代性。人们将越来越就此达成

共识：传统不会死去，“现代的成长”始终伴随着“传统的发明”。现

代性不再是普适客观化的形式合理性，而是可以注入主体自我选择与能

动性的本土现代性。普世主义的单一工具理性的现代性将被扬弃，取而

代之的将是包容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多元文化精神的现代性。本土性的现

代化经验将被重视、挖掘和提炼，对现代性的未来理解将融入与自身社

会生活结构内在相关的本土性文化传统、历史体验、生存际遇与生活理

想。揭示社会现代性的异质性并实现对现代性的本土性重建，将是未来

社会学理论的重大使命。 

  超越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二元对立，将成为未来社会学理论的

方法论取向。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愈益表明，社会世界并不是外在于人的

纯粹的客观对象，而是人通过自己的生活活动创造的有意义、有价值的

生活世界。当代各种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已经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表现

出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努力，蕴含着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拒绝和

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舒茨强调用现象学的方法达到对生活世界的

先验直观，加芬克尔则主张用日常人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法、人与人交往

互动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主观性与客观性、特

 



殊性与普遍性、个性化与一体化、地方性与全球性、实证性与人文性之

间的依存与冲突，使得现代性和全球化本身日益显露出深刻的辩证意

味。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将超越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两极对立的思想范

式，朝向一种更具辩证性和张力性的向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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