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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的结构(新版)》

前言

序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对社会理论方面一些作者的著述的第二手研究。但是，&ldquo;第二手研
究&rdquo;有好几种，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也许是不为人所熟知的一种。本书的基本
目的，不是要确定和概述这些论者就他们研究的论题说了什么和有什么看法，也不是要根据当代社会
学知识和相关的知识，直接探讨他们的&ldquo;理论&rdquo;中所提出的每一命题是否站得住脚。我们
会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但重要的不是提出甚或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背景。本
书的副标题似乎已经说明了它的要旨：它是研究社会理论，而不是对各种社会理论的研究。本书所关
注的并不是这些论者的著作中那些孤立且无联系的命题，而在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某些前辈的著作加
以批判性分析就能看出其发展脉络的一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加以推理论证。把这些论者集中到
一本书里论述，其一致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所谓&ldquo;学派&rdquo;，也不
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时期或时代，而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方面对这个
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分析，是阐述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
结构及其在经验方面的实用意义的便利途径。这个理论，即&ldquo;社会行动理论&rdquo;，不单单是
一些在逻辑上互相关联的概念。它是一种经验科学理论，其中包括的那些概念关联到已经超出了它本
身的东西。如果在探讨某个理论体系的发展的时候，不去涉及这个理论赖以建立及其所应用于的经验
问题，就会成为一种最无谓的论证。真正的科学理论不是呆滞的&ldquo;冥思苦索&rdquo;的结果，也
不是把一些假设中所包含的逻辑含义加以敷衍的结果，而是从事实（fact）出发又不断回到事实中的观
察、推理和验证的产物。因此，本书在每个关键之处都包含有对于有关作者所研究的那些经验问题的
明白论述。只有把理论与经验问题和事实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论述，才能充分理解这个理论是怎
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它对科学有什么意义。本书是作为一部前述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著作发表的。然而，
通过探讨这四个人（指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译按）的著作来找出一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始
末，却不是作者细致研究他们的著作的本意。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其他研究他们著作的人，都没有
认为能够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一个单一的和融贯的理论体系。把他们放到一起研究是出于经验方面的
原因，即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解释现代经济秩序--被不同地称之为&ldquo;资本主义&rdquo;、&ldquo;自
由企业&rdquo;、&ldquo;经济个人主义&rdquo;--的某些主要特征所涉及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以不同的方
式加以关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即使从如此相互迥异的观点出发，也会涉及到一个共同的概念体
系--这一点只是逐渐地明确起来的。这样，兴趣的焦点也正是因此而逐步地转移到阐明这个体系上来
的。从问题的脉络上说，这项研究工作早在作者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在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作者
得到别人的教益极多，而且常常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很多是无法致谢的，谨对其中与写成本书直接有
关的最重要者鸣谢如下：在这些有直接关系的教益中，有四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最难以估量、也
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埃德温&middot;F。盖伊（Edwin F。Gay）教授的教益。多年来，他一直积极关注
这项研究。在这漫长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沮丧的进程中的许多关键时刻，盖伊教授的指点使作者受到
鼓舞，不断激励作者使这项研究达到力所能及的最高质量标准。其次，作者的同事奥弗顿&middot;H
。泰勒（Overton H。Taylor）教授同作者接连多次讨论问题（特别是与经济理论有较直接关系的问题
），对本书贡献良多，难以一一列举。以上二位教授也都阅读了本书部分原稿，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第三，劳伦斯&middot;J。亨德森（Lawrence J。Henderson）教授对原稿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批判性审
查，从而使我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关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对帕雷托的著作的解释两个方面作了重要修
正。最后，还要对一批批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们表示感谢。在本书酝酿阶段的大部分时间，作者一
直与他们一起就社会理论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些生动的、互相交换意见的讨论中形成了许多富
有成果的思想，并使许多模糊的问题明确了。还有两位批评家对本书特别有所助益，他们是诺克（A
。D。Nock）教授和罗伯特&middot;K。默顿（Robert K。Merton）博士。他们在阅读原稿后提出了建
议和批判。诺克教授尤其对有关宗教的章节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阅读了原稿，或校
订了全书或部分章节，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其中包括：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教授，
约瑟夫&middot;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教授，弗兰克&middot;H。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
亚历山大&middot;冯&middot;塞廷（Alexander von Schelting）博士，克拉克洪（C。K。M。Kluckhohn
）教授，丹农（N。B。DeNood）教授，伊丽莎白&middot;诺丁汉（Elizabeth Nottingham）女士，埃米
尔&middot;B。斯马里安（Emile B。Smullyan）先生和爱德华&middot;希尔斯（Edward Shils）先生。斯
马里安先生和本杰明&middot;哈尔彭（Benjamin Halpern）博士对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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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士在有关本书的专门内容方面提供了帮助。但是，对于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来说，得到的帮助
绝非仅限于此。在其他方面，我特别要对两件事情表示感谢。一要感谢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由于它的惠准，本书在研究问题当中得以在书目和参考文献方面得到某些有价值的帮助，并且在撰
稿过程中在速记方面得到帮助。二要感谢我的父亲、玛丽埃塔学院（Marietta College）荣休院长爱德
华&middot;S。帕森斯（Edward S。Parsons），他承担了通读原稿的重担，在文字上加以润饰。在这样
一本不可避免地比较难读的书中，任何通达流畅之处大多要归功于他。承担原稿打印工作的是伊丽莎
白&middot;沃尔夫（Elizabeth Wolfe）小姐、艾格尼丝&middot;汉内（Agnes Hannay）小姐和马里
恩&middot;B。比林斯（Marion B。 Billings）小姐。伊莱恩&middot;奥格登（Elaine Ogden）小姐帮助草
拟了文献目录，我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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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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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帕森斯（1902—1979）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1920年进入阿默斯特学院学习,192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后赴欧洲,先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后至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并于1927年获博
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哈佛大学直至退休。帕森斯被公认为韦伯以后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他在《社会
行动的结构》（1937）、《社会系统》（1951）、《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1960）、《行动理论
与人类状况》（1978）等著作中,把结构功能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对二十世纪中期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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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二版序言
平装本序言
第一部分 实证主义的行动理论
第一章 绪论
问题
理解和经验事实
剩余性范畴
理论、方法论和哲学
概念的类型
附注：关于“事实”的概念
第二章 行动理论
行动体系的单位
功利主义体系
实证主义的行动理论
经验主义
行动理论中的个人主义
附注A：关于“规范”性概念
附注B：行动理论中诸体类型的图式提要
附录C：与行动理论有关的非主观范畴的内容
附录D：心理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第三章 个人主义的实证主义行动理论历史发展中的若干阶段
霍布斯与秩序问题
洛克与古典经济学
马尔萨斯与功利主义的不稳定性
马克思与阶级对抗
达尔文主义
导致激进实证主义的其他途径
效用
进化
第二部分 源于实证主义传统的唯意志论行动理论的出现
第四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需求和行动及经济学的范围问题
第五章 威尔弗莱多·帕雷托（一）：方法论与主要分析框架
第六章 威尔弗莱多·帕雷托（二）：结构分析的展开与验证
第七章 威尔弗莱多·帕雷托（三）：经验概括与结论
第八章 埃米尔·涂尔干（一）：早期的经验研究
第九章 埃米尔·涂尔干（二）：社会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第十章 埃米尔·涂尔干（三）：社会控制理论的发展
第十一章 埃米尔·涂尔干（四）：最后阶段：宗教与认识论
第十二章 第二部分的总结：实证主义行动理论的崩溃
第三部分 从唯心主义传统中产生的唯意志论行动理论
第十三章 唯心主义传统
第十四章 马克斯·韦伯（一）：宗教和现代资本主义
第十五章 马克斯·韦伯（二）：宗教和现代资本主义（续）
第十六章 马克斯·韦伯（三）：方法论
第十七章 马克斯·韦伯（四）：系统理论
第四部分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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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经过经验验证的结论
第十九章 方法论试探
索引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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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济与社会》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作品，基本确立了现代社会学的关键词汇
。&mdash;&mdash;J.C.亚历山大在社会理论家中，还没有像帕森斯在本书中那样不辞劳苦，以如此孜
孜不倦的精神来讨论社会理论，并把自己的理论与传统联系起来的经典作家。今天，没有一种社会理
论的构建可以不认真吸收和考虑至少与帕森斯有关的学说。我们应该把帕森斯的示范，即对巨大理论
传统的收集及其与这些传统的一致性，作为自身理论命题的真实性的经验标
准&hellip;&hellip;&mdash;&mdash;于尔根&middot;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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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马基雅维里时刻》波考克还能写的老爷子来了，如果理论著作也象科幻一样分软硬，这本硬
就跟金刚钻似的【大S和小S纷纷发来贺电。。。
2、值得精读和珍藏的好书。等新版等了很长时间了。
3、人文与社会译丛：社会行动的结构好书
4、先买了回来，还没有来得及看呢，社会学方面的经典
5、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代表作品，对社会学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但是略显艰深。
6、帕森斯企图综合经典社会学理论，这本书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值得一读。
7、帕森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正是在对经济理论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成的。也
许帕森斯的确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能够为行动系统诸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提供标定的坐标，或者说经
纬度性质的系统，但是，当他过于执着地用这个坐标对不同层次的社会现象分析的时候，也可能会带
来一系列问题：①将需要研究的问题弄得过于复杂；②将具体问题的研究弄得过于枯燥乏味；③具体
问题具体特性层面的内容容易被掩盖；④束缚从新问题研究中提炼一般性规律的可能性。当帕森斯的
理论越来越形式化的时候，它距离灵动的社会生活现实也就越来越远了。
8、当时在亚马逊买来发生有重复页数十，于是想退。但转而一想，看完再退。于是看完没花钱。。
9、社会学必读
10、社会学经典大家的著作，了解功能学派的观点。。
11、语言晦涩，非因翻译，帕森斯原文即不好懂。按自己的理解，他将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梳理
出一条金线，其实是以韦伯为底线来关照其他，对马克思桑巴特等有所略及，然非主线，应是他们未
符合金线。很怀疑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因并无后续学者发展此金线，实质上，他是以其他3人来
论证他对韦伯的理解。
12、翻译很⋯⋯烂！
13、帕森斯读书笔记的优势在于永远要写得比原著多。
14、社会学经典大家的著作，了解功能学派的观点。
15、不知啥时候看完。。
16、《社会行动的结构》是帕森斯的代表作，是当代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巅
峰之作。在这本书中，塔尔科特·帕森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马
歇尔、帕雷托、涂尔干与韦伯的分析和吸收，重建了“一般社会行动理论”体系。本书把以目的—手
段为成分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不仅确立了一门规范的社会学学科，而且对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经典的规定。
17、喜欢，好厚一本，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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