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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社会学话语的形成过程,尝试找出社会学足以排斥其他学科的知识结构和话语特

征,划定社会学的学科边界,从而判断福柯是否归属于社会学。结果发现,福柯对社会学的思想启

发意义远远大于他的身份归属意义,通过和社会学对话,福柯可以提出有意义的社会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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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在西方被视为思想知识界的一个斯芬克

斯①, 是谜一样的人物”[ 1] 7 。性取向 、死亡原因 、叛逆

个性 、怪诞思想等无不增添他的传奇色彩。我们试

图通过解读他的文本来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挖掘出

一个真实的福柯。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尝试还原或

重构隐藏在作品背后的福柯呢? 原因纷繁复杂, 或

是基于福柯思想的学术价值, 或是由于福柯生活的

戏剧色彩,或是出于福柯研究的商业考虑……但是,

我想这些至少源自我们的好奇心:对不可知的探索,

对确定性的追求 。正如, 我们通过解读福柯, 使他的

身份得以明确, 不再扑朔迷离,难以归类 。好奇心似

乎在驱使我们完成一项寻找“确定真理”的任务, 而

我们能否给福柯一个明确的答案呢 ?

关于福柯身份的争论很多, 1978年美国人类学

家吉尔茨在《纽约书评》上介绍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英译本时有一个精彩的说法:“60年代初,福柯以其

《疯癫与文明》突然跃上学术舞台 。 ……从那时起,

他就成为一个令人无法捉摸的人物:一个非历史的

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学家,一个反结构

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这段话已经成为对福柯的一个

经典性评论[ 1] 5 。我想, 我们很难得出关于“福柯是

什么家”的知识系谱的定位,但我们可以尝试在既定

领域论证“福柯是不是什么家”, 因为这个论证的过

程至少会为我们提供驳斥的话语权。因此, 本文从

社会学角度来论证:福柯是不是一位社会学家 ? 如

果他不是社会学家, 这重要吗 ?

一 、社会学话语的形成与福柯的学科归属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写道:“麻风病消失了,

麻风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

结构却保留下来 。两三个世纪之后, 往往在同样的

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办法……这种

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 又是一种

精神上的重新统一”[ 2] 。社会排斥的结构不仅存在

于福柯研究的疯癫 、监狱 、性等边缘文化领域,它更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只有通过社会排斥的

方式才能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 。正如, 我想论证福

柯是不是一位社会学家, 恐怕要先尝试解决以下几

个问题:谁是社会学家? 什么是社会学 ? 社会学与

哲学 、历史学 、经济学 、政治学 、语言学有什么不同?

什么特征使社会学与其他学科得以区分? 社会学的

学科边界在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学作为一

种知识类型, 必须具备足以排斥其他学科的知识结

构和话语特征,才有可能建立起它的知识权威, 我们

也才有可能根据这种权威作出判断:福柯是否符合

社会学家的独特气质?

究竟谁才是社会学家, 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简

单地讲, 社会学家就是研究社会学的专家学者。那

什么是社会学呢 ?为了探索社会学的学科边界, 我

有必要试着追溯社会学发展历程的起点, 即社会学

从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 社会学话语产生的时刻。

从这个运动轨迹的起点, 我们或许可以分析什么因

素使社会学成为可能, 而这些因素使社会学得以区

别其他学科,获得独立地位 。关于社会学的起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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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曾提到:“很多人到孟德斯鸠和孔德那里寻找社会

学的起源 。这样做真是太无知了。社会学知识是在

类似于医生的实践中形成的 。比如, 在 19世纪初

期,盖平就写过一部关于南特市的杰作”
[ 3]
。且不论

福柯这个论断合理与否, 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审

慎地思考社会学的历史。

第一,社会学是一部完整连续的科学史吗 ? 我

们能否准确划分出社会学史的时期坐标(起源 、发

展 、变化 、消失) ?当我们运用严谨的逻辑思维建构

一部完整连续的社会学史, 确认孔德 、斯宾塞 、迪尔

凯姆是社会学的创始人时, 这种建构方式的合理性

基础在哪呢 ?可能大多数社会学家会反驳说, 孔德

确是社会学的创始人,社会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 成

为一门独立的经验学科, 其主要特征正是他所主张

的实证精神
[ 4]
。很显然, 社会学家的反驳马上就要

遭到福柯对于盖平关于南特市著作的质疑。由此可

见,我们很难追踪社会学的起源,因为在社会学话语

形成之前, 关于社会学的主题选择和陈述行为是以

一种分散点的形式落在历史坐标中。换言之, 在社

会学话语出现之前,我们其实早已开始社会学话语

的实践,而这些实践恰恰是社会学话语得以形成的

前提条件 。

第二,这些分散的社会学主题选择和陈述行为

如何形成社会学话语呢?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

到,“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

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

裂”[ 5] 4 。同样, 社会学话语的产生也是基于历史服

从现实的需要。18世纪末 19世纪初, 资本主义的

固有矛盾逐渐暴露: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

追求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是工人生活穷困潦倒 。工

业化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 失业贫困 、环境污染 、

犯罪卖淫等社会问题接踵而来,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

价值体系不断被打破 。“当时,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对

资产阶级所宣告的`理性王国' 的结果普遍感到失望

和怀疑,人们强烈要求对社会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进

行现实主义的分析和评价, 以改善现有社会关系 。

社会学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
[ 6]
。由此

可见,基于现实性的需要,某种关注社会生活的实证

知识必须同强调逻辑理性的思辨科学做最彻底的决

裂,而自然科学的发展,经验社会研究的兴起为这种

决裂提供了参考资料 。在某种规律的确定下, 分散

在社会学史前的各种关注社会生活的实证研究集中

到了同一知识体系中, 即孔德于 1938年在《实证哲

学教程》第 4卷中提出“社会学”这一新的学科概念,

至此社会学话语最终形成 。这种使离散的社会学知

识聚集的规律可以简单归纳为:“社会科学远不止于

进行理论探讨,它必须最终对人有具体的益处, 对改

善人类生存条件起比较大的作用”[ 7] 。在当时的社

会科学背景下,这一规律构成了社会学排斥其他学

科(特别是思辨哲学)的边界 。

综上所述,我想,社会学话语的出现和社会学学

科的产生会不会是建立在现实需要基础上的意义建

构过程呢? 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带来的社会问题涵

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宏观的社会制度 、社会运

行 、社会秩序到微观的人际关系 、群体互动 、社会心

理;辐射到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各个领域。当纸

上谈兵的“逻各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时, 社会学扮

演了“理想工具”的角色:我们迫切需要某种“理想工

具”,以便从形而上学的思辨中解放, 从资本主义的

铁笼中逃离。社会学发展至今, 我认为它是我们不

断地重构概念的产物, 与它产生之初的最大区别就

在于现实性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也是社会学为

什么起始于实证, 却不可能只停留在实证或终结于

实证的原因。古典社会学时期, 孔德的社会静态学

和社会动态学占据主导地位, 迪尔凯姆的《自杀论》

成为实证主义的典范。但社会学史上实证主义与反

实证主义的论战打破了社会学最初的意义预设 。在

批判对峙中,社会学领域呈现出多元综合的局面:微

观与宏观结合,能动性与结构整合,各家理论流派综

合,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交叉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社会学领域百花齐放:新功能主义 、哈贝马斯的批判

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现代性观点 、理性选择

理论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社会学不断向纵深发

展,早已突破它最初设定的学科边界,我们越来越难

用现代学科框架去界定一些学者是否归属于社会

学,福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简言之,作为意义建

构产物的社会学, 它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学科系统,随

着现实性基础的变化, 各类知识的丰富,它不断地同

自身断裂,不断地扩大学科边界,而分散的相关主题

和陈述行为也会不断地纳入它的知识体系中。

那么,论证到现在, 福柯到底是不是社会学家

呢 ?我想,我无法用既定的社会学定义 、社会学研究

对象 、社会学研究方法之类的教科书条条框框来界

定福柯的身份,特别是当社会学的边界在不断扩大

的时候 。或许意义建构的功能之一就是它能在毫不

相关或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或许我可

以尝试追踪福柯的学术思想渊源 、学术研究兴趣来

建立他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但是, 我想起吉登斯

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并不把社会理论视为任何一门

学科的专有领地, 因为关于社会生活和人类行动之

文化产物的问题是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 8] 。

显然,正如我们无法准确地划分社会学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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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起源 、发展 、变化 、消失) ,我们也无法准确地定

位社会学的学科边界, 特别是随着多学科的交叉发

展,多元文化的积极倡导,最初作为应对“整个社会

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学终究要走上综合的道路 。因

此,社会学学科边界的跨越性让我陷入了论证的困

境:我无法描述什么是社会学,谁才是社会学家, 更

无从判断福柯到底是不是社会学家 。

二 、福柯思想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说到:“敬请你们不要问

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 从一而终”[ 5] 22, 绞

尽脑汁后我仍然无法明确地指出“福柯是谁”, 我打

算退一步:如果福柯不是社会学家,他对社会学还有

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福柯对社会学的思想启发

意义远远大于他的身份归属意义。就算福柯不是社

会学家,他仍然可以和社会学家对话,提出有意义的

社会学话题。

首先,延续上文的思路,社会学是作为解决社会

问题的“理想工具”而产生的, 那么隐藏在社会学学

科建设背后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 我想, 可以简单

归纳为:改善人类生存条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例

如,哈贝马斯提出理想沟通情境,设想出一个能够容

许自由讨论的社会或公共空间, 在一种没有内外制

约下实现真诚沟通的人际关系[ 9] 181-213 ;又如, 我们现

在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的公民社会。抛开社会学研究

的具体内容,只看社会学研究的理想内核,我想应该

是建设以人为本, 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学。福柯的

“人之死”口号是否意味着他已经否定了社会学的理

想内核呢 ?答案恰恰相反 。福柯的“人之死”与其说

是反人本主义, 不如说是批判抽象纯粹 、超越于具体

条件之上的人或主体的概念。“福柯认为,人的本质

———假如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

的 、固定的 、普遍的东西, 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偶然

性的规范和准则塑造而成的 。而那些规范和准则,

又是由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成长的风俗 、习惯和制

度所规定的”[ 10] 4 。显然,福柯认知的自我并不是天

然给定的,而是可以进行自我发明 、自我创造的。福

柯曾说过, “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艺术品”[ 10] 4 。

福柯极力倡导并不懈实践的“生活美学”与他所追求

的“极限体验”息息相关。他的“生存美学”的内涵可

以简单归纳为:人可以发明而不是发现自我, 这决定

了人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 。人可以尝试摆脱规范性

的束缚,挑战各种生活体验,超越生命极限;而每个

人想过美好生活的意愿都应该被尊重。

我想, 福柯的“生活美学”与社会学的理想内核

是异曲同工的, 它对社会学的启发意义也是重大的:

第一,社会学是否可以暂时抛开工具性研究的条条

框框,如对社会秩序 、社会控制 、社会规范的研究,回

归到人本身,创造一种自由发展而非压抑控制的“社

会学美学” 。第二,福柯的“生活美学”强调人的选择

权,社会学是否也可以探索人的选择权呢 ?例如,在

性别 、阶级 、种族不平等问题上, 研究如何通过去权

威 、去中心 、拆结构, 实现承认异质的平等选择权?

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用差异哲学取代求真求同的

哲学”[ 1] 6 。第三, 社会学是否可以打破经典与传统,

开始它的“极限体验之旅” :对明显的公设再次提出

疑问,动摇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打破常规,重新

衡量机构的组成法则? 这是福柯曾提及的知识分子

必须从事的特殊工作, 也是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批

判精神。通过不断打碎旧世界, 社会学是否可以创

造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新世界呢?

暂时告别我的“社会学乌托邦”, 重新审视社会

学研究的现实 。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是密不可分

的:一方面, 真理体制为权力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知

识,即对知识的管理,一种知识政治;另一方面, 真理

体制建立了某种自明性, 使人们接受了权力运作的

状态,即权力合法性的根源[ 9] 181-213 。例如,社会学和

犯罪学等学科是从社会监视 、规训大众和惩罚犯人

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专门研究领域, 同时这些学科

的研究结果强化和改进了社会规训和控制的手

段[ 11] 。医院 、精神病院 、监狱只是这些所谓学术研

究的实验室,目的仍然在于更好地强化社会控制 。

且不论这个例子的合理性与否,但这个福柯观

点的衍生让我们看清社会学研究的局限:社会学是

知识类型与权力机制的统一体;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不仅在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 、学科知识的突破发展,

它更在于研究的政策意义和社会价值, 即如何避免

社会失调,促进社会机制良性运行。例如,我国每年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年的社

会学研究方向,这是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社会学研

究 。由此可见,社会学研究不必然是基于现实性的

需要,但必然是出于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 。这里我

所说的现实性的需要是指有差异的人的需要。这样

的研究取向的直接后果是,它不必然能反映出我们

的真实需要, 由它所引导的社会政策也不一定会解

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我们常常只看到个人与制度的

关系,寄望于在制度层面解决个人问题,却忽略了制

度背后的权力运作。2003年孙志刚被非法收容致

死事件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收容遣送制度是为了

更好地控制人口流动, 但它却成了社会排斥的手段,

甚至酿成了悲剧。这让我想起了福柯在《疯癫与文

明》中描述的漂泊的病人、驱逐他们 (下转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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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页)的行动以及他们的背井离乡,这些排

斥行动都无法体现他们对于社会安全或社会效用的

全部意义,必然还与其他的仪式相联系,甚至是生命

的代价。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说政治权力作用下的社会学

研究没有意义或有过错,我只是在思考:社会学研究

是否可以重新探索社会运行的合理性方式,而不只是

帮助发明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否能够打破知识-权力

的制约,实现对差异的人的真正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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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河海大学新增两个国家特色专业

　　2010年 7月 19日,教育部 、财政部印发了关于

批准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河海

大学的“农业水利工程” 、“通信工程”两个专业入选

国家特色专业,国家将资助每个入选专业 20万元建

设经费 。

至此,河海大学已有 11个国家特色专业, 另 9

个国家特色专业是:水文水资源工程 、水利水电工

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土木工程 、环境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力学 、热

能与动力工程。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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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xism belief does not submit to fatalism of
historical law or romantic idealism.Instead, it reflects the

due la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Marxism belief refers to
the subjective idea on communistic ideal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beings, it means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on man' 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practice.In fact, the above two

viewpoints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which describe

and long for the ultimate tendenc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As a style and outstanding practice believed

as truth, Marxism belief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sm, criticism and practicability.
Key words:Marxism belief;humanism; criticism;
practicability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smopolitan City: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Wang Shijun, et al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As a general rule, cosmopolitan cities and
world cities have huge population, and almost all the

main cosmopolitan cities are open migration cities.In the

process of intensifi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acceptance of
world city system, Shanghai assembles human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s its competitive power by means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migration.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for Shanghai to adjust its

migration structure and migration policy.In addition,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igratio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y.
Key words:cosmopolitan city;migration;migration

policy

Investig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upport Policy:A Case Study of J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Zhong Qiu, 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James C .Scott maintains that some schemes to

improve condition of human beings fail to reach the
expected result,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Based on his viewpoint, the paper takes J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for instance and chooses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upport

policy.It then investigat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migration resettlement support policy and analyzes the
thorny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upport policy.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tate-oriented unity and the diversity of grass
roots results from the chan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and the angle of view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It is

concluded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take old reservoirs '
particularity into account pertaining to the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upport policy .Also it holds that unitary

policy is not conducive to achieving due goals.
Key words:reservoir resettlement;support policy;state-
oriented angle of view, ;fairnes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for Placement of
Earthquake-Stricken Rural Victims:A Case Study of

A County, Mianyang City/Guo Jianping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Most earthquake-stricken areas in Wenchuan

are rural counties and most victims are farmers.
Therefore, it is very difficult and arduous to reconstruct

the earthquake-stricken area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over a year,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concerned.Then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appraisal mechanism of

leaders at all levels.
Key words:placement of rural victims;scientific
reconstruction ;appraisal mechanism

A Review of Em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in Chinese
Cities and Towns/Xu Qiaoxia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The em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is not only the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disabled in
society but also the fundamental means in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pertaining to the disabled.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em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employment, the reasons concerned,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pport system of

employment in recent decade.Then it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m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and

proposes the multi-angle research method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nature of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types of the disabled degree.
Key words: the disabled in cities and towns;
employment;research orientation

Identity and Contributions of Michel Foucault/Chen

Haipi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 Xia

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ociological discours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uniqu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logy.It is found out that Michel Foucault ' s

sociological idea gives more inspiration than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identity.By means of sociological
dialogue, Foucault creates significant sociological topics.
Key words:sociology;life aesthetics;knowledge-power

Research into Chines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of
Water Conserva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Philosophy/Ding Changqing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Engineering philosophy and ethic is the world

outlook and the methodolog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 kind of man-made thing in

natural world, which reflect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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