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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是国际社会学学会110年经验的延续，它追寻的是国际社

会学学会关于全球化及其这个概念包含的那些问题的思考。全球化意味

着一个各种行动者相互联系的世界，在各种不同的、不协调的、甚至是

敌对的力量的推动下，这种全球的相互联系遍及四海。全球化除了其它

各种意涵，也有一种意涵是表示，多样化的跨国流动，使得社会文化的

差异更加彰显，这既表现在各社会内部，也表现在各社会之间。全球化

发轫于一元化的西方模式向世界其它区域的扩张，与之伴随而来的是西

方社会本身社会景观的多样性。像现代性一样，全球化在形式与践行程

度上都是多样性的。全球化与现代性一起，代表了这样一个时代，即各

个社会相互之间变得更加相似，这种相似与维特根斯坦的“家庭相似”

的概念形成呼应。然而，这样一个时代决不是伊甸园的时代。这个时代

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不少的根本性的罪恶，正是这些罪恶唤

起异议、并引发各种反全球化或“替代-全球化”运动。不过这些运动

自身也采取了全球化的原则，即进一步肯定这样一个时代具有不可逆转

的趋势。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是作为国际行动者和构架的国家在逐

步削弱，它趋向于控制个体社会内发生的各种活动的一切重要领域。但

是，这些因素既无意也无力对它们造成的社会现实承担起责任。在这个

方面，全球化具有造成“去文明化”过程和“非文明社会”扩张的风

险。然而，在抨击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代社会学也显露出它自身由于认

同的深刻危机而产生的困境，社会学正在经受着这种危机，因为它变成

一个战场，围绕着各种合法性范式的界定以及社会学本身意味着什么等

问题，各种社会学互相对抗。在此情景下，国际社会学学会坚持忠诚于

其奠基之父们确立的追求，他们也恰巧是社会学的奠基之父。我们通过

不同的范式来争辩我们时代的问题，不提出唯一的“权威”观点，但依

然渴望通过对有效答案的共同探索而团结在一起，保持一个对话共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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