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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中的问题域的形成及理论上的差异 ,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 20 世
纪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实证主义对于这之后的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之后的科学哲学都是从实证主义
作为原点来看的 ,因此 ,研究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思想对于我国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者在本文中主
要介绍了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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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社会学起源于实证主义 (positivism) 。实证主义在
19 世纪取得了原先宗教所具有的地位 ,其原则指导了大部分
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对当时大多
数社会学家来说 ,掌握实证主义思想被认为是学养成熟的标
志。

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
根本区别。由于科学已经取代宗教成为无可争议的权威。
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 ,建立一
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成为必然 ,又合情合理。因此 ,丝毫不奇
怪为什么近代的第一批社会学家以实证主义为其理论和方
法的源泉 ,而实证主义的主要创立者 ,如孔德、穆勒又同时成
为社会学的创始人。这一情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竟使许多
人把社会学等同于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发展史大体可分两个阶段 :早期实
证主义与新实证主义。第一阶段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 ,它
同孔德 ,斯宾塞 ,穆勒及其大批追随者的名字连在一起 ,而至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 ,即在进化论观念与机械论观念发生
危机时期结束。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持续至今。早期实证主义的两种基
本形态 ,在现代西方社会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构主
义、功能主义等可视为有机论的变种 ,它们恢复了社会有机
体的思想 ,但已采取颇为不同的解释 ;机械论的模式最终演
变为行为主义社会学 ,现代实证主义的激进变种。

一、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 ———创
立与奠基阶段

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西方社
会科学哲学的创立与奠基阶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奥古斯
特·孔德、红赫伯特·斯宾塞。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
是孔德 ,孔德提出的社会静力学是为了重建社会秩序 ,他提
出的社会静力学是研究社会的变迁与进化。斯宾塞是从社
会有机论出发说明社会的结构和变迁。他的社会进化理论
的基础是生物进化论。

孔德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创造了社会
学这个词。早先 ,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实证哲学”,既强调
它的科学性 ,又与传统的哲学相区别。他认为社会学的目标
是去发现社会的“不可更改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新
的秩序。孔德认为实证主义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
这个词中”,这个词具有“实在”、“有用”、“确定”、“有机”、“相
对”等意义。在他看来 ,实证的 ,就是科学的 ,是可以验证的。
孔德依据实证主义原则研究了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 ,逻辑地
构造出一个“科学的等级体系”,提出“社会学”这一名词。孔
德认为 :“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 ,每一种知识都先后有三个
不同的理论状态 :神学状态或虚构状态、形而上学状态或抽
象状态、科学状态或实证状态。”

在孔德看来 ,“神学阶段”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最初阶段 ,
是人类智慧的必然出发点。在这个阶段 ,神学占统治地位 ,
人类解释各种现象的存在 ,都归因于生命体或与人类相似的
力量。在这一阶段人类智力的特征是 :自由幻想 ,寻找事物
现象的根源 ,探索万物的内在本质 ,追究事物的最后原因 ,即
要求获得绝对的知识。于是 ,人们对自己所不能及的情况 ,
便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 ———神 ,用神来解释探究世界上各种
现象的原因。在此阶段 ,早期的科学知识也是受神学统治
的 ,天文学表现为占星术 ,化学表现为炼金术。“形而上学阶
段”,是人类思维发展的过渡性阶段 ,在这个阶段 ,人们乞灵
与抽象的实体 ,以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代替了超自然的“神
力”,用形而上学来解释一切。“实证阶段”,是人类智力发展

的最高阶段。
赫伯特 . 斯宾塞通常被认为是实证主义时期英国最重要

的思想家。他提出了社会像一个有机体 ———一个自我管理
的体系的思想。通过吸收一种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
思想 ,斯宾塞提出社会就像物种那样 ,由简单向复杂进化。
达尔文在其自然选择的理论中指出 ,那些能更好地适应其环
境的动物更易于存活和繁衍 ,与达尔文的思想类似 ,斯宾塞
认为那些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的社会比不能适应环境的社
会更易于生存与发展。

社会进化理论是斯宾塞社会学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的实证社会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进化”。他在 1855 年
发表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人类精神的进化是由外界
刺激所引起的。在 1857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进步 :它的规律
和原因》的论文中又提出了普通进化论的法则 :“宇宙间一切
都在进化”。上至天体的形成 ,下至物种、人种的起源 ,从无
机界到有机界 ,从自然领域到人类社会 ,均受进化规律的支
配。“进化”是恒久的、普遍的。现象世界之历史进化或普遍
进化 ,原因是 ①物质不灭 , ②运动继续 , ③力的持久 ,其中力
的持久是主要的。“力”决定了进化的普遍性与持久性。他
的这种普遍进化的思想 ,后来在达尔文 1859 年 11 月版的《物
种起源》一书中获得了科学的证明。事实上 ,达尔文进化的
思想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深而又广。有些社会理论采纳达尔
文的某些观点 ,如自然选择说 ,去解释社会进步。有些社会
发展理论直接用达尔文的自然进化法则 ,去说明社会的进步
与变迁 ,甚至直接借用他的概念与方法。由此可知 ,斯宾塞
的进化思想与达尔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斯宾塞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其思想体系
与孔德的思想体系有根本的不同 ,但却不能说 ,他的思想体
系与孔德的思想没有一定的联系 ,尤其是在社会有机体论方
面 ,他提出了与孔德一样的思想观点 ,即社会是一个有机整
体的基本观点 ,但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比孔德的
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更为深入全面。孔德和斯宾塞的理论
二者产生的思想基础皆源于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哲学观 ,同
时也反映出人们迫切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社会 ,
改造社会的时代要求。孔德创立社会学及其理论的意义在
于 ,社会学正式从以往的社会哲学范畴中脱颖而出 ,成为一
门正式的科学 ,这是人类认识社会史上的一个飞跃。

当然 ,孔德和斯宾塞的理论中存在某些缺陷或不完善之
处 ,这是社会学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 ,人们自然不可苛
求于前人。欧洲古典社会学理论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无论
孔德还是斯宾塞的理论都缺乏经验研究材料的证实。从这
点上讲 ,他们的学说尚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
事实上 ,这一任务的完成最终落到了以涂尔干为代表的近代
社会学家的身上。

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
成熟阶段

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可
以说是成熟的阶段。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涂尔干 ,涂尔
干的社会学理论是法国 19 世纪后半期经济、政治、社会和文
化发展的产物。涂尔干是孔德和斯宾塞实证主义哲学和社
会有机理论的直接或批判的继承者。涂尔干研究社会的基
本假定是 (1)“社会现象是实在的 ,它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产
生不同于心理的、生物的或其它个性的影响 ;”(2) 由于社会
现象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故人们可以用经验方法加以研究。
从这两个基本假定出发 ,涂尔干认定社会事实与个人事实有
质的区别 :社会事实只在社会层面上独立存在 ,社会事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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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还原为个人事实。换言之 ,社会现象是客观实在的东西 ;
是脱离个人的生物或心理现象而存在。

从以上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可以看
出 ,实证主义普遍认识到 ,“成就一门科学的不是它的结果 ,
而是目标。如果其目标是建立在自然属性之间的普遍联系 ,
当时一种关系的真理检验最终依赖于数据本身 ,且该数据不
是纯粹人造的时 ,那么该学科就是科学”。应当看到 ,实证主
义的这一探索人类行为之路径 ,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人类
的思想和感觉 , 从而所引发的行为都是自然世界的不可分
割部分。这一基本立场成为后经验主义批判的出发点。当
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中的问题域的形成及理论上的差异 ,很

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 20 世纪社会科学
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实证主义对于这之后的哲学研究有
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之后的科学哲学都是从实证主义作为原
点来看的 ,因此研究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思想对于我国社会
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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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24 页)所以声带的负荷就不那么重 ,不会产生高频
率振动。声带完全没有压力 ,等于对声带带来了个按摩 ,并
且是在声带休息的状态下进行的合理的运动 ,使很科学的运
动方式 ,这样能够有效地把声带上覆盖着的充血的分泌物振
开。这就好比当我们身体表面因受到碰撞而青紫瘀血的时
候 ,我们都会采用揉搓的方法去把瘀血化开 ,气泡音的治病
的机理就与这相同 ,是活血化淤的另外一个解释 ,它是对声
带的良好的一种保健按摩方法 ,平时放松的时候可以经常
做 ,既不浪费时间 ,又可以治疗嗓音疾病 ,缓解疲劳。这种发
气泡音具体做法有 : (1) 放松颈部的肌肉 ,喉头位置放至最
低。(2)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从喉咙深处发出比平时音域再
低更多的音。这时会感到嗓子眼下面犹如开水冒出气泡的
感觉。这便是气泡音。

2.高位置的弱音。高位置的弱音训练可以成为声带水
肿的辅助治疗方法 ,且效果还不错。由于发弱音时 ,没有大
气流的冲击 ,声带不会发生向心力的大力摩擦 ,声带的整体
不会引起全方位的振动 ,而只是振动了边缘部分 ,这样我们
唱的时间久了也不会感觉到疲劳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声带参
与振动的体积 ,经过一段时间的弱音训练 ,就会使声带变薄
变细 ,从而使嗓恢复到正常状态。弱音训练可以运用哼鸣 ,
轻拢嘴唇上提软腭发出“m”的音 ,可以半开口也可以全开口。
选用从高至低的练声曲 ,并从高音的最佳位置把握弱音 ,训
练的音域从 c1 至 f2 为宜。

3. 闭口音。如果声带小结了。先不要慌。科学的发声
方法能够使它得到缓解。那就是 :除了以上讲的两种 ,气泡
音和弱音外。再加上一个闭口音就能缓解声带小结 ,一般声
带小结都是在声带水肿的情况下继续大强度用声而产生的。
它严重地影响了声带的平滑性和关闭吻合的严密性。如果
关闭不严密 ,发音时就会漏气。这样的声带已不能发出清脆
的声音 ,声音会变的粗哑、低沉、严重的影响了嗓音的音色 ,
对待这种情况 ,我们除了运用气泡音和弱音 ,跳音来辅助训
练外 ,还要把重点放在闭口音上 ,通过闭音口来磨平小结 ,达

到治疗。
声带小结运用这些科学发声方法来治疗的原理在于 :闭

口音可以促进声门强行并拢。在发弱和闭音口的情况下 ,声
带只有边缘部分相互靠拢 ,而闭音口又可以使靠拢过来的声
带边缘起到相互摩擦 ,这和砂纸把粗糙的平面打光了的原理
是一样的。所以闭口音能够起到磨掉声带上的小结作用。
我们可以用“U”母音训练和“i”母音训练。“U”音要求提高位
置 ,集中声线。“i”音要求外伸舌尖 ,声线要靠前。还要用跳
音训练 ,要求频率很快 ,简单明了 ,发声迅速 ,吸音要吸的干
净 ,加强声门的闭合弹性和灵敏度。

如上所言 ,嗓音问题的本质就是发音的方式或发音的习
惯问题 ,也是嗓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关键。对于因发声不
当引起发声功能不协调导致的嗓音疾病 ,在积极寻求医学上
的治疗外 ,必须纠正错误的发声方法 ,辅之以科学有效的发
声训练 ,否则即使治愈后再演唱很快又会因老毛病重犯而反
复复发。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科学的发声方法对声带保护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把它掌握好了 ,既能起到预防
嗓音疾病的作用又能起到治疗、保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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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27 页) 思想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指导我们
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 ,也是指导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思
想武器。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学风 ,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胡锦涛同志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学习贯
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即坚持学习理
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
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

总之 ,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
动工作。当前 ,党员干部要准确把握“六个坚持”:坚持理想
信念 ,坚持勤奋学习 ,坚持党的根本宗旨 ,坚持勤奋工作 ,坚
持遵守党的纪律 ,坚持“两个务必”。共产党员要树立并大力
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始终保持
先进性。

四、途径问题 ,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首先 ,要深刻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

内涵。解放思想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把思想认识从
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对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从主观主
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 ,使
思想与实际相一致。毛泽东同志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
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十六大报告指出 :“与时俱进 ,就是党的全
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相统一 ,是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

的核心内容。
其次 ,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贯彻“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 ,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
态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体现时代性是
理论创新的客观标志 ,把握规律性是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 ,
富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又要
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
力和源泉。要以新的举措应对严峻挑战 ,要以新的思路解决
崭新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还会遇到许多
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继续
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

第三 ,要用实际行动推进理论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
灵魂 ,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
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要
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 ,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历史经验
表明 ,只要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党的事业就充
满生机和活力 ;如果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实践 ,党的事业就会
受到损害。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
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共产党
员为推进理论创新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
次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共产
党员应当站在时代前列 ,立足新的实践 ,积极为党的理论创
新贡献才华。

[责任编辑 :李志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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