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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本书试图抛开社会学文本的既定惯例，尝试探讨新的文本形式所带来的种种机会，所以
我想在此开始一种“反前言（anti-preface）”。
这将有助于从一开始就证实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使用新的文本形式仍是可行的。
然而，当考虑到的各种形式在脑海中一闪过后，我发现“前言”的形式似乎都已约定俗成，要做到不
落窠臼就很难避免产生种种误解和造成某种伤害。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通过前言来吸引尽可能多的潜在读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作者向各界
人士所表达的衷心感谢上，这些人为文本做出过贡献，但是他们付出的劳动却不足以使他们有资格加
人著作者的行列。
对于想要反复斟酌前言的任何一位作者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他／她没能足够清楚地向那些非
人称的读者表示他／她的感激之情，那么他／她就会有冒犯他人的危险，不是冒犯那些读者，而是可
能得罪他／她的同事、助手和朋友。
 　　“前言”作为一座桥梁沟通着两种会谈方式，一种是作者与同事、助手和朋友之间直接的会谈方
式，另一种是作者与既不确定又“一无所知”的读者之间的会谈方式，对“前言”的种种特殊制约也
正源于此。
因此不仅要对你的朋友表达谢意，即使是作者对人情债表面上的否认，也应当在某上下文中做出“实
际上的一种肯定”，甚至是其他任何碰巧浏览了本书开头的人，你都应当明白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但“前言”却是一种独特的间接形式，作者借此告诉第三方，他／她“想感谢”第二方，但实际上又
很少对第二方说“谢谢你”。
 　　于是，前言就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个人对话与非人称独白的混合，它值得人们对此进行详细的社
会学研究。
通过把对话和独白二者结合起来，前言预示了本书的其中一个中心主题。
我相信，对前言的研究还可以展示我们对文本归属和责任处理上的种种逸闻趣事。
在前言中，作者肯定了他人所做的那些既有助益，又富有创新，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贡献，然而，这些
贡献还够不上“作者署名”的特殊文本地位。
 　　但是到目前为止，讨论很显然已远离正题。
它不过是一个对前言做简单评述的前言，对于真正的前言，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真正的前言开始之前，我先插上一句，该前言的这个前言及后面的真正的前言是本书中唯一在没有
得到诸多同仁、助手及朋友们的巨大援助情况下完成的部分。
本书在这个前言之后的其余部分，假如没有这些同仁及朋友们的鼎力相助和中肯的建议，绝不会有面
世的机会。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有：马尔科姆·阿什莫尔、格斯·布兰尼根、奈杰尔·吉尔伯特、特雷弗·平奇、
乔纳森·波特、戈登·史密斯、特里·沃克、史蒂夫·伍尔加、安娜·温和史蒂夫·耶利。
 　　我的一位朋友戴维·埃奇，他也是我以前的合作者，在此之前他没有对本书作过评论，因此，他
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前言中。
他曾在他自己的一篇“前言”中，不厌其烦地对以前二十年中他所遇到的人和读过的书的作者都表示
了感谢，但我不会效仿这种无所不包的感谢方式。
我在前言中将不会提及那些曾对我的作品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我只提到那些对本书各部分的初稿作
过评论的人（当然，不包括前言和前言的前言）；那些帮助我修改完善本书，使我在某些情况下避免
了严重错误的人；那些给我勇气与激情，使我能顺利完成本书的人。
 　　事实上，上面我刚刚写的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并不十分肯定我是否需要这个前言的前言，我想
我应该请马尔科姆·阿什莫尔来对我正在写的东西作个评论。
马尔科姆出现在致谢名单中是因为他对本书的正文作过评论，但他没有对前言的前言做出评论。
如果他做了，我会感谢他的这份特别贡献。
另外，我在前言中还要向卡罗尔·巴洛克拉夫致谢，她完成了全部的打字工作，是一个干活麻利而又
脾气极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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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请多萝西·莱恩来打这篇真正的前言，这样卡罗尔和马尔科姆直到读了这本已发表的书，才会知
道我因为他们分别为该书做的打字工作和校阅该前言的前言而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但我不敢保证这样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如果说我感谢卡罗尔的前言是多萝西打的字，我是否需
要让卡罗尔另打一篇我感谢多萝西的前言?更有甚者，假如马尔科姆校阅了这篇前言的前言，那么谁来
校阅我感谢马尔科姆校阅了这篇前言的前言的那篇前言呢?那肯定不会是马尔科姆。
若是换成另外的人，是不是有必要在另一篇前言里向他们致谢呢?好了，这个问题就到此打住。
有一个清楚明了的事实就是，我应该感谢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他们拨款给我用于1983年到1984年度
的个人研究。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这笔款项，本书就难以面世。
另一方面，我是否有必要感谢一个已不复存在的组织?当然我可以感谢现在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
但是该机构仅仅是履行了它前任的委托，该机构可能赞成也可能不赞成这一委托，或许对两者都表示
感谢方为万全之策。
可是我对这篇前言越思量，就越觉得困难重重，就越觉得没有它也完全能对付得过去。
甚至对那些为本书提供了许多资料的科学家们，要想感谢他们也绝非易事，因为他们为本书出力时用
的是假名，这样就掩盖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也许我应当感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频频出现在整个第三部分的“詹宁斯”和在第一部分中
涉及的另外两个人，我在这些地方研究了他们二者的争论。
但是假如我谈论后者时就用他们的假名，并且向“马克斯及（特别是）斯宾塞”表达我的谢意，这必
定会引起进一步的混乱，更为糟糕的是，也许会导致草率行事。
 　　基于上述考虑，在我看来本书最好不要前言。
我向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引他们走得这么远，到头来他们却发现自己被作者抛在了半路上。
还有呢！
我还要向那些在上文提到的人们表示我的愧疚，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应得的感谢。
但我觉得，仅仅是这些实际的困难就使我无法恰如其分地做好这项工作，甚至是对这篇短短的分析，
我也许该将其标题称之为“非前言的前言”，因为我一直认为采用一种结构受限、僵硬死板的传统方
式作为“前言”是不可能创造出新颖而又有趣的作品的。
我最初的目的是设计一个（希望能使人心情愉快的）前言，它凭自己的结构向人们揭示前言的本质，
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那么就算没有前言也完全可以。
我还是做点较为简单的任务吧，列出本书中的主要人物，并撰写一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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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词语与世界：社会学分析形式的探索》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专题著作。
书中通过两个科学家之间的通信讨论了科学话语的某些形式，研究了参与者话语与分析者话语之间的
关系，独白与对话的差别等问题。
共有四部分，分别是“对话”“重复”“发现”“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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