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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是以我在1998年出版的《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一书为基础的，当然也是
对后者之基本观点的推进和发展。
因此，出版这本文集不只是因为1998年版的那本文集早已脱销，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现在所收
录的一些新的论文可以反映这样一种知识性转向：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研究与反思转向至对社会科学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
在1998年那本集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对社会科学这类知识以及对它的研究所做的研究与反思，而现在
以扩充版的方式再版此书——当然与收录其间的一些新作有关——则意味着不仅要对社会科学这类知
识以及对它的研究进行研究和反思，而且也迫切需要对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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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1945年以后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依据牛顿观念而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注重探寻普遍法则
的认识论模型，已经由自然科学内部的知识发展而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摧毁；其次，自然科学领域里
的一些新发展，都趋向于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此外，这
些发展也都承认观察者对观察活动本身的主观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发展还强调“时间之箭
”的作用以及未来对以往的不可复制性。
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自然科学的这些发展改变了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内部斗争的权力平衡。
再者，即使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本身，也于战后越来越强调定量方法甚或数学模型
，而此一发展的结果则削弱了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原本独特性。
换言之，这三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主题和方法论方面的日趋重合，对这些学科的各自统一性和学术
前提的正当性也提出了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
　　在上述各个面相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
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那种被制度化了的学
科间的历史障碍。
就此一时尚而言，1945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便是知识者创造出了一个被称之为“地区研究”
的领域。
实际上，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它依据那种把地理区域视作在文化、历史和
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假设而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的学者集合在
一个单一的结构之中，从而跨越了上述推进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三种矛盾或界限。
这种学科间相互促进的实践，不仅表明此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
为性，而且也影响了历史系科和三个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科内部的社会性结构。
　　就“跨学科”的取向而言，最值得我们强调的乃是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因为年鉴学派运动本身
就是在亨里·贝厄、吕西安·费佛尔、马克·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的领导下为回应那些构
成19世纪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基础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学科划分）而创生的，这明确表现为年鉴学派
在主张“多元学科”或“跨学科”时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开放”！
当然，经由对这个问题的强调，还可以使我们发现与年鉴学派之间存有极为紧密的学术传承关系并
于1976年创办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沃勒斯坦与该学派的分歧以及他试图超越年鉴学派的出发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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