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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实践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黄宗智

相对千变万化的实际而言，理论只可能是片面的或局部的，不可能是普适的，只可能是随

真实世界的演变而相应变化，不可能是给定的永恒真理。学术可以，也应该借助不同流派

的现有理论来协助我们认识实际，来推进我们对实际的概括，但绝对不应该像高度科学主

义化的主流西方理论那样用来表达虚构的普世规律，或对真实世界实际片面化和理想

化。真正求真的学术是根据精准的经验研究，通过对现有理论的取舍、对话、改造和推进，

来建立带有经验界限的、行之有效的、更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再返回到经验／实践世界

中去检验。

谭同学

“文化解释法”并非“万能药”。一方面由于不充分、不平衡的社会转型快于、复杂于研究视

野的转向；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只是民族的一个维度而远非它的全部，“文化解释法”的确还

“不够好”。由此，“文化解释”式的民族研究就摆脱教条化的阶级分析制约而言，是一次面

向社会实践的转向，但这远不够彻底，不够贴近实践的多维、多层问题域。它摆脱了一种

对民族研究的制约，却也正由此生成了一种新的制约。

高 原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及其越来越高的数学化程度，并非追求新自由主义所表达的超经验的

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反而是开发出一系列针对特定经验对象，具有限定适用范围的全模

型，作为阐明经验世界某一侧面细节及其背后机制的认知工具。我们认为明确主流经济

学内部这一新的方法论趋势，对于破除长期以来将经济学理论理解为发展一般与普遍规

律的迷思，具有启示价值。

余成峰

根本问题在于，在研究中放弃了历史、社会和政治的总体理论视野，从而导致法学研究缺

乏具有贯穿性的历史解释力和兼具正义关怀的价值导向，其所拥有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去

历史化”和“去政治化”的琐碎工具运用。一种新的法律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法学研究的出

路，是应当在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极力强调理论维度的重要性，通过比较和结

合多种理论传统中的不同洞见，进而探寻和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社会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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