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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赵立玮

关键词社会理论现代性危机 中国社会学传统

晚近以来，现代人类境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之后，西方世界不 

同以往的事件频发，可谓是这种深层变迁的一些表征。作为现代性研究的主要视角，社 

会理论再次聚焦西方“现代性危机”，试图对此提出合理解释和应对之策，并对其研究 

传统进行深刻反思（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和译介相关论著）。这是当今西方社会理论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和进展，和我们此前提出的西方社会理论进入“尾随者时代” 

和步入专业化研究轨道（赵立玮，2016a）等共同构成了目前阶段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 

显著特征。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自然难以避免上述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不过，对这些变化的研究大都集中 

在经验研究方面，具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阐述尚付阙如或有待时日。国内社会理论研究 

者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西方和我们自身传统（尤其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认识和研究上， 

下面仅就这两个方面选择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略作阐述，限于篇幅和笔者视野，自然难免 

挂一漏万。

一对西方社会理论的研突

以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为主要代表的社会理论三大传统依然是研究的重点和 

热点。

马克思（主义）历来是中文期刊的重要论题，尤其是近几年来一些刊物纷纷设立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相关研究文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升。应星（2017）从 

“事件社会学”的视角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了解 

读，认为该著开创了将结构史与事件史结合在一起的事件社会学，即把结构、局势和行 

动者三个要素折叠在同一时段的事件分析中。应文指出，除按时间线索展开外，马克思 

在该书中安排了两条理论线索：明线是历史沿着阶级的革命性不断倒退的方向前行，暗 

线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逐渐呈现；马克思由此将阶级斗争的学说与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有 

机地融合在一起，对波拿巴政变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透彻的解剖，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