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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周刊 

 

韦伯的预测已经变成现实 
 

——评《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评论指针》 
 
王迪 

 
 

    2010年 6月 14日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逝世 90周年的纪念日，对这样一位在社会学、

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内都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巨匠，有关他生平及著述的研究层出不穷。然而在

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德文版问世 80多年、英文版出版 40多年之后的今天，将《经济与社会》

一书的整体作为主要论题，进行介绍、分析和评价的独立著作并不多见。 

    1998 年，国际社会学会评选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时，正是《经济与社会》以无

可辩驳的优势成为胜出者。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恐怕没有什么著作能够像《经济与社会》一样，

赢得如此之多的推崇和认可。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社会科学知识基石之一，也是因为其中包括

了若干持续吸引着社会科学关注的论题与主旨，以及业已构成了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本质特

征的历史发展属性。 

    《经济与社会》一书的重要地位，与罕有关于这本书的研究专著的现状之间，产生了明显的

矛盾。《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评论指针》一书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此书

各个章节涉及韦伯的家族渊源、《经济与社会》一书的文本背景、具体内容、概念架构、研究方

法，以及当代学者对韦伯式分析所进行的批判性评价和经验性应用，并且跨越了社会学、经济学、

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堪称在韦伯研究领域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文集。 

    作为《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评论指针》一书的中文版译者，笔者认为该书的主

要特点有三： 

    首先要看到的是，本书论述中的新意，在很多情况下是来自对韦伯生平的研究和回溯。因为

《经济与社会》中的大多数部分都是韦伯在沉淀了多年生活体验和学术经历之后，又在其一波三

折的 1920 年代断断续续写就的，注定会被打上那个时代、以及韦伯本人生活环境的烙印。因此

要理解《经济与社会》中的某些部分，就不能不在韦伯所处的家庭氛围和社会背景中去寻找答案。

比如书中作者之一的冈瑟·罗思，利用多年的档案文献研究，展示了韦伯的跨国资产阶级家族背

景，以此为依据来检视韦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所采取的姿态。哈维·戈德曼看到韦伯是如何从世

界大战和旧世界格局中得到启示，修正了原有的理解，进而在 1918~1920年期间的作品中精炼、

深化了自己的观点；这直接促成了旧有的、新生的伦理观念之间的联结，也将一些“价值”选择

的问题转化为社会学的概念。又如唐纳德·莱文分析的，韦伯的学术生涯和研究经历如何影响他

所提出的行动类型的分类学和行动理性的观点，等等。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其所涉及学科领域的巨大跨度，这是与《经济与社会》一书的篇幅和

眼界相一致的。《经济与社会》虽然谈不上一部统一的文本（是文章之间联系松散的合集，其中

很多甚至都未能完成，并以残碎的形式出现），但它作为一本“巨”著，覆盖了从社会学的概念

基础、经济关系与政治团体，到法律与宗教在世界历史中的推动作用等多项论题。有评论说，它

在高度无组织、离散化的知识领域中提供了公认的整合点，也是一部很多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

社会学者都可以在其中获得启示与给养的著作。相应地，这本对《经济与社会》的评介文集也可

引起不同学科研究者、不同关注取向读者的兴趣。该书的作者们就好像在亲身诠释“盲人摸象”

的成语：从完全不相同甚至不相关的角度，介绍、描绘、评论和批判“大象”的某一部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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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探讨韦伯有关行动、宗教、政治统治及经济行动组织的思想实质和传统论题之外，也不乏学

者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如实用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出发，重新考虑《经济

与社会》的概念体系，并以当代视角来评价书中的论断。 

    第三，说到当代视角，就不得不提该书中所做的讨论与当代经济社会新发展之间的契合性。

正如英文版作者所说，“尽管写作年代已经颇为久远，但《经济与社会》仍然是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来加以解释和引用的、生动而鲜活的文本；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学术性讨论仍然是开放的、

多元的，且有弹性的；任何试图对其盖棺定论的做法都显得为时过早”——通过本书的各个章节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有的作者认为，韦伯及其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着的庞大家族，

就“生活在全球化经济在一战中被摧毁殆尽，而新的世界经济却在二战之后逐渐获得了重生”的

时代，这与当前的经济有着很多显著的相似之处；因此在我们对当代世界经济类型学进行分析的

时候，韦伯的经济社会学便有了用武之地。同时，韦伯所预测的“世界经济会是国家之间的经济

共同体”则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然，当代视角也并不意味着韦伯理论在当代的现实中完全适用。穆斯塔法·艾默贝耶就认

为韦伯的理论最适用于韦伯本人所生活的年代，直到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还依然是正确的；然

而现在，新的问题和挑战在不断涌现，旧理论已经明显不再胜任。类似的“适用性”问题，值得

所有研究韦伯或者其他学者的人们，以及每一位《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评论指针》

的普通读者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