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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事实”的理论创新 

—解读《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 

张秀梅 

【摘 要】现代化是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经济学、

社会学、哲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投入到现代化的研究中。杨建华教授的《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

以社会转型与变迁为视角,以浙江现代化进程为中轴,以浙江改革开放 30年的现代化实践形式为案倒,探讨了现代化

和发展的路径。作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观察、解释、求证等各个环节,都秉承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研究准

则,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干扰,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全书也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及可

贵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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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的作者杨建华教授---一位长期扎根浙江经济社会现实的本土学者,根据多年的

田野观察与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化小生产”的概念,系统地考察了 30年来浙江现代化演进的历史进程和内在的逻辑。在

研究中,作者将实证调查的个案资料、文献资料与理论演绎相结合,将历史分析与逻辑演进相统一,惊叹于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

敏锐的洞察力及可贵的创新精神的同时,也为作者这种坚持“社会事实”的学术原则和饱含深情的济世情怀所感动。正如作者所

说,建立“社会化小生产”这一理论框架本身并非目的所在,其目的在于:解读中国人的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活动,解读中国丰富的

现代化“地方性知识”。 

一、现代化理论的反思 

作者对于中国现代化之路孜孜以求的探索,开始于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革命为核心和动力,以现代科

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广泛运用为重要标志,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全方位变革和加速发展的过程。

现代化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而其直接的推动力则来自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是从欧洲

发端,传到北美,然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开始了广泛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则兴起于 19 世纪中后期。作者回

顾了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现代化的经典理论,同时也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继续现代化及内源性现代

化理论进行总结。诚如作者所说:“学术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前辈学术大师的思想,又总是不断地成为现时理论讨论的出

发点和连接点”;但是,“现代化理论也有着一些偏颇及缺陷,以及一些需要重新探讨、研究的问题”。 

面对这些需要重新探讨和研究的已经成为“常识”和主流思想的问题,作者的探索和思考遇到了困难,即“学术界对西方主

流现代化理论的崇拜”。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几乎变成一种被普遍宣传和接受的主流意识。虽然许多学者也意识到了现代化不等

于西方化,不能把发达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模式生搬硬套到欠发达国家,也不能把西方发达社会的一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到

欠发达国家。但是,在研究中往往还是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两分和对立为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认

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生产组织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的分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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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的确立的过程”。 

这就存在着如涂尔干所说的风险:“人们在进行思考时会离开属于科学研究对象的东西,即离开过去和现实而企图一跃奔向

未来。我们的思考不是设法去理解既有和现有的事实,而是企图去直接完成那些更加符合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的新事实。” 

作者意识到了,这样不但“社会事实”会被曲解,而且理论的想象力和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也会被无情地扼杀。因此,提出了“我

们只有重新清理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度现代化的方式在我们头脑中印下的图像,抛弃那些表层的诱惑,遵循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

律,才能建立起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式。”作者摒弃“先入之见”,从浙江经济的整体状况中,从浙江中部城市义

乌乐村、浙江北部临安山区义村、温州瑞安坊村等个案研究中,去发现“社会事实”:浙江改革开放 30 年来,社会经济得到长足

发展,现代化水平迅速提升。而浙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贡献,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中,又有 80%以上是小企业,

即所谓的家庭、家族企业。这就不能用现代化的大生产方式、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企业与家庭、家庭分离所能解读的。 

基于此,作者从以下三个理论维度上提出问题:第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认同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

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第二,社会重组与社会结构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

上而下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下而上的道路?现代社会生产组织是否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

分离?第三,传统的元素是否只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化的过程是否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确立的过程?对于这些问题,作者不

是求助于宏大的现代性叙事模式,而是进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 

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 

“地方性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一种知识观念或对知识的认识方式。“地方性知

识”观念是针对现代性的文化背景而提出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荡涤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变得愈来愈

趋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所谓“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因而,现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敌视地方性的一种

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潮的特性。在这种强大的思潮发展的同时以及发展之后,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和弊病,

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知识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他民族知识的重要性和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而作者也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深表忧虑: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认同的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

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赋予某些国家的历史以普遍形式是无法被承认的,因为没有

任何证据表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每个国家都必须依此行事才能进入现代世界。因此,对现代化进行地方

性知识的书写日显重要。 

地方性知识并不是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决然相对,如作者所说“我们在否弃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时,也要注意不能

把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进而否认现代化中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作者审慎地提出了“社会化小生产”的本土化的解

释性概念并阐释了其特征。 

社会化小生产是作者基于浙江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社会事实”而提出的:占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的小企业,

大多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个体作坊、家庭工商业的居多,产权结构比较封闭,绝大多数企业为个人或家庭控制,有很

强的血缘和地域色彩。而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根本无法用已有的“小生产”或“社会化大生产”概念或理论来解读或

认知。 

这种非“小生产”亦非“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是浙江改革开放 30年来人民群众的一种伟大创造,作

者则富有创造性地将这种地方性知识上升为理论概念,并指出:这种生产实践形式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社会

分工和市场为联结纽带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实践方式既有着传统社会里“小生产”方式的特征,即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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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同时又有着现代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

场为纽带,以专业化生产为形式。作者对于“社会化小生产”概念的建构是我国现代化之路的一种本土化探索。 

三、一种展望:现代化之路的本土化探索 

关注中国的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更是职业学者们的重任。杨建华教授满怀着民族复兴和人民富强的愿望,根据中

国尤其是浙江社会生产的基本“社会事实”而提出了“社会化小生产”这一本土化的创新性的概念,并试图用它来进行中国本土

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理论解读。而这努力,向我们充分证明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是可以选择的,并非只能通过西方的高度

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可以是草根的力量自下而上推动的以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并非只能遵循外在的诱致

性力量的引导。由此,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一种与自身真正的发展可能性相适应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现代化模式。 

如作者所说,源自浙江经验的本土化知识,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有了新的解读:第一,分散

化、专业化、小规模的生产可以成为现代工业化发展的一条路径,这种路径不是小农意识的残留,也不是自然经济下的一种小生

产方式,而是与市场结合的,以专业化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小生产方式。这是对西方主流社会对现代化之路的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

方式进行的回应和证伪。第二,家庭、家族可以成为工业化、市场化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企业是与家庭、

家族相分离的,但浙江现象中恰相反,二者结合得很紧密,将企业的现代性与家庭的传统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既是经济组

织,又是社会文化伦理组织的家庭企业、家族企业。第三,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而宝贵的社会资源。传统家族制

度和伦理道德这一宝贵而丰富的资源,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以家庭或家族为纽带,通过“社会化小生产”灵活地运用于资源配置和

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浙江的“社会化小生产”模式,是浙江人民的创造,并且浙江人民还在不断地推动这一模式的发展。如作者所云:这样一种既

分散又组合的生产方式,既具备大生产的规模效应功能,又具备小生产灵活多变、适应性强的长处,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不

可限量的生命力,同时这种模式又是扎根于厚实的传统社会文化土壤,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深厚的“家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来说,

这是一条可资深入探索的发展路径。 

通观《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这部著作,作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观察、解释、求证等各个环节,都秉承

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研究准则,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干扰,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在研究开始前,作者没有被现代化理论的“常

识”判断和主流意识所左右,而是遵循了“摆脱一切预断,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的原则。在进行地方性知识书写的过程中,

作者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涂尔干“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其他社会现象去解释”的思想。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常常有一些预断的观念企图支配人们的思想和代替事物。杨建华教授的研究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典

范,不仅摆脱了预断,而且还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是无根据的“新奇” 、“新鲜”,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有着实在的客观

依据,这种创新是富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