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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间，社会结构变迁乃是历史时间的流动。在历史时间

中不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历史单元。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

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

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有着具体而丰富的表现形态，作为中

国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具体化地表现为对历史前进承

担着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急剧发

生的时代，这个主体被化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抽象的社会

基本矛盾并不能引导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解决，对处于特定

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而言，社会基本矛盾往往表现为现在经

济体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态，在中国现阶段则表现为体制

转型的具体运作。 关 键 词：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变迁；社会

发展 社会结构变迁的发展寓意，乃是由于当代社会发展给予

我们的启迪，它是社会发展哲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在当

代，发展呈现着变加速运动的态势，而不再以固定的节奏行

进在历史的序列中。此种现象强有力地冲击着社会结构的惯

性，使社会结构日益清晰地在人们面前现出其"庐山真面目"

。这标志着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理解历史的时代已经来临

。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做出这种尝试：透视社会结构变迁，探

索历史发展的内在理念，揭示发展的深刻寓意，以社会结构

变迁作为把握历史、走进历史的一个重要向度。 一、社会结

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本质内涵 何谓社会结构变迁？这一范畴

降生于人们恍若隔世般的当代社会剧变的历史直觉中。由于



对此概念的查审尚未确立理解的公分母，有的习惯于用直观

表象的认知形式来理解概念的内涵，把社会结构变迁的本质

当作社会生活方式的指标性转变；或把社会结构变迁仅仅表

述为社会剧变现象的种种罗列；还有的人对概念的反思剥离

了概念的普遍性（即思想），把认识驻足于某一门类经验知

识或实证科学中。应当指出，用属性或外延来说明概念的本

质的确十分必要。尽管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来展示社会结

构变迁的特征无疑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域提供了

诸多信息。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出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

却是一种哲学的反思形式。 （一）社会结构 首先，社会结构

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社

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P71

）人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既是实践不

断发生的过程，又是人的历史通过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的过

程，因而"从一定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便是实践

的与历史的统一。同时，人不仅与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们发

生联系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关系"，使交互作用现实地发生；

而且与他人历史活动的创造物（观念的或实物的，过去的或

现在的）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使交互作用借以超越外在

时空而内在关联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共时性"存在获得超越

外在时空的历史意义。 其次，社会结构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

内在统一。共时性是指处于相互作用中的一种状态，结构主

义语言学家索绪尔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结构的共时性特征

，他认为"体系"（索绪尔没有用过结构这个术语）的规律在

历史的每一时刻"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2］（P53）有一

些学者是从结构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共时性与历时性的



统一的。皮亚杰把这种统一理解为结构的历史与功能之间的

关系，戈德利埃则认为结构分析应与历史性的发生转换作用

紧密地联系起来。这说结构是状态（共时性）也是过程（历

时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结构结构"

，并阐述了结构对过程的制约作用，他认为，"物质生产方

式"这种以现实的联系为基础的结构性存在物（即共时性状态

）对以"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为内容的"过程"（既

历史或历时性）具有制约作用。［3］（P32）这表明社会结

构作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的思想已经充分地体现在马克思

的思想中。事实上，所谓"共时性"的含义实质上就是"在交互

作用中"，所谓"历时性"则是交互作用状态的"过程性绵延"。

这样，在"交互作用"中也就是在"过程性绵延"中，而"过程性

绵延"内在地就是一个"交互作用"。 再次，社会结构的本质是

历史时间。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之关键在于其中的"时"，"

时"在这里是一个最本质的范畴，笔者将其理解为"历史时间"

之"时"。"时"是结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的相互

关系，是体现社会历史过程质向变化状态的内在尺度，时间"

决定着构成经验并与生命组织息息相关的种种要素"。［4］

（P318）康德认为，"时间是不能独自被知觉的"，在时间中"

而且作为它的确定"，"前后相继或同时并存性才能被表现"。

［5］（P222）这就明确地指明了时间作为结构性状态存在着

的事物内在相互作用的本质内涵。在人类历史意识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时"的观念被人们当作历史转折的内容和发展

的节奏予以把握。信奉神性观念的使历史过程受到宗教思想

的摆布，各种礼节仪式所体现的准则成为决定主体活动节奏

的唯一尺度。狄尔泰把历史时间归属于人类的内部经验，用



人的"感知"、"体验"取代时间的客观质料。［6］（P69－70）

哲学家斯宾格勒把历史过程的时间等同于命运的概念，"历史

时间"被解释为"容器"和"命运"，"时间"和"命运""不能""自生活

经验中分离出来"，"直觉地使用"它们将触及到"生命本身""最

深刻的深度"。［7］（P275）撇开其中的主观形式或具体内

容，上述见解都以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社会结构共时性与历时

性相统一的本质内容。 （二）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的本质

是历史时间，社会结构变迁乃是历史时间的流动。在历史时

间不中不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历史单元，黑格尔曾通过对"现实

性"与"现存性"两个范畴的辩证思考阐述了这个道理。社会结

构这一在历法时间中仿佛持续存在着的单元，便处于历史时

间所把握的流变转化状态之中。 前已述及，社会结构是由人

们的社会实践所派生出来的。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仅

发生着物质形态的交互作用，而且发生着观念形态的交互作

用。这些交互作用是一种超越外在时空条件的作用，尽管外

在的时空将人类文明分割成为业已完成的或行将到来的或正

在创造着的不同部分，但它们都在统一的、反映着质性内容

的历史尺度下统统被整合为同一历史时间中的交互作用的存

在，构成为社会结构的形态。譬如说，某种观念形态，或某

种具体的文明创造的历史活动，虽然可以在纪元年代上形成

发生于距离我们21世纪相隔许久的一个时段上，然而，倘若

它们依然在作用上影响着或在内容上体现着我们21世纪的文

明创造的实践活动，那么这种观念形态或具体的文明创造的

历史活动，便在历史的坐标上与我们共处于历史时间的相同

阶段上，因而也便我们共处于同一种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

构变迁实质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由于不断的历史创造活动



改变着交互作用的存在状态，使交互作用状态处在绵延着的

历史时间发生质向转变。社会结构在自身的这种共时性交互

作用中，其内部诸构成要素的状态及诸要素间的结合方式就

会发生变化，从而使得结构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

这种转变是一种交互作用的过程，因为变化而使这种交互作

用的过程成为绵延着的把握状态转变的内在尺度。从而，共

时性的结构实质上也就是绵延性的状态。这样，共时性的结

构便处于流变转化状态之中，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便由于交

互作用的内在性冲突超越了结构这种静态的外在形式而转化

为内在质性的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这样，社会结构便由于

人们实践活动不断赋予历史时间以新质的方式发生着变迁，

社会结构也便体现在历史时间的变化之中。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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