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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 》创作于西方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 ,其思

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来说 ,或多或少地可以作为借鉴。社会团结及其两种类型是该书

的主线 ,作品深入讨论社会团结的类型特征、历史转变和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法律保障及其

威胁因素 ,展示出涂尔干对社会整合与和谐的终极学术关怀 ,这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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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分工论》一书由 [法 ]涂尔干 ( Em ile Durkeim又译迪尔凯

姆或杜尔克姆 )著 ,渠东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00年版 ,全书共

438页 , 32. 5万字。该书创作于 19世纪末期 ,当时西方国家正经历

着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危机。他提出了

“社会团结”“集体意识 ”“社会容量 ”“道德密度 ”以及“社会分化

与社会整合”等概念 ,通过对“机械团结 ”与“有机团结 ”“环节社

会”与“分工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 ”的纵向二元

划分 ,探讨了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 ,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

基本立场在本书中已初现端倪 :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

会”。

一、社会团结的类型和特征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这对范畴是涂尔干用来研究社会

团结而划分的 ,是为了说明个人与社会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体现

了全书的主题 ,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涂尔干的观点 ,机械团

结的主要特征是 :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异很小 ,集体成员有相类似的

特质 ;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 ,这样的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一致

性 ;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似性与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

的 ;个人的行动总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和集体的 ;社会与宗教结

为一体 ,宗教观念渗透了整个社会。机械团结的一个明显的客观

标志是“镇压的权利”,即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强制压抑。这种团结

的形式对应的是原始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氏族社会 ,氏

族中各个成员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你见到了一个美洲土著 ,你

就见到了所有的美洲土著 ”[ 1 ]94。“有机团结 ”则是发达社会的产

物 ,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

系 ,其主要特征表现在 :社会上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并

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 ;社会分工变得错综复杂 ,社会的基本任务以

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来完成 ;专门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导致

相互依赖性的增长 [ 2 ]32。涂尔干将有机团结的社会与具有各种器

官的动物有机体进行类比分析 ,体现了明显的有机论色彩。涂尔

干认为 :“一方面 ,劳动越加分化 ,个人就越贴近社会 ;另一方面 ,个

人的活动越加专门化 ,他就越成为个人。⋯⋯我们在完成本职工

作的时候 ,还是要符合法人团体共同遵循的习惯和程序。与此同

时 ,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所承受的重任已经不再像承受整个社会那

样沉重了 ,社会已经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 1 ]91292 (排

上标 ,以下同 )。所以 ,社会部分的个体化越鲜明 ,社会整体的统一

性也就越大。

二、从“机械团结 ”到“有机团结 ”

在《社会分工论》中 ,涂尔干首先否证了孔德所说的社会分工

的发展是人类知识进步的结果 ,指出它并非如经济学家们长期以

来所认为的是人们不断追求物质幸福的愿望 ,进而证实了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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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生

存竞争不断加剧。社会之所以出现分工 ,是因为人口的增长 ,即社

会容量的增加 ;但仅仅是社会容量的增加还不足以引起分工 ,还需

要社会密度的改变。社会密度指的是人们之间交往的频度和强

度 ,即关系密度。只有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
[ 1 ]93社会容量和社会

密度同时达到一定程度 ,才会产生分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人们仍然采用相同的职业方式维持生存 ,那么就会因为争夺有限

的同类资源而引发激烈的竞争。“两个有机体越是相似 ,就越容易

产生激烈的竞争。正因为它们有着同样的需要 ,追求着同样的目

标 ,所以它们每时每刻都陷入一种相互敌视的状态中 ”[ 1 ]223。在

竞争中总会产生胜负。竞争中的失利者“要么被人淘汰 ,要么进行

改革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改革本身就意味着必须确立

一个新的专门领域”[ 1 ]226。有了新的专门领域 ,“各种不同的职业

可以同时存在 ,互不侵害 ,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 ”。就像

动植物一样 ,“它们之间的差别越大 ,就越不容易发生斗争 ”[ 1 ]224。

由此 ,“社会的成员越多 ,这些成员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 ,他们的竞

争就会越残酷 ,各种专门领域也会迅速而完备地产生出来 ”[ 1 ]226。

这样 ,劳动分工就会一步步发展起来 ,最后导致了以高度劳动分工

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形成。涂尔干对分工原因的论证充分体现了

其社会有机体思想 ,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涂尔干说 :“劳动

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 :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心静气的解决方式。

幸亏有了分工 ,不然竞争对手就会把对方置于死地 ,不能共同生存

下去。在某些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 ,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是注定要

被淘汰掉的 ,然而正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 ,这些人才能够自保和幸

存下来。”[ 1 ]228在涂尔干看来 ,社会分工的发展有着许多的社会后

果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 ,使社会团

结的类型由在古代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机械团结过渡到在现代工

业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有机团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就是机

械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衰微、有机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增强

的过程。因为 ,一方面 ,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步削弱和瓦解着机械团

结赖以存在和维持的前提条件 ,分工程度的提高使人们之间的差

异越来越大 ,个体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强 ,于是集体意识要维持其

强势地位也越来越困难 ,由此建立在集体意识控制力基础上的机

械团结势必逐渐衰微下去 ;另一方面 ,劳动分工在削弱了人们之间

传统联系的同时 ,又以另一种新的方式并且在一个比以往更高的

程度上将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 ,使人们在一种比以往更高的程度

上感受到社会团结的存在 ,这种新型的社会团结纽带就是由劳动

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在职能上的依赖 [ 3 ]125。涂尔干

认为 :“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 ,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

了生产率 ,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 1 ]24
,形成有机团结。

三、社会分工的原因

集体意识是涂尔干提出的另一概念 ,它在涂尔干的思想中占

据了重要地位。《社会分工论 》中给集体意识所下的定义简单明

了 :“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涂尔干进一步解

释 ,“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 ,但这并不妨碍

它具有自身的特质 ,也不妨碍它形成一种界限分明的实在。实际

上 ,它与个人所处的状况是不发生关系的 ,所以其人已去 ,其实焉

在。它在南方和北方、都市和小镇都是一样的 ,在不同的职业中也

都是一样的。它并不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更替 ,而是代代相继 ,代

代相传。它完全不同于个人意识 ,尽管它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

我们可以看到 ,涂尔干是从法的角度来具体阐释集体意识的社会

作用 ,充满了浓重的斯宾塞色彩和强制性意涵 ,涂尔干批判了古典

经济学和古典法学 ,把分工研究完全建立在“私利 ”与“公益 ”,或

者是“私法 ”与“公法 ”基础上的研究取向 ,并反其道而行之 ,深刻

揭示了分工形成的社会根源以及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社会容量

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分工之

所以能够不断进步 ,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

遍扩大。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 ,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心静气

的解决方式。

四、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受到法律保护

在涂尔干的理论中 ,社会团结是一种社会事实 ,但难以对其

进行直接观察 ,因而我们可以借助对法律的研究作为透视社会团

结的途径 ,通过法律检验不同社会形态下的集体意识 ,并由法律

的演变论证社会团结是由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这一命题。涂

尔干首先根据制裁方式的不同对法律进行了重新分类。“制裁一

共分为两类 ,一类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 ,或至少要给犯人带来一

定的损失 , ⋯⋯第二种制裁并不一定要给犯人带来痛苦 ,它的目

的只在于拨乱反正 ,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重新恢复到正

常状态。⋯⋯我们应该把法规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是有组织的压

制性制裁 ,另一类是纯粹的恢复性制裁 ”[ 1 ]32。这两种不同的法

律制裁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团结形式。[ 1 ] 94压制性法律对应的

是机械团结。涂尔干认为 ,一种行为不是因为犯罪而触犯了集体

意识 ,进而遭到惩罚 ,而是因为触犯了集体意识而形成犯罪。这

种制裁形式首先是一种报复行为 ,它是对犯罪行为者侵犯集体意

识而使大家感情受挫的报复行为。同时 ,因为在机械团结当中集

体感情是维持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 ,所以压制性法律实际上就是

要迎合那些被侵犯的集体意识 ,是对集体意识的一种补偿 ,以此

维系社会最低限度的整合。恢复性法律对应的是有机团结 ,它所

强调的不再是惩罚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者 ,而是依据正义重建事

物应有的状态 ,它的目标在于促成个人之间的合作 ,维持各种部

门化了的个人和群体间的相互信赖模式。涂尔干很好地继承并

发展了功能分析的社会学方法原则 ,在对法律的分析当中更多地

关注其功能 ,即法律对集体意识、社会凝聚力的作用 ,开创了现代

功能分析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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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除威胁社会团结的因素

涂尔干在阐述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个概念时 ,虽力图保

持价值无涉 ,但还是表现出了对“有机团结”这种形态的某种偏爱。

涂尔干认为 ,造成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原因并不是劳动分工本身

(因为从表面上看集体意识衰落的过程正是分工发展的过程 ) ,而

是分工由于种种原因偏离了“正常”形式 ,“分工就像所有社会事实

一样 ,或者像更加普遍的生物事实一样 ,表现出了很多病态的形式

⋯⋯。分工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 ,但是在某些时候 ,分工也会带来

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 1 ]313。在《社会分工论 》中 ,

涂尔干指出了三种劳动分工“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反常形式。第一

种劳动分工的反常形式是“失范的分工 ”,指的是由于缺乏充分而

有效的社会规范 ,使分工过程中各个机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得

不到正常的规定和调节 ,有可能是旧的规范不适用了 ,新的规范又

未建立起来 ,或是某种规范的功能发挥受到阻碍 ,或是几种规范体

系相互冲突 ,使人们失去了行为的规范和准则 ;第二种反常形式是

“强制的分工”,指的是在违背当事人某些本性和意愿的情况下通

过某些外部的强制手段来实行的分工 ,是分工本身不合理造成的 ;

第三种反常形式可称为“不适当的分工”,也就是说 ,如果在分工过

程中有的人工作任务饱满 ,充满活力 ,而有的人却工作任务不够 ,

活力不足 ,那么尽管分工非常细致 ,整个分工体系也会难以和谐运

转 [ 3 ]1272129。在涂尔干那里 ,这三种劳动分工的反常形式中 ,“失

范”被认为是当时社会各种危机最主要的根源之一 ,所以要解决现

代社会所遭遇的各种危机 ,就必须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重建集体

意识和社会规范 ,消除现代社会的失范状态。涂尔干认为 ,现代社

会的失范主要因个人私欲增长和道德调节缺位造成 ,即现代社会

的危机本质上也是一种道德危机 ,所以重建社会秩序就是重建道

德规范 ,发挥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 ,“人们的欲望只能靠他们所遵

从的道德来遏止”[ 1 ]15。涂尔干指出 ,重建道德秩序应该建立一种

与现代社会分工结构相适应的多层次、全方位道德体系 ,应该从个

体、群体、社会三个层次来进行 ,具体表现为重建个人道德、建立职

业群体和职业伦理、建立全民道德 ,从而消除现代有机团结中反常

分工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社会分工论》中围绕社会团结————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深入研究了劳动分工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

社会转型过程 ,探讨了社会整合和重建社会秩序这一主题。书中

还体现了涂尔干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的研究程序和方法 ,其中涉

及多种研究领域都在日后推动了相关分支社会学科的形成和发

展。但涂尔干在该书中所反映的社会学思想也遭到人们的一些批

评 ,如有人认为其社会理论主要关注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的一面 ,

过于保守 ,因为社会现实也包括了冲突与变迁的一面 ;涂尔干把社

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的方法论主张过于极端 ,忽略了心理、

生物乃至地理、气候因素的作用 ,等等。然而 ,在这点上 ,该书无愧

为一部经典理论巨著 ,也使得涂尔干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如此长久

不衰 ,历久弥新。

就此而言 ,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对于今天的意义 ,不仅仅表现为

他所确定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命题 ,更重要的是 ,它始终蕴涵着“必

要的张力”,为人们思考他所切身感悟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各种可能

的途径。这正是这部书的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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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 terpreta tion of Em ile D urkhe im’s On Soc ia l D iv ision of Labor

WANG Xin, X IE J ing2lei
( School of H istory and Culture, W est China N orm al U niversity, S ichuan N 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Em ile Durkheim wrote SocialD ivision of Laborwhile western countries transformed to modern society from p re2modern

society. H is thought, to some extent, can be a reference for China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today. Social solidarity, together with

its two types, is the main clue of the book. The book made a deep analysis of solidarity in term s of types, characteristics, histori2
cal transition, sp iritual foundation, legal guarantee, and threatening elements, which showed Durkheim’s concerns about social

unity and harmony, and will be of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to social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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