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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鲜有人考察１９世纪 法 国 的 两 位 重 要 社 会 学 家 塔 尔 德 和 涂 尔 干 之 间

的争论。本文以两人都倚重的统计学方法为切入口，深入考察两人 论 辩 的 实

质问题，并力图呈现论辩背后的社会观差异以及各自对社会秩序之基 础 的 思

考。塔尔德试图以客观概率 的 方 式 去 捕 捉 作 为 主 观 变 量 的 社 会 秩 序 的 生 成

过程，涂尔干则秉承以凯特 莱 为 代 表 的 道 德 统 计 学 传 统，试 图 通 过 纯 粹 客 观

的统计数据来捕捉具体社 会 结 构 及 其 功 能 的 正 常 状 态。通 过 对 两 人 统 计 学

基础的不断追索，本文认为，两人的实质差异在于：塔尔德试图超越 社 会 本 体

论思考，用单子论的方式把 握 和 理 解 现 代 社 会 特 征 和 秩 序 的 基 础，而 涂 尔 干

仍然从社会本体的角度做社会学式思考，探寻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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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法国社会学史上，塔尔德和涂尔干可谓是两位重要人物，并且由

于两人之间的争论而变得更为人所熟知。从１８９４年塔尔德正式回应并

批评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开始，到１９０３年在社

会高等研究院（é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éｔｕｄ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那场著名的交锋为止，两人

进行了近十年的持久论战。虽然最后的论战因塔尔德１９０４年的去世戛

然而止，但两人的辩论对后世的影响却很持久。所以，尽管在一些学者

看来，塔尔德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意义仍

存有异议（Ｍｕｃｃｈｉｅｌｌｉ，２０００；Ａｌｌｉｅｚ，２００４），在对他进行介绍时还要不断地

做各种价值证明（Ｂ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ｉｆｔ，２００７；Ａｌｌｉｅｚ，２００４；Ｃａｎｄｅａ，２０１０），但
在法国社会学史上，塔尔德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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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Ｃｌａｒｋ，１９６９：１８）曾指出，尽管塔尔德和涂尔干并不认为

彼此的立场是互补的，“但是他俩的论辩却有助于为后世的社会学者看

清问题”。克拉克所提到的要看清的问题，既包括唯名论与实在论所争

论的实质问题（Ｔａｒｄｅ，１９６９：１４０），又包括社 会 学 建 立 之 初，他 俩 围 绕

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方法所争论的问题（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２００７：２０９－
２３９）。有意思的是，在回顾两人论战的过程中，我们颇为意外地发现，
尽管立场争锋相对，辩论时剑拔弩张、毫不相让，但是在对社会学研究

方法的讨论中，两人都赋予了统计学以重要地位和作用。

１８９０年，在新出版的《模仿律》中，塔尔德把统计学 列 为 除 考 古 学

之外的另一重要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这两大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塔尔

德（２００８：７６、１０１）指出，相较于“发现主要是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模仿则

主要是统计学的研究领域”，“统计学为我们单独考察的每一类模仿传

播提 供 一 种 经 验 规 律，用 图 表 示 明 每 一 类 模 仿 传 播 的 非 常 复 杂 的 原

因”。１不但如此，塔 尔 德（２００８：９６－９７）还 对 统 计 学 寄 予 厚 望，在 谈 到

统计学的未来时，他这样描述道：

１．译文根据法文略有改动，以下凡引文有改动的地方都参考了原文，不再做说明。

倘若统计学一如既往地发展，倘若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在精度、深度、数量和规律上都继续进步，总有一天它会达到

这样的一个境界：每当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一个统计数字就会

马上自动地跳出来，取代它的位置而进入统计表，这些统计表

就会不断地传达给公众，并且每天以图表的形式在报纸上广

泛传播开来……如果统计学可以延伸和完善到这个程度，统

计局就可以比喻为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所以，按照塔尔 德（２００８：５４，９８－９９）“社 会 即 模 仿”的 说 法，随 着

“统计数据越来越大之后，就越来越倾向于常数，越来越有规律”。也就

是说，统计学不但能捕捉到社会的变化和法则，还能在某种程度上预测

到社会状况，尽管当时离这个目标尚且遥远。
与塔尔德试图借助统计学来捕捉社会的法则一样，涂尔干也赋予

统计学以重要地位，以展现被他称之为社会的存在。涂尔干认为，社会

事实并不总是与个体处于分离状态，所以，“当这种分离状态不能直接

观察出来时，也往往可以借助某种人为的方法使它出现”，而这种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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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正是统计学。涂尔干明确指出，“统计学为我们提供了使它们分

离开的办法”。他阐释道：
实际上，它们（指社会事实）在统计学上是以出生率、结婚

率、自杀率，即用出生、结婚、自杀的年平均总数分别除以已达

生育、结婚和自杀年龄者的年平均总数所得出的数字精确无

比地表示出来的。因为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都是不加区别地

包含了所有的个人情况，而能够对现象的产生起一定作用的

个人差异则在数字中相互抵消，从而影响不了这一数字。这

一 数 字 所 表 示 的，只 是 集 体 精 神 的 某 种 状 态。（迪 尔 凯 姆，

２００９：２９－３０）
按照涂尔干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

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涂尔干的主要目的是要

“把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

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

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１２５）。所以，涂尔干也试图通

过统计学来把握甚至支配社会的法则。
因此，统计学对这两位社会学家都极为重要。无论是塔尔德所谓

的模仿律，还是涂尔干用以表达社会事实的出生率、结婚率和自杀率，
这些关乎“社会”存在的假设，某种程度上都有赖于统计学来呈现和证

成。然而，由于两人通常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立

场，不禁会让人联想到：进入１９世纪之后，当社会或文化开始取代个体

成为道德科学的分析单位，孔多塞的社会数学也被强调世界状态而不

是心理 状 态 的 道 德 统 计 学 所 取 代 之 时（Ｋａｒｓｅｎｔｉ，２０１０：４４；Ｄａｓｔｏｎ，

１９８８：２９８；叶启政，２００１：８－１０），被涂尔干批评为还在做心理学研究并

于１９００年入选政治 和 道 德 科 学 学 院 的 塔 尔 德，又 能 发 展 出 什 么 样 的

“社 会”科 学？ 相 比 涂 尔 干 在 道 德 统 计 学 上 与 凯 特 莱 （Ａｄｏｌｐｈｅ

Ｑｕéｔｅｌｅｔ）之 间 明 确 的 传 承 关 系（叶 启 政，２００１：３５－４１；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

１９９８：９６－１０１），两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实质区别？这些问题无疑是有趣

且重要的话题。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按照达斯顿（Ｄａｓｔｏｎ，１９８８：２９８）的讲法，凯

特莱的“社会物理学”意味着从道德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完成，而统计学

又不仅仅是 一 种 方 法，更 是 一 种 实 质 性 理 论（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８４：３３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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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考察塔尔德和涂尔干如何在道德统计学的基础上发展出各自的“社
会”理论，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因此，本文

试图沿此线索深入考察两人思想的实质分歧，展现两位思想家在面对

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场景之时，是如何通过统计学的方式理解和把握

现代社会的特征的。本文也期望借两人在统计学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

意象增进我们对当下社会多面向的理解。

二、塔尔德与涂尔干论战的焦点

虽然塔尔德和涂尔干的论战正式开始于涂尔干在《法国与外国哲

学》（Ｒｅｖ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上 发 表 的《准 则》一 文，到 坎 迪 亚（Ｃａｎｄｅａ，

２０１０：５）所说的到了１９０３年这场论辩达到了顶峰，但事实上，涂尔干从

《社会分工论》（以下简称《分工论》）开始，就对塔尔德的核心观点“模仿

论”有过批评（涂 尔 干，２０１７：３３４），只 不 过 塔 尔 德 当 时 并 未 做 出 回 应。
与我们通常印象不同的是，两人的争论并不全然是对立的，既有持续的

批评，也有相互的影响，２甚至一开始两人还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３

２．克拉克（Ｃｌａｒｋ，１９６９：１７）认为，涂尔干最后脱离极端的唯实论，很大程度上是受塔 尔 德 等

人批评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批评。

３．与塔尔德结识之初，涂尔干对塔尔德非常敬重，塔尔德对涂尔干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

知道，涂尔干《自杀论》中的很多数据都是由当时已是司法部刑事统计局局长的塔尔德提供的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２００７：２３５）。１８９４—１８９７年，涂尔干与塔尔德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见Ｂｏｒｌａｎｄｉ，１９９４。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作为晚辈的涂尔干 与 塔 尔 德 结 识 于 巴 黎。在 此 之

前，涂尔干已经很熟悉塔尔德的著作了。早在《分工论》中，涂尔干就引

用了塔尔德的《模仿律》和《比较犯罪学》（Ｌ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éｃｏｍｐａｒéｅ）。涂

尔干（２０１７：２５３）不仅借助塔尔德在犯罪方面的讨论来佐证自己的观

点，甚至在论及社会变迁和城市生活时，还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塔尔德有

关模仿论的讲法。事 实 上，涂 尔 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５ａ：８２－８３）对 塔 尔

德在犯罪方面研究的赞赏和肯定并未受两人论战的影响，甚至到了莫

斯这一代，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Ｍｕｒｒａｙ　ａｎｄ　Ｍａｕｓｓ，１９８９：１６３）。
然而，两人在立场和观点上的差异却使得彼此的批评越来越激烈，

界限也越来越分明。从涂尔干的角度来看，批评模仿论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模仿”这 一 概 念 未 能 抓 住 社 会 事 实 的 社 会 本 质 和 特 征。涂 尔 干

（２０１７：３３４）认为，“模仿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因为它假定了在自

身之外有其他事物的存在”。换句话说，涂尔干认为，仅凭模仿自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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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解释任何社会现象，因为模仿能够产生，其前提是模仿者必须在可

传染（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的范围内。按照涂尔干（２０１７：３３４）的看法，“在不同的

种类和变量之间，模仿根本不会产生”。所以，要打破这个传染界限，涂
尔干认为，必然是有一种个体之外的强制力量的存在。涂尔干（２０１７：

３３４－３３５）举例说，“当平民开始与贵族争夺行使宗教职能和管理职能

的荣誉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模仿贵族，而是因为他们变得更睿

智、更富有、人数更多了，他们的嗜好和志向发生了变化”，而个体身上

发生的这些变化却是由社会分工带来的。
《分工论》中的这一观点，涂尔干在《准则》中又做了重申，并且进一

步否定了“模仿”作为社会学解释的意义。

我首先声明的是：我的研究没有一处能够使我确认塔尔德

先生所主张的模仿对于集体事实的产生所起的绝对作用；其

次，根据塔尔德先生的这个不能成为一种理论、而是对于观察

的直接材料进行简单概括的定义，似乎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种

结论：模仿不仅不能始终说明，甚至永远也不能说明可以看作

社会事实的本质和特点的那些东西。（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３２）

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５ａ：８３）认为，塔尔德所提出的模仿律 只 是

一种经验概括，并未从现实经验层面上予以证明，是从自然科学类比过

来的原理。在涂尔干看来，模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其原因

是模仿本身是社会的（ｓｏｃｉａｌ），也就是说，塔尔德并未把握到模仿的本

质。模仿的发生和它所具有的扩散力是社会赋予的，塔尔德倒因为果

了（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３２）。所以，模仿的原因不在个体，而在社会。在涂

尔干看来，一 个 现 象 的 产 生 远 不 止 于 传 染 这 个 原 因。进 而，涂 尔 干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５ａ：８４）认 定：“模 仿 只 是 社 会 演 化 的 一 个 非 常 次 要 的

因素”。

４．在１９００年发表的《１９世纪的法国社会学》一文中，涂尔干也有专门的批评。该文的观点与

下文展示的一样，详参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０：１３０－１３３。

由于模仿总是存在差异或不一致的地方，于是在１８９５年写给意大

利《社会改革》（Ｌａ　ｒｉｆｏｒｍａ　ｓｏｃｉａｌｅ）杂志的一篇论述法国社会学研究现状

的文章中，涂尔干进一步指出了塔尔德的模仿律所存在的内在问题。４

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５ａ：８６）指 出，“从 另 一 方 面 看，塔 尔 德 的 理 论 完

全否定了科学。他把非理性和奇迹作为生命的基础，进而又作为社会

·０１１·

社会·２０１７·６



科学的基础。所有实践，所有集体制度，实际上都是某项发现或发明扩

展的结果，而大家都知道发明在任何一个社会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纯

粹偶然（ｈａｓａｒｄ，ｃｈａｎｃｅ）的结果”。所以，涂尔干认为，尽管塔尔德 以 其

他自然科学为典范，认为所有科学都是建立在重复（ｒéｐéｔｉｔｉｏｎ）这一基

本事实基础上，并且模仿也满足了社会现象重复和传播的要求，但由于

模仿总是存在不一致和差异的地方，而塔尔德把模仿这一原初起点归

到了个体发明，这就使得所有现象的出现都成为偶然的结果，都变得极

不确定。因此，塔尔德的这种做法，不但使社会现象变得难以理解和无

法解释，而且还让社会科学的根基变得不可靠。

５．根据马塞尔·福尼耶（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２００７：２３４）的 考 察，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 间，塔 尔 德 做 了 系 列

批评，其中还连带批评了涂尔 干 的《社 会 分 工 论》。富 尼 耶 认 为，这 一 系 列 批 评 不 少 于 四 篇。
塔尔 德 的 这 四 篇 批 评 见：“Ｌｅｓ　ｄéｌｉｔｓ　ｉｍｐｏｕｒｓｕｉｖｉ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ＩＸ，

１８９４：６４１－６５０；“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éｅｔ　ｓａｎｔéｓｏｃｉａｌｅ”，Ｒｅｖ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ＸＸＸＩＸ，１８９５：１４８－
１６２；Ｌａ　Ｌｏｇｉｑ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１８９５，Ｐａｒｉｓ，Ａｌｃａｎ；Ｅｓｓａｉｓ　ｅｔ　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Ｌｙｏｎ，Ｓｔｏｒｃｋ　ｅｔ
Ｐａｒｉｓ，Ｍａｓｓｏｎ，１８９５；“Ｌ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ｔ．Ｉ，１８９５：２０９－２４３。此外，在出版《自杀论》后，尽管涂尔干说明只是把塔尔德当作讨论对

象而不是要攻击他，但塔尔德还是觉得是在针对自己，所以做了一个长文回应，但这篇文章后

来没有发表出来，其中原因以及这篇文章可以参见Ｔａｒｄｅ，２０００：２１９—２５５。

事实上，即便是事隔二十年后，涂尔干仍表达了相同观点，严重质

疑塔尔德社会学的科学性。涂尔干（２００６：２１２）认为，“所有事实都是个

人创造的结果，而这些创造是分散的，只能通过模仿在不同的地方得到

普遍化……创造是天才的产物，天才是‘突如其来’的，根本无法预见，

也无法进行科学解释……根据塔尔德的说法，制度的各种形式及其在

历史过程中发展而成的秩序取决于偶然的因素，科学根本把握不住它

们”。为了进一步说明塔尔德的模仿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方面的不足，同
时也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涂尔干在１８９７年

出版的《自 杀 论》中，专 门 对 塔 尔 德 的 模 仿 论 进 行 了 批 评（迪尔凯姆，

２００５：１０６－１３４）。

在塔尔德这边，从涂尔干发表《准则》开始到《自 杀 论》，在１８９４—

１８９７年间，连同《分工论》在内，塔尔德都有过激烈的回应和批评。５塔

尔德自然不同意涂尔干对其模仿概念的批评。在塔尔德看来，涂尔干

为了强调社会事实区别于个体事实，只能以外在观察的方式，即用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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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思考的方式来研究，但这种做法不但违背了社会学创建者孔德、斯
宾塞等人的心理学方法，而且还给自己制造了某种本体论幻觉。对于

塔尔德而言，这种似乎找不到源头的社会存在，不但是难以想象的，同

时也是极为荒谬的，本质上是一种神秘主义。

因此，早在１８９４年１０月首届国际社会学年会上，塔尔德（Ｔａｒｄｅ，

１８９８：７６）就明确地公开表态：“也许我不得不说，在涂尔干先生的本体论

幻象（ｆａｎｔａｓｍａｇｏｒｉ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ｑｕｅ）和 我 的 新 单 子 论（ｎéｏ－ｍｏｎａｄｏｌｏｇｉｅ）假

设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拒绝后者，就得迫使自己接受前者。但是我

不想冒形而上 学 空 谈 之 险。我 还 是 依 靠 在 事 实 之 岸 吧。”在 这 次 发 言

中，塔尔德几乎全程都在批驳涂尔干，在讲到“涂尔干先生的本体论幻

象”时，甚至还抬高了语调（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２００７：２３４）。塔 尔 德 认 为，社 会

事实的存在并不是涂尔干所强调的抽象层面的社会存在，而是具体存

在于个体身上。

实际上，任何社会事实———一个词、一种宗教仪式、一个

商业秘密、一个艺术构成、一项法律条款、一句格言，都不是由

一个社会集体发送和传播的，而是由一个人———父母、老师、

邻居、同事传播的。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这个社会事实从一颗

脑袋传入到另一颗脑袋并发生了折射……这个折射的构成开

始于一个冲动，这个冲动开始于一个不知名的人或著名的发

明家、发现人、革新家或修正人……从小小的、种种的变异中

会产生一个集体的结果，这个结果几乎总是恒定的。这个结

果一下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却导致了涂尔干的本体论幻觉。
（塔尔德，２００５：９４－９５）

６．塔尔德以及其他人的这一批评，也 就 是 社 会 事 实 所 具 有 的 强 制 性 特 征，涂 尔 干 在《社 会 学

方法的准则》第二版序言中予以了回应（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１６－１８）。

针对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次年，也就是在

１８９５年《模仿律》再版的“第二版序言”里，塔尔德也做了积极的回应和

批评。塔尔德（２００８：９）写道：“人们只看到这个道理的一半，而且看得

还不是很清楚；他们说社会事实的特点是强制和压制。这样说的时候，

他们没有看到普遍存在的轻信态度和顺从态度的自发性。”６

塔尔德（Ｔａｒｄｅ，１８９８：７５）认为，“离开个体，社会什么都不是，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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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体不存在，社会之中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社会的一切都是以

片段的方式不断地在个体生命身上重复出现的”。所以，如果社会事实

不是相对于个体具有优势地位的集体存在，那么只能存在于个人意识

之中。因此，塔尔德（２００８：６２、８１）不赞同涂尔干提出的社会学要与心

理学分开。他认为，社会学仍然要借助心理学分开，本质上是一门心际

间心 理 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ｉｎｔｅｒｐｓｙｃｈｉｑｕｅ）。所 以，塔 尔 德（Ｔａｒｄｅ，１９００：

１９９）一方面批评涂尔干自《分工论》以来所追求的“客观性”有些徒劳无

益，另一方面又再次重申并且澄清了他的社会事实和科学的依据。
塔尔德（２００５：７６，７８－７９）指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从计数开

始的，而科学所依靠的首先就是计数和计量，所以，“哪里有数量，哪里

就有科学”。在塔尔德看来，可以计数的前提就是有相似和重复的事实

出现，由此，他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也存在相似和重复的事

实，这一事实就是模仿。正如前文涂尔干所批评的那样，塔尔德（２００５：

７９）借用自然科学来类比：“一块物体的热量就是受到激活的或多或少

数量的快速热振动现象。动植物组织的活力、分子组织或粘膜组织的

活力，也是相似细胞增殖的数量”，所以，如果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重复

方式便能建立起一门科学，那么社会学也能够成为科学，而这个独特的

现象便是“两个大脑跨越一定距离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脑反映另一

个大脑的思想、愿望和情感”的模仿。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塔尔德的模仿并不是如涂尔干所说的一无是

处，仅仅是社会演化的一个次要因素。塔尔德（２００８：５０－５２）认为，“社
会是由一群倾向于相互模仿的人组成的”，所以，模仿自然是社会的基

本事实，但塔尔德马上又指出，“上述定义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的定义，不如说是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ｉｔé，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的定义”。塔尔德认为，一

个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性（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而对于模仿来说，关

联性自然就是其存在的基础。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塔尔德（２００５：５２）假
设了一种完美的和绝对的社会性：“在这种假设形式的社会性里，都市

生活高度集中，一个好念头在一个脑袋里出现之后，立即就传播到全城

所有的脑袋”。塔尔德得出结论说，如果把这逻辑推到底，那么“社会纯

粹是模仿性的组织”。在塔尔德的认知里，“社会即模仿”，但社会更是

模仿或传播的介质。塔尔德用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ｉｔé）来理解社会存在，这一

点显然与涂尔干具有社会本体意味的“社会的”（ｓｏｃｉａｌ）有着极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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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映了两人在社会观上的极大不同。
然而，对于塔尔德来说，尽管社会性的存在足以让模仿得以可能，

社会也因此呈现出恒定不变的模仿的法则———按照涂尔干认定的科学

所要研究对象的标准，塔尔德的“社会”科学也由此有了稳固的基础，但
从涂尔干对其科学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两人在如何看待社会法则和偶

然性的问题上也存在重要分歧。换言之，塔尔德何以要在模仿律之外

给个体发明留有位置，而涂尔干何以要用年平均总数来消除“能够对现

象的产生起一定作用的个人差异”，从而确立其社会内在的必然性（迪

尔凯姆，２００９：３０），都集中且进一步体现了两人社会观的差异，而对这

一问题的讨论，又集中体现在两人的统计学解释之中。

三、社会法则的统计解释分歧

正如前文所言，塔尔德和涂尔干两人都对统计学给予了重视，而且

两人关乎“社会”存在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都依托于统计学来呈现和证

成，但实际上两人所继承的统计学解释传统却有着实质差别。尽管这

种差别不亚于两人在理论立场上的差别，但相比两人立场的截然对立，
这种差别却能分享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假设。塔尔德与涂尔干在这方面

的争论，首先从如何看待道德统计学所关注的犯罪问题展开。

１８９５年，除了撰文批评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以及背后的本体论

倾向之外，塔尔德还对涂尔干在《准则》中关于犯罪现象的另一观点进

行了批评。塔尔德指出，在《准则》中，按照涂尔干的社会学新方法得出

的“在社会生活中，犯罪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不是病态事实”的结论，以

及涂尔干提出的“相当令人惊奇”的“由于人类具有不可纠正的恶习，所
以犯罪就成为一种人们虽不愿意但又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也在确认

犯罪是社会健康的一个因素，是健康的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

论断，就像涂尔干自己所说的“看起来似乎十分荒谬的结论”，他并不赞

同（Ｔａｒｄｅ，１８９５：１４８；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８４）。
当然，塔尔德更不同意的是涂尔干判断犯罪是正常现象所采用的

标准。涂尔干认为，“不存在没有犯罪行为的社会”，而涂尔干又认为犯

罪这一普遍现象符合他所说的“那些最具普遍形态的事实为正常现象”
这一标准。所以，在涂尔干所抽象出来的平均类型———这种评判现象

正常与否的标准中，按照涂尔干逻辑的推断，也存在犯罪现象（迪尔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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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２００９：７４、８３）。这 种 把 平 均 类 型（ｔｙｐｅ　ｍｏｙｅｎ）等 同 于 正 常 类 型

（ｔｙｐｅ　ｎｏｒｍａｌ）的做 法，塔 尔 德 绝 对 不 会 赞 同。塔 尔 德 指 出，这 种 做 法

无异于是说，“所有存在都有缺陷，所有方面都有不足，所以，没有任何

东西要比不足和缺陷更正常了”。同样，对于生物来说，“没有任何东西

要比疾病更正 常 了”，塔 尔 德 引 用 库 尔 诺（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Ｃｏｕｒｎｏｔ）的 话 说，
“把正常类型和平均类型混淆在一起是错误的”（Ｔａｒｄｅ，１８９５：１５７）。塔

尔德举例说，如果按照平均值来评价，那么在世纪之初高雅文化就成了

反常的了，因为世纪初低水平的教育状况表明，高雅文化普及和传播程

度都很低（Ｔａｒｄｅ，１８９５：１５８）。
事实上，塔尔德未必真的理解涂尔干判定正常的标准，涂尔干也回

应说，塔尔德把不符合他的原则的原则归到了他的名下。但可以肯定

的一点是，塔尔德并不赞成用平均的办法来判定一个社会现象是正常

还是病态。７塔尔德对平均的方法及其意义的态度，早在他１８８３年《考

古学与统计学》一文中就有明确表达，只不过他当时所指向的对象是凯

特莱。８所以，从他对 凯 特 莱 的 批 评 中，我 们 也 能 直 接 看 到 他 与 涂 尔 干

之间的深刻分歧。９

７．如果按照涂尔干判定正常状态的标准，塔尔德的这一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塔尔德没有按

照涂尔干所说的准则———“一个社会事实一般发生在进化的一定阶段出现的一定种类的社会里

时，对于出现在这个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定的社会类型来说是正常的”（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８２）———
来判定，而是把不同阶段的社会事实做比较了。塔尔德对涂尔干有关正常与病态的批评，涂尔

干有一个总的回应，详参《犯罪与健康》（致《哲学评论》编辑）（涂尔干，２００６：３５２－３５８）。

８．这部分内容塔尔德最早在１８８３年发表在《法国与外国哲学》上的一篇名为《考古学与统计

学》（Ｌ’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ｌ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ｑｕｅ）的文章中讨论过。该文后来连同其他发表在该刊物的系列

文章一同收入了《模仿律》一书。

９．塔尔德与涂尔干在统计学解释 上 并 没 有 形 成 直 接 的 相 互 批 评，但 由 于 涂 尔 干 在 统 计 学 解

释上，尤其是在正常与反常现象的解释上，继承了凯特莱的高斯分布，也就是后来的正态分布

解释，所以，下文中塔尔德对凯特莱所看重的统计曲线水平段的批评，也能直接反映他对涂尔

干有关“犯罪是正常现象”这一判断背后的统计学解释上的批评。也就是说，统计稳定性并不

能作为判断具体事实状况的标准，更不能作为社会学解释所致力的部分。

在讨论到如何做统计学解释时，塔尔德把他的立场与凯特莱的做

了区别。塔尔德（２００８：８３－８４）认 为，在 统 计 曲 线 的 三 段 线 条———上

升、水平和下降中，“按照凯特莱及其学派的说法，统计学家首要关注的

是水平段（ｐｌａｔｅａｕｘ），水平段的发现将是他们最出色的成就，而发现水

平段也是他们雄心勃勃追求的目标”。但是凯特莱所看重和致力于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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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具有统计稳定性的部分，也就是集中趋势所要呈现的均值所在的

地方，在塔尔德看来，不但其价值被高估了，而且也不像凯特莱所说的

总保持均衡和稳定。
塔尔德认为，相较于上升和下降曲线，这种稳定或均衡所要表达的

不应当是“两种竞争力量的相互对峙”吗？塔尔德（２００８：８４－８５）说，当
“我看到某时某地咖啡或巧克力的消费量停滞增长，我就知道，喝咖啡

或吃巧克力的欲望 的 力 度 刚 好 相 当 于 某 一 个 对 立 的 欲 望 的 力 度”，所

以，“此时非彼时停滞增长，统计数字呈现出的水平线不升不降”，相对

于普遍存在的模仿传播现象来说，“难道不是历史偶然吗”？所以，在塔

尔德看来，曲线的上升段的价值和意义要远高于凯特莱所强调的均值

的意义（Ｄｉｄｉｅｒ，２０１０：１７１）。塔 尔 德（２００８：７６－７７）认 为，统 计 学 更 擅

长“估计一个个发现的扩张程度”，它要追踪的是事物的增长情况，让我

们看到一个个“新欲望或时尚的诞生和逐渐确立的过程”，而“统计曲线

总是能够表现模仿的传播情况”。所以，在这条被塔尔德描述为像山丘

一样的统计曲线中，就其目标而言，就不再有水平段的实质地位了。塔

尔德（２００８：９２）也由此重新定义了不同阶段的曲线的讲法：“起初是缓

慢地前进，随 后 是 快 速 而 一 致 的 增 长，后 来 是 增 长 速 度 的 减 慢 直 到

停止”。

１０．塔尔德此处对发明和发现传播的讲法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创新扩散理论的起源，尤其是

他在此处所描述的统计曲线 的 讲 法，也 被 后 来 的 学 者 归 之 为Ｓ曲 线（Ｋｉｎｎｕｎｅｎ，１９９６：４３６－
４４０；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８３：４０－４１，２４７）。

塔尔德认为，这条曲线与生命体所经历的阶段有类似的特征：“一

个缓坡，一个相当陡峻的山坡，随后再次变得平缓达到高原”。１０也就是

说，塔尔德所看重的被叫作发明或发现的这些社会存在，其传播过程也

像生命体一样服从这条曲线定律，用塔尔德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条规律

（ｌｏｉ）。塔尔德（２００８：９２）认为，“如果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遵循这条

规律，他们就不至于产生许多幻觉”。塔尔德所说的幻觉，指的正是凯

特莱及其学派的统 计 学 家 们 所 认 为 的 社 会 生 活 也 服 从 统 计 定 律 的 看

法。然而，在塔尔德看来，这些统计学家基本错置了统计学定律。
“凯特莱的错 误 可 以 从 历 史 的 角 度 来 解 释”，塔 尔 德（２００８：８８）指

出，由于统计学最初处理的是人口问题（凯特莱最初研究人口问题），所
以，就产生了一个幻觉，认为在人口问题及气候、生理等方面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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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也能应用到社会生活之中；也就是说，这些统计学家相信社会

生活也存在一个常数，并把这个常数泛化运用到另一存在周期性的波

动和更新的部分且又提升为规律性的东西；由此，法国的这些道德统计

家最后断定：“社会生活中的一般事实不是由人的脑力和意志决定的，
而是由所谓的自然规律的神话决定的”。所以，塔尔德对凯特莱的社会

物理学的批评，其实质是质疑道德统计学所采用的概率统计的方法是

否能够真 正 把 握 得 住 被 凯 特 莱 学 派 称 为 整 体 的 社 会 本 质。用 哈 金

（２０１５：２１５）的说法，统计定律是否已经完全捕获了偶然（ｃｈａｎｃｅ）。
显然，塔尔德并不认为凯特莱及其学派做到了这一点。在塔尔德

看来，凯特莱所认定的像自然规律一样的、由统计定律而获得的社会法

则，并不能统御一切社会现实，因为至少从当前来看，在文明发展过程

中，发明始终在增加而不是消减殆尽，所以，在“自然史的漫长足以使一

切文明都进入发明已经耗尽的状态”之前，塔尔德（２００８：８７、９９）认为，
凯特莱所诉求的那个常数，即像自然规律那样的社会法则是不可得的。
所以，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塔尔德并不认为涂尔干的平均类型能够把

握得住一切社会现实，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正常类型。事实上，凯特莱所

谓的自然规律的神话，在塔尔德批评之前，就遭遇到了诸如孔德等人的

批评（Ｃｏｍｔｅ，１８９６：２６８；哈 金，２０１５：２１０－２１９）。只 不 过，与 孔 德 质 疑

概率论的作用不同的是，后来的批评是在统计学内部展开的，按照哈金

（２０１５：２１５）的说法，出现了所谓的“发明，或纯粹偶然的复活”。

１１．塔尔德把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模仿律》献给了库尔诺，并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将此书献给

库尔诺：“我不曾师从库尔诺，也不是他的门徒，我从未见过他。然而，此生有缘，我因病休学

时，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尤其重要的是，在我感到沉闷的一段青春岁月里，由于眼疾而被迫

只读一本书时，正是库尔诺的一本书使我不至于思想饥荒”。在表明库尔诺对他 的 影 响 的 同

时，塔尔德（２００８：１７）还对库尔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又一位奥古斯 特·孔 德，纯 净、
浓缩、简练后的孔德”，由此可见库尔诺对他的影响。事实上，按照后来学者的考察，库尔诺在

微积分和概率论方面的思考对塔尔德有 着 重 要 影 响，详 参 米 莱 和 迪 迪 埃 等 人 的 讨 论（Ｍｉｌｅｔ，

１９７０：１１１－１４４；Ｄｉｄｉｅｒ，２０１０：１６５）。

然而，塔尔德要恢复发明或偶然性的地位，限定基于统计定律转化

而来的社会必然性，也就是要在批评以凯特莱为代表的道德统计学传

统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统计学解释系统，仍需要前人的一些铺垫工

作。所以，要理清体现塔尔德社会理论核心内容的统计学，有必要先考

察一下塔尔德和对他有着重要影响的统计学家库尔诺１１所面对的当时

作为主流的凯特莱的道德统计学传统。正如前文提及的，涂尔干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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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莱在统计思想上有着重要的传承关系，而这层传承关系实际上直接

体现在涂尔干的平均类型与凯特莱的“均值人”之间的关联上。那么，
凯特莱建立在“均值人”之上的这条“自然规律”又是如何从统计学获得

的呢？

德罗西埃（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１９９８：９１）曾 指 出，凯 特 莱 与 其 前 辈 们 最 大

的不同在于，他不再像泊松、孔多塞和拉普拉斯那样认为，研究概率论

只是为了得出个体在做判断时的理性信念程度，而是为了处理各种社

会问题以及与均值的离差问题。１９世纪由凯特莱所引发的法国的统

计学运动，尤其是他的社会物理学的出现，最初与他把拉普拉斯的社会

机械论和泊松的大数定律运用到道德科学研究上有关（Ｄａｓｔｏｎ，１９８８：

３８１－３８２）。由于见到大量的人体特征具有像误差曲线那样的东西，这
种像天文学上所看到的统计上的稳定性让凯特莱认定，大数定律是所

有科学最基本的原则，并且像支配物质世界那样支配着道德和智力领

域。在《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一书中，凯特莱明确表达了大数定律在

道德领域中的支配地位：
因此，我们在大众中所观察到的道德现象逐渐形成类似

物理现象那样的秩序，并且我们不得不承认，按照这些基本原

则继续调查，我们观察到的个体数越多，其个体特征就消失得

越多，剩下的是一系列存有社会并由其持续支配的一般事实，
它 们 也 因 此 成 为 物 理 的 或 道 德 的 事 实。（转 引 自Ｄａｓｔｏｎ，

１９８８：３８２）
所以，尽管“在凯特莱的社会物理学中，个体等同于随机变量、偶然

因素”，但最终都会呈现 出 一 种 社 会 的 规 则 状 态（Ｄａｓｔｏｎ，１９８８：３８２）。
凯特莱的这一观点被 他 发 展 为“均 值 人”（ｌ’ｈｏｍｍｅ　ｍｏｙｅｎ）概 念。也

就是说，这个原本由大数定律所确定下来的恒定值概率，也就是平均

值，不再是一个算术构造了，而是“一个实在的量”（哈金，２０１５：１５８），并
且还发生了由量到质的转换，成为“物理的或道德的事实”，成为“一个

社会体的代表；它所展现的是一套有别于、也独立于个体自由意志的法

则”（叶启政，２００１：１５、２２）。用凯特莱的统计学表达就是，所有自然个

体的特征都将围绕均值人，服从一种高斯分布。
哈金（２０１５：１６０）指出，凯特莱“开始将那些仅仅是用以描述大规模

规律性的统计定律转化为参与潜在的真理和原因的自然和社会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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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凯特莱也由此赋予均值人以这种实在的社会法则属性。他的这

一说法，也在其社会物理学所借用的拉普拉斯的机械论类比中有生动

体现：社会就是由“道德力”支配的，而均值人的功能就是扮演社会中心

的那个重力的角色（Ｄａｓｔｏｎ，１９８８：２８３）。所以，借助古典概率论，凯特

莱不但找到了社会的法则，还建立了整体大于部分的社会观。事实上，
正是由于均值的这种重要性，才会出现前文塔尔德所批评的现象———

对于这些统计学家来说，寻找均值自然成为其主要任务。

然而，当凯特莱把原来用于个人判断和理性推理的概率论用到描

绘社会整体和确定分布状态时，另一名重要的法国统计学家库尔诺１２

却从内部对数理统计学做了认识论反思。实际上，正是库尔诺在被称

为偶然性（ｈａｓａｒｄ，ｃｈａｎｃｅ）和可能性（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é）的概率论 问 题 上 的 反

思，才在某种程度上为塔尔德与凯特莱、进而与涂尔干的分野提供了理

论框架。

１２．德罗西埃（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１９９８：８１）认为，由 于 是 从 内 部 做 的 反 思，所 以，库 尔 诺 一 般 不 为 人

所知。

四、塔尔德对统计定律和偶然性的分离

克拉克（Ｃｌａｒｋ，１９６９：４７）曾 说，塔 尔 德“与 凯 特 莱 及 其 学 派 的 区

别，不亚于他和涂尔干的区别”。但是，克拉克并未留意到库尔诺对古

典概率论的内在批评，而库尔诺的批评又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凯特莱

以均值人为基础建 立 起 来 的“实 在 论”的 不 稳 固（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１９９８：９１
－９４），所以，他也未能解释塔尔德何以要把时间序列作为社会分析的

基础。

马丁（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７：２２）认为，在确定科学家所感知的理性秩序和

联系是否与现象本身的真实联系相一致的问题上，库尔诺从概率论的

角度做了认识论上的反思。库尔诺指出，从概率论的角度看，存在两个

层面的 概 率，即 偶 然 性 概 率 和 可 能 性 概 率。德 罗 西 埃（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

２００７：１１７）把它们归纳为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但事实上，库尔诺本人

却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库尔诺认为，数学上的概率具有两重意

思：“有时候是指测量我们的知识，有时候又指测量独立于我们知识的

事物的可能性”（转 引 自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７：２４）。简 单 地 说，前 者 是 关 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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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之间的知识和认知方面的差异，属于主观层面的概率，而后者是事

件的客观属性，是指事件出现的客观概率。所以，与哈金略有不同是，
库尔诺所说的主观层面的概率，并不是指古典概率论中“信心程度”，而
是指某种知识的不足。库尔诺想要表达的是，此时的概率论是作为富

有理智的人们在面临不确定 条 件 下 指 导 行 动 的 工 具（转 引 自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７：２４－２５；另见哈金，２０１５：１４２）。
在哈金看来库尔诺所做的这一区分分别代表了两派概率论者，且

又与统计学相伴而生。哈金指出，偶然性所涉及的概率处理的实际上

是频率问题，而可能性涉及的概率处理的实际上是推断的理由或信念

程度。前者的代表是频率学派，比如，伯努利分布是伯努利从一个装有

白球和黑球的罐中重复和相对独立抽取的结果，是根据每次拿出的球

的颜色来计数的，概率建立在事件本身发生的客观基础上，比如凯特莱

的概率论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后者的代表是贝叶斯学派，比如，贝叶

斯定理所关心的问题不是事件发生的客观性本身，而是作为观察者在

对事件知识不完备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决定而做的对因果关系的可能

性评估。所以，尽管知识状况因人而异，但由于贝叶斯模型为无法量化

的判断提供了推断的理由和信心，在早期法官庭审中仍被频繁用到。
不过，库尔诺把“理由或信心程度”进一步明确为对事件可能发生的知

识把握状况。
库尔诺对古典概率论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统计学家在分析

数据时对数据分类所造成的人为性偏差所做的批评。这种偏差无法避

免，因为大多数看似自然的分类，甚至没有意识到的分类，都会造成与

真实的情况不相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德罗西埃认为，库尔诺在某

种程度上动 摇 了 凯 特 莱 统 计 分 析 的 基 础（参 见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８６：１９５－
２００）。不过，从主观层面上看，库尔诺的批评意义在于，这种偏差或事

件的 出 现 某 种 程 度 上 也 是 因 为 知 识 的 不 足 造 成 的。德 罗 西 埃

（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１９９８：９２）认 为，由 于 库 尔 诺 意 识 到 了 对 理 性 秩 序 的 客 观

性诉求和人类主观上的不完善之间的张力，也就是马丁认为的认识论

问题，所以，他第一个予以反思，其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积累更广泛的

不同主体的数据，以达到改变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知识和本质的认识。
从概率论层面看，库 尔 诺 试 图 调 和 偶 然 性 和 可 能 性 之 间 的 张 力。

尽管他提出了该问题，但也仅停留在哲学思考的层面，并未具体展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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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过，塔尔德在某种程度上接过了该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所

谓“主观”的“客观”概率论。塔尔德通过把主观概率转化为客观概率，
消解了主观上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é问题。从形式上看，塔尔德走向了凯特莱

的统计学传统，但事实上两人却出现了基本理论假设上的分野。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与涂尔干不同，塔尔德试图把他的社会学建立

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而塔尔德的这项工作是从如何测量心理现象开

始的，也就是从所谓的主观概率开始的。塔尔德认为，由于心灵的成分

有可以量化和不能量化的部分，所以，针对测量的部分，在如何计量心

理的量的问题上，不同的学者会提出不同的说法和测量的办法。比如，
韦伯—费希纳定律 基 于 刺 激—反 应 来 建 立 心 理 量 与 物 理 量 之 间 的 关

系，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可测量的感觉基础上的。与这些学者不同的是，
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５５）并 不 认 为 感 觉 是 最 基 本 的 心 理 量，因 为 在 他 看 来，
“被发明的事物和被模仿的事物总是一个思想或意志、判断或目的，这

个事物又体现了某种程度的信念和欲望”，所以，他认为信念和欲望以

及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判断和意志才是最基本的可测量的心理量。
塔尔德的这一讲法，显然是有指涉的，这与他在测量信念的时候遇

到的问题有关。
遗憾的是，决定计算的不是信念的真实的增减，而是如果

信念出现增减，那么相应的信念是怎样的，人们称之为确信的

数学理由。你必须避免把确信的理由当成事物的内在特征，
以此让概率论恢复客观性。这些理由本身是主观的，存在于

我们的知识中。（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５７）
塔尔德的意思是说，尽管测量此心理变量与前文中提到的为了获

得“信心程度”的测量在具体用途上存在差异，但从直接测量的内容来

看，两者并无实质差异。所以，塔尔德在论及如何测量信念时，却发现

只有库尔诺称之为主观层面的概率的测量方法可供参考。正如前文所

言，在主观概率中，观察者关注的不是事件发生的概率，而只是确定推

定事件的理由。所以，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５７－１５８）认为，“一个对真实原因

毫不知情的人的相信程度，必然与我刚才定义的原因（指主观的正反合

意度）的计算值成比例———这样想似乎很自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
信度的计算也就是可以肯定和否定的两种可能性，正是现代逻辑学家

梦寐以求的代数逻辑”。但是，塔尔德不赞同这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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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塔尔德来说，测量主观层面的信念，无论是用代数逻辑，还是

用概率论的逻辑，都很难找到充足的数学理由。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５８）指

出，“对于数学家和功利主义者（指边沁）都一样，他们如何让我们一定

要或多或少地相信或渴望什么东西，或者说他们说服我们在现有的相

信、欲望的基础上有所增减，那都是很难找到充足理由的”，因为“信念

的增加既可以比平行的数学概率的增加快，也可以慢一些”。不过，正

如塔尔德所言，“一种理论只能够解释一半的事实时，人们差不多就认

为它已经证明 了”。所 以，就 在 这 些 数 学 家 和 心 理 学 家 停 住 脚 步 的 地

方，塔尔德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塔尔德指出了这种方法论的困境：在解

释事实上存在的主观量上，概率计算是可以做贡献的，但是要从客观的

层面去测量主观量却遇到了这一测量前提的主观性限制。
所以，迪迪埃（Ｄｉｄｉｅｒ，２０１０：１５９）认为，尽管塔尔德批评库尔诺把

信念与信念的客观理由弄混淆了，但他却提出了类似库尔诺的问题：
“如果考虑以上论述，我们就看到，在概率计算中不存在客观的基础，但
是这样的计算可以用来说明事实上存在的主观量，然而这个主观量又

是不能计算的”。简单地说，如果要测量信念这个主观量，那么该如何

打通信念是可计量的障碍，同时又要给信念本身找到客观的基础，即如

何通过对主观量的概率计算推断出客观现实。换句话说，如何把心理

学家所测量的心理状态变成一种对世界状态的测量，不仅是塔尔德要

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具体的技术问题，更是塔尔德把他的研究定义为

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依据。
该问题的解决，迫使塔尔德（１８８０：１８０）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假

设：“为了与信念的总量等量，经常与由此产生的欲望的总量等量，并在

其新形态下又不失任何心理量，可以作为物理的动力……为了使保存

这些内在力量可理解……我有必要假设它们是些单子（ｍｏｎａｄｅｓ）”。
在塔尔德（Ｔａｒｄｅ，２０１２：５、１６、１７）看 来，单 子 是 纯 粹 精 神 性 的，而

且在单子论中，感觉和运动都不过是信念和欲望这两种心灵状态所引

发的。所以，对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５９）而言，信念和欲望都是可以借此来计

算的：
计量内心属性最粗糙的办法（虽然像是最严密的方法），

就是用行为量来加以表达；每个手势、体态、肌肉力量的支出，
都会耗尽一个欲望或一个思想，一切行为又是可以还原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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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运动量的……虽然难以分析，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觉得，个人

信念和欲望的计量与舆论的计量或总体趋势的计量一样，是

强烈需求，那么大致的计量方法最终还是 可 以 设 计 出 来 的。
也就是说，信念和欲望不但可以测量，而且还可以以偶然性即客观

计量的方式来做概率计算。换句话说，这种客观计量又是有实质现实

效应的。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６２）指出，“只有通过信念和欲望，我们才既合

作又竞争”。信念和欲望的存在使社会得以可能。
由此可见，尽管从测量方法上看，塔尔德与凯特莱传统的统计学并

无实质差别，但从具体内容上看，塔尔德关注的不再是具有人口学特征

的凯特莱所关注的客观频率，而是具有主观变量性质的客观频率，即所

谓“主观”的“客观”概率。与此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塔尔德在测量心

理变量时，还对统计定律和涂尔干所批评的作为纯粹偶然性的发明或

发现做了分离。
在塔尔德看来，社会的基本构成始终由两项内容构成：能够产生重

要影响的偶然性的发明或发现的存在和这些发明、发现的传播过程。
也就是说，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３１）认为，由于“有些偶然事件具有不确定的

甚至是永恒的影响”，而这些偶然事件实际上是基于穆勒所说的“任意

原因的分类”，所以，塔尔德并未从涂尔干所认为的纯粹偶然性的角度

去理解这些偶然的发明或发现，而是从库尔诺所说的偶然是因为缺乏

对原因的了解（知识）的角度去理解，并认为这些偶然事件仍属于理性

范畴。不过，对于统计学而言，除了在统计学曲线上用偶然出现和停止

增长的时间表示外，其实对其是无能为力的（塔尔德，２００８：１０５、１３８）。
也就是说，尽管“统计学总是知道计量中的扩张的源头在哪里”，但就目

前而言，“发明仍然是统计学尚未涉足的禁区”（塔尔德，２００８：７７、９９）。
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同样是高斯分布，塔尔德何以要区别于

凯特莱，用累积分布函数，从时间的维度去解释整个模仿的扩散过程。
把偶然性与统计定律区别开来，塔尔德还有更实质的指涉。从另

一方面来看，时间维度要呈现的是社会的展开，而由于所有发明或发现

都会带出各自的社会展开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塔尔德要反对的

是达尔 文 和 斯 宾 塞 的“种”的 概 念 以 及 单 线 进 化 论（Ｄｉｄｉｅｒ，２０１０；

Ｔａｒｄｅ，２０１２），在统计解释上就是反对凯特莱均值人背后的整体论社会

观，而这两点都集中体现在了涂尔干的平均类型的概念上，尽管涂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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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对单线进化论。

五、道德统计学背后的社会观差异

塔尔德对于统计定律与偶然性的处理，显然与高尔顿和皮尔逊的

处理方式不同。１３比如，相对凯特莱来说，高尔顿更感兴趣的是“分布状

况和偏离平均值的情况”，也就是离中趋势，而不是平均值，因为高尔顿

试图解释的是，“新的杰出人物是从较不显赫的家庭中突现出来的，而

更多的平凡人 物 则 是 较 杰 出 父 母 的 后 代”（哈 金，２０１５：２６９）。也 就 是

说，无论是高尔顿还是皮尔逊，两人都试图从统计学内部继续确立统计

定律的有效性，或者说，寻求统计定律的自主性。

１３．高尔顿和皮尔逊对凯特莱的批评和修正，可以参见哈金（２０１５：２６３－２７５）的讨论。

１４．罐是指伯努利实验所用的罐，意思是说，概率获得的方式是从一个罐里抽取黑白球，还是

应该从多个罐里抽取黑白球。

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３１））曾不点名指出，“某些流派的社会学家应该思

考这样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他们建设社会学，寻求并描绘社会演化规

律；社会规律制约着社会变革，尽管各国人民相互借用，但这些规律在

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预定的相同的线路”。显然，塔尔德在给个体发明

或发现留有位置的同时，试图表明的是社会本身即存在多面向的演化

逻辑，而像涂尔干借助统计思维在社会种的基础上抽象出平均类型，并
试图把它变成判定社会演化状态正常与否的内在法则，在塔尔德看来，
仍存在受制于“相同的线路”的危险。由此可以看出，塔尔德与涂尔干

的分歧实质上仍是基于不同社会观的统计应用和解释上的分歧。简单

地 说，塔 尔 德 与 涂 尔 干 的 区 别 就 好 比 当 年 克 韦 贝 格 （Ｂａｒｏｎ　ｄｅ
Ｋｅｖｅｒｂｅｒｇ）给 凯 特 莱 提 的 问 题：究 竟 是 一 个 罐，还 是 多 个 罐 的 概 率

（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１９９８：８６－９１）。１４也 就 是 说，是 把 社 会 当 作 一 个 整 体，还

是当作由各种不同的社会聚合（ａｇｒéｇ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所构成。
不过，对于涂尔干来说，他仍然期望用统计定律的方式来解决这种

偶然性。比如，在谈到犯罪问题时，涂尔干认为犯罪有直接好处的一个

重要 理 由 是，“因 为 有 时 候，只 是 有 时 候，罪 犯 是 未 来 道 德 的 先 行 者”
（塔尔德，２００６ａ：２４５）。涂尔干用苏格拉底的例子来说明他要讲的这种

状况。也就是说，并未服从当下社会的内在规定性的偶然存在，也就是

反常个案，如果有价值也只是在未来或者过去有价值，而在当下社会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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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消除和修正的对象。所以，涂尔干仍试图用统计定律的正态分

布来解释偶然性的存在。除了这种解释之外，涂尔干也指出过“个人差

异则在数字中相互抵消”（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９０）。但对于各类现象而言，
统计定律要成立，各类现象要呈现出规则，仍然需要像凯特莱所描述的

像重力那样的道德力存在。１５哈金（２０１５：２６２）也指出过，涂尔干为了统

计定律的有效性，也设定了某种宇宙力的存在。
所以，无论涂尔干如何处理偶然性，只要他按照凯特莱的立场强调

集中趋势，强调均值的规范作用，他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凯特莱的理

论所带来的内在困难，即从内生性的角度确立统计定律的自主性。这

一点可以从涂尔干对平均类型的前后态度上看出来。在《分工论》第一

版序言中，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３：３４）明确提出过，要 借 鉴 平 均 数 的

办法来建立社会类 型，并 以 此 判 断 道 德 事 实 是 否 正 常，但 在《自 杀 论》
中，涂尔干却发现凯特莱的均值人是无法解释自杀的，换句话说，均值

人是不会自杀的（迪尔凯姆，２００５：３２４－３２５；亦参见叶启政，２００１：３５－
４１；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１９９８：９６－１０１）。所以，涂尔干试图用集体类型的概念

替换平均类型，并希望以此来克服凯特莱理论的内在矛盾。

１５．在《分工论》第一版序 言 中，涂 尔 干 也 用 了 重 力（ｇｒａｖｉｔｅｎｔ）这 个 词，详 参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３：

３４。但在第二版的时候，这部分内容被删除了。

１６．涂尔干“整体大于部分”的观点取自勒努维耶（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３：３２６），但正是布特鲁所提

出的被哈金（２０１５：２３２－２３３）称为突现主义的观点才解决了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

然而，即便涂尔干塑造出一个整体大于部分的集体类型，并借助自

杀潮流这一集体力来说明个体卷入自杀的原因，但这个受勒努维耶和

布特鲁（ｍｉｌｅ　Ｂｏｕｔｒｏｕｘ）影响而 来 的 被 哈 金 称 为 突 现 主 义 的 做 法，１６

并未解决塔尔德所提出的发生学问题。也就是说，按照塔尔德的看法，
统计学本身并不能确定生发（发明）问题，所以，无论是个体生发，还是

集体生发，都是统计学处理不了的。也许受此影响，涂尔干后来转向了

原 始 宗 教 研 究，并 试 图 借 助 共 通 （ｃｏｍｍｕｎ）和 生 发 行 动

（ｄｙｎａｍｏｇéｎｉｑｕｅ）两个概念，从根本上解决整体道德变迁问题（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７５ｂ：２３－５９）。
实际上，如果从道德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两人的区别，我们就不难理

解涂尔干何以不给个体这种偶然性留有位置了。涂尔干（２００６：１４４－
１５１）早在桑斯中学期间就发表演讲，论述过伟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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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塔尔德所抱怨的那样，涂尔干并未给伟人留有任何重要的位置。
塔尔德（２００５：８４）说，“伟人的作用显然使他们不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

要排除天才的作用”。在两人的社会意象里，社会秩序的产生一个源自

个体，另一个源自社会。所以，当塔尔德强调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ｉｔé）时，实质

上是要表明不同层面、不同类别的社会聚合的产生是因某个个体的发

明或发现不断被模仿和扩散的结果；而当涂尔干强调社会（ｓｏｃｉａｌ）时，
他是要表明随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密度和道德容量的增加，个体会服从

一种基于社会体的正常结构和结构之间关系的道德分布。所以，统计

曲线所要传达的不仅是两人社会观的差异，更是两人对当时整体社会

的意象。
因此，尽管涂尔干在塔尔德那里受到了库尔诺批评凯特莱的均值

人那样的嘲讽（Ｄｅｓｒｏｓｉèｒｅｓ，１９９８：９５；Ｔａｒｄｅ，１８９５：１５７），但他仍然坚持

了被塔尔德称为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立场（塔尔德，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１４），也就

是整体主义的立场。对涂尔干来说，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找和确定随

着整个社会结构变迁而产生的一套新道德体系。涂尔干对社会秩序的

思考，从一开始就与圣西门的生理学、与孔德的病理学紧密联系在一

起。圣西门从社会体的类比中找到了实业社会及其系统的做法对其影

响很大。在圣西门（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１９６５）看来，社会体也与动物的生命

体一样，内部器官（不 同 人 群）也 有 自 然 进 化 差 异，但 社 会 体 要 保 持 健

康，就必须使其按照生命阶段来调整不同群体的位置，以使该生命阶段

有相应的器官承担维持身体健康所需的功能，并保持其正常运转。所

以，社会体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社会结构是不一样的，而涂尔干考察

的重点就是确定与大工业社会相应的社会结构。
然而，涂尔干遇到的困难是，他需要有一个判定社会体是否与其生

命期相符的社会生理结构的标准。从涂尔干的理论体系中可以看到，
涂尔干这个判定标准是建立在孔德和凯特莱立场不一甚至对立的理论

基础上的。从整个思想史角度看，孔德完成了一项对当时尤其是对涂

尔干影响很大的工作，就是把布鲁塞原理由医学引入了社会领域（康吉

莱姆，２０１５：１８－３３；哈金，２０１５：２４３－２４７）。布鲁塞的核心观点是疾病

和健康状态本质上是同一的（康吉莱姆，２０１５：１４、１８）。这一看法改变

了涂尔干对犯罪和疾病的看法。涂尔干也认为，“疾病与健康并不是完

全对立的，它们是同一属中的两个变种”（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５９）。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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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理学中的正常状态１７与后来在凯特莱的高斯分布逐渐发展而来的

正规曲线相遇之时，涂尔干的社会病理学也形成了：正态分布成为判定

社会状态正常与否的标准。
所以，涂尔干的统计学始终与社会病理学相连。由此观之，塔尔德

所批评的平均类型，对于涂尔干就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平均类型是涂尔干像凯特莱求均值人那样，从属于同一社会种的具体

社会中抽象出来的普遍状态，尽管后来有修正，但对于此时的涂尔干来

说，它是作为判定属于该社会类型的具体社会体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准。
而另一个被塔尔德所批评的“犯罪是正常现象”的看法，自然也会被涂

尔干看做对社会体有增强健康的作用。１８因此，涂尔干不仅用统计学来

构建理论体系，还用统计曲线表征了社会的各项体征，而这种体征所反

映的是社会体的结构和功能是否正常。
这一点最为集中地表现在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上。简单说，无论

是他早期对自杀和生育率的研究，还是后来在《自杀论》中的讨论，涂尔

干认为，自杀率的上升无不表征了社会体的不正常状态，而这一状态反

映出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进入大工业时期后，整个社

会结构并未做出相应调整，维持社会健康状态的组织未能及时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社会结构中新出现的雇主和雇工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

结构关系并未确定，而能够确立两者关系的组织又未出现，因此，也就

没有相应的组 织 承 担 其 在 整 个 社 会 结 构 中 的 功 能。在 结 构 调 整 过 程

中，涂尔干认为自杀率的升高、个体层面的失范状态，都要有赖于社会

的重组，职业群体因而被赋予重任。涂尔干要讨论的是社会具体结构

之间的规范状态，而正态分布曲线正表达了这种表现在个体身上的稳

定的道德状态。１９

１７．按照哈金（２０１５：２３６－２３８）的说法，正常状态替代人性论成为１９世纪人们看待人和社会

的主流思维。而且，在法语中，正态（ｎｏｒｍａｌ）一词兼具了多重含义，尤其是兼有了是什么和应

当是什么的含义（哈金，２０１５：２３９－２４０）。事 实 上，ｎｏｒｍａｌ一 词 最 为 集 中 地 体 现 出 道 德 统 计

学、社会生理学和社会病理学，尤其是这里提到的涂尔干的规范科学的本质。

１８．涂尔干对犯罪的 态 度 前 后 有 变 化，具 体 参 见《社 会 分 工 论》（涂 尔 干，２０１７：３１３－３１４）和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８４）相关部分的讨论。

１９．此外，从两人对社 会 基 本 群 体 的 讨 论 也 能 看 出 其 理 论 的 分 野 之 处，具 体 参 见：塔 尔 德，

２００５：１０３－１１０；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９８－１０５。

相对涂尔干来说，从社会学角度重提单子论，塔尔德的目的自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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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突破个人与社会这对非此即彼的思考框架。换句话说，塔尔德试图

从新的角 度 来 应 对 和 理 解 急 剧 变 迁 的 现 代 社 会 的 秩 序 的 形 成。在

１８９３年发表的《单子论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塔尔德（Ｔａｒｄｅ，２０１２：５－
１５）反复问道：我们所认为的实体能被分得无限小，并从其最基本的元

素角度来理解吗？或者，是否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这些基本的元素又

是如何聚合（ａｇｒéｇａｔ）在一起的？经过一番考察，塔尔德（２００５：７３）明确

提出了他对秩序产生的看法：“我们读历史时常常会看到，复杂的因果

关系会不断产生难以预料的情况：秩序中诞生自由，节奏里诞生幻想，

画布上诞生装饰”。塔尔德试图把秩序的产生还原到无限小的变化，而
要完成从无限小到整个宏观群体的推论，就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单子而

不是个人的理论假设。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单子的假设使得人的心灵状态变得可测量，也

就是说，通过单子论，塔尔德试图用类似机械论的方式让社会的量———

信念和欲望———变得可测量和可分析。同样重要的是，由单子论塔尔

德还建立了普遍论的社会观。在塔尔德看来，单子世界起初并不是一

个有秩序的世界，单子之所以能够构成多样的世界，是因为其他单子重

复了某个单子的运动，单子世界存在一条普遍重复（ｒéｐéｔ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的法则。塔尔德从 三 个 不 同 角 度 解 释 了 单 子 世 界 的 秩 序 是 如 何 产 生

的。塔尔德认为，在物理、生物和社会世界分别存在三种不同的产生相

似的重复法则，即物理世界的振动、生物界的遗传和社会法则中的模

仿。由于普遍存在这样的重复法则，塔 尔 德（Ｔａｒｄｅ，２０１２：２８）据 此 提

出了“每样东西都是一个社会，每一现象都是一个社会事实”的社会观。
换句话说，只要存在普遍的重复，就会出现聚合现象，而不论它是否人

类社会。２０

２０．正是基于塔尔德的这个普遍论社会观，才促使拉图尔（Ｌａｔｏｕｒ，２００２）认为塔尔德终结了对

社会本体论的思考。

所以，当塔尔德把普遍重复提升到普遍原理的时候，他也进一步确

立了模仿对于社会聚合的重要性。在塔尔德看来，社会恰恰是由彼此

的相似性构成的，所谓的模仿就是在制造这种相似性。塔尔德（２００８：

７）在《模仿律》第二版序言中再次强调模仿的实质意涵：“我所谓的模仿

就是这种类似于心际之间的照相术，无论这个过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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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然而，对于单子来说，模仿并不只是重复和制

造相似性，社会聚合还向我们暗示模仿也在制造个体间关系。伽桑狄

（Ｋａｒｓｅｎｔｉ，２０１０：４４－４５）曾提醒我们说，塔尔德所说的模仿 强 调 的 是

个体间关系（ｉｎｔｒａ－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的 建 立 过 程。这 也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印

证了塔尔德要建立心际间心理学的重要意义。
不过，在论及个体间关系时，塔尔德又给出了不同于“社会即模仿”

的定义。塔尔德（Ｔａｒｄｅ，２０１２：５１）自问自答 道：“什 么 是 社 会 呢？”“从

我们的观点来看，社会可以被定义为所有个体间的以各种多样的形式

相互占有（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ｒéｃｉｐｒｏｑｕｅ）”。塔 尔 德 的 意 思 是 说，我 们 作 为 个

体，本质上不是 一 种 存 在 状 态（ｔｒｅ，Ｂｅ），而 是 一 种 持 有 状 态（Ａｖｏｉｒ，

Ｈａｖｅ）。由于存在状态在某种意义上 是 对 外 在 现 实 的 否 定，是 一 种 自

我状态，从我们自身并不能推导出与外在现实的关系，而比存在更为基

本的持有状态却能与外界不可分离（Ｔａｒｄｅ，２０１２：５１）。塔尔德的这一

说法，显然是在更细致地说明模仿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彼此的联系。
与此同时，塔尔德也在试图表明他不是秉持本体论的立场，而是从关系

性的角度理解和思考社会聚合及其秩序的构成。换句话说，塔尔德单

子论的思考方式也不同于个人主义立场。我们也因此理解了塔尔德何

以要赋予欲望和信念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欲望和信念是构成社会联

系的重要基础。塔 尔 德 借 用 笛 卡 尔 的 名 言 说：“我 渴 望，我 信 仰，故 我

有”（Ｊｅ　ｄéｓｉｒｅ，ｊｅ　ｃｒｏｉｓ，ｄｏｎｃ　ｊ’ａｉ）。
在此社会观的前提下，原本作为司法部刑事统计局的局长，最早从

社会因素角度开启法国犯罪学研究的塔尔德，在面对不断变革的社会

时，既看到了新旧信念和欲望之间的对立，又看到了人们要持有这些新

信念的欲望不断呈几何式增长，同时他也看到了此间出现的一系列道

德问题。与涂尔干一样，他也看到了个人主义这一新信念的影响。塔

尔德（２００５：２０７－２０８）指出，“一个文明社会到了这一步：它相信社会生

活基本上就是战斗，是过分激动的个人主义的自然聚合；而且它相信，
把这些矛盾的驱动力推向极端，把这种乱哄哄的局面推向四面八方，把
它尽量做大———就可以达到未来的伊甸园的境界；当这种失常的心态

胜利之后，犯罪、疯狂、生存斗争的利刃就成倍地增长，这有什么值得大

惊小怪的吗？”
塔尔德认为，无论是制度上的变革还是具体的发明，乃至各种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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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最 初 的 起 源 最 终 都 可 以 归 因 于 个 体 的 欲 望 和 信 念。塔 尔 德

（２００８：１０５）举例说，“即使在颓废和轻信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流行

病似的忏悔潮还是在不时之间爆发……人们的心灵深处涌动着同样的

信仰或理想时，不时之间就会爆发传染病似的模仿潮流”。这一解释同

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潮和时尚。塔尔德（Ｔａｒｄｅ，１９６９：１８０）认为，
现代社会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大城市取代贵族成为被模仿的中

心，另一个是极具相互占有特征的民主时代的到来。在塔尔德看来，“大
都市注定取代贵族，它们是民主时代的非人格贵族”，而“思想、需要、风
尚，伤风败俗的行为和极高尚的道德，也像贵族那样被模仿传播”。

所以，对于塔尔德来说，每一样传播开来的好的或不好的行为都无

法通过一种统一性的测量来确定，而只能加以区分对待。因此，他（塔

尔德，２００８：８１）给统计学规定了两项任务：一是“断定给定的时间和地

点里每一个发明固有的模仿力”，二是“显示在模仿发明的过程中产生

的或利或弊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了解和控制模仿”。由此可见，塔

尔德的统计曲线必定不仅是动态的，而且是追踪式的。

六、小结

若干年后，塔 尔 德 的 儿 子 阿 尔 弗 雷 德（Ａｌｆｒｅｄ　ｄｅ　Ｔａｒｄｅ）写 信 给

让·波朗（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ｈａｎ）时说：“你还记得在社会高等研究院那 场 涂 尔

干和我父亲之间的论战吗？辩论开始前，人们都能从他们的脸上、表情

和动作中感受到这两人之间的分歧了。我们都知道那真是一场颇为疯

狂的激辩啊。”（转引自Ｃａｎｄｅａ，２０１０：２７）２１

２１．这场论战的内容概要收录在特里·Ｎ．克拉克编的《传播与社会影响》（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一 书 中（Ｔａｒｄｅ，１９６９：１３６－１４０）。２００８年，在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Ｖｉａｎａ　Ｖａｒｇａｓ等人的努力下，根据两人 各 自 的 观 点 和 文 本 重 新 整 合 出 来 了 一 个 有 趣 的 版 本

（Ｖａｒｇａ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７６１－７７７），后 收 录 在 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Ｔａｒｄｅ：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一书中（Ｃａｎｄｅａ，ｅｄ．，２０１０：２７－４３）。

实际上，从道德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两人最终的目的并不像其理论

立场那样截然对立，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两人都试图理解变

迁中的社会，都试图努力刻画和勾勒现代社会的特征，都在借助统计学

的思想和方法来尝试描绘现代社会的图景。尽管涂尔干不赞同塔尔德

的模仿说，但他不得不承认塔尔德在用社会因素解释犯罪起因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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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并且，两人的最终目的也都有要处理和应对当时层出不穷的不

道德状态的重要面向。
然而，道德统计学只是两人社会理论中的一部分或只是一个面向，

而且，尽管在塔尔德看 来 社 会 学 离 不 开 统 计 学（Ｄｉｄｉｅｒ，２０１０：１６３），但

从对凯特莱和涂尔干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塔尔德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

道德统计学家。两人的道德统计学都深刻反映了各自的社会观。或者

说，塔尔德之所以不同于凯特莱和涂尔干的道德统计学立场，归根结底

是因为他对此传统有批评并做了自己的发展。涂尔干仍试图用社会体

的方式来审视和诊治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塔尔德却希望摆脱本体论

的视角，即从存在转变到持有，从单子论的视角来理解他认为涂尔干的

道德统计学把握不了的纷繁复杂的多面的处于不断变动中的社会。
在后来的学者看来，塔尔德在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论战中落败了，

甚至是全 方 位 的 落 败（Ｃｌａｒｋ，１９６９：１，７－１１；Ｋａｒｓｅｎｔｉ，２０１０：４４）。然

而，就像柏格森所说的，塔尔德“为我们开启了诸多视野”，德勒兹也把

塔尔德的哲学置于至高位置（Ａｌｌｉｅｚ，２００４：４９－５０）。我们今天重提塔

尔德与涂尔干之间的论战，当然不是要争论谁胜谁负，谁的理论更好，
更不是要寻找某一方的理论缺漏以捍卫自己的立场，而是要重新回到

两位思想家的论战过程，重新审视两人的社会理论，以增进我们对当下

社会的多维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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