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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中文摘要

超越「韋伯的困境」－韋伯「行動」概念的著作史考察

鄭志成

本研究所意涵的重要性與原創性為韋伯學中首次以著作史－即「考古學」與「系譜

學」模式，而非一般文獻中常見的「類型學」方式－處理做為「理解社會學」之分析單

位的「行動」概念，企圖以韋伯的〈關於理解社會學的一些範疇〉（1913）與〈社會學

的基本概念〉（1920）兩篇文章為分析座標，並審閱韋伯所有已出版發行之著作、書信，

乃至於所遺留之著作原稿中關於「行動」概念的使用脈絡與類型，對韋伯行動概念之發

展與演變透過著作史（Werkgeschichte）進行「行動」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考

察，追溯並考察「行動」概念的發生、應用、發展。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尋找韋伯著作

中「行動」與「結構」之內在關聯，以期消解「韋伯的困境」。

根據暫時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韋伯在〈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將〈關於理解社會

學的一些範疇〉文中所提出的「共同體行動」轉化為「社會行動」與「社會關係」。一

分面，藉此可以具體回答韋伯社會學中「行動」與「結構」的兩難困境；另一分面，韋

伯同時並移轉了行動類型的判準，由以「秩序」轉變為「合理性」，並藉此將「合理性」

概念鑲嵌到社會學的分析單位──社會行動之中。

【關鍵字】行動、社會行動、秩序、結構、理解社會學



II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英文摘要

Beyond the dilemma Max Weber’s －
A“historical-textual”approach to the action-concept Max Weber’s

Abstract

Chih-Cheng Jeng

The importance and originality of this project lie on the “archae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approach, instead of the typological approach as usual, the action-concept as

an analytic unit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o handle. This research will compare Max Weber’s

two texts about the action-concepts, namely the one “Some Categories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1913) and the other “Basic Concepts in Sociology”(1920), in order that this

comparison can serve a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to find a place for the various

action-concepts, those Weber created and developed in different time. Therefore 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all of the published writings, letters, even manuscripts Max Weber’s, in

which the various action-concepts had been mentioned. In other words, this study is a

“historical-textual”approach to the action-concept in the work Max Weber’s. Its aim is to

find the inside connection between action and structure, so that the “dilemma Max Weber’s”

can be resolved in his work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research of this project, it can be claimed that the concept

“Gemeischaftshandeln”is changed by Weber into “social action”and “social relationship”.

On the one hand this turn of the concepts can concretely overcome the “dilemma Max

Weber’s”–namely, the split in the works Weber’s as the dichotomy of “action-Weber”and

“structure-Web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ber changes the criterion of the action-type

form the “order”- to the “rationality”-concept. In that way Weber embeds the “rationality”

into the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by his interpretive sociology.

【Keywords】 action, social action, order, structure,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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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內容

超越「韋伯的困境」－韋伯「行動」概念的著作史考察

鄭志成

壹、研究旨趣

本研究從比較韋伯兩篇具備理解社會學與行動社會學宣言的論文－即 1913 年發表

於 Logos 期刊之〈關於理解社會學的一些範疇〉（以下簡稱〈範疇〉）以及 1920 年為

《經濟與社會》所撰寫的第一章〈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以下簡稱〈基本概念〉）－，

探究韋伯行動概念的演變與發展，並直指長久以來韋伯學中的爭議，即「行動的韋伯」

與「結構的韋伯」所造成之困境；並企圖為社會學史中的微觀的「行動」與宏觀的「結

構」之二元對立提出一紓解的可能性。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及詮釋為主軸，並借用 Michel Foucault 所提示的「考古學」與「系

譜學」，試圖就韋伯在不同文本的論述中，行動概念的「靜態」的意涵指涉與「動態」

的意涵演變。另就計劃主持人過去經歷之便，至《韋伯全集》的編輯中心德國巴伐利亞

學術院（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社會及經濟史委員會（Kommission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直接蒐集最新資料以及檢視韋伯手稿，進行文本必要

之比對、核驗工作。

參、研究計劃（暫時性）結論及成果

在系統性地分析了〈範疇〉（1913）及〈基本概念〉（1920）兩篇文章之後，本研

究對於韋伯的行動概念之發展與變遷勾勒如下。

1. 原〈範疇〉一文中的備受強調的「共同體行動」，在〈基本概念〉一文中轉化

為「社會行動」與「社會關係」。這個概念的轉化不僅僅單純是「概念術語」

的替代，同時意涵著「概念內容」與「概念構想」的修訂。韋伯藉由「社會行

動」此一概念發展出四個以「合理性」導向為判準的行動類型，亦即：目的理

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感情性行動、傳統性行動。

2. 而〈基本概念〉一文中「社會關係」的引入承繼了〈範疇〉一文中關於行動概

念類型的原始構想。也就是在「社會關係」此一概念下區分了「社會化」與「共

同體化」。這兩個概念同級對稱，與在〈範疇〉一文中「社會性行動」係從屬

於「共同體行動」之下完全不同。此外，在〈基本概念〉一文中「社會關係」

此一理念型已不再經由「秩序」原則加以確定，而是由「社會行動」中的四種

行動類型決定，也就是說，感情性行動與傳統性行動歸屬於「共同體化」，而

目的理性行動和價值理性行動成為「社會化」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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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於在〈範疇〉一文中與「社會行動」對等分立的「同意性行動」，在〈基本

概念〉一文中沒有賦予任何的理由而消失無蹤。

總之，韋伯在〈範疇〉及〈基本概念〉兩篇文章中，對於行動概念構思的發展與演

變，一方面提供了方法論上極具關鍵性地意義，將宏觀與微觀兩個面向加以連結；另一

方面，也將韋伯所倡議的瞭解社會學中突顯了以「合理性」做為行動判準的瞭解社會學。

上述結論可以圖示如下：

韋伯的行動概念之演變

〈範疇〉（1913） 〈基本概念〉（1920）

共同體行動

（區分判準：秩序）

社會行動

（區分判準：合理性）

社會關係

（區分判準：社會行動）

社會性行動 同意性行動 目的理性行動

價值理性行動
社會化

感情性行動

傳統性行動
共同體化

肆、研究計劃綜合評估

本研究計劃從「研究內容」與「赴德訪問及審視韋伯手稿」兩部分進行評估：

一、研究內容部分

研究計劃之具體實施過程與結果與原訂計畫目標大致相符，藉由韋伯行動概念在一

定程度上的釐清，豁朗了韋伯行動理論與合理性概念之間的關聯。除了獲得韋伯學說實

質內容的澄清之外，更能進一步地提供構思韋伯分期問題的基礎，亦即「前社會學的韋

伯」／「社會學的韋伯」、「秩序的韋伯」／「合理性的韋伯」。

此外，將本研究計劃將藉由彌合「行動的韋伯」與「結構的韋伯」，進一步地回答，

甚至「解決」社會學中行動與結構分立的古老問題。

關於本研究計劃之具體結果將以完整之論文發表於學術期刊。

二、赴德訪問及審視韋伯手稿部分

計劃主持人於 2005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5 日（共計九天）拜訪德國巴伐利亞學術院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社會及經濟史委員會（Kommission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瞭解《韋伯全集》編纂工作最新進展狀況，並檢視、蒐集、

訪談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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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檢視、蒐集、訪談之相關資料，預計可以完成三篇研究紀要及論文：

1. 《韋伯全集》主編之一 Prof. Dr. Wolfgang J. Mommsen 逝世一週年紀念文；

2. 《韋伯全集》的編纂進度及現況；

3. 本研究計劃主要論文。

上述第一項研究紀要已完成，並以〈學者的理念型－懷念 Wolfgang J. Mommsen
（1930. 11. 5–2004. 8. 11.）逝世一週年〉為題，刊登於《台灣社會學通訊》第五十五期

（2005 年 8 月），頁 35-47（附件「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