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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问题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以《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分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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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是罗伯特·帕特南对美国社会的一项重要考察，
是作者研究２０世纪后期美国公民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部鸿篇巨著。该著作反映出作者具有强烈的
问题意识，采用问题视角，层层推进：在问题导向部分，作者将客观呈现与主观建构相结合，指出２０
世纪后半期是美国公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逐渐流失的时期，以引发读者的种种猜想和思考；在

问题展现部分，围绕着“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变化的趋势”这一主题，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全方

位、多领域地验证了美国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在２０世纪晚期出现的衰减趋势；在问题探因部分，
采用自问自答、逐步归因的方式，揭示了美国社会资本衰减的可能性原因；在结果陈述部分，探讨了

公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的衰减趋势会导致的后果，指出美国社会中社会资本的衰减会导致其

功能的紊乱，同时选取一些具体案例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削弱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在路径探讨部

分，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首先建构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建立起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其次

使集体行动（如社区事务和社区参与）成为可能，然后推动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议程、实现社会变

迁。《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人们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借鉴：一是学术研

究必须要做到逻辑严密、实事求是，而不是堆积大量的数据、华丽的辞藻，一味地回避；二是拓展了

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美国社区衰落与复兴问题的框架与方法，更为重要的

是，指引我们深入思考其身处之地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参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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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是美国
学者罗伯特·帕特南继对意大利民主进行研究之后

对美国民主社会的一项重要考察，作者在书中承继

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问题意识和传

统，是帕特南在经过多年持续研究、广泛搜集散布于

美国社会的各种数据和案例的基础上，经独具匠心

地梳理而形成的研究２０世纪后期美国公民社会发

展变化的一部鸿篇巨著。该书对一个社会资本逐渐

式微的民主国家进行了独特的社会学解读，其伟大

之处不在于宏观庞大的理论建构或提炼，而在于大

量实证资料的积累与筛选。《独自打保龄：美国社

区的衰落与复兴》为公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的

发展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于层层推进之中找出

“元凶”。诚然，该著作并没有穷尽美国社区衰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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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本对美国社会资本式

微叙述的杠鼎之作。正如保罗 －斯塔尔在《新共
和》一书中所言，此后如果任何人要对这些问题进

行学术讨论，都必然要参阅帕特南的这本书，思考这

些议题。

“独自打保龄（ＢｏｗｉｎｇＡｌｏｎｅ）”语带双关，在作
者看来，其意是指２０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美国社会的
社区生活逐渐衰落、社会资本不断流失等造成的美

国公民社会的衰落、公众意识的式微。作者认为，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是复杂而不确定的，但其后果

是明确的，即美国公民社会参与的衰落、民主社会根

基的动摇。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帕特南搜集了大

量的数据，论证和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影

响程度（各种因素该为此现象负多大责任），指出美

国社会在当代所遭遇的挑战，并试图找到应对之策。

本文以罗伯特·帕特南的巨著《独自打保龄：美国

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样本，采用问题视角，从问题

导向、问题展现、问题探因、结果陈述、路径探讨等不

同方面，系统解析帕特南在该著作中的行文思路、内

在逻辑，以及该著作所体现的科学研究精神，以期为

人们理解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提供参考，为人们

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

　　一、问题导向：客观呈现与主观建构

相结合

　　与学术上的其他文章和著作一样，帕特南也是
在对美国社会的现实进行全方位和各个时段的比较

分析之后发现问题的：美国社会在２０世纪最后几十
年中社会资本不断流失。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宾夕法尼亚州的

格伦谷桥牌俱乐部是在何时、因为何种原因而解散

的，尽管在１９９０年的时候，这个社团仍有４０多个成
员会像５０多年前一样定期凑在一起打打牌。”［１］（Ｐ３）

作者开篇就通过援引这样的一系列社团的遭遇，指

出发生在美国社会的悄无声息的变化，即社会资本

的流失，而且这种现象已被公众所感知：“在１９９９年
的几项调查中，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人的公

民生活在最近几年里已经开始减少，他们童年时期

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要高过现在，整个美国社会关

注的是个人而不是社区。超过８０％的人说，社区应
该得到关注……”［１］（Ｐ１５）客观的现实，加之人们的主

观建构与认同，社会资本的流失在美国俨然已成为

“铁一样”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在２０世纪的前三分
之二，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美国人更加深入地参与

到社区生活里，不过就在几十年前，一股静悄悄的潮

流毫无预警地逆转了这个浪头。在没有收到任何通

知的情况下，我们在２０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渐渐疏离
了亲友和社区生活”［１］（Ｐ１７）。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它

确实是已然发生了。

在全书的导论部分，作者通过一系列事实的排

列和相关民意的调查，说明了美国公民参与状况与

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思考美国社会发生变化的

主题之下，指出２０世纪后半期是美国公民参与和社
会资本逐渐流失的时期，以引发读者的种种猜想和

思考。

　　二、问题展现：全方位、各领域

围绕着“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变化的趋势”这

一主题，帕特南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验证了美国的

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在 ２０世纪晚期出现的衰减
趋势。

社会参与的本质就是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因

此，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社会参与情况，就要考察这两

个方面的表现。在这一部分，帕特南首先分析了美

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的变迁

情况。就政治参与而言，在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

据之后得出结论：“罗珀民意测验所测量的每一种

社区参与形式的频率出现了显著下降，从最常见的

（在请愿书上签字）到最不常见的（竞选公职）。今

天，美国人玩任何一种公民游戏要比 ２０年前少得
多。”［１］（Ｐ３３）这是从罗珀政治与社会趋势调查

（１９７４—１９９４）发现的事实，即美国的政治参与出现
了明显的下滑。但是行文至此，我们还可以假设这

一下滑趋势可能只是美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的变化，

而不是由于某些因素而导致的趋势性的变化。帕特

南的分析打消了我们这方面的想法，他认为，一个社

会的变化是两个过程相结合的产物，即“超年龄群

变化”和“跨年龄群变化”的产物，前者可以很快发

生也可以很快地被颠覆，后者过程虽更为缓慢、微

妙，但一旦发生很难出现逆转。在他看来，美国社会

政治参与的下滑趋势正是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

结果。

从公民参与来看，法国著名政论思想家托克维

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指出，美国人不论

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

不在组织社团、参与组织。这与《社团百科全书》所

列举的数据相一致，美国非盈利性社团的数目在

１９６８—１９９７年间几乎翻了一番。非盈利性社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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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的主要平台与载体，从而我们似乎可以得

出结论：美国公民参与度在２０世纪后半期有了显著
的增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推翻美国

社会参与衰减的事实。但严谨的帕特南在深入分析

这些数据之后发现：“在２０世纪后几十年，美国自
愿社团的数目虽大约翻了三番，但平均会员数似乎

是原来的十分之一———社团数目是增多了，但大部

分社团却小了许多。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组织发展的繁
荣，体现为社团数而非基层参与的增加。”［１］（Ｐ４３）紧

接着帕特南以美国社会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社团———

美国退休者协会和家长教师协会为例，从个别组织

会员数和社区的实际参与度两个方面验证了美国公

民参与的衰减。

帕特南并没有就此得出结论，而是继续追踪美

国社会在宗教参与、工作联系、非正式的社会联系、

利他主义、志愿活动和慈善活动、社会信任等方面所

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通过历史与现状的比较，运用

大量的数据，印证了美国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在

２０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衰减。

　　三、问题探因：自问自答，逐步归因

接下来的主题是回答“为什么”，帕特南主要探

求并揭示了美国社会资本衰减的可能性原因。我们

认为，研究者此部分对数据的分析和说明可以看作

社会学研究中因果分析的范例，其方法论意义甚至

大过其理论解释意义。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经常

采用一种独特的、以自己向自己提问、在研究进展中

又不断替读者向自己的研究结论质疑，从而引发更

深入思考的叙述方式。

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研究假

设：社会参与的减少是否与具有一定社会特征的时

空变化有所关联，同时把“具有一定社会特征的时

空变化”这一变量化为一系列的指标，如忙绿和时

间的压力、经济难关、妇女加入劳动大军、居住地频

繁变动、郊区化及其扩展、电视、电子革命和其他科

技变革、经济结构和规模的变化、婚姻和家庭联系的

断裂、代际更替等。与此同时，作者提出了确定因果

关系的四项参考标准：一是相关性因素，即提出的这

一解释因素是否与因变量社会参与相互关联？二是

这一相关是虚假的吗？是否存在中间变量导致了这

一相关？三是所提出的解释因素是否发生了相应的

变化？四是所提出的解释因素是否有可能是公民参

与的结果而非原因？作者在这一部分就是按照这四

项参考标准逐步分析，以验证研究假设真假的。

比如，在考察“时间和金钱压力与社会资本的

关系”时，按常理来看，“最有可能导致我们推出社

区事务的嫌疑犯就是时时刻刻的忙碌”，即没有时

间、太忙了等。已有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解释，“认

为‘我总是觉得急匆匆’的人口比例从１９６０年代中
期到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激增了将近一半。在整个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部分时间都
工作得非常辛苦’，而且经常‘很晚都在加班’”。再

如，“ＤＤＢＮｅｅｄｈａｍ调查中，之前一年至少每月‘工
作到很晚’的那部分美国人从１９８５年的２９％稳步
攀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１］（Ｐ２１８）。因此，不论是人们
的习惯还是现实中的实际情况，都显示了人们的闲

暇时间越来越少，同时社区参与也在逐步下降。但

研究马上又从他人的角度向自己提出了存在偏误的

可能性：“首先，一个人拥有的闲暇时间的长短似乎

对于他是否参加公共活动影响甚微，这里存在因果

倒置的可能；其次，在那些感觉最不忙碌的人和感觉

最忙碌的人中，对公共活动的参与都出现了同样程

度的减少。”［２］（Ｐ２２１）这些质疑都是致命的。如果不对

这些可能性进行验证和排除，前面结论的可靠性和

说服力将大打折扣。而正是这样的一种从他人角度

提出质疑然后又不断证实或证伪质疑的过程，使研

究者将研究引向了深入，从而发现了虚假表象背后

的“元凶”。

否定了时间因素之后，种种线索似乎把“元凶”

引向了“金钱压力”。首先，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明显

是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５年间。“１９７５年初，在４０年
里最严重衰退的最低谷，仍有 ７４％的美国人认为
‘我们的家庭收入足以满足我们几乎所有的主要需

求’，但到了１９９９年，尽管经历了连续８年的增长，
这个指标却降到６１％”［１］（Ｐ２２２）。其次，在实际生活
中，人们将集中全力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对社会

参与势必也有所减少。“资金的焦虑不仅导致更少

人去看电影———这也许是囊中羞涩的自然结果———

也导致和朋友相处、打牌、家庭娱乐、去教堂、志愿服

务以及对政治的兴趣变小。”［１］（Ｐ２２３）但是，帕特南并

没有立即宣称其找到了“元凶”，而是自找麻烦似地

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挑战。首先，是对经济萧条期的

反驳：“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的减少似乎在１９７０年
代经济困难之前就开始了，并且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和
１９９０年代后的繁荣中，这种趋势没有任何逆
转。”［１］（Ｐ２２３）其次，在对不同阶层进行调查之后，他发

现社区参与的减少幅度对不同阶层的人而言没有差

异，即在不同的阶层中社区参与减少的幅度大体一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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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至此，帕特南得出阶段性的结论：时间和金钱压

力都只是次要的因素，其对社会资本的减少负很少

的责任。如果作者不进一步对这些质疑进行深入分

析和论证，他前面得出的结论就会马上失去意义。

也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自问自答，才增强了其研

究的深度和结论的说服力。

帕特南正是在这样逐步归因的过程中，分别实

现了对夫妻双职工家庭、流动性与扩张、科技与大众

传媒、代际更替等因素的剖析，完成了本部分对“为

什么”的条分缕析。正如风笑天所言：“在已经得出

的结论后面，又展开如此详细和复杂的分析过程

……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

站在读者和他人立场上、自己对自己质疑的方式，使

读者跟着研究者的思路，一步一步地走向令人信服

的结论。而那种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回避或忽视

对结论构成挑战的各种细节和疑问的做法，往往会

受到读者更多质疑。”［２］

　　四、结果陈述：问题引发的后果如何

帕特南在问题探因之后探讨了公民参与和社会

资本的衰减趋势会导致怎么样的后果，解决的是

“那会怎么样”的问题。他采取的行文路线是，先交

代社会资本的功能，进而指出美国社会中社会资本

的衰减导致其功能紊乱，同时选取社会的一些案例，

具体考察社会资本的削弱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在此部分和导言中，帕特南在整合前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功能给出了经典概括。

他认为，首先，社会资本能够让人们更加轻松地解决

生活上的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行

动的困境”；其次，社会资本是社区前进车轮的润滑

剂，在那些能使人们相互信任、社会成员可以重复互

动的地方，社会交往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再次，社会

资本拓宽了人们与命运息息相关的诸多途径的认

知；最后，社会资本还通过心理和生理的过程提高了

人们的生活质量。深入地思考一下便知，这些功能

对于社会参与、解决集体行动中“搭便车”问题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在美国的衰减必然会

导致一系列的困境和后果。囿于篇幅，帕特南在书

中只是列举了社会资本的衰减对于儿童福利和教

育、健康而有益的邻里关系、经济繁荣、健康和幸福，

以及民主社会的公民身份与政府绩效五个领域的影

响。比如，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坏事情

发生在好孩子身上；有利于建立安全有益的邻里关

系，减少犯罪发生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身

心的健康与幸福；有利于民主程度的提升和政府的

绩效与管理等。

　　五、路径探讨：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

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既然美国的

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存在过辉煌的时期，那么我们

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蛛丝马迹”。帕特

南正是在认真考察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镀金
时代和进步时代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社会

资本和公民参与的思考，针对美国公民社会的下滑

开出了“一剂良方”，开启了社会资本家的议程。

回溯历史后，帕特南发现，进步时代的政治运动

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强社会资本，这也是镀金时

代留给美国人最宝贵的财富。美国民众创造了一种

独特的改革方法，其改革议程为：“１９世纪最后３０
年，这些组织（如兄弟会和文化社团）主要关注成员

个人关心的事情，包括休闲和自助。在１９世纪最后
１０年里和２０世纪前１０年里，这些协会渐渐将他们
的注意力转移到社区问题上，最后转向政治改革。

早先的那种面向内部的创造社会网络的阶段，为后

面面向外部的政治改革阶段铺平了道路……社会资

本的投资对于政治改革来说，不是一个备选项，而是

前提。”［１］（Ｐ４６５－４６６）其遵循的路径大致如此，首先是微

观层面社会资本的建构，建立起人们彼此之间的信

任；其次，这种信任可以克服“搭便车”行为，使集体

行动（如社区事务和社区参与）成为可能；最后，推

动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议程，实现社会变迁。纵观

整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出发点和起点都是个体

层面的社会资本。因此，这将为我们的改革提供切

入点。本部分作者提出的七个方面的思考无一不是

沿着这一路径，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看似“微不

足道”的改革，最终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功用；看似

“毫无意义”，实则雷霆万钧。

可见，帕特南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做出的创造性

的思考，旨在激发更多学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而

探讨出更加系统的、更富有建设性和创造力的解决

方案。与其说这是结束，不如说这是作者复兴美国

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努力的开始。

　　六、结语

马克思曾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

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

辉的顶点。而这正是帕特南在其书中所体现的科学

研究精神和研究路向。首先，他在深入思考美国社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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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发生的变化之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主题；其

次，他围绕着这一主题，深入考察了主题在各个方面

的表现；再次，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逐步归因、

自问自答等方式向读者展现了其探究的具体过程；

最后，他就问题引发的后果，提出了自己独特的

思考。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社会

科学研究提供的方法论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科学研究必须要做到逻辑严密，实事求是，而不是推

积大量的数据、华丽的辞藻和一味地回避。帕特南

的论证过程和成书过程时刻昭示着逻辑性、严密性，

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是我们读过此书之后

最大的收获。二是拓展了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不

但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美国社区衰落与复兴问题的框

架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指引我们深入思考其身处

之地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参与问题。

帕特南其书论证之严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

国社会调查数据之充足。在该书中作者先后用到了

ＤＤＢＮｅｅｄｈａｍ生活方式调查数据、定时日志研究数
据、罗珀社会与政治趋势分析数据、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以及一些调查公司的数据等，数据之充足，可获

取数据之多、之广、之易，令人震撼。当然，某种程度

上这也正是其不足之处：其一，作者运用的这些数据

更多是第二手的，甚至是多手的，其数据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可能会存在问题；其二，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

对数据的处理略显随意，比如，在论证“时间与金钱

压力”与“公民参与减小”之间的关系时，作者经过

大量引证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这两个因素加起

来只能对不到十分之一的总体衰减作出解

释”［１］（Ｐ２３４）。这样的论述在书中曾多次出现，在某种

程度上彰显作者的无奈。这正如帕特南在１９９４年
回应托姆·罗康的批评时所说的话：“尽管这证明

不了什么，但我又必然要说明学者和公众的反应有

明显的差别。学者总是想知道我们不参与是不是真

的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如何，网络如何，等等。

但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话，他们总是对要做些什么

不加以评论。公众总是不关心它们是否是真的，因

为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这些都很真实，他们总是高

度关注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更

难解决。”［１］（Ｐ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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