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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是我们课题组多年实践的一个总结。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这一实践的课题组

的同事和同学,感谢他们在田野调查的讨论与总结中闪现的思想的灵光,使本文的轮廓

日益清晰,内涵日益丰厚。因此,这是集体的创造,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 我还

要感谢张祥龙教授,他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1这里的文本首先是指被访人在接受访谈时的叙述,这样的口头叙述若被记录就会形成一个

书面文本。

摘  要:本文认为,现象学社会学对定性研究实践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由现

象学的内涵所规定而强调的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而这种积极的认知态度

一旦被贯彻, 就会给我们的研究乃至学生培养和训练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改

变。这样一种认知在研究实践中经由感知与洞察得以完成,从而获得对现象

的意义的相对深刻与准确的理解和解释, 由此也给出了现象学社会学将 /日

常生活0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原因:日常生活即是 /生活世界 0的中心,而由

社会行动者 (包括他们形成的主体间际 )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组成的生

活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意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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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探讨现象学社会学在作为意义探究的定性研究实践中的
意义, 即它对我们在研究现场所获得的对文本 1和场景的意义的理解

和解释所给予的理论层面和方法层面的指导性帮助。

一、若干理论前提

诺曼# K.邓津 (No rman K. Denzin)和伊冯娜# S. 林肯 ( Y vonna S.

L inco ln)曾对定性研究给出这样一个定义, /定性研究是一种将观察者

置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动。它由一系列解释性的、使世界可感

知的身体实践活动所构成。这些实践活动转换着世界。它们将世界转

变成一系列的陈述, 包括实地笔记、访问、谈话、照片、记录和自我的备

#162#



忘录。在这种程度上,定性研究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的、自然主

义的方式。这意味着定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

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现象。0 (邓津、林

肯, 2007: 4)

由此定义可知,大凡定性研究, 其实都无法离开对现象 (被赋予 )

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如果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来看定性研究,那

么就回到了 M.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社会行动是被行动

者赋予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理解行动者赋予

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 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

起。1这样,我们 (研究者 )和他人置身于其中的、被A. 舒茨称为 /至尊

现实0的日常生活 (世界 )所具有的种种意义,也可以被认为是由过去

和现在的行动者在主体间际的背景之下被赋予的。

1虽然后来 A.舒茨对 M.韦伯的说法有很多批评 (详见 Schutz, 1972) ,比如认为 M.韦伯没有

注意到文化客体制造者的意义与被制造客体的意义,意义在自我、他人那里的构成、修改, 自

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重要性等,但是从我们的经验研究的

实践看, M.韦伯对社会行动所蕴涵的意义作出的判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现象学社会学

传统的定性研究的实质的出发点。

进一步地,如果按照叶秀山 ( 1988: 138-139)对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思

想之继承的一个解释,海德格尔坚持了 /现象学的-意义 .不是普通逻辑

概念抽象的-内涵 . ,而是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显现 0 (转引自张祥龙等,

2002: 92)这样一个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并把它与 /存在论 0结合起来。

/ -存在 .、-有 .就是-让 . ( Lassen)事物 -呈现 .出来, 自己让自己呈现出

来。于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精髓的概念 -显现 .被保存了下来。0

这一论断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发, 作为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自我

呈现的意义的显现是一种 /存在 0, 是 /有 0, 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感知

它或者发现它。因此,只要我们去感知或者去发现,我们就能获得对这

样的意义的认知。具体到定性研究来说,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现

场听到的被访人的讲述、观察到的被访人的生活环境,以及我们和被访

人正在互动的访谈场景都是被被访人赋予意义的。或许也能说,这样

的意义是肯定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样的意义,那只是说我们

没有去感知或没有去发现。所以,按照这样的理路,现象学社会学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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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一开始就带入经验调查的现场的同时, 也倡导了一种积极的认知

态度, 也就是说它强调一种主动投入到田野研究的场景中去感受和认

知的精神。

二、感知:悬置、意义的辨析与区分、意义的逻辑

(一 ) 被访人的日常生活:感知的对象和研究的重心

A.赫勒 ( 1990: 3)曾将日常生活定义为, /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
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 0,并且强调 /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

社会之中0, /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的地位如何, 都有自

己的日常生活0。这是因为日常生活首先就是个体为保证自己生存而
进行的种种活动 (对个体来说从事这样的活动必然会有时间的耗费和

空间的转换 ) ,在这样的活动中,社会制度对个体的规范、限制与约束,

以及观念层面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得以展现。并且, 因为它与每个个

体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以生老病死为表现形态的生命过程相联系而

呈现出一种 /常态0,即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但是,在社会出现纵向

的分化形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之后,这些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不同位置

的社会集团会对自己面对的 /常态 0赋予不同的意涵, 他们的生、老、

病、死因此也获得了各自的意义。所以,日常生活是被打上社会的烙印

的,它被赋予的意涵因此也具有鲜明和浓重的社会性。

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有时间的耗费和空间的转换,因此,从

经验的层面上看,我们可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分成日常生活时间

和 /事件 0时间两个部分。 /事件 0时间是指当生活中出现各类对个体
及其从属的群体 (比如家庭 )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时,被访人及其

所属的群体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 它具有突

发性和不确定性,在总量上则可长可短;日常生活时间通常是指个体为

了生存和满足自己生理需要所耗费的时间, 它的特点是具有重复性与

稳定性,如做饭、吃饭、生产 (工作 )、交往和休息等。但是,日常生活时

间和 /事件0时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个体之所以能被动员起来是因

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具有了对自己从属的群体的认同, 看到了

自己的利益所在和在事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这样一种意识和对自己

与他人关系的了解显然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因此, 日常生活

之所以能成为我们考察个体活动 (行动 )的主要领域, 是因为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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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作为行动者的个体赋予了一种意义的 (比如虽然每天都要吃饭,

但是外面的饭局和家里全家人一起吃的家常饭就会具有不同的意

义 ) ,而且一个社会在没有发生战乱与灾害等波及全社会的重大事件

的时候,它所呈现的常态就是这样一种日常生活。

1 A.舒茨的学生那坦森 ( 1982)曾简明地将生活世界概括为 /包括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
的总和 0。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日常生活就成了现象学社会学家 A.舒茨的

/生活世界0 (那坦森, 1982: 159) 1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用 A. 舒茨的

话来说,它是生活世界的中心, 是 /至尊现实0 (转引自李猛, 1999, 20)。

他认为, 社会行动只能具有一种主观意义, 即行动者本人的主观意义

(但意义的产生除了主体外, 还需要主体在其中生存并与之互动的整

个社会文化环境 ) (参见霍桂恒, 1996: 337)。而生活世界则是人们在

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际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

体,和他人共同构成生活世界 )的文化世界。其特征是预先给定性,即

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A. 舒茨

对研究对象所作的 /现象学分析 0是指将研究对象视为 /现象 0并还原

成最初赋予意义的经验,只不过他所针对的不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

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 (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

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 )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力求从生活世

界及其内部出发阐明其意义结构 (杨善华、刘小京, 2000)。

由上所述可知,作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一员的被访人的日常生活

之所以会成为我们感受的对象和研究的重心, 是因为日常生活是他

(她 )生存的主要表征,并且这样的表征充满了社会学的意义。而上文

中 A. 舒茨对 /现象学分析 0的阐述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论

的基础,即我们要认识、把握并在理解基础上给出解释的是 /处于生活

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 (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

判反思的态度 )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0,而不是我们研究者的主观

意识, 所以一定不要用我们的主观意识来代替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

(二 ) 悬置

从认识和把握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这一点出发,胡塞尔所强调

的 /悬置 0就构成了感知的前提和必经的步骤。所谓悬置,在胡塞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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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简单地说,就是中止自然态度 1下的判断, /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
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0,并由此, /我排除了一切与自然世界相关的科

学 0 (胡塞尔, 1992, 97-98), 尽管它们依然有效, 但是在思考问题的时

候不再使用与之相关的任何命题、概念, 包括真理。只有经过悬置,才

有可能去讨论作为 /世界消除之剩余的绝对意识0 (同上, 133)。我们

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来对研究者自身的日常生活知识体系,以及社会

科学的体系、知识以至判断进行悬置,也就是暂时中止研究者原有的自

然态度以及科学态度的判断。悬置的意思是悬置我们自己 (研究者 )

原来持有的 /成见 0,即我们 (研究者 )以前所有的理论预设, 它包括我

们 (研究者 )对于某些东西的习惯性信仰,以及对传统的割裂个别与一

般的理论框架的悬置。当我们进入田野调查现场开始工作的时候,我

们应该在抛掉前述 /成见0的前提下,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被访人的各个

侧面 (包括外貌、衣着、神情和语言, 也包括访谈进行中的环境。如前

所述, 所有这些都是被访谈对象赋予了一定意义的 ) , 2打一个通俗的

比方, 就好像是用一张尽量素白的纸去 /印 0田野调查时的场景和被访
人的各个侧面,从而获得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

知和认识。当然,这样的感知和认识是要经由沟通性的理解才能得以

实现的 (杨善华、孙飞宇, 2005)。

1这种自然态度是每个人在其自身的日常生活中所具备的,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

其间,首先是将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 ( take it for gran ted)的存在;其次是

如上所说,将自己与他人的沟通视为理所当然。而按 A.舒茨的说法,这也就是人们对生活所

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

2对于研究者与被访人的互动过程中意义的理解的问题,孙飞宇在5论舒茨的 /主体间性 0理
论 6 (上 ) ( 5社会理论学报 6第 7卷第 2期, 2004年秋季卷 )中亦有深入的分析。

3 /感知0在胡塞尔认知现象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按胡塞尔的说法,感知是原本意

识,因为感知所统握的是感觉材料,即体现性的、自身展示性的内容。因此,作为直观行为的

感知与同样作为直观行为的想象相比,是最原本的,是一种 /当下行为 0 (呈现行为 ) ,而想象

是 /当下化行为 0 (再现行为 )。 (参见张祥龙, 2002 )

(三 ) 意义的辨析与区分

/悬置0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排除了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各种
成见和观念之后的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 3和

认识。应该说,它与研究者感受被访人、访谈内容和访谈现场这样的

/材料0是基本同步的。所以,悬置是感知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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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感知肯定会有一个结果, 即获得 /相关材料 0的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中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

是有意义的,但是未必都有社会学的意义。然而从我们研究的学科特

征来说,我们应该获得的是具有社会学的意义的素材。所以,意义的辨

析与区分就是在感知的同时, 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材料从所有的材料

中分离出来,并争取完成研究层面的提升 ) ) ) 争取由经验层面提升到

理论层面,作出一个经验层面上的生动和鲜活的理论概括。杨善华、孙

飞宇 ( 2005)在 5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6一文中曾提出三层次的文

本分析一说,认为在第二层次开始于对文本蕴涵的意义的价值的认识,

要做的就是发现被访人的叙述中的精彩之处和闪光点,同时也可以对

被访人做一个 /类 0意义上的认识 (被访人的个性中有哪些特征具有

/类0的意义或具有某种共性 )。我们还认为, 在这个时候, 研究者的社

会学视野开始显现,因为精彩点的发现和 /类0的特征的把握都是以某
种普遍性为前提的,而研究者只有具备一种社会学的全局观和理论意

识才能对这种普遍性有相对准确的把握。显然,这样一种分辨和区分

是在对材料的选择及对材料意义的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因此, 这一步

解决的是感知什么、如何感知, 以及对研究者的社会学素养的要求等问

题。而这样的感知,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 /本质直观0的一部分,是

本质直观的内在基础;所以说到底, 本质直观并不外在于原初感知 (不

是对于感知加以抽象、概括的结果 ) ,而只是通过观察目光的调整而改

变统握感知材料的方式罢了, 也就是从感觉直观的方式转变为概念直

观或范畴直观,发现更高层的关系结构。我们要选择的是具有社会学

意义的普遍性的材料, 而这样的普遍性显然是具有 /类本质 0的属性

的,但又是浸润在原初的感知场之中的。

(四 ) 意义的逻辑的把握

在访谈的现场,我们可以通过感知发现一种意义的一致性,即被访

人赋予自己访谈的内容与他的外貌、穿着打扮,以及他赋予自己的生活

环境的意义 (如果是在被访人家里进行访谈 )是一致的 (这就是 /意义

的逻辑 0 )。这是因为这样的意义赋予是与被访人的生命过程紧密相

连的, 在这样的生命过程中形成了被访人 (社会分层中 )的自我定位、

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的行为与个性特征。而

在访谈过程中,被访人的访谈内容和他的外貌神态和行为举止会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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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清楚地体现这一切, 以至到最后可以浓缩或突显为 /我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 0这样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类的判断。这时我们就获得了解读

被访人赋予其话语和行为意义的钥匙,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获得了探索

被访人内心世界并完成对被访人的理解和解释的可能。这样的意义逻

辑,也是加芬克尔所言的用于理解表达与行动的 /索引性 0 ( index ity)

(李猛, 1999: 57-58)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由此去追溯被访人在访谈中

未予明确言说的言外之意。这就为下文的洞察提供了一种可能。

三、洞察:感知的目标和结果

根据叶秀山对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思想之继承的一个解释,海德格

尔认为 /现象学的 -意义 .不是普通逻辑概念抽象的 -内涵 . , 而是直觉

性的事物本质的显现 0。因此, 作为感知的目标和结果的洞察, 就是在

直观式的感知中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这样的事物本质是 /显现0

在那里的,是只要你去感知就一定能认识它的。上面引用的海德格尔

的阐述的另一个意思是, 这样的本质就是事物自身所显现的意义 (参

见倪梁康, 1994: 81) ,所以就是这样的意义与事物 (现象 )一起同时呈

现在那里,等候着我们的感知和发现。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作为感知的目标和结果的洞察,它可以包括如

下几个部分。

1当然,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对意义的逻辑的感知与把握使我们获得了感知被访人言外之

意的一种索引性,这也有助于获得对被访人言外之意的洞察。

第一,对被访人言外之意的洞察。这构成了对被访人贯穿在访谈

中的主观意图的判断的一个重要环节。该讲的被访人没有讲, 该答的

被访人回避了,这都反映出被访人的意图和价值观,或者这件事情与被

访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有的时候被访人也会用曲笔,即非常含蓄

地表示他 (她 )对一件事情的态度,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可能涉

及他们的家庭关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部分, 或者是因为存在着感情方

面的伤痛。除此之外,对被访人在社会结构和社区利益格局中的位置

的了解也有助于这样的洞察。比如,当一个领取最低社会保障的城市

贫民自豪地称自己家里从不欠债的时候,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就是他的

人格尊严之所在。1当然, 这样的洞察仍然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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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它是经由直观式的感知获得的, 因为这是我们在访谈的现场听

取被访人讲述时得到的。一个训练有素的访谈者几乎可在被访人叙述

这一内容的同时感知被访人叙述背后的意义。

第二,对现象 /本质0的洞察。上文曾提及对田野调查现场意义的

逻辑的感知和把握,由对意义的逻辑的阐述可知,一旦我们实现了这样

的感知与把握, 其实已经完成了对现象本质的洞察。但是, 由对 /本

质 0的界定可知, 其实这种对 /本质 0的洞察最重要的是对现象所呈现

的意义的普遍性的洞察。而当进到这一步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提炼和

关系统握已经出现,只是这种提炼和关系统握更多的是一种 /意义 0的

/萃取0,而并非是逻辑推演的结果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 ) ,当然,

这样的 /萃取 0的背后一定会有社会学理论与视野的构成作用。比如,

当我们根据西部农村几户村民在生产与生活中的长期互助, 进而提出

/道德共同体 0这样的概念,来回应地形为山区与半山区的农村社区在

分田到户后出现的、差不多是一盘散沙的社区整合状态时,我们的问题

意识与社会学视野就得到了清楚的显现。此外,我们考察现象所呈现

的意义的普遍性,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在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这一点

上。因此,当我们发现苏南和浙东农村社区的老实本分、奉公守法的民

风,并以它来回应社区秩序的形成机制这样的问题时,其实我们是在跟

以往关于 /社会何以是可能的0的研究作理论对话,但是,诚如大家所

知道的, /社会何以是可能的0恰恰是社会学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1盲点的一个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熟视无睹,即对某种现象可能天天看见,但却没有想过这个

现象可能是不合理的,甚或是悖谬的。

第三,对现实社会生活与制度安排中 /盲点 0与悖论的洞察。1如本

文第二部分所述, A.舒茨认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 其基本特点就是

自然态度 (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 )

(转引自李猛, 1999)。它使人们认为生活世界是不言自明的现实, 这

些抱有自然态度的普通人都会想当然地接受它。其原因则是因为生活

世界具有预先给定性的特征, 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

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因此, 在每个个体开始社会化的时候, 他 (她 )

所要学习的有关社会的知识和规范都是已经存在的, 而且大量是常识

性的 (比如婚丧嫁娶的风俗 )。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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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个体会发现别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知识和规范, 他 (她 )若

不接受就会变成异类而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所排斥。但是,恰恰

因为这是未经反思的、想当然的 /自然态度 0, 这种态度以及隐藏在其

背后的价值观念就可能是片面的, 甚至是悖谬的。福柯 ( 1997: 3)曾揭

示 /自由 0的悖谬。他指出,某些自由对人同样具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

用,因为 /那些约定俗成的制约 0/并不写在法律条文里0, /而是隐含在

普遍的行为方式中0。福柯这段话可以这样来理解, 即当 /自由 0从价

值层面降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的时候, 其实就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

由,而自由的要义恰恰在于它是个人所具有的选择的权利。所以, 当我

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会将自由看作是一种绝对的价值,

从而只是在制约和自由之间去寻求一种平衡。而我们的制度安排,也

有很多是未经反思的 (尤其是像风俗这样的不成文的制度 ), 甚至有些

过去看似合理的制度, 因为形势和体制的改变, 也会失去它的合理性,

但是却仍被我们继承下来,成为制约我们前进的因素。当然也有可能

是另外一种情况,即我们想推行的制度因为脱离实际而出现悖谬。比

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就有一个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的悖论,即当

追求男女平等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要求 (就业 )机会平等的时候,会因

为男性和女性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她们又拒绝特殊照顾导致结果

的不平等,但是当她们要求结果平等的时候,也会因为上述原因而需要

社会作出某种政策倾斜来保证, 但这恰恰是追求无条件的男女平等的

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所反对的。1而有的时候, 人们也会在贯彻执行某项

制度的时候忽视了该制度的执行前提,从而将此变成一个盲点。比如

/村民自治0,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 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项推进农村的

基层民主,同时又可以在党的组织作用健全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用

它来履行政府机构的行政职能而又不增加自己的财政负担的好制度。

但是当研究揭示出村庄政治精英和能人的大量流失导致村落社会的解

体这一事实的时候,村民自治需要村庄政治精英与能人的参与这一前

提条件就会显现,同时也会使人们意识到这恰恰是村民自治这一制度

执行中的盲点。

1这一部分论述可参见杨善华的5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 ) ) ) 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初
探 6, 5江苏社会科学6 2007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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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托马斯 # A.施瓦特在 5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 解释主

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61一文中认为, 解释主义传统有以下几个共

同特征。第一,它们将人类行动视为有意义的; 第二,它们以对生活世

界的尊重和忠实的形式表明了一种伦理承诺; 第三, 从认识论的观点

看,它们共有着新康德主义强调人类主体性 (如意图 )对知识的贡献,

而同时又并未因此而牺牲知识的客观性这样一种偏好。2应该说,这确

实体现了现象学社会学的特征。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从现象学社会学

的理论根源现象学的层面来看的话,那么,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 现象

学社会学在强调了 /在社会世界中个人主体间性的沟通之中去重构行
动的客观意义的根源 0 ( Outhw a ite, 1975: 91)的同时,也必然会倡导一

种积极的认知态度。从我们的研究实践来看,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认

知态度使我们对材料的感受变得日益敏锐。

1托马斯# A# 施瓦特将 A.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归入解释主义的范围。

2此段施瓦特的引文载诺曼# K# 邓津和伊冯娜# S# 林肯主编的 5定性研究: 方法论基础 6
第 209页,风笑天等译, 2007年 1月,重庆大学出版社。

其次,虽然本文对感知和洞察作了区分, 但是在此笔者要申明的

是,根据解释主义的传统, 当理解被视为一种 /认识者 (作为主体的研

究者 )获取关于某一对象的知识 (人类行动的意义 )的智识过程 0 (同

上 )的时候, 那么在认知的层面, 其实我们是无法将感知和洞察明确分

开的, 因为感知和洞察就意味着理解的发生与解释的给出, 因此, 感知

到就意味着洞察的发生。

再者,这样的感知和洞察, 在实践过程中最后会表现为一种直觉,

或者说研究者对材料的一种即时反应。当研究者作出这样的反应时,

其实已经省略了感知与洞察发生的一系列中间过程, 而只是将材料的

意义 (本质 )以直观的形式显现在自己的脑中, 因此它类似于禅宗的

/顿悟0,有点 /直指本性0的意味。而这样的灵气也是认知现象学最引

人入胜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纯粹西方的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就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释道两家有了相通之处。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现

象学社会学的训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直觉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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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归根结底, 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对世界

或者对社会的终极认识或者终极理论。按其本意, 它提供的只是我们

认识胡塞尔与 A.舒茨都将其看作是研究的重心的生活世界的原则与

通路 (当然也可以包括我们研究与分析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某些方法

论与方法方面的启示 )。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社会学是开放的,就像

现象学是开放的一样。我们要完成的只是按照多姿多态的生活本身来

认识生活这样一项任务, 而这可以借用现象学的一句话来概括 ) ) ) 朝

向事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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