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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社会成员违背社会规范造成了越轨行为, 就面临着承受方式多样的社会制裁的可能。社会制裁可运用社

会力量对越轨个体施以一定的影响:对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施行惩处、矫治, 从而发挥促其悔悟的作用; 对未被标定

者产生一定的警戒、教育、彰显规范的作用,进而有效地预防越轨行为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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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要维系其存在, 都必须对各种反

社会行为或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制裁。社会制

裁有多种方式,包括法律制裁、道德制裁等等。社会

制裁不是为制裁而制裁,而是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

为了正确运用社会制裁,以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我们应当对社会制裁本身即社会制裁的含义、方式,

社会制裁的功能等加以研究。

一 社会制裁的不同方式

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存在,是社会秩序的基

本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 都有义务遵守基本的社

会规范。而一旦社会成员做出违背社会规范的行

为,即形成越轨, 就面临着承受社会制裁的可能。所

谓社会制裁,就是运用社会力量对做出越轨行为的

个体进行一定的处罚。预防越轨行为, 要诉诸个体

内在的自觉控制力量。但是,当个体由于不自觉而

做出了越轨行为之后, 就必须诉诸外在的社会控制

力量,使越轨者受到适当的惩处。如果不对已经发

生的越轨行为施以一定的处罚,无疑就会放纵越轨

行为, 越轨现象就可能愈演愈烈,社会秩序就可能逐

渐被破坏。

中国古代, 就有一些思想家充分认识到社会制

裁的重要性。通常,他们主张赏罚并举,要奖赏那些

合乎法度、遵守规范的行为, 要处罚那些越轨行为,

不能只赏不罚, 或只罚不赏。例如:  为善者赏, 为

不善者罚! ( ∀吕氏春秋# ),  赏随功, 罚随罪! ( ∀商君

书∃ 禁使# ) ,  赏罚不信, 则禁令不行 ! (∀韩非子∃ 外储

说左上# ),  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 ! ( ∀战国策

∃ 秦策#。

古代思想家们不仅主张要处罚越轨行为, 而且

强调这种处罚的及时性、准确性和严厉性。柳宗元

说:  罚务速而后有惩。! (柳宗元: ∀断刑论下 # )只有处

罚及时,才能收到惩恶的效果。南宋张孝祥称:  罚

不当罪, 则不如无罚。! (张孝祥: ∀缴驳成闵按劾部将

奏# )处罚如果不准确, 不与罪过相称,就成了滥罚,

而滥罚不如无罚。韩非子认为:  诛莫如重, 使民畏

之。!( ∀韩非子∃ 八经# ) ∀商君书∃修权#中说:  刑重

而必 !,则显然是突出强调处罚的严厉性。处罚没
有一定的严厉性,就不足以使行为越轨行为者收敛。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契

合于当代社会学中的制裁理论。社会学中的制裁理

论认为对于越轨的惩罚有三个方面:严厉性、确定性

和迅速性。随着惩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迅速性的

降低,越轨行为的程度将会提高。
[ 1 ]

在西方思想史上,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大概

是比较系统的制裁理论的最早提出者。边沁从功利

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制裁与人的苦乐感之间的关

系, 并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制裁方式。

在边沁看来, 驱使人们服从规范的力量就在于

服从和不服从同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

对规范的遵从同人们的苦乐感毫无关系,那么,规范

就失去其自身的维持力。

边沁根据苦与乐的不同来源,将制裁分为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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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 2 ]

第一种是所谓自然制裁,即产生于自然常轨中

的快乐与痛苦。人在生活当中必须与自然和外界事

物打交道,如果自然顺应了人的需要和要求,人得到

了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 那么, 他就会从中获得快

乐;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轻率不慎, 致使自

然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种由自然所加

的痛苦就是自然制裁。

第二种是所谓政治制裁,指的是政府和法律的

意志对个人的干预而造成的快乐和痛苦, 也就是通

常由政府的奖惩措施所导致的苦乐。比如一个人因

触犯刑法或触犯政府的有关规定而被判刑或罚款,

由此造成的痛苦就可看作是政治制裁的结果。

第三种是所谓道德制裁,就是通过周围的人的

言行对个人苦乐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些人不代表

政府或法律,所以这种制裁可称为大众制裁或舆论

制裁。关于这一制裁的表现,边沁将其表述为人们

对品行不端者的蔑视以及拒绝他们所要求的帮助。

第四种是所谓宗教制裁,是指上帝或教会对个

人行为的干预而造成的快乐与痛苦。一个人做了与

宗教教义格格不入的事情,他的宗教信仰告诉他,这

将使他丧失进入天国的门票,于是引起了他对来世

的恐惧和精神烦闷,这就是宗教惩罚的一种表现。

在边沁所提出的四种制裁方式中,只有后三种

属于社会制裁的范畴。自然制裁虽然也是一种惩

罚,但并不对维护社会规范起直接作用。实际上社

会制裁不限于边沁所指出的三种。例如, 地方上维

护习俗的专门机构对于有悖俗习行为的个体所施予

的处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制裁方式。

边沁的制裁理论以功利主义为基础, 而其功利

观点又被局限于对苦乐感的狭隘理解,因此,从整体

上看, 边沁的制裁理论是不科学的。但是,如果超越

边沁对于功利的狭隘理解,人们又不得不承认,社会

制裁本身确实与个体之功利的得失有着密切的关

系。社会制裁作为对越轨行为的惩处,一般而言,总

要在某种程度上剥夺越轨者通过越轨行为所已经取

得或将要取得的功利。稍为严厉一些的社会制裁,

甚至还可能剥夺越轨者与其越轨行为无关的某些功

利,以强化制裁的效果。如果社会制裁不包含任何

对于功利的剥夺,越轨者通过越轨行为得到的功利

没有受到丝毫触动, 则社会制裁就会在实际上形同

虚设。

根据惩罚的作用方面的不同, 又可以将社会制

裁划分为物质性制裁与精神性制裁这样两种方式。

物质性制裁主要表现为物质利益的剥夺, 精神

性制裁主要通过舆论谴责而使越轨个体感受到强大

的精神压力。道德制裁是典型的精神性制裁, 而法

律制裁主要是物质性制裁, 宗教制裁则既可能表现

为精神性制裁,又可能通过教会而实施物质性制裁。

物质性制裁与精神性制裁并不是截然分离、互

不相干的两种方式。通常, 二者相互影响并且可以

合并使用。物质性制裁与精神性制裁相比较, 前者

对个体行为作用的特点是直接、迅速、浅表化, 而后

者可能进入个体的内心,发挥长期、深远、深刻的作

用。精神性制裁还有一个优点, 它不必像很多物质

性制裁那样必须等已经出现越轨后果之后才能实

施, 它能运用逐渐增加的舆论压力制裁尚未造成后

果的越轨行为。

二 对被标定者:惩处、矫治、促动悔悟

社会学中的  标签理论! (或  标志论 ! )认为越
轨是被标定的,甚至把越轨看作是社会制裁的结果。

例如,贝克尔就曾这样说过:  越轨不是人们所从事

的某种活动的特质,而是其他人将准则及制裁施加

于%触犯者 &的结果。!
[ 3]
显然, 这样的看法颠倒了越

轨行为与社会制裁的关系。事实上, 不是社会制裁

引起了越轨行为,而是先有越轨行为,然后才有对越

轨行为的社会制裁。越轨行为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是

否被标定。不论标定与否, 只要某种行为与规范文

化的要求相悖逆, 就已经构成了实际的越轨行为。

但是,对于越轨行为的社会制裁, 又确实与标定与否

有关系。只有那些已被社会有关方面确认为越轨的

行为,才可能受到社会制裁。尚未被人们发现因而

处于未标定状态的越轨行为, 至少暂时还不会受到

直接的社会制裁。社会制裁的锋芒所指,只能是已

经显现的目标。若目标还未显现, 则不可能实施具

体的社会制裁。

对于已被标定的越轨行为,社会制裁既可以对

该行为主体的外部行为、又可以对其内在心理产生

一定的作用。

社会制裁具有外在强制性。及时、迅速实施的

社会制裁,可以有效地阻止个体正在进行的越轨行

为。这是社会制裁对于越轨行为的当下矫治。尽管

这种限于行为本身的当下矫治是不彻底的, 但却是

十分必要的。因为唯有通过这种及时的、迅速的行

为本身的强制改变,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越轨行

为所直接造成的社会危害。

社会制裁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阻止当下的越轨行

为, 除了因为它已对从事这种越轨行为的个体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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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下惩处之外,还由于它预示着追加额外惩处的

可能性,而这种可能追加的额外惩处的严重性又是

不定的。如果个体此时能够及时停止越轨,那么,所

可能受到的追加惩处就会比较轻微, 甚至可能因此

而被免去追加惩处。如果个体一意孤行, 把当下的

越轨行为继续进行下去,那么, 就可能会受到比较严

重的追加惩处。两相权衡, 越轨个体在受到社会制

裁的当下惩处后,往往可能更倾向于放弃正在进行

的越轨行为。

社会制裁所具有的外在强制性, 不仅使得越轨

个体改变其当下行为的外观,而且其影响可能会延

续到越轨个体的将来行为。由于受到惩处, 越轨个

体领略到社会制裁的巨大威慑力, 因此可能不再会

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越轨活动, 而是有所惧

怕,有所顾虑,从而使得其明目张胆的越轨行为有所

收敛。虽然越轨行为的收敛并不等于越轨行为的避

免和消失, 但有所收敛毕竟还是要好于肆无忌惮。

因为肆无忌惮进行的越轨行为,往往要比有所收敛

的越轨行为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更多的危害。

社会制裁对于越轨行为的外部矫治, 是通过影

响越轨者心理而实现的。透过行为改变的表层,可

以发现社会制裁对于越轨个体的心理矫治作用。

社会制裁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惩处形式。无论何

种惩处形式,总是对越轨个体的某种需要的限制和

剥夺。因此,惩处必然要引起越轨个体的厌恶、痛苦

和恐惧的内心体验。这样, 外在的惩处就转化为越

轨个体内在的心理压力。由于有了这种心理压力,

就使得社会制裁不局限于矫治越轨个体的外部行

为,而可能进一步起到心理矫治的作用。

由社会制裁所实施的外部惩处, 一开始往往会

引起越轨个体的否定情绪。但是, 由于外部惩处是

越轨个体的意志无法左右的,随着惩处的持续进行,

再配之以其它因素的影响, 就可能逐渐引起越轨个

体的心理变化。越轨个体由厌恶、反感惩处,可能逐

渐转变为默认和接受惩处, 逐渐产生一些不同于否

定情绪的肯定情绪。这样, 个体的越轨心理就可能

逐步得到矫治。

社会制裁对于越轨心理的矫治, 根据不同个体

的具体情况,会呈现出不同的难度。如果个体是初

次做出越轨行为,或是偶而为之, 那么, 个体的越轨

心理本身是不稳定的,是易动摇、易分化的。对于这

样的越轨心理,社会制裁的矫治作用比较明显而且

可能收效较快。如果个体长期从事越轨行为, 那么,

个体的越轨心理就可能在越轨行为的多次重复中得

到加强和巩固,甚至可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越轨动

力定型。对于这样的越轨心理, 社会制裁的矫治作

用就可能不太显著而且收效较慢。

越轨动力定型的形成, 使得个体与越轨行为相

关的神经活动具有了直接性和自动性,一旦某种条

件刺激物出现,条件反射就会接踵而至地显现出来。

由社会制裁施予越轨个体的惩处, 是不同于越轨刺

激的另一种条件刺激物。这种新的条件刺激物的存

在,给越轨心理加上了一个负向信息。借助于惩处

的强大刺激力,久而久之,还是可以限制和削弱越轨

个体对旧的动力定型与不良条件反射的继续强化。

而旧的动力定型与不良条件反射因得不到强化, 就

会逐渐被新的兴奋中心所抑制, 从而实现越轨心理

的矫治。

社会制裁对于越轨个体的外部作用, 要完全转

化为个体的内部作用,并促使个体由被动地受抑制

而达到对于越轨行为的主动拒斥, 还必须依赖于个

体对于自己的越轨行为的彻底悔悟。虽然社会制裁

的实施并不必然引起越轨个体的悔悟,但社会制裁

又确实为个体的悔悟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有了

这一外部条件,再加上其它外部因素的配合,以及调

动个体内部的某些心理因素, 就可能使越轨个体实

现彻底悔悟。

三 对未被标定者:警戒、教育、彰显规范

虽然社会制裁所实施的处罚直接由被标定的越

轨个体所承受,但是, 处罚的影响不限于被标定者,

还可能延及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在通常情况下,

社会制裁是公开进行的。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所受的

处罚,往往为社会上的其他个体所闻所见,这其中就

包括还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耳闻目睹被标定的越

轨个体所受到的处罚,往往可能促动未被标定的越

轨个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 这就

使得社会制裁也可能对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起到一

定的矫治作用。

对于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施予的社会制裁, 是

对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发出的警戒信息。虽然未被

标定的越轨个体没有受到惩处, 但因为看到他人受

到惩处而会有所戒惧, 不敢轻举妄动。在社会制裁

的威慑下,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担心自己将来也会

受到惩处,落得已被惩处的越轨个体的同样下场,故

可能不敢继续从事越轨活动。虽然他们只是不敢继

续越轨而没有达到内心的自愿放弃, 但此时社会制

裁也已实现了对其外在行为的一定矫治作用。

有些个体可能还未做出越轨行为, 但已具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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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越轨心理。这样的个体, 可能在感受到社会制裁

的警戒信息后改变已有的越轨心理, 从而避免越轨

行为的实际发生。尽管这种越轨心理的改变可能在

程度上微不足道,但还是可以认为针对他人的社会

制裁也对这样的个体起到了一定的矫治越轨心理的

作用。

无论是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行为矫治, 还是

暂时还没有表现为相应行为的越轨心理的矫治,都

须依赖于足够的社会制裁的警戒信息。如果社会制

裁在惩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时, 没有向外界发出

足够的警戒信息,那么,社会制裁的矫治作用就只能

被局限在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本人。所谓  惩一儆

百 !,就是指的通过惩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而实
现对于未被标定者的警戒。

社会制裁不仅能警戒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而

且能对之产生一定的教育作用。如果社会制裁仅仅

是一种警戒,那么,它对于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矫

治功能就仅仅限于消极的方面,即只是使得越轨个

体的行为有所收敛,心理上多了一层戒惧。但社会

制裁不限于警戒,它通过惩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

而可能使得未被标定的越轨者感受到规范的存在,

使其从规范不可违背的事实中认识到规范本身的重

要性和严肃性,由此可能促动其形成一定的规范意

识,或由比较低下的规范水平上升到比较浓厚的规

范意识。通过社会制裁惩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

为未被标定的越轨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教训。所谓

教训, 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是以反面形式出现

的教育。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能够吸取已经受到惩

处的越轨者的教训, 就从反面事例中受到了规范教

育。这样,他们就可能不再愿意从事越轨行为,而不

是仅仅表现为  不敢!。

有些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 虽然曾经做出过越

轨行为,但却并未自觉到行为的越轨性质,其原因就

在于这样的个体对于某些规范存在着模糊认识,即

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某些规范的存在。如果社会制裁

所惩处的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其行为所悖逆的正

是这样一些尚未为某些个体所明确意识到的规范,

那么,这样的社会制裁就具有彰现规范的作用。通

过社会制裁所实施的惩处, 使得曾经不明确的规范

得以明确,也就会使得个体认识到曾经不自觉的某

些行为的越轨性质。而这样的个体一旦认识到其行

为的越轨性,也就可能主动停止和纠正其越轨行为。

这也是社会制裁的矫治功能的体现。

社会制裁所传递的警戒信息,要首先为未被标

定的越轨个体所感觉,然后才能对他们产生矫治作

用。为了使越轨个体能够对警戒信息有所感觉, 警

戒信息本身必须在量上足够大。心理学认为, 能引

起感觉的事物属性的起码的最小量,叫做感觉阈限。

个体的感受性,就是对事物属性的感觉能力,它用感

觉阈限的大小来量度。凡是没有达到这个量的事物

属性均处于阈限以下, 不能引起感觉。根据心理学

的这种研究,如果对于已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惩处

所形成的警戒信息量没有达到足够大,以致不能为

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所感觉,那么,社会制裁对于未

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矫治功能就不能实现。

在某地实施的社会制裁, 其所形成的警戒信息

以该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警戒信息量, 则在扩

散过程中由中心向四周逐步递减, 最后终于变得十

分微弱而低于未被标定的越轨个体的感觉阈限。因

此, 在实施对于越轨个体的社会制裁时,必须充分利

用各种传媒,尽可能增加、扩大其影响,不断补充警

戒信息量在传播中的损耗, 以使远近不同的未被标

定的越轨个体都感受到社会制裁的威慑力。传媒利

用得越充分,社会制裁的声势越大,警戒信息就可能

传播得越远,也就越有可能使更多的未被标定的越

轨个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社会制裁的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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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 ing one s' rea l fee lings", advocated the sty le of " readab ility and f luency" and he ld that different literary

w riting has different taste, wh ichm eet the aesthetic ru le and have great reference va lue for current literary w riting

and research. XU Jun w as aw orshiper and practioner o fCh inese culture. XU Jun s' literary v iew s come from ancient

ch inese literary theo ries but he is quite commendable for his foresightwhenmak ing his choice from a broad array o 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Key words: XU Jun; " c ling ing to the ancien,t ignoring the presen t"; charm; " readab ility and fluency";

litera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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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O M o�ruo is one o f the advocato rs who put fo rw ard the M arx ist theory o f h istorical p lay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lation betw een h istorica l p lay and histo ry and rea lity, he advocates display ing the

histo ric reality by using the past to a llude the presen.t In the creation of histo rical play, he lays emphasison on

w riting the necessity o f h istory seek ing approx im ation when historica l truth cannot be go.t GUOM o�ruo pays much
attent ion to social tragedy, appea ls to g iv ing fu ll p lay to the educat ion funct ion o f tragedy, and ho lds that tragedy

can be w ritten even in the soc ialist period.

Key words: GUO M o�ruo; h istorical p lay; h istorica l rea lity; seeking approx imat ion w hen h istorica l truth

cannot be go ;t social tragedy

( 5) Social Sanctions and The ir Correction Function LU Y ao�hua,i CHEN Y an�lin(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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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a member of soc iety makes som e dev iant behav iour against socia l norms, he w ill bear a certa in

social sanction. By pun ish ing and remedying the captured dev iate ind iv idua ls, soc ial sanction compe ls them to

repent and admon ishes and educates the dev iate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captured. A s a resul,t the reoccurrence o f

imperm issible behav ior can be prev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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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umpt ion is a concept of individuality as w e ll as a very complex soc ial catego ry. An ind iv idua ls'

everyday consumption, in a sense, reflects a sort of social identity. The freedom o f consumpt ion is the fundamenta l

prerequisite for th is sort o f identity to be estab lished. Happiness is the purpose o f consumption, but the grow th in

consumpt ion can t' a lw ays promote people s' happ 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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