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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十年前，我们出版了《论方法》（2011）一书。初衷是在中国社会

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之上，对研究过程的诸多环节进行分析与讨论，试

图在偏重理论抽象的方法论与讲究技术细节的具体方法之间找到一

条“论方法”的路径。我们希望把研究方法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在以译介

式教科书为主导的方法领域，实践结合中国社会背景的、切身且反身的

方法学研究。过程展现、经验与教训、困惑与反思，都铺陈于笔端。不

敢说有多成功，至少作为作者我们是坦诚的。而以自身经历与具体案例

为根基的接地气与原创性，也是这本书吸引读者，尤其是学生们的主要

特点。

我们对于《论方法》的定位不是教科书。无意去“教”别人如何做调

查，而是想以自己的调查经历为例，打开方法与研究过程的“黑匣子”，
审视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那些细节，包括大时代的影响、多主体间的各类

互动、研究者的社会位置与主观偏好，以及研究中的诸多偶然。这在一

定程度上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唯有此，我们自信才能更好地触碰这个

复杂的经验世界，了解他人，并熟悉自己。

以上的整体认识与定位在十年之后依然成立。这也是我们在出版社

的推动之下，希望再版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十年里，无论是我们的

生活与工作，还是方法学的研究生态，都发生了不少变化。

2014年，第一作者潘绥铭退休，第二作者黄盈盈继续开展艾滋病、

性/别与身体领域的经验研究，也一直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本

科与硕士生开设定性研究方法的课程，对社会科学界有关方法的讨论保

持着近距离的观察，并且持续地撰写相关的论文。第三作者王东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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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老师，在所任职的首都师范大学给学生们开设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

的课程。而并没有出现在作者之列的王文卿，则在第二版的修订过程中

给我们提供了无私的建议。2017年，我们师门的十余位兄弟姐妹一起写

作，出版了《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这期间，还有很多

朋友（包括课上的学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督促我们

在第一版早已买不到了的情况下修订出版第二版的《论方法》。

2011年以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领域，有几个大的变化：

第一，大数据的兴起、网络调查（包括在网络上开展的定量调查，

也包括网络民族志）的盛行。以上变化突出体现在方法的应用方面，个

别文章有触及相关的方法讨论，包括围绕大数据和其所扩展的定量与定

性相关的争论。

第二，有关方法的培训类论坛显著增加，而且开始跨出学术界。学

术志教育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以及北京

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都有举办定量或定性的方法培训，且

不局限在社会学领域。而人类学的田野营、以学术论文写作后记与研究

思路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公众号进一步提高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在社会

上的可见度。一些主要从事实务工作的机构，如公司、社会组织等也开

始重视方法的培训与应用。

第三，相比于十年之前，定量与定性之争有过交锋，但并不算凸

显，综合方法的使用不断出现。就定性研究方法而言，尽管依然居于侧

位，但是其应用显著增加。这个变化不仅体现在发表的论文上，更突出

地出现在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之中。只不过，应用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

着质量的同步提升，大多数冠以“定性方法”的研究经不起深究。

与应用相比，方法的讨论则少得多。其中，有关口述史、扎根理

论、个案法、叙事与故事社会学、日常生活方法论等议题的相关文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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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有所增加。此外，跳出定性方法，对于“方法主义”的批判性分析，

对于本土性、机制与因果探究、现象学方法论（生活世界与意义探究

等）的辨析亦时有出现。《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习与探索》《妇

女研究论丛》《中国青年研究》《探索与争鸣》《新视野》等期刊组织

过与方法相关的专题讨论。

第四，译介在继续推进，且更加系统化。尤其是，重庆大学出版社

持续推出的“万卷方法”丛书、新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定性研究

方法系列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丛书的系列民族志作品

与所附方法介绍，都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亮点。

我们在修订第二版之时，并没有把近十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全都纳入

进来进行对话，也没有就一些新出现的重要议题（比如大数据、网上调

查与网络民族志）重新展开论述。第二版保留了第一版的主体部分与当

时写作时的对话语境，但是在相应部分做了一些更新与删改。主要修订

如下：

上篇“定量调查方法的本土论述”改动不大，主要把原来放在下篇里

的“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移到上篇中。此外，把一些标题改得更为恰

当，把一些文字加以精炼。这种仅有微调的情况是由于在最近的十年

间，在社会学的范畴内，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方法基本上是依然故我。

但是，在大众传媒中，各式各样的“网上调查”却日益甚嚣尘上，越来越

形成对公众认知的误导。可惜社会学界的批评与引导仍然暂付阙如。

中篇“定性调查的切身分析”有不少新发展。

第一是把原来的“社区考察”这一章发展为相互独立的两章：第十一

章“社区考察：研究情境中的‘人’”与第十二章“相处调查：研究生活中

的‘人’”。这两章分别强调了被调查者所处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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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增加了诸位作者升华的最新研究经验，提出了许多新的讨论

起点。诸如第十三章“深度访谈：‘深’在何处”第三节讨论的访谈中的“套
路”问题、第十四章“座谈会调查法”第二节揭示出的“求同法”与“求异

法”决定座谈会方法的不同性质、第十五章“现场记录与持续分析”第三

节论述的“分析备忘录”问题。

下篇“论方法的探讨”首先调整了原来章节的顺序。其次扩充了笔者

提出的“主体建构论”的论述。

此外，正文和参考文献部分还有些细微的改动。因为篇幅关系，对

第一版中有些内容做了删除。比如第一版中篇对于定性、质性、田野等

词语的界定并无太多新意，因此做了删除。再比如，有关扎根理论的介

绍，因为近年来已经有了不少专门的论述文章，原来的简要介绍已经丧

失了意义。几位作者在最近十年间也发表了若干“论方法”的文章，并没

有全部增加进来，但是后期会专门结集出版，以作为续篇。比如，黄盈

盈和潘绥铭（2013a）以艾滋病研究为例，对于跨学科主张的陷阱与前

景的批判性分析；黄盈盈以“小姐”研究中田野点的进入方式为例对

于“研究中介”不同性质的讨论（2016），对于定性研究“开放性”特点

（2019），对于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2018a，2018b），以及基

于“小姐”研究的过程分析对于“问题感”和“田野-情境-语境”棱镜下之

于“提问”的重要性的进一步论述（黄盈盈，2022）；等等。

本书第一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05JJD840013）的研究成果，再版亦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

究中心的支持。书中部分章节在相关的杂志上发表过，对于杂志社编审

的厚爱与宝贵建议我们在此一并感谢。

书稿难免有疏漏与不足之处，包括写作时的语境与能力的限制，我

们也将在研究与教学之路上继续“论方法”，也期待各路跨界读者们的批

评指正，并再次对给予反馈与支持的师友和学生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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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黄盈盈、王东

202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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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

本书基于三位作者的本土社会学调查经验，尤其是在性社会学领

域、围绕敏感问题与边缘人群的调查经验为主，兼顾与已有文献研究的

对话，系统但又有重点地介绍、分析、反思中国社会具体情境中的社会

调查若干问题，提出社会学研究领域“论方法”的重要性。

全书共分三篇。

上篇分析中国情境中的定量调查，挑选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细

致深入的探讨。侧重讨论社会学调查中元假设、相关假设的重要性，调

查情境的若干设计，对于定量调查本身的局限性的反思，在中国社会开

展定量调查的具体例子分析，等等。力求深入、前沿、创新。

中篇是定性调查的过程展现与反思，针对国内有关定性调查的论述

整体都比较缺乏，已有的定性方法文献主要局限在对国外质性研究的译

介上，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过程的具体展现和反思，本书侧重研究

过程和实例的具体展现、分析与反思。本部分内容尤其适合定性调查的

初学者。

下篇是有关社会学调查中若干方法论层次上的重点问题的深入论

述，突出社会学调查的互动性质与主体构建的视角，从方法论的角度论

述社会调查的研究伦理，并进一步探讨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选择与结

合问题。

本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

提出“论方法”的重要性

9



已有的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尚未在中国社会学界形成“方法学”的研

究氛围。这主要表现为至少四点局限性：

第一，主要停留在“译介”而不是“研究”层面，缺乏对于调查方法本

身的具体分析与反思，更缺乏从具体调查实践出发的总结与论述。

第二，往往仅仅讨论理论视角，或者是仅仅教条式地介绍已有的几

种方法，缺乏“个人的感受和经历”，缺乏本土性，也缺乏反思性。

第三，定量方法重统计技术，缺乏方法论层次的分析；定性方法研

究则重抽象理论，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方法，或者仍然局限在教科书的范

畴内，没有意识到调查方法也需要“论”。

第四，方法论与方法之间呈现割裂甚至是两张皮的状况。一方面，

对于方法论的论述往往既没有具体调查方法（尤其是实例）的支撑，也

不注重如何在实施中加以贯彻，往往呈现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具体

调查方法又往往只有陈述，没有论述，既不清楚其中贯彻了何种方法

论，也不清楚该方法对于方法论有什么意义，结果好比盲人摸象。

有鉴于此，本书的定位首先不在于创造新的方法，也不在于抽象地

谈论方法论，更不是翻译介绍外来的条条框框，而在于“论方法”。前

此，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涉及“论方法”的内容和意义（沃野，1997，
2005；风笑天，1999；杨善华、孙飞宇，2005），但是并没有提出这个

概念及其意义。

因此，本书希望基于中国的调查情境与实践经验，分析与论述社会

学调查的具体方法及其操作过程，以便揭示其方法论内涵与来源，并且

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改善现有的方法。

突出中国的情境与本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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