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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彼得·布劳思考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生活是如何被组织成由人类交往构成的日益复杂
的结构的？布劳试图从社会交换的理论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即通过对人们之间交换关系的微观社会
学分析，为发展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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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版引言序各章主要内容导言第一章 社会交往的结构第二章 社会整合第三章 社会支持第四章 社会
交换第五章 权力的分化第六章 期望第七章 群体中变化和调整的动力学第八章 合法化和组织第九章 反
抗第十章 复杂结构中作为媒介的价值第十一章 亚结构的动力学第十二章 辩证的力量人名索引主题索
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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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章节摘录

　　社会期望如何改变人们对交换关系和权力结构中的经历的反应，我们在第六章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社会交换中，边际效用最终会下降，我们假定这个原理主要来源于，期望的实现对其进一步实现的
抑制效应，但是一般由期望的实现导致的期望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边际效用的下降。在群体互
动中确立的现行交换比率不同于公平的比率，后者依靠人们对投入的公平回报的规范性9期望。然而
，对群体和组织的责任感所产生的不流动性阻碍了许多个体实现职业及其他投入的公平回报。本章所
研究的期望标准，尤其是公平性规范，成为群体和社会中新的社会过程出现的基线。　　在第七章中
，将来自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原理（经过适当的改动）应用到工作群体中地位与建议的交换上，这使得
我们从该理论中推导出大量特定的假设成为可能。咨询建议的双方在一开始被设想为双边垄断，并指
出了交换渗透进更广阔的圈子的原因。我们规定了支配建议的供给和需求的弹性条件，并预测了在这
些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群体构成的变化对咨询数量和地位结构的影响。鉴于经验检验肯定会证明推导
出来的预测中有相当比例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些否定性的发现将为完善该理论提供一个基础，而如果
一个理论不能产生能够被经验证据否定的操作性假设，这样的完善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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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精彩短评

1、适合字典式阅读
2、社会交换理论。//20150908：啊，原来已经标注了啊，熊熊巨著，社交交换理论的开山鼻祖，改天
拜读⋯//20160214：典型学术书，难读。像“突生属性”这类莫名其妙的翻译名词，俯拾皆是。布局谋
篇亦是纯学术风格，完全不顾及可读性。弃了。礼物的流动，是同主题。
3、豆瓣居然没英文版的我懒得添加了。anyways....peter blau太他妈屌了我擦！！！最吊的社会学家我
读过的绝对是
4、人类社会还真无趣啊
5、内容一级棒，一环扣一环。但是翻译，百度翻译的？
6、
7、不错的理论视角，对于权威的解读很不错，但是感觉行文有点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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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章节试读

1、《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的笔记-第1页

        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支配着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过程来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结构。这里提
出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生活是怎样被组织成日益复杂的人与人交往的结构。
第一章社会吸引会导致交换的过程产生。非交互性交换导致权力的分化。在集体中使用权力，象正义
的社会规范所判断的那样，一方面促进社会赞同、合法化和组织的过程，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反抗的力
量、冲突、重组和变革的过程。
第二章这一章分析了对别人的吸引和为了证明自己有吸引力而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对于社会一体化的
作用，讨论了与一体化过程同时发生的分化过程的突生。有个论点说，大部分人都试图先给别人留下
深刻印象，然后又把他们的策略倒过来，以自我贬低的谦虚精神行事，以这样的方式在吸引着他们的
群体中赢得社会承认。
第三章讨论社会支持、赞同和吸引的两种成分，后者起着一个人普遍赞同的作用
第四章社会交换中有未加明确规定的义务，由双方都要求并由社会交换所促进的信任。鉴于无报答的
捐赠造成了社会地位分化，有报答的捐赠就在伙伴之间产生了社会纽带。
第五章权力不平衡来源于单方面交换。具有可供自己随意支配紧缺服务的个人或群体，在四种条件下
可以使用这些资源来支配他人的权力提出不可否定的要求。我们还使用同一个四重图示指出社会独立
性的条件，获得和维持权力的策略，权力冲突中的争端以及社会结构分析的基本问题。
第六章社会期望改变人们对于交换关系和权力结构中的经验的反应。在社会交换中，边际效用最终会
减少，我们假定这个原则主要来源于期望的实现对于进一步实现期望的抑制作用，但是期望的增加一
般来自期望的实现。
剩下的还没看完= =

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的笔记-第1页

        人类大部分的愉悦都根源于社会生活。人类的痛苦及幸福，其根源都在其他人的行动中。个人在
社会交往中获得的报酬往往会使其他个体付出一定的代价。个体们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为他们都会
从交往中获益。但他们不一定都获得同样的好处，他们也不一定同等地分担提供收益所需的成本。
人们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寻求的一种基本报酬是社会赞同。
在彼此的交往中，人类往往受到对获得各种类型的社会报酬之渴望的支配，由此发生的利益交换塑造
着社会关系的结构。

3、《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的笔记-第16页

        一、社会报酬的交换

人类的愉快根植于社会生活大部分人类的愉快的根都扎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我们是在思考爱情还是权
力，专业声誉还是社交友谊，家庭生活的舒适还是竞争性运动的挑战，个体所体验到的满足都是由其
他人的行动所决定的。独处时能够体验到的肉体愉快，比较而言在意义上就显得苍白无力。一顿丰盛
的晚餐固然令人愉快，但正是因为社交场合才使得它显得光彩夺目。事实上，如果某个人能照此从饮
食中得到较大的满足，那么，就一定存在着某种令他感伤的东西，因为这表明，他不是有过分的需要
，就是有过分的贪婪，乞丐说明前者，馋嘴说明后者，当然也有深刻的独处乐趣，如读一本好书，创
作一件艺术品，出版一本学术著作。然后，即使如此，它们的大部分意义也是从日后与他人的沟通和
共享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的许多痛苦以及人类的许多幸福，其根源都在其他人的行动中...个体之所以
相互交往，是因为他们都从他们的交往中得到了某些东西。但他们不一定所得相等，也不一定同等地
分担提供利益所需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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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报酬的两种形式：有些社会交往具有内在的报酬。朋友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了乐趣，不管在一起做什
么，如爬山，看一场足球赛，都会给他们带来乐趣。这种乐趣又由于交往本身具有的满足而得以增加
。个人也能从社会关系中得到特殊的利益，因为他们的伙伴故意去解决某些麻烦以便为他们提供这种
利益。一个不报答恩惠的人会被指责为忘恩负义的小人。这种指责本身表明，人们都期待着回报，它
作为一种社会惩罚，使个体不要忘记他们对别人的义务。“利他主义”无私面纱下的“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同时又导致“利他主义”

社会赞同有些人的意见我们十分重视，这些人的社会赞同对于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它的重要
性取决于它是否真实。
理论假设个体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追求社会报酬，这是一条原则。在此作出的唯一假设是：人类在各
种可供选择的潜在伙伴或行动路线中进行选择，具体方法是，按照一种偏好等级去评价自己对其中每
一个人或行动的体验或预期的体验，然后从中选出最好的。

二、社会交往的基本过程支配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社会过程，其根源在于原始的心理过程，如作
为个体间吸引的感情及获得各种报酬的欲望之基础的过程。这些心理倾向相对于研究主题是原始的，
被看成为已知的，我们更关心由它们产生的社会力量。

社会吸引社会吸引是一种诱导力量，它使人们主动地建立社会交往，一旦形成了交往，社会吸引又会
使人们去扩大交往的范围。个体的心理需要和素质决定着哪些报酬能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这也决定
了他们将受谁的吸引。不管特定动机是什么，在以下两种期望之间都有一种重要的区别。前一种期望
是，交往将是一种内在报酬性的经验；后一种期望是，交往将提供外在的利益。一个受他人吸引的人
，对于证明自己对他们也有吸引力很感兴趣，因为，他与他们交往并从交往中获得他所期望的利益的
能力，取决于他们是否发现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伙伴，因而愿意与他互动。为了唤起这种期待，一个
人就要设法给别人留下印象。在结识和群体形成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试图给别人留下印象。给人以
深刻印象的品质使一个人变得很有吸引力，并且预示着与此人交往将会得到报酬。相互吸引促使人们
去建立一种交往。他们在其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互相提供的报酬将维持他们的相互吸引和继续交往。（
除非是他们的期望破灭了）社会吸引将导致社会交换过程。

与平等的相互报酬相互回报相反，另一种情况比如
A需要B的帮助，但是A没有任何可以回报B的东西。此时A有几种选择方案
第一，A强迫B帮助他
第二，A找另外一个帮助来源，比如C
第三，A试着适应没有B的帮助的生活
如果A不选择这三种方案，那么他可以使自己服从于B，按照B的意愿行事，用献给B加于自身的权力去
报答B，以此种权力作为使B为他提供他所必须的帮助的诱因。在内在吸引中，B继续与A交往就是一种
帮助。

交换过程引起权力分化一个人如果支配着别人所需要的服务，并且与别人支配的任何服务无关，那么
他就能够根据这些人的服从情况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获得对他们的权力。一个人，如果别人
在极其重要的利益上依赖于某人，那么这个人就有了坚持他的要求的权力。在他们因服从他的权力所
得到的利益方面，他可能对他们提出某些他们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可能缺乏这种约
束力，提出了某些对他们说来显得过分的要求，从而使他们产生受剥削感。集体赞同某种权力可使该
权力合法化。如果人们认为，在一位上级行使权力时，他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在价值上超过了他们因服
从他的要求而给他们带来的困苦，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交流他们对统治者的赞同以及他们要对他尽义
务的感情。这样相互交流看法便形成了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表现成群体压力，又促使人们服从统
治者的指令，从而加强了他的控制权力，使他的权威合法化。而对权力的集体不赞同会引起反抗。
简言之，权力的分化引起两种力量：一种是合法化的过程，有助于把努力方向一致的个体和群体组织

Page 7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起来，另一种是抵销性的力量，它们否认现存权力的合法性，促进反抗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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