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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赫伯特·斯宾塞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西方早期的社会学家，与孔德同是社会实证主义的开创

者。他的社会学理论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把社会理解为有机体，二是社会进化思想，运用了生物学类比
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这两大理论。文章主要是对其本人的社会进化思想做一个述评，他的进化论思想

存在两面性，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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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rbert Spencer is a British philosopher and sociologist, and also an early Western sociologist. He 
is the founder of social positivism together with Comte. His sociological theory includes two major 
contents, one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s an organism, and the other is the thought of social 
evolution. He uses the method of biological analogy to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 these two theories.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a comment on his own thought of social evolution, his evolutionary 
thought has two sides, both progressive, but also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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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物简介 

赫伯特·斯宾塞于 1820 年出生英国德比城(Derby)，斯宾塞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西方早期

的社会学家。斯宾塞和孔德一样，主张社会学同自然科学的性质和方法是相通的，都认为对社会现象需

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因此，他和孔德、迪尔凯姆等人共同开创了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路线。 
斯宾塞本人一生的著作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的研究内容如：规范、形而上学、宗教、政

治、生物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斯宾塞是英国哲学家先驱，他的社会进化论思

想是先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也是深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启发，此后于 1859 年

《物种起源》问世，而早在 1852 年，斯宾塞在《进化的假说》中就对社会进化思想有了论述，标志着社

会进化论思想在此处问世，在文中，斯宾塞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并提出了社会单线进化的思想[1]。
因此，从这里可以判断出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正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延伸。斯宾塞在 1950《社会静

力学》中，首次对人类社会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普遍的进化框架；1951 年发表《社会静态论》；1862
年，斯宾塞出版《第一项原则》，并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2. 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来源 

“进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evolvere”，它有多方面的意思，最本质的含义为展开、演化和发展等；

斯宾塞认为，进化是通过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从不确定、不连贯、同质，向确定、连贯、异质的变化[2]。
进化论本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在 1801 年，生物进化论是拉马克最先提出，在生物学的领域主要是指

生物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每一种学说或是思想的产生都和前辈人的有关

研究成就不无联系，并受其启发、引导。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产生也同样如此，受到前人进化论

思想的直接或是间接的影响。 

2.1. 拉马克学说 

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拉马克认为，社会上所存在的生物不是由神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古老的生物进

化、演变而来。这一论断的提出打破了西方神创世的观念，为思想解放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且认为，生

物都遵循着一个普遍的原则，即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对进化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详细的论述。环境的

变化是导致生物进化的外部原因，生物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要去适应环境的改变，而遗传和变异是生物进

化的内因，这两者在拉马克学说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故此，可以将其视为环境决定论的一派；生存是

引发生物进化的动力，不同的物种之间或是同类物种之间为了能够生存和繁衍下去，都会发生残酷的斗

争。拉马克的学说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斯宾塞本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优胜

劣汰，适者生存；生物进化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等思想)中可看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

密切联系。斯宾塞将进化论思想引入社会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拉马克学说的一个突破和发展，

更是对拉马克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扬的结果。 

2.2. 孔德的社会进化论 

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地对它加以考察。孔德始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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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社会有机体论，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大的整体，在这一个整体之中包含有其他各子系统，同时也强

调不同领域之间的个子系统也不是各自独立的，相互之间都是相互联系有机协调的。斯宾塞和孔德一样

坚持社会有机体论，但他将孔德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加以系统化，并且认为社会和生物有机体之间存在着

很多的相似地方，具体表现在生长过程、结构之间的进化、各功能之间的分化整合等方面。孔德和斯宾

塞都将实证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前提，对社会发展持进化论的观点，以一种自然秩序的眼光来看

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与等级制度。孔德的社会有机体论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因此，

马克思认为，孔德在政治上是帝国制度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3]，孔德在国

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强调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管控，斯宾塞也强强调需要国家的干预，但是不

是强制性的，而是顺其自然，遵循规律，优胜劣汰。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

想复杂不断发展的进化过程，可以看出和孔德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有着很大的联系。另外，斯宾塞提出了

与孔德一样的观点，对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社会这一整体和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组织机构相类似，

斯宾塞认为无论是生物的有机整体，还是社会整体，他们之间都是一个系统，并且各子系统和整体之间

都存有同样功能的组织系统；其次，斯宾塞还认为社会进化不存在断裂式的突变、飞跃式的转变现象，

他们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也即是顺其自然的进化、演变、发展。 

2.3. 达尔文的进化论 

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是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

论之后诞生的，二者之间有着较密切的联系。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二者相互

影响、相互借鉴，斯宾塞吸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来解释社会进化，并得到很好的运用。达尔文的生

物进化论是对拉马克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受到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从而提出生物进化

论学说。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主要的核心观点，所谓的自然选择也就是生物界的生存竞

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4]”的丛林法则，揭示了生物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

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另外，达尔文也认为生物进化过程中不存在突变的，飞跃式

的改变，当然除了杂交出现的基因突变现象——渐变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存有争议部分的内容)，在达

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中还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科学事实——共祖学说——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

——所有的生物都使用同一套遗传密码。 

2.4. 其它相关学说的影响 

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冯·贝尔，是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贝尔的著作主要有《论

哺乳动物和人卵的起源》(1827)和《动物的发育》(1828)等。贝尔晚年从事人类学研究。他的研究为物种

的变异和进化提供了证据。莱尔的著作《地质学原理》，又名《可以作为地质学例证的地球与它的生物

的近代变化》，其较为系统的论述有机界在自然选择、地理分布和移徙，以及在人工驯养、培植等条件

下所引起的变化[5]。斯宾塞也受到二人的启发并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推演出适者生存的进化理

论[3]。冯·贝尔对社会进化也进行过论述，较为有代表性的是，他认为，社会进化如同其他进化一样，

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分化向前发展的[6]。该社会进化论思想和斯宾塞在前期认为社会进化是单线性的思想

是有相异的地方，但也有相同之处。冯·贝尔所认为的曲线分化社会进化思想也是主张单线性，但这是

曲线式的向前发展，相对来说较为重视从横向来说明问题，而斯宾塞所主张的单线进化论思想则更多是

强调从历时角度阐述。 
1748 年，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文中将人类的进步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蒙昧阶

段(也叫做狩猎阶段)、野蛮阶段(也称作游牧阶段)和现代文明阶段[7]。1830 年至 1842 年，孔德在《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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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程》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理智发展三阶段论，即神学阶段、玄学阶段以及科学阶段，

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的是，虚构、抽象、实证。这些观念主要是伸张人性和自由和人性普同的假设，以及

地质学家赖尔的影响下，斯宾塞最终论述了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8]。 
综上所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只是受到进化论思想家的直接的影响，同时也

是受到其他学科或是其它相关学科的影响，总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就如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发

展过程一样——立体的演变过程。 

3.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内容 

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把社会理解为有机体，二是社会进化思想，运用了生物学

类比的方法，系统的阐述了这两大理论。他认为社会和生物的有机体有相类似地一面，但也存有不同之

处，相类似的原因是，社会和生物有机体一样，均为一个整体，因此在考察社会时要从整体的角度进行；

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社会和生物体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区别，因此，斯宾塞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下面将对斯宾塞本人社会进化论思想作进一步梳理。 
第一，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世间一切的事物都处于一个不断进

化、变动演化的过程，上至天体宇宙，下至微小生物均遵循这一规律，因此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

都是如此。他认为，进化是物体的集结，以及伴随着运动而出现的弥散；在这一过程中物体由不确定的、

分散的同质状态变为确定的、凝聚的抑制状态[9]。斯宾塞还认为从低级的社会生活向高级发展时，除了

经历一连串细小的连续改变，也没有其他路可走[10]，这里他强调的是社会化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飞

跃式、突变式或永久停顿式是不存在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个动态地过程——历史演进——从简单到复

杂、从低级到高级[4]。 
第二，斯宾塞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人都是社会化的动物，在

社会化的过程中就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竞争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动力，国家与国家之间、个人与

个人之间都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主要体现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不

断进化的过程，这一进化过程具体表现在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这样的进化路径，任何的生物群

体还是社会都是这样的逐步向前发展的。目前大多人还是比较赞同人是从猿演变过来的——人猿共祖学

说，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更是人类从低级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前提；再从社会领域来看，人类社

会文明发展历经由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转变，每一次的变革与发展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突破。斯

宾塞把对时间的实在性的信念和对任何可能的多样性存在的最终现实化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他就这样给

多样性的自由主义原则以形而上学的支撑，并据此认为一个分化和发展的社会比一个单一而静止的社会

更可取，这和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中的有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相呼应，也就是认为社

会是一个运动的不是静止不变的。 
第三，斯宾塞和孔德都将实证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前提，对社会发展持进化论的观点，以一

种自然秩序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与等级制度等。斯宾塞他本人就是在比较良好的社

会环境中成长的，它亲眼目睹了英国施行资本主义后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世界强国的，因此他个人是非常

赞同社会发展的方式应该是渐进的，自然的，而不是剧变的，革命的方式促使社会转变，孔德和他持相

似的观点，因此马克思曾指出孔德在政治上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方面是资本家统

治的代言人[11]。斯宾塞认为，社会、国家都应该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来淘汰

那些落后的民族和本国的弱者，以此来使得本民族、本国家得到进步，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一

元性进化论思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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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进步意义 

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揭示了社会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简单向复杂演变的规律。 
斯宾塞认为，社会的演变、进化、发展和生物进化是相同的，都遵循着由低级向高级、简单向复杂

演变的规律，也即社会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在过去宗教神学时候，西方较为普遍的

思想观念是，神是世间的创立者，主宰着一切，人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上帝安排，任何人都逃不出神的

掌控。自然科学的兴起打破这一禁锢已久的旧观念，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的问世，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思想

观念。斯宾塞吸收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以此来揭示了社会发展是由低级

向高级、简单向复杂的演变，发展的过程。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进化的进程，为人类社会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 
第二，运用了整体观去看待社会。 
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把社会理解为有机体，二是社会进化思想，运用了生物学

类比的方法，系统的阐述了这两大理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也即社会是一个整体。在这一整体之中，

不同部分之间相互协调，保证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因而斯宾塞认为应用整体的眼光去看社会，把社会

作为一个整体。这其实和大众所熟知的宏观层次看问题，微观层次着手解决问题无二样。但是斯宾塞所

认为的社会有其特殊的地方，斯宾塞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这一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更为相似，

二者都遵循着演变、进化、发展的渐变式过程。这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思想有相同的一面——社会是发

展的、联系的。可是也要辩证的认识到斯宾塞和马克思二人思想上所存在的本质的不同，斯宾塞是唯心

主义，马克思是唯物主义，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三，为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前文已论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二者之间的关联，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

诞生相较于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产生，在时间顺序上来说，前者晚于后者，但这并不是说二者之间存在

着从属关系，但二者之间确也存在这一些共性之处，他们之间地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二者都将社会视作一

个整体，并在此基础上来对其进行研究和考察。时间上的前后关系与思想上的彼此关联，使我们可以作

出这样一个结论，斯宾塞社会进化论为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斯宾塞提出了结构功能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结构由简单向复杂化的转变，部分与整体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部分

的功能在逐分化，尤其是自工业革命后，社会分工逐渐明细化，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组织、机构逐渐地

向单一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转变，而各部分之间为了实现整体的高效协调运转，相互之间的联系

逐渐变得更为紧密。现在对于这一现象则是非常的明显，也很普遍，如一架飞机的制造，在这一制造过

程中，可能涉及到全球有关飞机生产、加工的部门，可能德国精于发动机的制造，日本、美国善于图纸

设计，中国巧于机翼设计与安装，这样下来，一架飞机的完工就涉及到全球有关行业。这是斯宾塞结构

功能论的当代展现。当然，斯宾塞提出的结构功能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还为后来的结构功能主义的

诞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斯宾塞是结构功能论的鼻祖。 
他一生的著作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很多研究如：规范、宗教、政治、生物等方面的杰出贡

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5. 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局限性 

斯宾塞进化论思想就如上述所言，存在着很多的优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即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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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也客观的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具体表现有如下： 
第一，斯宾塞以其唯心主义哲学观和社会观为基础，围绕资本主义的发展赚取利润出发[13]。他认为

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构成社会的和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对社会的破坏。从他个人思想的

出发点和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与看法判断，斯宾塞个人是非常忠于资本主义这一制度，是极为赞同资本主

义固有的模式，压榨无产阶级来换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自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广大无产阶级为争取

自己的合法利益不断进行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如马克思对于孔德的评价一样，斯宾塞是资本家的

代言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均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过程中也包含着矛盾但认为进化基本上是平稳的、逐步的、自动的，他

强调进化只有量的得渐变，因而强烈的谴责革命，主张改良要人们等待社会长期的进化[3]。斯宾塞从小

生活在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必然会受其影响，因此在他本人的社会及进化论思想中也有体现，斯宾塞

本人推崇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并且主张对资本主义只可以

渐进的改良，不可采取突变的革命方式，因此可以说他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辩护者，西方早期改良派

的代表一点也不为过。同时，斯宾塞本人还有“民族中心主义”地偏向，以己之文化为坐标来评判、规

范异族人群的行为。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落后民族、群体、国家的发展目标，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

方式，抑或是文化都应以资本主国家的运行为准则。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西太平洋的

航海者》中写道：“就这最要紧的事情而言，养成能用他人的眼光去看他们的信仰和价值的习惯，比什

么都更能给我们以启迪。当今之世，偏见、恶意、报复、正分割着欧洲民族，……应该在理解其他人类

观念的基础上指引我们达到这种见识，慷慨和宽大”[14]。这是一种海南百川的胸怀，是对民族中心主义，

尤其是“文化沙文主义”的强烈反击。生存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没有优劣之分，文化的高低之别。 
第三，斯宾塞和孔德二人都将实证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前提，会发展持进化论的观点，对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与等级制度等现象则以一种自然秩序的眼光来看待。不难看出，直到目前为止，

西方国家在阶级分化和等级制度上面较为明显，贵族的后代无论怎样还是贵族，中国自古就有“王侯将

相宁有种乎”的社会思想，二者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等级制度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保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 
第四，斯宾塞对人类社会中的种族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存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优秀

个人和低能个人之分。进一步解释，劣等的、低能的种族与个体应当在竞争中被社会所淘汰，只有这样

才能留下优质种族引领社会发展。他既反对国家计划和社会福利，也反对社会革命，认为这些都是违反

自然规律的。斯宾塞在这方面的观念可以说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极度缺陷，更是一个坐在摇椅上的思想家。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动物界的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自然选择学说，他将达尔文

的自然选择学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混为一谈，熟不知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是对达尔文生物

进化论的误读和误用。人类社会应当是人人平等，种族之间部分优劣，人道主义的关怀不仅体现了人类

社会的发展，更体现了人类的进步。 
第五，斯宾塞试图综合各种科学的雄心壮志是无法重复的，因为他所欢迎并预见到的学科分化，已

经发展到他无法设想的地步了。他的社会学虽然促进了对社会的研究，但事实上已经被从他的时代发展

起来的社会人类学取代了。T.H.赫胥黎说斯宾塞关于悲剧的观点是“一个被事实枪毙了的推论”时，他是

想提醒人们，斯宾塞作品中的构造体系这一基本特征，引导他去寻找那些可以确证其理论的东西，而忽

略了或重新解释了那些与其理论相冲突的东西。尼采曾引用了斯宾塞的两句话:思维的必然性就是道德的

必然性，检验一句话真理性的最后试金石就是否定真理的不可理解性，并斥之为悬挂在现代疯人院门上

的匾额[15]。虽然过于尖刻，但不失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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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斯宾塞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西方早期的社会学家。他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拉马

克学说、孔德的社会进化论、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其他学科或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斯宾

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集大家之所成。  
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中，其社会学理论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把社会理解为有机体，二是社会

进化思想，运用了生物学类比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这两大理论。他认为社会和生物的有机体有相类似

的一面，但也存有不同，相类似的原因是，社会和生物有机体一样，均为一个整体，因此在考察社会时

要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社会和生物体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区别，因此斯宾塞将社会

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世间一切的事物都处于一个不断进化、变动演化的过

程等均为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内容。在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斯宾塞对进化的概念界定，进化是

通过不断地分化和整合，从不确定、不连贯、同质，向确定、连贯、异质的变化，在这个定义中，赋予

了进化一词方向性——世间事物的结构和功能是一个演化过程，该过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并

非强调是由低级向高级进步的含义，即“进化的未必是进步的，未进化的未必是落后的”[1]。 
在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体系中，基本的出发点和观念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进行的，这大概也是当时

能够受到英国上层人士追捧以及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

很多思想观点是较为进步的，也非常的新颖，富有创新性。例如他借用生物学思想来解释社会，后来对

英美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运用整体观去看社会以及提出结构功能论等思想无论是对西方国家

还是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有优点但也有不足，其思想适应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并持续影

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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