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　纪　寄　语

本刊编辑部

　　我们有幸沐浴 21世纪的第一道阳光 ,有幸目睹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和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的

万千气象。值此跨入新世纪之际 ,我们向本刊广大读者致以新世纪的美好祝福 !并以有限的

文字及眼光 ,尝试展望 21世纪中国社会学的前景 。

一 、社会学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的自觉意识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是在参与现代社会建构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因

此 ,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命题原本是社会学的初衷 。当孔德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

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时 ,他不仅是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学术意义 ,似乎也蕴含了其作为社会学

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着重关注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尽管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学科进程中 ,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下过许多不同的 、乃至相去甚

远的定义 ,也曾从各自的角度阐述过社会学所拥有的功能 ,但是 ,就总体而论 ,其核心内容一直

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探讨社会的结构及其整合问题;二是探讨社会变迁及其动力问题 。在

晚近的社会学发展潮流中 ,综合考虑这两大方面的倾向则变得越来越明显 。

启蒙运动为社会学确立了最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而工业革命则为之奠定了深厚

的社会基础。社会学体现的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的自觉意识 ,在学科知识体系中 ,往往以

“专题”形态展现其学术自觉能力。在冷战结束后及至 21世纪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

在这种背景下 ,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与时代主题相融合 ,并提炼为一种学科主题 ,对民族国家 ,对

国际社会的发展 ,以及对世界社会学知识的发展 ,都具有十分独特的重大意义。

二 、中国社会学是开放时代的产物 ,是变革时代的产物

1840年以后 ,国门被打开 ,力图富民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 ,将社会

学引入了中国。20世纪 70年代末 ,改革开放的国策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社会学家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重建社会学。

今天世界正走向全球化①,这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 ,是一个需要人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来面对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更加富于变化性格的时代 ,是一个需要人们在变化中应对一切的时

代。这个时代亦为中国提供了自 1840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极其有利的对外开放的良好环境 。

如果能够充分抓住机遇 ,中华民族就能够在迎接 21世纪挑战的过程中全面实现伟大的复兴 。

对此而言 ,社会学应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 ,社会学家必须承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在迎接 21世纪挑战的过程中 ,中国社会学需要探讨的重大课题至少有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 ,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全球化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尤其是在当今时代 ,人类的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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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尽管一种观点认为 ,全球化的起点是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 ,但实际上全球
化是从 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确立并向世界各地扩张后才开始的。 到 20世纪晚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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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彼此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当历史迈进 20世纪 60年代以后 ,由于跨

国主体及其活动的增加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 ,加上个人和团体力量的增强 ,削

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因此 ,如何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使本国得到协调有序的发展 ,同

时又避免它的消极影响 ,是社会学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

现代化也是全球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表现为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这一过程在现代化

早发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晚发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形成了极不平等的发展条件和状况。中国

在现代化过程中 ,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国力 ,抓住当前国际环境的有利时机加速发展 ,同时又

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曾经走过的弯路 ,则是中国社会学家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

问题 。

第二 ,探索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 ,促进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顺利进行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中国社会学重建之时 ,正是中国社会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剧

变迁之时 。对于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来说 ,有不同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其中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的消解则是关涉社会结构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瓶颈” ,因为它涉及到身份制 、户籍制 、城市

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事关中国现今社会深层结构的问题。正因如此 ,它也是理解这种社

会结构转型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学术问题 。新型社会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加以保障

和促进。在建立新制度方面 ,首先要考虑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其次 ,要探索社会发展与社会稳

定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的转型引起了极其显著的社会分化 ,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定的社会

冲突 。但并非一切形式的冲突都是破坏性的 。在这方面 ,社会学家不仅要在建立各种具体的

社会安全阀机制上进行探索 ,更应该在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提出独到的见解 。如果说有的经

济学家提出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发展准则的话 ,社会学家则应该强调以公平为前提去追

求更高效率的社会发展模式。

第三 ,加强对西方社会学最新发展动向的研究 ,在解答时代前沿问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

当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呈现出学派林立 、学说纷呈之势 ,同时也反映出各种思想之间相互

渗透 、相互交融的特点 。它们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状态提出了诸如“后工业社会” 、

“信息社会” 、“晚期资本主义” 、“消费社会” 、“后现代主义”等学说 。借鉴并关注西方社会学中

的最新动向 ,不仅有益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 ,而且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将面临的陷阱和困境也

同样有警示作用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被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直接或间接

地继承和发展。例如冲突理论学派 、批判理论学派等都从某些方面摄取了马克思的社会学思

想 ,或从某种角度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尤其当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面临现代化困

境的时候 ,马克思论述过的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等问题再次突显出来 ,从理论和实践上给

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考和探索 ,已经成为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点 ,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 ———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的价值;更需要我们“发展马克思” ———以我们的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三 、科学精神与价值关怀相结合的社会学学术建设

新知识和高技术推动下的全球化使世界日益缩小 ,社会日趋复杂 ,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 。

有的西方教育学家在探求新型价值观时 ,提出了应从侧重“教育完成”向“教育过程”转变的新

世纪“教育观”。在社会转型中探索结构层面的制度创新的同时 ,重塑文化层面的社会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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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是社会学的所谓社会整合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进行这两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也是为

了有效防止社会解组或失范 ,促进社会稳定。如果社会学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取得合法

性 ,并要占据一席重要地位的话 ,那么它将面临两个互为条件的前提:其一 ,探求中国社会的机

制与文化资源;其二 ,对中国社会现象与问题作出社会学的独特透视 。为此 ,一方面 ,社会学家

将其知识运用于现实社会的建设当中;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还表达了对于社会理念和想象的追

求 ,而这一作用的发挥又以对社会的缺陷和失范的关注 、批判而达成。因此 ,它需要我们具有

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社会感受力。这些都源于良好的知识素养和悟性 。因而我们认为 ,

基于各种研究方法 、风格 、模式而得出的知识不应该相互排斥 ,而应相互尊重 、兼容并蓄 、互为

补充 ,才能为学术建设铺垫基础 ,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就社会学研究而言 ,定量与定性

的研究方法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应该相互弥补 ,最终不应该导致学术思想交流上的阻隔 。

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本身的体系和发展。

在发展中国社会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 ,努力达成科学精神与价值关怀的有机统一

是一项基本前提 。社会学要以科学的 、客观的态度来正确地认识社会 ,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

但是 ,忘记了价值关怀的社会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

法回答社会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重视社会学价值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人的解放

和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增长并不能成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惟一指标。社会学家更关

心的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 ,人所应获得的更多自由以及人性的全面发

展。因此 ,如何在经济浪潮中避免成为经济动物 ?如何在技术社会重视技术的同时将技术的

运用变得人性化 ?如何在消费社会中保持自我不被消费? 这些都是社会学家所面临的新问

题。

总之 ,社会学家要以客观的立场和眼光看待社会现象。但是 ,必须从强烈的价值关怀出发

去研究和参与中国社会的建构进程 。这正是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与价值涉入在当下中国现实

社会中的具体而辩证的处理。中国社会学家将能够为中国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中国社会学家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学以及如何发展所认定的这种社会学。它自

身的合法性以及发展的可能性 ,完全取决于它的学术贡献和实践效用 ,即它对世界社会学知识

积累的所作之功以及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所尽之力。中国的社会学并非要完全具有本土

的性质 ,成为一门仅适用于中国本地的社会学 ,但却一定是一门充分吸收了中国知识资源的社

会学 。

20世纪 ,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曾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世纪 。21世纪 ,负有众望的社

会学 ,完全有可能去问津社会科学的皇冠。我们希望 ,在实现这个预言式的梦想过程中也有中

国社会学家的一份最诚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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