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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理论社会学中最有中国特色的分支学科之一 。解放以前即有社会学家

开展研究 ,如潘光旦 、程伯群 、郭真等 ,但尚属起步阶段 。我国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学科以后的近

20年 ,中国社会思想史日益受到重视 ,其研究工作进入发展阶段。特别是近 10 年来 ,其发展

速度显著提高。兹就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动态与趋向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第一 ,学术研究队伍扩大 ,专项研究课题增多 。国家九五重大课题中 ,列有“中国社会思想

史”研究项目;国家教育部九五重点教材建设规划中有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教育部社会学学

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全国社会学系系主任联席会 1998年会议 ,将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研究列

为主题 ,而且定于 1999年会议继续讨论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问题 ,反映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

重视程度的提高 。第二 ,老一辈社会学家大力提倡 。如费孝通先生在近 10年的著作中 ,多次

倡导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思想的研究 ,他在《孔林片思》一文中说 ,近年来“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

中国文化对人的研究早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他认为 ,社会学的来源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 ,

比孔德 、斯宾塞要早 2500多年 ,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是中国文化和社会思想之特点 ,现在研究中

国在这些方面积累的经验 ,“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见费孝通同上书 ,第 229—244页)。第三 ,研

究视野日趋宽阔 ,研究深度显著提高:其一 ,近十年已出版数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材和专著;

其二 ,有些学者开始从笔记小说中发掘社会思想 ,如有人对纪筠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社会思想

的研究等均属此类;其三 ,有些学者开始重视从民间社会生活中发掘中国社会思想 ,即注重从

所谓“小传统”中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特点;其四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纳入了中国社会思

想史研究的视野;其五 ,一些学者开始从中西社会思想的比较中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特

征。第四 ,近年港台海外学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较为活跃 。杨懋春 、张承汉 、曾松友 、杨

孝潆等各有《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行世;有关专题研究则更多。诸如余英时 、金耀基 、杨国枢 、

张德胜 、文崇一 、李亦园 、唐君毅 、林毓生等学者从各个视角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及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的专题性研究 ,大都属于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范围 。

当然 ,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发展 ,还没有达到十分成熟的状

态 ,其学科基本建设还任重道远。好在学者们已取得了一些共识 ,即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 ,

必须从中国社会中寻求 ,而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 、有自己的思想文化特色的国度 ,

所以 ,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 ,就必须重视对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

社会思想之精华的研究。由此我们相信 ,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将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出百花齐

放 、推陈出新的学术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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