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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的祝辞

大会组委会顾问

中国人大副委员长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

费孝通教授

女士们
,

先生们
:

值此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开幕之际
,

我谨向与会的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社会学家致以亲

切的问候
,

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

召开这样一次有 19 个国家和地 区的 2 00 多位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
,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是

第一次
,

在亚洲社会学史上也是规模空前的
。

作为一名老社会学家
,

面对此情此景
,

不禁使我回

想起 20 世纪中国和亚洲社会学的历程
,

高兴之余
,

确实感慨有加
。

本世纪前期
,

在我刚投身于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时候
,

亚洲的大多数国家还处在贫困和被

欺压的状况
。

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各界志士仁人一道
,

争独立
、

争生存
、

争自由
。

到本世

纪中期
.

亚洲率先粉碎了殖民体系
,

此后
,

亚洲人民又投身于争富强
、

争发展
、

争和平的斗争之

中
,

最近几十年
,

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不仅赢得了高速经济增长
,

也赢得了社会稳定和发展
。

亚

洲人被人瞧不起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

与 20 世纪的亚洲社会史相一致
,

亚洲社会学也是生于忧患
,

经历了风风雨 雨几十年
,

在本

世纪后期取得 了可喜的进步和较快的发展
。

如果要总结 20 世纪亚洲社会学发展的基本经验的
话

,

我想以
一

下几点是值得记取的
:

第一
,

社会学不是关轰
“

象牙之塔
”

里的
“
纯学术

” 。

社会学家只

有关注社会现实
、

关心国家前途
、

民族命运和人民福利
,

勇于回答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

才能求

得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

社会学才能赢得社会的重视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
第二

,

既要善于引进和

借鉴西方社会学的成果
,

又要独立思考
,

大胆创新
,

从本国
、

本地 的实际出发
,

加强实地调查研

究
,

而不是照抄照搬外国模式
,

力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
,

适合本国
、

本地 区需要的亚洲社会学
;

第三
,

既要尊重
、

继承 自己的文化传统
,

不能数典忘祖
,

又要吸收和掌握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

研究手段
,

亚洲社会学应该植根于民族文化而又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学科体系
。

女士们
,

先生们
,

总结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
。

当前和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
,

将是亚洲社会高

速而又稳定发展的大好时期
,

亚洲社会学也应该不辜负时代的厚望
,

抓住机遇
,

加快发展
。

最近

16 年来
,

中国社会学乘改革开放之势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为迎接 21 世纪的更大发展做了

准备
。

但是
,

面对 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变迁
,

以及中国和整个亚洲地区如何在新的世纪中更好

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

我们的研究还有待更大的提高
。

希望通过这次会议
,

中外社会学家加强磋

商
、

密切 合作
,

共同开创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空前发展的新时代
。

我希望并相信
,

本次大会将开辟亚洲社会学走向繁荣的新纪元 !

谢谢大家 !



社会学研究 1 9 9 6年第 1 期

致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的祝辞

大会组委会顾问

中国人大副委员
.

长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

雷洁惊教授

女士们
,

先生们
: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了
,

我谨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 我因

有公务去外地
,

不能赴会
,

特致函表示我衷心的祝愿
。

本届大会是世纪之交的一次盛会
,

肩负着总结 20 世纪亚洲社会学的历史经验
,

开创 21 世

纪社会学光辉未来的重大使命
,

我衷心祝愿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

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
,

是亚洲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世纪
。

如果说本世纪初
,

亚洲社

会就整体而言还是一个落后的
、

充满苦难的社会
,

那么到本世纪末
,

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相继

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
、

政治基本稳定的迅速发展时期
,

亚洲 的崛起 已经引起 了世人的普遍关

注
。

预计 目前这种强劲发展势头至少可以持续到 21 世纪中期
。

这将是亚洲社会从整体结构到

日常生活
,

从物质条件到观念文化发生历 史性转变的时期
。

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必将对社会学

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

因此
,

完全可以预期
,

21 世纪必将是亚洲社会学大发展的世纪
。

亚洲的社会学家应该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

勇敢地承担起时代的重托
,

从中国和

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看
,

我认为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亚洲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
:

第一
,

加强经济发展和政治
、

社会稳定的相互关系研究
,

适时调整和有效控制因地区差距

拉大
、

收入差别拉大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 问题
,

力争有条不紊地理顺人们之 间的利益关

系
,

以保证社会在急剧变化的同时维持基本稳定
。

第二
,

加强对城乡结构
、

工农结构以及家庭结构
、

人际关系结构的研究
,

为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的结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

第三
,

关注并加强对边缘地区
、

边际群体的研究
,

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 口 (包括贫困

妇女 )的研究
。

另外
,

亚洲的社会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实际的社会发展
、

社 会变迁 中去
,

用 自己的研究

成果为亚洲社会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的可持续发展作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最后
,

我衷心祝愿大会圆满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