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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闭幕词

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委员
、

秘书长 法学艺教授

由 阂升令受李副会长

女士们
,

先生们
: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预定的全部议程
,

到今天就要顺利完成了
。

4 夭来
,

与会的 2 00 多

位社会学家满怀热情
,

围绕
“
21 世纪的亚洲

,
.

_

会与社会学
”

这个主题
,

分 6 个专题进行 了大会

发言和分组讨论
。

此间
,

许多代表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

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

力下
,

本次大会就要胜利结束了
。

此时此刻
,

我以激动的心情
,

郑重宣告
: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

会
,

正如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
,

取得了圆满成功 !

本次大会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

中国先秦时期的伟大思想家老子说
: “

道生之
,

德畜

之
,

物形之
,

势成之
”

((( 道德经 》下
,

五十一章 )
。

这些话讲的是万物生成的普遍道理
,

也可以用以

解释本次大会取得成功的原因
。

对本次大会来说
, “

道
”

可以理解为亚洲社会发展的逻辑
, “

德
”

是指行为准则
, “
物

”

姑且解释成各种物质条件
, “

势
”
是亚洲社会学面临的形势和发展趋 向

。

四

者齐备
,

事必成矣
。

本届大会可说是
,

因运而开
,

因势而成
。

正如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

世纪之交
,

亚洲社会正处于关键的发展时期
。

一方

面经济高速
、

超高速增长
,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

社会问题急剧增多
。

实现社会全面进

步
、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尖锐地摆到了亚洲各国人民的面前
:

亚洲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发

展 ? 如何既高速工业化
,

又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
做到既有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不以破坏环境为

代价
;
做到既有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

,

又不以精神贫乏
、

道德滑坡为代价
。

亚洲的现实状况和未

来命运
,

强烈呼唤社会学为解决这些迫切问题作出贡献
。

我们必须对亚洲地区实现社会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
。

众所周知
,

西欧

和北美的现代化
,

他们得风气之先
,

抢到了有利的好时机
,

是在没有 巨大的人 口压力和资源约

束的条件下实现的
,

他们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
、

城市化
,

因而可以从容不迫地逐

步调整社会结构
,

完善民主和法制
,

调适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

健全社会秩序和各种约

束机制
,

规范人们的行为
,

控制各种张力
,

保持社会发展的
“

自然进化
”
过程

。

而亚洲国家
,

包括

日本在内
,

都是后发展国家
,

大多数国家都实行
“

赶超战略
” ,

要求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西欧
、

美

国用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
。

这样
,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脱节
、

结构性冲突
、

制度的突发性变迁
、

价

值观念的颠倒和混乱
、

利益格局和角色地位的突变
、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 斥
、

心理调适的

困难等等
,

迸发式的相互叠加
、

相互刺激
、

相互放大
,

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和焦虑
,

民众的困惑和

疑问
,

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
,

有些是以往欧美发达国家所没有产生过的
,

这就成为亚洲社会学

家难以回避的一道道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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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社会发展的形势和需要
,

突出了社会学的地位和作用
,

加大 了社 会学家的历史责任
,

此所谓
“
势

” ;
亚洲特殊的发展道路

,

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具体形式
,

此所谓
“

道
”
和

“

德
” 。

所有这

些
,

唤起了社会各界志士仁人的良知
,

激发了社会学家的使命感
,

动员了必要的物质资源
,

促成

了本次大会的巨大成功
。

本次大会从筹备时起
,

就得到了 日本
、

韩国等亚洲各国社会学家
、

北京

和广州等中国各地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积极响应
;
得到了中国政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领

导机构的关怀和支持
,

国务委员彭佩云等领导人亲临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
本次大会还

得到了新闻界朋友的鼎力协助
,

开幕式当天
,

中央 电视台和人民 日报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中国日

报等首都主要报纸迅即作了显著报道
。

据 目前已知的消息
,

本次大会不仅在中国国内
,

在亚洲

地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也产生了良好的世界性影响
,

有的国家己经提出

要求
,

要用多种文字
、

语言发表本次大会的报告和有关消息
。

可以预期
,

本次大会的影响还会进

一步扩大并增强
。

本次大会的成功
,

是与会
、

未与会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各界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

我谨以

感谢的心情
,

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
,

向政界
、

新闻界
、

学术界
、

企业界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致以

衷心的感谢 ! 向积极参与大会并为大会贡献了聪明才智和研究成果的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社会

学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 向虽未出席本次大会
,

但关心和支持本次大会召开并以各种方式为亚洲

社会学事业作出贡献的亚洲和世界各国社会学家和各界人士致以亲切的问候 ! 向几年来为大

会的筹备和召开而勤勤恳恳付出劳动的工作人员致以由衷的谢意 !

女士们
,

先生们
,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取得的主要成就
,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认清了亚洲社会学面临的形势
。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

社会全面发展的任务空前突出
,

妥善解决有关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
,

关系到亚洲的命运和 21 世纪亚洲的前景
。

亚洲社会学家

必须认清形势
,

知难而上
,

勇敢地接受挑战
。

二
、

明确了 21 世纪亚洲社会的发展目标
:

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

并对东西方社会学理论进

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
,

通过总结和概括亚洲社会发展的经验
,

加深对亚洲社会发展道路和规律

的认识
,

逐步形成有 自己特色的
、

对亚洲社会真正有解释力的亚洲社会学模式
。

三
、

共同认识了今后一个时期内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

这就是要积极开展以下儿方面的

研究
: 1

.

关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
; 2

.

亚洲地区工业化
、

城市化特殊道路的理论和对策

研究 ; 3
.

人 口
、

资源
、

环境和经济社会问题关系及可持续发展间题研究
; 4

.

亚洲社会结构演变

及其跨国
、

跨地区的比较研究
; 5

.

亚洲的家庭制度
、

家庭和种姓制度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

位和作用研究
; 6

.

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想研究
; 7

.

地 区差别和 区域合作研究
; 8

.

消除贫困和对

策研究
; 9

.

社会公正及妇女等问题研究
; 10

.

社会稳定
、

社会保障
、

社会协调和控制问题研究
。

通过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为本国和亚洲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
。

四
、

总结了 20 世纪亚洲社会学发展的基本经验
:

正确处理西方社会学与亚洲社会实际的

关系
,

坚持从本国
、

本地 区的实际出发
,

不照搬照抄别国模式
,

独立 自主地回答和解决自己发展

中遇到的新问题
。

五
、

对加强亚洲国家和地区社会学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广泛 的共识
。

通过这次大

会
,

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社会学家增进了相互了解
,

结交了朋友
,

加深了友谊
,

增强了社会学家的

使命感
,

找到 了共同的语言
,

促进 了相互交流
。

过去
,

亚洲国家的社会学界与发达国家交流多
,

亚洲内部交流少
; 经济界交流多

,

社会学界交流少
,

这次会议为扭转这种局面作出了贡献
,

与会

代表普遍感到
,

亚洲各国之间遇到的问题是相同或近似的
,

各自的经验体会是感同身受的
,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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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流感到亲切
,

容易沟通
,

也很有启发
。

六
、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成就
,

就是形成了亚洲社会学界的坦诚合作
、

创新进取
、

肯于奉

献
、

友好协商的精神
。

主办这次会议的中国社会学家缺乏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
,

物质条件

也很有限
,

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
。

但与会代表都能相互谅解
,

友好协商
,

多有包涵
,

肯于为推

进亚洲社会学事业不讲代价地奉献 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

共同铸造了亚洲社会学家群体的可贵

精神风貌
。

七
、

这次大会也是对亚洲社会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检阅
。

从大会收到的 26 0 多篇论文

和论文摘要以及与会代表的精彩发言来看
,

亚洲社会学 已经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

总的水平是 比较高的
,

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
。

亚洲社会学 已经为 21 世纪走向繁荣和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

有不少代表说
:

读到了这些好的论文
,

听到 了亚洲社会学家 们关于结合本国
、

本

地区情况的生动活泼的发言
,

增强了亚洲社会学家要建立亚洲社会学模式的信心
。

可以相信
,

从亚洲社会实际出发
,

并为亚洲社会发展服务的有亚洲特色的社会学模式必将脱颖而出
,

树立

在世界社会学之林
。

本次大会的上述成就
,

已经以扼要的文字记载在刚刚经大会通过的《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

会纪要 》里
。

我相信
,

本次大会所体现的坦诚合作
、

创新进取
、

肯于奉献
、

友好协商的精神
,

将不

仅以文字形式
,

而且以情感和理性的形式
,

记在与会各国和地区社会学家的心中
,

体现在今后

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和 21 世纪社会学事业中
,

贯彻到亚洲社会学界的行动中
。

女士们
,

先生们 ! 北京正值金秋时节
,

金秋象征着成熟和丰收
,

中华大地从北到南
,

正呈现

出一派丰收景象
。

亚洲社会学经过 20 世纪的积累和发展
,

到 21 世纪就将进入成熟的硕果累累

的收获时期了
,

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亚洲社会学的新纪元 !

祝各位代表一路顺风 ! 1 9 9 5 年 n 月 5 日

于北京京城大厦

(上接第 2 页 )对 由经济改革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制度性变迁
,

进行了大量的有意

义的研究
,

不仅对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

而且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

中国社会学家

乐于借此机会
,

将这些研究成果贡献给大会
,

与亚洲地区的同行们进行交流
。

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经验来看
,

决定着亚洲国家的社会学发展道路和基本面貌的关键
,

是

要处理好西方社会学和本国社会实际的关系
。

西方社会学是由西方学者主要通过对西方社会

的研究而创立的
,

它主要针对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
。

当然
,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
,

它也

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

具有普遍意义
,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并可以借鉴和运用
。

但是
,

正如一个

国家的发展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一样
,

亚洲社会学也只有扎根于亚洲的土地
,

从本国
、

本地

区的实际出发
,

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自己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
,

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

抓住这

个关键
,

其他一些关系
,

例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
、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

的关系才可能理顺
,

才可能处理好
,

亚洲社会学才有发展的原动力
。

各位来宾
,

女士们
,

先生们 !亚洲地区独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道路
,

为亚洲地区的社会

学家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希望通过这次大会
,

增进亚洲各国社会学家

的学术交流
,

推动亚洲地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

1 9 9 5 年 1 1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