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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之国学寻踪
`

张 琢

本文对社会学的国学渊源
,

进行了初步的梗概性探索
。

主要 内容包括人类社会的

缘起
; 中国古籍 中对上古社会的猜测和理解

; 孔学 (原儒学 ) 的社会功能分析 ;
着重探

索了荀学的沉 浮和与群学的承传关系
; 以及中国社会 学继往开来 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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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缘 起

当生物进化到人猿揖别之时
,

人类社会也便在地球上诞生了
。

由于地理的阻隔
,

人类祖先各群体之间的交往极为有限
。

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下
,

类人

猿向人类进化的起点及以后的进化道路和速度
,

亦各不相同
。

人类祖先腊玛古猿 向人类的进

化
,

与三千万年前开始的地质学上的喜马拉雅造 山运动大约是同时起步的
。

由于对古生物
、

古

人类遗存的发现地
、

发现物和研究者的测验手段及方法的差别
,

对所发现的遗存的时间的鉴定

和对人类起始的年代的认识自然也各有差异
。

近年有些考古专家根据对化石的分析把人类从

猿的系统分化出来的年代已推 回到距今约 1 4 0 。 万年
,

而分子人类学据分子钟 的测算
,

这个时

间也有数百万年了
。

据人 口史学家们估计
,

从迄今 已发现的最早的 4 00 万年的人类脚印
,

人类

走到今天
,

40 0 万年里地球上生存过的人类个体的总数
,

累计大约 已逾 8 00 亿了
。

人类从诞生之 日起
,

就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
,

就有了初始的社会结构
,

从事社会生产 (包括

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
、

生活
、

教化
、

防御及娱乐
,

形成为初民社会
。

自然
,

也就有

了对人类 自身 (个体和群体 )及其生存的环境的一定认识
,

这就是社会意识的萌芽
。

不过
,

那时
,

人类对 自身及其生存的环境的关系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混沌
、

模糊的状态
。

如原始社会的图腾崇

拜
,

便是人们对 自己的氏族与某种生物有亲缘关系的朦胧意识的体现
。

总之
,

一有了人
,

就有了人类社会和社会意识— 无论如何幼稚
。

对原始社会的认识
,

同样 由于各个社会演化的空间和时间的巨大差异
,

而呈现出纷繁复杂

的情形
,

至今仍众说不一
。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
,

像公元前三世纪编撰的《吕氏春秋 》
,

据那时的古史旧闻
,

写道
:

“

昔太古尝无君矣
,

其 民聚生群处
,

知母不知父
,

无亲戚
、

兄弟
、

夫妻
、

男女之别
,

无上下长幼之

道
,

无进退揖让之礼
。 ”

((( 特君览 ))) 便是对原始社会的典型描述
,

至今仍常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学

`
本文原为作者在 1 9 9 4 年 8 月 25 日一 26 日在孔子故 里山东曲阜市召开的

“

孔子思想与二十一世纪
”
国际学术讨论会

上的发言的部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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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将中文稿删增
、

修改易
题为此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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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所引证
。

从人工栽培植物
,

饲养动物
,

获得稳定的有保障的食物
,

从而使个体和群体能过上相对稳

定的生活
,

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秩序
,

传习下生产和生活经验等社会知识 (即文化积累 )标

志着人类进入耕牧结合的农业社会
。

按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推论
,

迄今大约也就一万年历史
。

地球上农业文明的炊烟
,

首先升起在用水方便
,

土地肥沃
,

便于作物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地

方
。

于是
,

依山傍水
,

土地条件好
,

气温适宜的地带便自然成了农业文明的发祥地
。

其中那些地

处温带的大河流域便成了农业人 口
、

农业文明最集中的繁盛之域
。

为了保护农业定居生活和兴

修水利工程体系
,

在这些地区建立起了不同组织程度的大大小小的专制帝国
。

世界上曾在几大

河畔兴隆过著名的古文明社会
,

如古巴比仑
、

古埃及
、

古印度
、

古希腊和罗马
,

有的早已灭绝了
,

有的出现大断层
,

唯有中国社会
,

由于其所处的环境 (地理位置
、

珍域
、

自然生态的多样性等 )和

人以及社会
、

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
,

具有无与伦比的顽强生命力
,

而延续至今
,

相继不绝
。

在农业文明时代
,

我们现今称之为大农业的农
、

林
、

牧
、

渔即第一产业及手工业
,

为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生活资料
。

社会组织在它的晚期
,

甚至出现了像中国那样拥有几亿人的高度

组织化的多民族国家
。

在文化上
,

随着社会的整体进步
,

尤其文字和文具的发明和不断改进
,

有

了辉煌的创造和深厚的积累
。

可以说
,

今人享用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和丰富多彩的精神文

化
,

正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创造发 明的基础上的拓展和提高
。

考古学发现和鉴定的中国南北各地的古人类的丰富文化遗存
,

提供了上古时期的人类及

其生活状况的实证
。

而从口 口相传
,

到文字记载下来的关于原始社会的传说和神话故事
,

则反

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猜测
、

描述和理解
,

如
:

关于盘古开天地的宇宙起源神话 ;女

蜗传土作人的从类起源的神话
;
健人氏钻木取火

、

神农氏尝百草
、

螺祖养蚕
、

有巢氏架木为屋
、

伯益作井等基本生产生活发明创造的神话
;
仓领造字

、

伶伦制乐器
、

大挠作干支等文化起源的

神话
。

那些最能集中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的贤能便被尊为圣人
, “

使王天下
” 。

((( 韩非子
·

五蠢 )))

国家的产生原本是一个社会逐步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

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
,

社会结构
,

及因个人的身份定位的礼仪名份 日益显得著重
,

以维

系稳定的社会秩序
。

而无论是血缘
、

姻缘
、

职业
、

性别
、

年龄
、

身份哪种对应关系看
,

都是人际关

系的体现
。

人际关系是古今中外社会思想探讨的最广泛而又最核心的问题
。

二
、

孔学之社会功能

以在中国传统封建宗法社会中统治者广泛推行 的儒家思想及其行为规范体系的教化为

例
,

其根本社会功能就在通过对各种人际关系的等级身份定位规范来稳定当时的封建宗法社

会的秩序
。

孔子是儒学的祖师
。

孔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
,

为儒学的第一个形态
,

也称之为原儒学
,

以区

别于后世不同时期的各种新儒学
。

儒学
,

说得简单
、

明了
、

通俗
、

切实一点
,

就是教人守规矩的学说
。

在儒学的创始人孔子那里
,

这个规矩指的就是周礼
。

人人各守其位
,

都以周礼的规范来约

束自己的言行
,

那么
,

就能挽回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那种
“

礼坏乐崩
”

的局面
,

恢复到理想化的

周王朝的礼制秩序
。

这就是
“

克 己复礼
” 。

故
,

礼为最高社会行为准则
。

而克 己复礼的关键便是仁
,

反过来说
,

克 己复礼就是仁的实

现
: “

克 己复礼为仁
。 ”

((( 论语
·

颜渊 })) 所以
,

礼和仁是儒学不可分割的最高原则和核心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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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

仁
”
字分解一下

,

便是
“

了
”

和
“
二

” ,

就是二人关系
,

就是
“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子
”

((( 论语
·

颜渊 ))) 等上下尊卑的关系
。

仁学就是协调这种上下尊卑的人际关系的学说
。

人际关系正是

不同社会中都首先要碰到的社会难题— 社会愈发展
,

社会成份愈分化
,

社会流动度愈大
,

社

会关 系愈复杂
,

社会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也就愈困难
。

而没有不同社会成份
、

社会角色的协调
,

社

会就不可能稳定有秩地运行
。

仁学是孔子儒学讲得最多
,

发挥最充分的核心
。

从 内涵上分析
, “

仁
” ,

不仅是家庭成员间的和社会上的表层的上下尊卑各各相互对应的人

际关系 ;
更是深层的在家庭和宗法社会生活中教养成的仁爱之心— 从爱亲

,

到
“

泛爱众
”

((( 论

语
·

学而 》 )
。

从社会学看
,

它体现的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
,

同时也是一个极重要的

社会心理概念
。

礼与仁的有机结合
,

构成了孔子儒学治国治民的最基本的社会主张
。

面对不可挽回的
“

礼

坏乐崩
”
的局面

,

孔子仍不可为而为之
,

企图通过循循善诱的耐心教育感化
,

即通过
“

德治
”
而达

到他的社会政治 目的
。

从他的这个主要操作手段看
,

用现代社会学术语表述
,

就是一种社会软

控制学说
。

孔子为了实现他的社会愿望
,

努力培养人才
,

并率领他的学生不辞辛苦
,

到处游说
。

但还是

时势比人强
,

孔子毕其生而不得实现其志
。

作为社会政治活动家
,

在现实活动中
,

他失败得很

惨
;
但他传播的儒学及其积累的教学经验

,

却使他成 了
“
至圣先师

” 。

自他的学说问世至今
,

没有

哪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他的学说影响那么深广— 不管人们的评价
、

爱憎如何
。

不过
,

儒学并不是孔子铸成的一成不变的凝固的范型
,

而是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思维和

实践— 尤其是社会道德实践发展的过程
。

儒家学派在孔子死后便大分裂
,

战国末期《韩非子
·

显学 》篇说
“

儒分为八
” 。

其 中孙民之儒
,

即荀子一派儒学和子思之儒
、

孟 氏之儒即思孟学派
,

为尖锐对立的两大学派
。

三
、

荀学之浮沉

活动于战国后期的荀子的学说
,

具有结束一个纷乱的时代
,

而对先秦诸子百家进行总结性

分析综合的特征
。

荀子因势而变
,

为适应统一天下 (
“
天下为一

”
) ((( 荀子

·

成相 })) 的需要
,

对儒

学的天论和性论进行了质的改造
,

一反孔孟尽人事
、

听天命的思想
,

强调
“
明于天人之际

” 、 “

制

天命而用之
”

( 《荀子
·

天论 》 ) ;
他吸取齐法家

“
人心之悍

,

故为之法
”

( 《管子
·

枢分 ))) 的
“

性恶
”

论的思想与孟子的
“

性善
”
论相抗衡

,

并赋予等级名份的划分以更深刻的理论色彩 (见后 )
,

主张
“

隆礼重法
”

((( 荀子
·

成相 ))) 从而更增强 了战斗性
。

所以
,

荀子 已是礼法并重
,

从学术史上看
,

就

是儒法的结合
、

互补
,

用社会控制论的术语说
,

就是硬控制和软控制两手兼备
。

但是
,

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从
“

人性利 己
”

的利害关系出发
,

认为
“

仁 义丧 国
” 、 “
慈惠乱

政
” ,

又走上了非道德主义的极端
。

秦以法家的
“

法
、

术
、

势
”
荡平天下

,

建立了严刑峻法的绝对君

权主义的统治
,

所用的是片面的硬控制手段
,

刚性有余
,

而乏弹性
,

故能以威猛得逞于一时
,

却

物反于极
,

秦统一中国后
,

仅历 15 年
,

便二世而亡
。

汉承秦制
,

同时又吸取秦亡的教训
,

为适应更有弹性的封建宗法专制统治的需要
,

汉初的

统治者首先以黄老之学
,

予 民休养生息
,

到西汉中叶
,

封建秩序渐渐稳定之后
,

为长治久安
,

更

采董仲舒建议
,

重新请出儒学
。

秦汉之际的儒学经典《易传 》和《礼记 》体现了社会变革和新的社会整合系统化
、

规范化的

需要
。

《礼记 》积累了西周以来的贵族们的生活方式
、

行为规范
、

礼节仪式和先儒们的有关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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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了
“

大同
”

与
“

小康
”

的不同社会形态
,

供天子及其臣民垂范
,

以理顺和巩固家国一体的君

权
、

族权和夫权的统治秩序
。

以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为纲
,

逻辑严谨地提出了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

心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礼记
·

大学 》 )
“

八条 目
” 。

前四条提供的是哲学
、

认识的理论基础

及主体心理准备
。

后四条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正是要从我做起
,

逐步放大的治理家庭和社

会的系统化目标
。

其中
,

修身是从观念世界走向现象世界
,

由主体走向客体
,

由哲学走向社会学

的中介环节
。

且
“

极高明而道中庸
”

((( 中庸 ))) 折衷至当地调合化解各种心理的和行为的冲突
、

矛

盾
,

其稳定社会的功能和权术更显圆熟
。

西汉中叶
,

一方面社会经济逐渐走向繁荣和表面稳定
,

另一方面
,

从宫廷到社会基层
,

各种

新的社会矛盾
,

又愈酿愈显
,

当局者及为其服务的文人也是感觉到了的
。

他们需要强化封建的

纲纪
,

以维持其统治秩序
,

于是有董仲舒应运而出
,

由汉武帝亲准
“

独尊儒术
”

( 叫
“

儒术
”
而不叫

“

儒学
”

即可见其政治实用性 )
。

董仲舒对巩固汉王朝乃至此后整个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统治的

主要贡献
,

就是杂揉先秦和秦汉之际各家
,

为建立和维护封建秩序所作的各种理论探讨
、

积累

的思想资料
,

标榜天人感应
,

附会阴阳五行
“
阳尊阴卑

”

论
,

赋予神学 目的论的神圣色彩
;
同时

,

王霸兼采
,

刑德并用
,

取法家韩非的
“
臣事君

,

子事父
,

妻事夫 ,’( 《韩非子
·

忠孝 ))) 的片面的尊卑

从属关系说
,

上纲为
“

三纲
” : “

君为臣纲
,

父为子纲
,

夫为妻纲 "( 《春秋繁露
·

基义 ))) 与孟子归纳

的君臣
、

父子
、

兄弟
、

夫妇五伦
“
父子有亲

,

君臣有义
,

夫妇有别
,

长幼有叙
,

朋友有信
”

((( 孟子
·

滕文公上 ))) 整合在一起
,

形成
“

三纲五常
” ,

成为此后支配
、

规范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和社会成员

的神圣纲纪
。

由上可见
,

秦汉之际的儒学和汉中叶
“

独尊
”

的
“

儒术
”

本身并不
“
独 ,’( 不纯 )

,

其兼容的成份

相当复杂
,

先秦诸子百家儒
、

法
、

道
、

墨
、

名
、

农
、

阴阳等各家思想都有帐户
。

这种适应政治大一统

需要的文化的统一
,

是一个杂多的统一
,

而儒学则做了这一统一的华哀
。

这一标榜为儒学而内含多家成份的思想文化现象
,

仿佛是向战国后期具有评判先秦诸子

百家之言的综合倾向的荀子的回归
。

所不同的是
,

荀学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大一统实现前夕的

理论预兆
,

而秦汉之际和西汉中叶的儒学则是大一统局面出现之际和之后
,

适应巩固这种社会

制度对社会规范及其理论建设和操作手段的整合
、

系统化和规范化
。

迄至唐代
,

荀
、

孟并称
,

为孔子之后的儒家两大师
。

但至宋儒
,

将 《孟子 》提升为经
,

而《荀

子 》以
“
异端

”
见斥

。

荀子坐了七八百年冷板凳
。

到清乾隆年间汪容甫著《荀子通论 》
、

《荀卿子年

表 》
,

苟子书才得以复活
。 ① 18 世纪中叶以来的经学史研究达成的共识认为

,

西汉 中叶取得
“
独

尊
”

地位的儒学
,

其实是荀学
。

荀学遂复渐成为清代的显学
。

四
、

群学之承转

社会结构是构成社会的
“
硬件

” ,

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间题
,

而在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
,

正是荀学关于社会群体结构的理论最为系统
。

故
,

当 19 世纪末
,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文化的先驱

者从西方引进社会学时
,

首先就名之为群学
。

下面
,

我们来看看
,

儒学中的群体观与现代社会学的这种承转关系
。

荀子在《王制 》篇中写道
:

水火有 气而 无生
,

草木有生而 无知
,

禽兽有知而 无义
; 人有气

、

有生
、

有知亦且有

义
,

故最为天下贵也
。

力不若牛
,

走不 若马
,

而牛马为用
,

何也 ? 曰 :

人能群
,

彼不能群

也
。

人何以能群 ? 曰 :

分
。

分何以能行 ? 曰 :

义
。

故义 以分则和
,

和则一
,

一则多力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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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则强
,

强 则胜物
,

故宫室可得而居也
。

故序四时
,

裁万物
,

兼利天下
,

无它故焉
,

得之

分义也
。

故人生 不能无群
,

群而 无分则争
,

争则乱
,

乱 则离
,

离则弱
,

弱则不能胜物 ; 故

宫室不可得而居也
,

不可 少顷舍礼义之谓也
。

能以事亲谓之孝
,

能以事兄谓之 弟
,

能以

事上谓之顺
,

能以使下谓之君
。

君者
,

善群也
。

群道 当
,

则万物 皆得其宜
,

六畜皆得其

兴
,

群生 皆得其命
。

这段话简洁地阐述了非生命物质与生物有机体
、

植物与动物
、

禽兽与人三个层次的区别
,

从而抓住作为社会主体— 人类群体的社会性特征
,

分析了人类其所以能结成一定群体
,

形成

一定的社会结构
,

发挥群体结构的社会功能的原因
。

具体看
,

荀子当时所描绘的那个
“

群居和一
”

((( 荣辱 》 ) 的社会
,

就是君主制驭下的等级分明

的封建宗法社会
。

它的社会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就是
“

礼
” : “

礼者
,

贵贱有等
,

长幼有差
,

贫富轻

重皆有称者也
。 ” “

人无礼则不生
,

事无礼则不成
,

国家无礼则不宁
。 ”

((( 富国 )))
“

礼者
,

法之大分
,

类之纲纪也
。 ”

(《劝学 ))) 人的行为
,

都按这个礼的规范来节度
,

就是
“

义
” : “

夫义者
,

内节于人而

外节于万物者也
,

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
。

内外上下节者
,

义之情也
。 ”

((( 强国 》 )
。 “

圣王
”

就

是社会的主宰
: “
天地生君子

,

君子理天地
; 君子者

,

天地之参也
,

万物之总也
,

民之父母也
。

无君

子则天地不理
,

礼义无统
,

上无君师
,

下无父子
,

夫是之谓至乱
。

君臣
、

父子
、

兄弟
、

夫妇
,

始则终
,

终则始
,

与天地同理
,

与万世同久
,

夫是 之谓大 本
。 ”

((( 王制 )})
“

人君者
,

所 以管分之枢要也
。 ”

((( 富国 ))) 君王的职责治理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
“
明分使群

” 。

按照他的社会有机论
,

每个社

会成员的需求都是多方面的
,

要靠多种行业技能的人来供养
,

而每个人却不可能一身兼备那么

多技能和职位
。

故
,

离群索居
,

没有分工合作者就得穷
;
即或群居一起

,

而没有职业分工和等级

划分则要争夺
。

所以
, “

救患除祸
,

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 ”

(《富国 》 )
。

荀子讲的礼
,

就其来源
,

似乎是本于
“

周道
” 。

但荀子讲的王制及其行为主体指的却是当时

的贤能的王者 (后王 )所建立的制度
,

从而革除了这个等级制的血缘世袭性
。

他强调的是
“

尚贤

使能
” : “

尚贤使能
,

等贵贱
,

分亲疏
,

序长幼
,

此先王之道也
。 ”

((( 君子 ))) 是后天的学 习
: “

虽庶人

之子孙也
,

积文学
,

正身行
,

能属礼义
,

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 ” “

王者之论
,

无德不贵
,

无能不官
,

无

功不赏
,

无罪不罚
。

朝无幸位
,

民无幸生
。 ”

((( 王制 ))) 反对
“

以族论罪
,

以世举贤
”

((( 君子 )))
。

重复

地解释就是
:

君子和小人的人性本来都是 一样的
,

其所以有的人成了君子
,

有的人成了小人
,

都

是后天习俗教化的结果
。

既然贵贱
、

智愚
、

贫富都是可以转化的
,

就不能搞先验的
、

僵化的血统

论
,

人的地位的变迁就取决于后天学 习所获得的品德和能力
。

这就为社会身份流动开了绿灯
,

体现了新兴社会阶层进取的要求
。

这无论在社会实践上还是在把发展的观念贯彻于社会理论

上都是一个难得的进步成果
。

正是 由于 18 世纪下半叶以来荀学的复显
,

特别是其中的荀学所阐述的分明有序的群体观

和具有革新进取精神的内容
,

使得面对内忧外患
,

抱着团结 民众
,

上下齐心
,

通过逐步有序的改

革以图富强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们
,

在引进 以社会改 良为特征的西方社会学时
,

便看中了荀学作

为其嫁接西方社会学的接本
,

而将 S oc io l o g y 意译为群学
。

五
、

社会学之继往开来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
,

传统文化积累丰厚
,

现今的各门主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差不多都能

在传统学术文化中找到 自己的内在源流
。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包容了中国历史学
、

政治学
、

伦理学
、

社会学
、

教育学和哲学等多学科的学术史料
。

关于中国传统学术
,

向有文史哲不分家之



说
。

其实
,

岂只文史哲不分家
,

各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当时都未分化出来
。

中国传统文化的

来源是多维的
,

其内容是多元的
。

各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从传统学术中分化独立出来
,

是在

西学影响下发生的
。

这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程
,

大约开始于 19 世纪末的维新时期
,

至今不过一

个世纪左右
,

这一过程至今仍未完成
,

社会学就是一例
。

在中国现已发现的文献记载
,

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 1 8 9 1 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最先开设
“

群

学
”

课的
。

但是
,

除了康的学生梁启超所撰写的《康南海传 》中留给我们的群学科目以外
,

迄今仍

未找到其讲义或记录之类
。

只知道
,

在科 目表中
,

是把
“

群学
”

与
“

政治学原理
” 、 “

中国政治沿革

得失
” 、 “
万国政治沿革得失

” 、 “

政治实际应用学
”

等课程并列为
“

经世之学
” 。

再就是梁启超向康

有为请教所得的答复
: “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
,

先生曰
: `

以群为体
,

以变为用
。

斯二义

立
,

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 已
’ 。 ”

((( 说群
·

序 )))

现在我们已见的从现代社会学意义上阐释群学的内涵和国学渊源的文献
,

最早的代表性

文章为 1 8 9 5 年严复在天津《直报 》上发表的《原强 》
。

该文介绍西方早期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

体论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 H er b e rt S eP cn e r )及其学说与荀学类比
,

写道
: “

斯宾塞尔

者
,

亦英产也
,

与达尔文氏同时
,

其书于达氏《物种起源 》为早出
,

则宗天演之术
,

以大阐人伦治

化之事
,

号其学曰
`

群学
’ ,

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
,

以其能群也
,

故曰群学
。 ”
并强调

, “

学问之

事
,

以群学为要
。

唯群学 明
,

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
,

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
。

呜呼 ! 此真大人之学

矣 ! ”

接着他就着手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 》 (《 T he tS ud y of S oc iol og y }))
。

严译该书
,

同《夭

演论 》一样
,

是
“

达旨
” ,

即用文言文夹叙夹议
,

大加发挥
,

从内容到形式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与《荀

子 》的对应关系
:

书名译作《群学肄言 》 ;
译序给群学下的功能定义为

: “

群学何? 用科学之律令
,

察民情之变端
,

以明既往
,

测方来也
。 ” “

群学者
,

将以明治乱
、

盛衰之由
,

而于三者 (指
`

正德
、

利

用
、

厚生
’

— 引者注 ) 之事操其本耳
。 ”
它的头两章《贬愚 》和《倡学 》于 1 8 9 8 年在 《国闻汇编 》上

首先刊出
,

所用的题目就叫《劝学篇 》
,

其它好几篇的篇名也与《荀子 》中的篇名雷 同
。

梁启超
“
乃内演师说

,

外依两书 (指严译《天演论 》和谭嗣同的《仁学 》

— 引者注 )
,

发以浅

言
,

证以实事
,

作 《说群 》十篇
,

一百二十章
” 。

(《说群
·

序 })) 他把
“

群
”

提高到了万物的共性
、

天下

的公理的高度
: “

群者
,

天下之公理也
” 、 “

万物之公性也
”
万物皆以

“

恃合群为第一义
” 。

一切胜负

都取决于能不能群及群的力度
, “
不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坏

,

力轻者必为力大者所兼并
。 ”

((( 说群
·

群理 })) 因此
, “
以群术治群

,

群乃成
; 以独术治群

,

群乃败
”

((( 说群
·

序 》 )
。

何谓
“

群术
”

?

梁启超如是说
: “

善治国者
,

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
,

因以知夫一群之 中所以然之理
,

所常行之事
,

使其群合而不离
,

萃而不涣
,

夫是谓群术
。 ”

与此相反稿
“

独术
” ,

就会导致
“
人人皆

知有己
,

不知有天下
。

君私其府
,

官私其爵
,

农私其畴
,

工私其业
,

商私其价
,

身私其利
,

家私其

肥
,

宗私其族
,

族私其姓
,

乡私其土
,

党私其里
,

师私其教
,

士私其学
,

以故为民四万万
,

则国亦四

万万
,

夫是谓无国
。 ”

他还从时局出发
,

把群说与世说对应而论
,

提出
: “

天下之有列国也
,

己群与

他群所由分也
。

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
,

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
。

以独术与独术相遇
,

犹可以 自存
;

以独术与群术相遇
,

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 ”

((( 说群
·

序 ))) 可见
,

其群学即是救亡图存之学
。

在汉字文化辐射圈东部的 日本
,

古文化深受汉 学的影响
,

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
“

脱亚 入

欧
” ,

倾向西学
,

在明治维新时期
,

便引进了西方社会学
。

1 8 6 7 年东京大学 已正式开设社会学

课
。

那么
,

日语汉字
“

社会
”
又是哪里来的呢? 还是源于中国

。

中国古代的社区单位就名为
“

社
” : “

方六里
,

名之曰社 ,’( 《管子
·

乘马 ))) ; “

请致千社 "( 《左传
·

昭公二十五年 》 )杜预注
: “
二

十五家为社
。 ”

这里所谓
“

社
”

就是一定地域的社会
,

相当于今夭社会学中使用的社 区概念
。

1 9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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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章太炎将 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 》译成中文在华出版
。

在 20世纪初经过一段
“

社会学
” 、 “

群学
” 、 “

人群学
”
混用的时期之后

, “

社会学
”

便取代
“

群学
”

成了沿用至今的 S oc iol
-

o g y 的汉译定名
。

群学易名为社会学并没有割断社会学与中国传统学术
,

特别是与荀学的群体观的联系
。

不

过
,

时代不同了
,

无论是叫群学也好
,

称社会学也罢
,

都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
。

梁启超
、

章太炎都

从时局出发
,

强调了
“

合群
” 、 “

求群
”

的重要性
。

而且即使像梁启超那样的政治改 良
、

君主立宪派

在君民关系上如前所叙
,

他更强调的也是君与民
“

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
” ,

主张
“
群术

”
反对君主

独裁专制 (
“

独术
”

)
。

从哲学本体论看
,

其群论的哲学基础 已不再是由诸如阴阳五行
,

演变出的

六十四卦 ((( 周易 )))
。

而成了当时已知的六十四种化学元素
: “

六十四原质相和相杂
,

配剂之多

寡
,

排列之 同异
,

千变万化
,

乃生庶物
。 ”

((( 说群
·

群理 ))) 这些群学 (社会学 )家都不同程度地吸

取和借助西方自然科学
,

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为群学做论证
。

由上所述可见
,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
,

确实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 内容
,

这是中国社会

学的内在思想渊源
。

中国近代的社会学的先驱者从开始引进西方社会学之始
,

就力图使其与中

国固有的思想相衔接
,

在荀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群体思想是他们所找到的主要
“

接本
” ; 同时这

些先驱者又从 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
,

吸取西方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
,

进行了新的解

释和发挥
,

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

自康有为讲群学
,

至今的 1 00 多年
,

社会学在中国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发展历程
,

其中包括

1 9 5 3 年到 1 9 7 8 年 27 年的间断
。

1 9 7 9 年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恢复以后
,

社会学者又开始重新审

视本学科的历史
,

特别是中国大陆南北两位社会学史家在《社会学研究 》杂志上就 中国社会学

史的分期
,

包括对
“

群学
”

期的定性和评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②费孝通教授在最近发表的关于

中国的社会学的讲演中回顾道
:

如果我们 同意把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范围放宽一 些
,

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

和理论
,

那 么社会学的来源在 中国就有很 长久的历史
。

我记得拉 德克利夫
·

布 朗

( R ed icl ff
一

Br
o w n) 有一次 在燕京大学说过

:

他认 为中国在战 国时代 已有 荀子开创 了

这门学科
,

比西方的孔德 ( A
·

C o m t e )和斯宾塞 ( H
·

S p e n e e r )要早二千几百 多年
。

不

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
,

我们 不容否认
,

对人际 关系的 重视
,

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

点
。

在这样长的历史里
,

这样多的人 口
,

对人和人相处这方 面所积 累的经验
,

应 当受到

我们的重视
,

而且在当今人类进入 天下一 家的新时期的关键时刻
,

也许更具有特殊的

意义
。 ③

这既是对历史的返顾
,

又是立足于现实的前瞻
。

世界社会学如果没有中国这
“

半个世界
”

(汤因比语 )的社会史和社会思想史
,

就是最大的缺憾
。

继往开来
,

认真下功夫挖掘
、

整理中华民

族源远流长
、

蕴涵丰富的社会思想的历史遗产
,

予以科学的阐释
,

并奉献于世界
,

使人类社会思

想发展史逐步趋向完备
,

是中国社会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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