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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9 79年科学的春天里
,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应运重建
,

标志被取消达 27 年的中国大陆社

会学的再生
,

迄今 已满 15 年了
。

值此新春伊始之际
,

本刊本期特发表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

费孝通教授 1 9 93 年 10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话 《略谈 中国的社会学 》 、

名誉会长雷洁琼教授

《致 1 9 9 3 年全国高校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的信 》和会长袁方教授在 19 9 3 年全国高校社会学 系

主任联席会上所作的《高校社会学的现状与发展 》报告
.

以飨读者
.

并以此作为中国大陆社会学

重建 15 年的纪念
。

15 岁
,

对一个发育正常的人来说
,

当进入生机盎然的青春期 了
。

从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和

发展的情况看
,

也是一样
,

在它满 15 岁的时候沈虽然稚气未尽
,

但在学科领域的开拓 和调查研

究的深化两方面都有了可喜的进展
,

也在向青春期迈步了
。

现在中国社会学的领域 的开拓
,

已不可谓不广— 即便有些还仅是蜻蜓点水
。

在一些昔手

较早
、

人员较为集 中的重要领域
,

如城乡发展
、

家庭婚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已出了一批成果
,

有

的已引起党和国家决策领导者和部门的关注
,

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
。

今天
.

社会学这

门学科在中国学术界已开始耳熟起来
。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
,

经过各种风风雨雨的吹打
、

滚滚浪潮的冲击
,

一批中青年社会学者仍

执著于自己的学术事业
,

不断开拓进取
,

写下了 自己的篇章
,

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建设作出了

贡献
,

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基干力量
,

在社会学的多分支学科中印下了前进的足迹
。

如在年前

本刊编辑部召开的
“

现今我 国社会结构研究
”

座谈会上一些 中青年学者的发言 ( 见本刊 1 9 9 3 年

第 5 期综述 )和在此前后出版的他们的各有新意的几部研究专著所体现的那样
,

在创建中国社

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上已在中匡时上会学园地中绽开了一丛争艳的鲜花
。

春华秋实
,

这些实绩
,

这些人才
,

正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的希望的展现
。

综观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现状
.

就分支学科的开拓与已破土的课题研究的深化两相比较
.

我

们觉得
,

往下更要紧的不是铺摊子
,

到处散播
,

浅耕薄收
,

而是要抓紧既 已着手的课题 (无论是

集体还是个人承担的
,

也无论是哪一
“
级

”

的项目 )
,

持之以恒
,

克服困难
,

深入追踪调查
,

深入分

析研究
,

根深才能叶茂
。

只有把根深深地扎进中国社会的沃土中
,

才能长出参天大树
,

结出丰硕

之果
,

才能脱出感想式的议论和肤皮潦草的现象描述
。

走向成年的中国社会学的大厦需要成熟

之果
、

成熟之材做基石和栋梁
。

改革发展中的社会既是出人才
、

出成果的沃土
,

也是其成长的炼炉
。 “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吾

将土下而求索
。 ”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尚远
,

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才起步
。

我们任重道远
,

既要不

断进取
,

也须时时反顾
,

才能步步进向成熟
。

回顾过去一路领略的风吹浪打
,

就知未来也不可能

是一马平川上的金光大道
。

面向未来
,

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仍要做迎着风浪前进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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