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桌上菜
,

向大家敬酒
。

等到大家吃完以后
,

他们才和厨师一块吃
。

平时
,

支部和村委接待来客
,

只指定一人陪餐
。

非指定的人
,

包括支书都不许陪客
。

被指定陪餐的人
,

每餐必须交 5角钱
。

这些

规 定
,

一些年来他们都是严格执行
。

不要小看这些
“

小事
” ,

群众往往从这些
“
小事

”

上看他们的

领导人
。

群众对干部感到满意
,

各项工作自然就能干好
。

一个村庄的经验对于全局有什么意义呢? 本文作者认为
,

不要 小看一个村庄
、

一个企业或

任何其他一个单位的经验
,

我们的经验就是从一个个小单位来的
。

我们知道
,

毛泽东调查研究

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是
“

解剖麻雀
” ,

他曾说
: “

拚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
,

于明了一 般情

况便都很容易了
。

倘若走马看花
,

如某同志所谓
`

到处只问一下子
’ ,

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

间题的深处
。

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 ” ①当然

,

宏观和微观有质的差别
,

但不是对立的
。

在

处理宏观问题时
,

要按照宏观的情况办事
,

但要吸收微观的合理内核
;在处理微观的经验时

,

要

善于从微观的特殊性中抽取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

本文在研究王秀村的经验时已经努力这

样做了
。

总之
,

把宏观和和微观结合起来
, “

胸中有全局
,

手中有典型
” ,

我们的领导工作才能是

正确的和 比较具体的
。

对于王秀村
,

本文是把它作为一个典型对待的
。

责任编辑
:

唐 军

社会控制的性质及手段

该文发表于 《社会学刊 》第二卷第二期 ( 1 9 3 1年 )
,

作者孙本文
。

该文认为
“
社会控制一词

,

包

含两层意义
:

即 ( l) 社会约束个人行为
,

( 2) 个人行为受社会的约束
” 。 “

就广义言之
,

凡社会加个

人以任何约束的势力的作用均得谓之社会控制
。

但就狭义言之
,

社会为维持秩序
,

免去个人间

和 团体间的冲突
,

发展了种种限制个人行为的作用
,

这才称为社会控制
。 ”

社会控制的类别
,

( ” 分为实力的控制和暗示的控制
; ( 2) 分为有组织的或正式的控制

,

和

无组织的或非正式的控制
。

前一种分类
,

是就控制的功用说
,

后一种分类
,

是就控制的构造说
,

二者并非冲突
。

今根据上列两种分类而分为有意的社会控制和无意的社会控制两种
。

( l) 无意

的控制
,

如时尚
、

风俗
、

谣言
、

舆论以及其他凡社会无意之间
,

加个人的约束等属之
。

( 2) 有意的

控制
,

如法律
、

道德
、

宗教
、

教育以及其他凡社会有意加个人的规范等属之
。

作者对无意和有意
知 、 人 , 、 ` 不 二 * 二 曰 、 八、 *

, 二

七二 ` 、 、 , 。 。 , * 。 、 , * 。 、 、 八 L 、 、 二 , , ,, 社会控制的手段作了具体分析
,

指出有意的社会控制①政府与法律
。

它是社会上极重要的控制

手段
,

因为如果没有社会秩序
,

那末任何法律行为不能得顺利进行了
。

②道德
。

道德与法律同为

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
,

法律是强迫的而道德是 自愿的
。

③宗教
。

法律
、

道德
、

宗教同为控制个人

行为的重要手段
。

法律在个人为惧怕心理
,

道德在个人有义务心理
,

宗教为超自然的存在
,

其作

用在个人也有惧怕心理
。

④教育
。

极重要的控制手段
。

教育在于个人的社会化
。

教育之控制全在

于个人具有学 习的能力
。

① 《毛泽东调查研究文集》 ,

第5 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