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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中的又一领域

—
《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论 》评介

又

童 星

社会学在我国得以恢复
、 “

补课
”
以来

,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社会学或建立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一直是社会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

十多年的实践表明
,

围绕这一任务而开展的研究

成绩很大
,

但是
,

有些研究的内容尚待深入
,

还有些研究方向尚待开拓
。

比如
,

马克思主义社会

思想就是一个未 系统研究的课题
。

从学科上看
,

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地

位
,

熟悉
、

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思想是极为必要的
,

而这恰恰是迄今还很少为人研

究的内容
,

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

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
、

由周沛
、

孙霞所撰的《马克思主

义社会思想史论 》 (以下简称《史论 》 )
,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逻

辑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

综观全

书
,

似有如下几个特点
:

1
.

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
。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
,

人们的认识不一致
。

《史

论 》的作者认为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剖析现实社会的过程中
,

往往因时间
、

地点
、

条件和

面临的任务不同而有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
。

为 了深入具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

人们往往又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和研究
,

诸如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

从经济学

角度来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

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研究马克思主 义政治思想
,

同样
,

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
。

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就是马克思

主义思想理论中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

范围相贴近的那些部分和方面
,

是社会学研究中最为直

接而具体的指导思想
。

从这一思路出发
,

《史论 》不仅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起源
、

社会关

系
、

社会结构
、

社会发展
、

社会变革
、

社会预测等有关社会整体的观点
,

而且还深入分析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冲突
、

社会问题
、

社会调查
、

婚姻
、

家庭等具体的观点或方法
,

从而较为清楚地

把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概括了出来
。

2
.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与历 史唯物主义
、

与马克思主义其他

思想的关系
。

《 史论 》强调
,

一般来讲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
,

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

社会思想为指导的
、

由研究者 自己构造体系的社会学原理
,

它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不是一个

概念
。

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不仅从总体上为社会学研究指明方向
,

而 巨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方面

也为社会学研究与应用提供了详尽的立场
、

观点与方法
,

它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指导与被指

导的关系
。

《史论 》还指出
,

历 史唯物主义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
,

为人们认识

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方法论基础
,

而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则是经典作家关于包括社会总体与

具体领域在内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观点
。

从内容上看
,

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 比唯物史观更为丰富

而具体
,

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重要内容
,

历史唯物主

义一般不涉及的问题
,

如婚姻
、

家庭
、

社会问题
、

社会调查等等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作过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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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龟

入的研究
,

这些也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范畴
。

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其他

思想共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的论述中
,

它们既互相区别
,

又彼此交织在一起
,

因而
,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绕过
》

避开哲学
、

经济学
、

政治学等学

科已研究过的问题
。

根据这一观点
, 《史论 》从社会学的视角

,

着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分

析其社会思想
,

从而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
,

又避免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

经济学
、

政怡

学等学科的雷同
。

’
,

3
.

史论结合
。

《史论 》即以史的形式揭示了乌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形成
、

完善的发展线索
,

揭

示了经典作家之间在理论上的承继
、

发展关系
,

而这个发展过程又是在火热的社会实践
、

在对

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实现的
; 《史论 》还以论的形式

,

剖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和逻

辑关系
;
并且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

论述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重要意

义
。

例如
,

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谈到共产主义时说
,

如果不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

提
,

那只是普遍的贫穷
,

缺乏物质基础的共同经济只能是寺院经济
。

可见
,

马克思的思想十分明

确
,

贫穷不是共产主义
,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并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思想
,

以致走了

不少弯路
。

再如
,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指出
,

为了振兴经济使工农之间的贸易流转发展起来
,

就不要害怕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专家
、

商人学习
,

只要能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益处
,

甚至可以

使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
,

这要比那些在口头上
“
关怀

”
共产主义纯洁性

,

只知写文章
、

训令的

人要强得多
,

因而要
“
尽量少争论名词

” 。

列宁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

当然
,

该书也有不足之处
,

一是全书结构不够平衡
,

第三篇内容嫌少
,

还可进一步挖掘
,

如

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实践
,

分析毛泽东社会思想的发展
; 二是还不能说把马克

思主义社会思想都囊括无遗 ;此外
,

若能结合评析西方一些主要社会思想
,

将它们与马克思主

义社会思想作点比较研究
,

就更好了
。

作者工作单位
:

南京大学杜会学系

责 任 编 辑
:

张宛丽

1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