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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以往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反思

杨心 恒 刘豪兴

社会学的基本间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

而且关系到其学科地位的确立和

作用的发挥
。

本文在分析诸家观点和检讨作者以往认识的基础上
,

提出这个问题并作初步的

明确回答
,

企盼着学界和关心社会学发展的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

而利学科的建设
。

社会学建立一个半世纪以来
,

产生了许多学派和理论
。

虽然各种理论各不相同
,

但各种

理论的论证焦点都集中在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面
。

是社会结构决定个人的行动呢
,

还是

个人行动建造社会结构呢 ? 依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
,

可以把社会学家分成两大派
:

宏观

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
。

前者认为社会结构决定个人行动
,

个人行动必须从社会结构中求得解

释 , 后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建立一种秩序性的安排
,

即社会结构
,

不了解个人行动及其

主观意义
,

也就不了解社会结构
。

虽然这种划分不能把所有的社会学理论都概括进来
,

但是

主要的社会学理论流派概莫能外
。

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划分
,

不等同于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
,

它们只是

观察社会的两种视角
。

从哪一种视角看社会并据此建立起 来 的 社 会学理论
,

都有它的合理

性
,

同时又有它的局限性
。

正如我们看山脉
,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 “
岭

”
和

“
峰

”
都是客

观真实的
,

同时又都是片面的
。

所以不能把从某一种视角观察到的社会及其理论建立的绝对

化
,

从而否定另一个视角的合理成分
。

如果采取那种绝对化态度
,

势必要在到底是社会结构

决定个人行动
,

还是个人行动决定社会结构这两个答案之间选择一个
,

非此即彼
。

这样就会

陷入类似
a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
那样无休止的争论

。

基于上述理由
,

笔者认为应当把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两种视角结合起来
,

选取他们

共同关心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

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杜会的关系

的
” ,

这个定义高度概括
, 又不空泛

,

这比
“
社会学是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

”
要具体得多

。

同时也避免了从某一种视角界定社会学研究对象时所产生的片面性
。

笔者在前人观点的启发下
,

曾先后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两种界说
。

其一说
,

社会

学是
“
探求人们社会行为规律的科学

。 ” ① 其二说
, “ 社会学是综合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

发展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 ” ②现在

,

我们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高度来看
,

这两种看法

都失之偏颇
。

首先来检讨社会行为的定义
。

第一
,

当时提出这个定义时
,

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行为规

律和社会结构是相通的
。

所谓规律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
、

反复出现的一种秩序性
,

而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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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秩序性的安排就是结构
。

因而探求社会行为规律无异于是在探求社会结构
。

第二
,

从个人

一 行为方面下定义是把微观社会学的着手点当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正如把宏观社会学的着手

点—
社会结构当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样

,

都是片面的
。

社会和 自然界不一样
。

在研究社

会结构时
,

不能忽视人的行为和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的作用
。

仅仅从结构方面去解释人的行 介是

不够的
,

因为人的行为有许多是非结构的
,

而这些非结构性豹行为对社会结构也产生影 自
,

所 以研究社会结构时必须了解人的行为
,

了解行为的主观意义
。

与此相对应约
,

仅仅从
一

个人

特征去解释行为也是不够的
,

必须联系社会结构
、 `

社会环境和行动者 对 所 处 特殊情境的解

释
,

才能全面 了解个人行为
。

第三
,

不能把学科中某一学派的理论点和它所要达到的 日的当

作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
,

正如不能把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
“
唯物论

”
或

“ 唯心论 ” 一祥
。

学科的研究对象应是它研究的客体
,

无论学者们从什么角度去研究
,

无论得出什么结论
,

那

怕是相差很大
,

甚至相反的结论
,

但是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同一 个
。

这个对象是整个学科的

对象
,

而不是某一学派的理论体系
。

华于这三点的讨论和认识
,

我们认为
,

应把微观视角和

宏观视角结合起来
,

把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
,

才枚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即社会学

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我们再来检讨社会关系这个定义
。

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走为人与人之问一 定的社会关

系
,

是列宁在批判主观主义社会学把抽象的个人思想感情作为研究对象时提出来的
。

列宁同

时还指出
,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个人活动组成的
,

所 以社会学也就是在研究
“ 真实的

个人
” 。

个人活动组成人与人之向的社会关系
,

而各种社会关系总合起来便构成 社 会
。

所

以全面理解列宁这段论述的涵义
,

应该这样来表述
:

社会学是从处于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环

境中的个人
,

即真实的个人入手
,

去研究由个人行动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社会关系
。

因此只把

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而不包括个人及其行动在内
,

并没有全面反映列宁的定义
,

只有把个人及其行动和社会关系
、

社会结构 (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关系 ) 结合起来
,

才

是对社会学研究的合理界定
。

因为二者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
,

不可分离的
。

社会学的定义 已有许多
,

但都是从某一种视角来界定该学科的研 究 对 象
,

盯此夹 :打偏

颇
,

没有抓住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本质
。

综观各派学者讨论的焦点
,

可以说都集中农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上
,

根据社会学研究社会的综合与整体观点和使社会稳定与社会 发 展 相 协调的 目

的 , 可 以说都在于怎样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

由此
,

笔者把社会学的基本间题概括为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而不是用对这种关系如何回答的某种观点或某几种观点的混合体来确定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其实这是 1 50 多年来各国社会学家从各个方面探讨社会 学 研究对象应该

达成的一致结论
。

我们相信
,

这样的定义
,

便于开展 讨论
,

便于向人们讲清社会学的研究范

围和实用价值
,

便于促进社会学的发展与成熟
。

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
,

费孝通先生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讲过
,

社会学是教人怎样做人

的学间
, 1 9 8 6年 6 月 22 日的 《光明日报 》 上登载他同社会学界朋友的谈话中又重中

,

社会学

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怎么样做人
。

其后在 1 9 9 2年 11 月召开的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上
,

又有几

位老先生也都异 口同声地说
: “

社会学是教人怎样做人的学问
。 ” 我们觉得这些谈话很有道

理
,

很深刻
。

这也是启发我们撰写本文的动因之一
。

社会学不是纯理科学
,

而是应用科学
,

因此它存在的价旅取决于它的用处大小
。 “

让会

学有什么用处 ? ” 十多年来经常有人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

我们又经常地回答不清楚
。

看

来
“ 以 己昏昏

,

使人昭昭
”
确实不行

。



“
社会学是一门教人怎样做人的科学

” ,

这个命题是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紧密相联的
,

因为这个命题是对社会学用途的高度概括
。

既然社会学以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 己任
,

它

就应当而且能够揭示出两者之者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
,

从而使每个人认识到这一点
,

以提

高做一个社会人的 自觉性
。

具体地讲社会学可 以用它的学科知识从这样几个方面教人们怎样

做人
: ①帮助人们认识清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②帮助人们认识 自我

,
`

处理好个人与他人
`

与

群体的关系 ; ③帮助人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④帮助人们选择自己的行动
。

一个人如果能在

这四个方面都做得很好
,

虽不敢说是
“

完人
” ,

至少是社会的合格成员了
。

每个人都能做到
,

社会秩序也会稳定和协调发展了
。

所以笔者建议在教学计划中
,

把社会学原理列为中小学生

的修身课和大学生的共同课
,

这是十分必要的
。

研究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学
,

还可以给社会管理提供如下帮助
:

①帮助建立和完善社

会行为规范 ; ②帮助理顺各种社会关系 ; ③帮助提高人 民大众的参与水平 ; ④可以为管理者

提供信息和行为模式
。

社会学的定义 已有许多
,

但都是从某一种视角来界定这个学科的对象
,

因此失之偏颇
,

没有抓住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要领
。

综观各派学者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_

L
,

所以笔者把社会学的基本间题概括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而不是用对这种关系如何回答的某

种观点来确定社会学的对象
。

“
社会学基本问题

”
这一命题的提出

,

是受
“
哲学基本问题

”
的启发

,

但是社会学中的

微观和宏观划分
,

不 同于哲学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划分
,

他们不是两大对立的营垒
,

只是

观察社会的两种视角
,

社会学知识是综合两种视角所得知识的总合
,

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

系
。

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便于概括全面地从总体上向人们讲清楚

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和实用价值
,

避免了枝枝节节地介绍
。

我们大胆地提出这个新的命题
,

既

不是一时的灵感
,

也不是十分成熟的研究结论
,

而是积十多年的读书
、

学 习和观察思考之后

向同仁们的汇报
。

期望同行学者能给予积极的批评和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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