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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构想

马 成 立

作者认为
,

灾害社会学是 以与社会相关的一般灾害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学分

支学科
,

它探索包括自然型
、

人为型和天人型在内的一般社会灾害运动与社会发展

相互作用的一般过程
、

特点和规律并寻求适用于一般社会灾害防治的通用理论
、

原

则与方法
。

在中国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
,

应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指导下
,

将理论研

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

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

在多个侧面和多个层次上逐

项展开
,

从而在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墓础上求得社会均衡
、

协调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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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
,

任何社会的发展
,

都不免遭受灾害的威胁
。

故而
,

揭示灾害与社会的内在联系
,

自然成为当代科学研究关注的课题
。

而进入本世纪六
、

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
、

日本等国拉开

的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帷幕
,

也正是开展这种研究并取得历史进展的重要标志
。

在我国
,

开展

对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

目前还刚刚处在起步阶段
,

尚没有提到理论高度
,

给予系统构思
.

和深

入阐发
。

所以
,

如何把各类灾害纳入社会整体背景之中
,

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学研究
,

进而

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

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

发展和完善这种理

论体系
,

乃是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应当肩负的历史重任
。

灾害社会学
,

作为灾害学与社会学交叉的一门新兴学科
,

是以与社会相关的一般灾害为

研究对象
,

其主要任务在于探明一般灾害运动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的一般过程
、

特点

和规律
,

寻求适于一般灾害防治的通用理论
、

原则与方法
。

灾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

即与社会相关的一般灾害
,

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
:

1
.

单纯由自然诱因而突发或缓慢性危及社会为诸如火山
、

地震
、

山崩
、

海啸或气候长周期演变

等灾害
,

我们可称之为
“
自然型

”
灾害

; 2
.

单纯由人为诱因而显现或潜伏性危及社会的诸如

三废污染
、

不慎失火
、

城市膨胀
、

人满之患
、

信息爆炸
、

社会骚乱等灾害
,

我们可称之为
“

人

为型
”
灾害 ; 3

.

既有自然诱因又有人为诱因而同存共在性危及社会的诸如酸雨
、

尘暴
、

烟雾
、

水土流失
、

沙漠化等灾害
,

我们可称之为
“ 天人型

”
灾害

。

从一般灾害的成因上看
,

自然型
、

人为型
、

天人型灾害显然互有区别
,

不可混为一谈
。

然

而
,

从一般灾害的成因与后果联系起来看
,

自然型
、

人为型
、

天人型灾害又是互有联系的
,

不可孤立相待
。



第一
,

一般灾害
,

都有某种社会后果
。

没有危及人类
、

没有社会后果的任何现象 (包括

自然的
、

人为的现象等)
,

都没有什么灾害可言
。

第二
,

一般灾害
,

都要受到社会制约
。

只是不同社会
、

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约互有差

异而使一般灾害的社会成因
、

破坏方式
、

危害程度互有区别而已
。

第三
,

一般灾害
,

都有自身的
“
双重属性

” 。

任何灾害
, 既有 自然属性的一面

,

又有社

会属性的一面
。

有些自然变异
,

看起来纯属 自然现象
,

实质上
,

一旦接触社会
,

构成灾害
,

其

发生
、

演化和转移
,

既寓有 自然过程
,

又寓有社会过程 ; 有些人类行为
,

看起来纯属社会现

象
,

而事实上
,

一旦构成灾害
,

其运动
、

变化和发展
,

就既有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的特性
,

又有社会现象或社会过程的色彩
。

任何灾害现象
,

不管它的社会性色彩多么鲜明
,

都不可能

摆脱自然法则的囿限而逸出自然界之外
。

正是因为一般灾害都有某种社会后果
、

都要受到社会制约
、

都有自身的
“ 双重属性

”
等

共 同特征
,

才为我们对各种灾害的研究提供由此及彼的联系纽带
,

才为我们开展对灾害的社

会学研究提供了前提
。

同时
,

也正是由于一方面从理论上考察
,

一般灾害都广泛存在着社会性的联系
、

社会性

的根基 ;
另一方面

,

着眼于现代社会实践
,

自然灾害的 自然属性纯度在下降
,

人为型灾害和

天人型灾害的社会属性成分在 日益上升
。

所 以
,

我们也就有理由放宽社会学的视野
,

在特定

意义上
,

将一般灾害统一视为
“
社会灾害

” ,

把
“
灾害社会学

” 进而看作是以
“
社会灾害

”
为

研究对象
,

以探索社会灾害运动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一般过程
、

特点和规律为核心内容
,

寻求适于一般社会灾害防治的通用理论
、

原则与方法的一门新兴社会学分支学科
。

应当指出
,

为准确引用
“
社会灾害

”
概念

,

需要注意它与
“
社会问题

”
概念的联系和区

别
。

社会间题
,

通常是指由于社会关系或环境失调致使社会成员 (全体或部分成员 ) 的正常

生活受到影响乃至社会进步发生障碍
,

从而引起人们关注并需要通过社会力量加 以解决的间

题
。

任何社会问题
,

都有其形成原因
、

自身性质
、

影响范围和社会后果
。

显然
,

用同样尺度

和视角观察
,

任何社会灾害
,

都可最终归结为社会间题
。

社会灾害像社会问题那样
,

具有普

遍性
、

变异性
、

多因性和持续性等特点
。

然而
,

并非任何社会问题
,

都能称之为
“

社会灾害
” 。

“
社会灾害

” 区别于
“
社会间题

” ,

关键既取决于二者
“ 质 ” 的规定性不同

,

更取决于二者
“ 量 ” 的规定性差异

。

从
“
质

” 的规定性上看
,

社会灾害乃是社会问题的恶性肿胀或扩散 ;

从
“ 量 ” 的规定性上看

,

社会灾害的破坏范围远比社会间题影响范围大
,

社会灾害的社会后

果远比社会 问题的社会后果严重
。

所以
,

从这种意义上
,

我们可以说
,

并非任何社会问题都

是社会灾害
。

社会灾害
,

不是通常意义的社会问题
,

而是其作用范围
、

后果
、

程度超过某种

阂值时的社会问题
。

仅在普通意义上对某些社会问题开展普通社会学研究
,

还不能代替上述

意义上的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
。

综上所述
,

我们明白
,

要探明社会灾害的基本范畴构成
,

不仅需要研究社会灾害的科学

内涵
、

构成要素和类型划分
,

而且需要研究社会灾害程度的量度指标
,

给出社会 问题与社会

灾害的闭值界限
。

研究社会灾害的量度指标
,

不仅要看致灾力源的强弱 (如几级地震
、

多大

流量的洪峰等 )
,

而且更主要的是看它所造成的社会人员伤亡
、

物质损失以至精神打击等状

况
。

在通常情况下
,

致灾力源的强弱和灾害后果的轻重成正比关系
,

但也必须 同各种人文地

理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
,

采用当代科学手段进行综合研究
,

给出灾害程度的量化程序
、

量度

指标与统计估值
,

做出科学化
、

定量化描述
。



灾害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灾害基本范畴构成的基础上
,

更应侧重于研究和探明社会灾害运

动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一般过程
、

特点和规律
。

这种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和展开
:
研

究社会灾害运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包括社会灾害运动对社会现代化的危害
、

对社会稳定的

破坏
、

对社会进步的制约的一般过程
、

特点和规律的探析
;
研究社会发展对社会灾害运动的

影响
,

包括社会结构
、

生产方式
、

科技水平
、

管理制度
、

社会行为
、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发展

变化而影响社会灾害的演化发展
、

转移蔓延等一般过程
、

特点和规律的探索等等
。

一般说来
,

社会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是多方面
、

分层次
、

成规律地表现出来的
。

( 1 ) 各种社会灾害
,

从社会的诸多现象领域
、

诸多结构层次上不时冒发出来
,

又在社

会诸多现象领域
、

诸多结构层面上酿成恶果
,

多渠道
、

全方位地危害着社会的发展
。

( 2 ) 各种社会灾害
,

孤立地看
,

各有其单一性和偶然性 , 联系地看
,

又各有其关联性

和系统性
,

从宏观整体上危害着社会的发展
。

如某些气象灾害
、

海洋灾害
、

水文灾害
、

地壳

灾害
、

农业灾害等自然型灾害
,

它们之间往往互为条件
、

互为因果
,

发生链式反应
,

形成灾

害系统
,

产生出破坏效应
,

危及社会发展
。

( 3 ) 各种社会灾害
,

又都不取凝固不变的危害形式
,

不 同时间
、

不同地域的灾害情况
,

很不一样
。

不同类型灾害之间
,

常常可以依据自然与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出派生
、

演化
、

扩

散
、

跃迁或转移等现象
,

千变万化地危害社会的发展
。

( 4 ) 各种社会灾害
,

其中有些可能是暂存易逝的
,

也有些可能是旷 日持久的
,

从灾害

的发生
、

演化
、

发展直到产生后果
,

经过较长的历史阶段
,

持续久远地危及社会的发展
。

凡此种种情况
,

说明了社会灾害运动影响社会发展机制的复杂性
,

从而也导致了社会灾

害运动作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多样性
。

灾害社会学研究
,

也正需在解决这类复杂性问题
、

揭示这类多样性规律之中
,

找到它的用武之地
,

展现它的科学魅力
。

社会灾害运动影响社会发展机制是极其复杂的
,

而社会发展影响灾害运动的机制同样也

是极其复杂的
:

一般说来
,

社会的发展
,

包括社会结构的改革
、

生产方式的更替
、

科学水平

的提高
、

管理制度的完善
、

社会行为的调节等等
,

都可能对社会灾害的演化发展
、

转移蔓延
,

产生强弱不等
、

大小不一的影响
。

而社会发展对社会灾害运动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在于
,

并非

单纯表现为社会灾害注定减少 以至消灭
,

弄得不好甚至还可能直接引起社会灾害的范围扩大
、

危害加深
。

如
,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更替和科学水平的提高
,

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征服 自然界

能力 (或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 的增强
,

另一方面又可能隐藏着某些消极力量的滋长
,

即在征

服 自然过程中
,

由于某些不当行为而可能引起人类与自然矛盾的激化
,

招致 自然界的无情报

复和猛烈反抗
,

最后遭受某些灾害恶果
。

人类对这类意外而复杂的影响机制的认识
,

也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

远在人类社会早期
,

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
、

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

类社会相对立
。

那时
,

尽管人类也开始了改造自然的斗争
,

但因社会生产方式落后
、

科技水

平低下
,

人类不免陷于顺从自然的阶段
。

随着社会发展
,

人类在改造自然斗争中
,

留下越来

越多
“ 人化自然

” 的印记
。

当蒸汽革命
、

电力革命号角吹响之后
,

社会生产方式更新了
,

科

技水平提高了
,

人类开始进入征服自然阶段
,

人类征服自然
,

无节制的索取
,

既有巨大的开



发力
、

创造力
、

凝聚力
,

又有巨大的浪费力
、

破坏力
、

内耗力
。

社会对自然界的征服— 建

设和破坏能力同时增大 , 自然对社会的反应—
赐予和报复的程度

,

也同时越来越强烈
。

于

是环境污染
、

生态失调
、

能源短缺
、

耕地蜕化
、

人 口爆炸等等灾害
,

接踵而来
,

给人类带来

严重威胁
。

针对这种情况
,

恩格斯早就警告人们
: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 自然界的胜利

。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

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
,

就应当通过对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灾害运动机制的复杂性的分析和

透视
,

揭示社会灾害某些必然演化发展
、

转移蔓延的过程
、

特点和规律
,

指导人们在改造 自

然斗争中
,

自觉限制自己行为
,

以求在社会与自然之间
,

强化二者的
“ 互依关系

” ,

保持二

者
“
输入

”
与

“
输出

” 的动态平衡 ; 消除二者的
“
破坏关系

” ,

防止
“
征服

”
与

“
报复

” 的

恶性循环 ,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对自然的
“
吞食关系

” ,

防止对自然索取
、

吞食过度而造成

灾害恶果
,

求得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

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
,

探明社会灾害运动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
、

特 点 和 规 律
,

既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

又并非有不可逾越的迷津
。

事实上
,

所谓探明社会灾害运动与社会

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
,

无非是寻求二者的本质的
、

必然的
、

一般的
、

重复的联系
。

由于这种

联系
,

并不取千篇一律的形式
,

具有复杂多样的特性
,

因而其二者互相作用的规律也有复杂

多样的特性
。

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

应当致力于从不同表现特征上探明一般规律与特

殊规律
、

整体规律与局部规律等并弄清它们相互之间在总体上的联结
,

大体上勾画出一幅社

会灾害运动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一般规律的图景
.

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
,

探明社会灾害运动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一般过程
、

特点和规律
,

对有效地控制与防治社会灾害
、

求得社会发展
,

具有科学奠基的意义
。

显而易见
,

一切背离

社会灾害运动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一般过程
、

特点和规律的有关控制与防治社会灾害的对策
、

措施
、

手段和方法
,

都不可能是科学
、

正确和有效的
。

灾害社会学研究
,

应当力求在符合某

些客观规律的先决条件下
,

研究寻求社会灾害的控制形式
、

手段和方法
,

确立社会灾害的管

理法规
,

提出体制改革构想
,

做出社会灾害的应变决策和策略选择
,

阐明社会灾害的预 防控

制
、

系统分割
、

区域防治
、

监测预警
、

善后保障等理论
、

原则
、

技术手段与方法
。

例如
,

如

何探索和阐明社会灾害的预防控制
、

系统分割的理论原则
、

技术手段和方法
,

对灾害社会学

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

所谓社会 灾害的预防控制
,

是指在做好预估
、

预警
、

预案的前提之下
,

对某些失控的或

自发的过程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

力求获得
“
防患于未然

” 的效果
。

事实上
,

世间许多失控或

自发过程
,

如果人们听任其发展
,

那么必将在灾难中终结
。

因此
,

马克思早就指出
,

耕作如

果 自发地进行
,

而不是有意识的加以控制… …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
,

酿成严重的社会后

果
。

同样
,

如果让人 口增长
、

土地侵蚀
、

大气污染
、

犯罪祸害等过程 自发地
、

自然地蔓延
,

而不是有意识的加以控制
,

那么接踵而来的必将出现人满之患
、

灾祸迭起的严重后果
。

所谓社会灾害的系统分割
,

是指面临
“
局部灾害危及整体安全

”
的紧急之势

,

随机应变采

用的割断局部灾害与整体联系
, 以求获得

.

保护整体
”
的减灾实效的技术手段

。

如一条街道某

处突然失火
,

必要时毁掉少量房子以割断火路葺艳
; 传染病来然爆发

,

必要时隔断疫区与其
,

。餐 .’



他地区的交通 ;社会犯罪猖撅
,

必要时用监禁或流徙等手段
,

以隔离犯罪与社会联系
,

制止

犯罪灾祸危及社会等等
,

都是在不同场合下常常使用的
“
应急性

” 系统分割技术手段
。

此外
,

还有
“
防御性

”
系统分割技术

。

如人们在设计和建造大型轮船时
,

将船体分割成许多小舱
,

这样
,

即或船体某处突然触礁漏水
,

也不致危害船身整体
,

保护全船人身安全 , 人们在营造

山林时
,

往往设置防火间距
,

一旦某处突然引起火灾
,

也不致造成整片森林的毁坏
,

等等
,

都可以说是
“
防御性

” 系统分割的常见事例
。

巧妙地运用
“
防御性

” 系统分割技术
,

可以做

到 “ 防患于未然
” 、 “

治之于未乱
” 。

对设计和运用者来说
,

是远见卓识的表现
。

而开展灾害

社会学研究
,

也应有远见卓识的品格
、

防灾治灾的意识
,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
,

总 结概 括 出

一整套的有关社会灾害系统分割的理论
、

原则
、

手段与方法
,

尽力提高它们的
“
科学性

” 、

“
适用性

” 和 “
时效性

” 。

四

灾害社会学
,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

应当包括两个相互关联
、

相对独立的构成部分
: 一般

灾害社会学和实用灾害社会学
。

一般灾害社会学
,

如前所述
,

其主要研究任务是探索社会灾

害运动及其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一般过程
、

特点和规律
,

寻求适于防治一切灾害的通用的

理论
、

原则与方法
。

实用灾害社会学则应以社会某些特殊领域中的灾害为研究对象
,

运用一

般灾害社会学的通用理论
、

原则和方法
,

给出相应于某些特殊领域的防治灾害的理论
、

原则

和实际操作程序与方法
,

为减灾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

开展实用灾害社会学研究
,

可 以在多个侧面
、

多个层次上逐项展开
。

比如
:

( 1 ) 环境污染

的社会学研究 , ( 2 ) 农业灾荒的社会学研究 , ( 3 ) 城乡火灾的社会学研究 ,
( 4 ) 流行

病害的社会学研究 ,
( 5 ) 交通灾难的社会学研究 ; ( 6 ) 犯罪祸害的社会学研究 , ( 7 ) 腐

败堕落的社会学研究 , ( 8 ) 人满之患的社会学研究 ,
( 9 ) 信息爆炸的社会学研究 ; ( 10 )

社会骚动的社会学研究
;

( 1 1 ) 政治动荡的社会学研究 ; ( 1 2 ) 战争灾祸的 社 会 学 研究 ,

( 1 3 ) 灾害案例的社会学研究
,

等
。

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
,

建立起一般与实用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要完成这项系统工程任务
,

首先需要有正确的哲学出发点
,

把研究的根基牢固地扎在
“
客观

实在 ” 的土壤里 , 其次
,

必须以社会的需要为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

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学科

建设的基本目标
,
再次

,

需要从现代相邻学科吸收养料
,

获得有益的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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