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下一个十年前进时的几点希望

本刊编抖部

中国社会学经过第一个十年的恢复和重建
,

成绩是显著的
。

当初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建立

a五城
” ,

即学会
、

研究所
、

社会学系
、

图书馆
、

刊物和出版社等机构和阵地的任务
,

今天

基本上都已实现
,

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调查研究成果
,

培养出来了一批人才
,

为中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引起了社会各方面越来越大的重视
。

作为这
“
五麟

”
之一的社会学专业刊物 《社会学研究》 是在这头十年的中期 19 8 6年创刊

的
,

现 已整整出版五年
。

我们的刊物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的土壤之中
,

在国内外社会

学界同仁的支持下成长的
。

我们刊物的质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脉搏和中国社会

学的发展状况
。

在迈入下一个十年之际
,

总结过去
,

为把中国社会学和我们的刊物的质量在

既有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
,

我们特提出三点
,

与本刊作者和读者共同努力
。

一
、 “ 一要生存

,

三要发展” 。

这是我们在去年新春的评论中提出的
。

中国社会学作为

独立学科曾有过中断26 年的历史
。

前年的风波后
,

又有种种关于社会学存废的猜测流传
,

这

种担优事出有因
,

但终非事实
。

不消除这种惶惑的心态
,

显然对我们的学科发展是不利的
。

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发展从来不是` 帆风顺的
。

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
、

难巨性
、

复杂性

和曲折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

但中国社会的发展终将如长江黄河一般
,

突破一切艰难险阻

奔腾向前
,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终将胜利 t 中国的社会现代化需要社会学 ;这就是中国社会

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理由和基礴
。

中国社会学只能而且必须与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发展共存共

荣
。

既然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无可置疑的
,

那么中国社会学的生存和发展也便是无可置

疑的
,

只有确立这样的信心
,

才能有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
。

二
、

既要科学化
,

、

也要学科化
。

本刊创刊后
,

读者最初的反映匙 像个社会学学术刊物

了
,

但有些文章社会学味道还不足
。

当时我们自己也说过
“
草鞋没样

,

边打边像 ” 。

期望随

着全国社会学的队伍和相应的调查研究工作逐步走向深入
、

学科水平逐步提高
,

使我们的刊

物也相应伺步前进
。

事实的发展也正是这样
,

这是令人欣慰的
。

但是以科学化和学科化的高

标准要求看
,

仍然大有待于提高
。

社会学其所以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

首先就应是一门科学
,
因

此首先必须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多 同时
,

作为社会学
,

虽然其有综合性
、

跨学科性等特

点
,

但必须是一门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门专门学间
,

有其独特的学科属性
。

在这方面
,

有些文章仍感社会学味道不足
。

我们希望进入下一个十年
,

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的形象能更加分明
,

而这一点应体现在每一篇文章之中
。

三
、

内容要更真实
,

技术上也要有所要求
。

中国新生的社会学立足于生动的社会调查研

究的实际和丰富的史料积累
。

在我们 已发的文章中绝大多数是言之有物的
,

空洞的八股调不

多
,

这是很难得的
。

当然
,

就文章的内容而言
,

分析的深刻性还大有待于提高
。

在学风上
、

技术上不够严谨
,

须待改进提高的方面还很多
,

一位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我国留学生给本

刊编者来信说
: “

在这里写一篇文章很不容易
,

首先要查阅大量的文献
,

要知道别人做了些



什么
,

是怎么做的
,

有哪些具体观点和结论
。

自己写文章时必须首先说明这些
。

这样做
,

就

使前人的成果得到了肯定
,

也使科学成为一种真正的积累过程
。

” 我们的一些文章正欠缺这

种态度
。

我们曾寒次最请作者来稿
,

摹附参考文献目录 (当然也不要太多
,
但应有主要参考目

录 )
。

弓!文要注清出务
,

有些文章的作者这样做了
,

有些作者还木习惯
。

我们在今后的编辑工

作中将严格要求
,

希望作者合作
。

同时
,

我们还准备从今年第二期起
,

按国际学术刊物规定
,

每篇文章前加几百字的提要
,

以便查阅和进入国际社
一

会学信息检索网络
,

也希望作者们合作
,

在投稿时附上 3 00 字左右的提要和 自己的出生 日期
、

工作 (学习 ) 单位和身份 (职称或职务 )

我们希望通过作者
、

读者和编者的共 同努力
,

使中国社会学和我们的刊物在下一个十年

迈上一个新台阶
。

“
中国农民与农村改革

”
理论研讨会

在郑州召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河南省密县人民政府于 199 p年 1 1月 2 日至 n 月 6 日在河

南省郑州市密县
,
联合召开了首届

“
中国农民与农村改革

”
理论研讨会

。

到会者有长期从事

农村问题理论研究者
、

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者及第一缓的农村管理于部
,

约计 60 多人
,

提交论

文约 30 篇
。

围绕研讨会的主要议题
,

与会代表主要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 一是农村社会分

层结构的操作指标 , 二是当前农村社会分化中的社会分层结构 , 三是农村社会结构演变趋势

及其对策
。

在有关探讨中
,

与会代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

展开了不同认识的热烈讨论
。

关

于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操作指标
,

许多同志指出中国杜会结构演变有其特殊性
,

不能照搬西

方社会分层指标
,

一

但可以考虑以 “ 职业乡 为基础
,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分层指标体

系
,
于此

,

有研究者提出
`

了自己的分层指标
。

关于当前农村社会分化中的社会分层结构
,

大

部分同志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同志关于当前农 村存 在 的 8 个阶

膝 即农业劳动者阶层
、

农民工
、

雇工阶层
、

农民知识分子阶层
、

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

阶层
、

私着企业主阶层
、

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
、

农村管理者阶层 (参见 《社会学研究》 19 89

年第兰期 )
。

也有韵 同志提出 了 不伺 认识
,

并特别强讲了农村乡与村这两级基层干部在体

满上的差别及实际科益上的明显差距
,

认为乡级管理者属于国家编制
,

领国家工资
,

其利益

实现过程具有相鹰韵姻家保障
,

而村级管理者则不然
,

他们的切身利益在很大程 度 上 与农

业劳动者的利益实现方式相同
、

,

并未纳入国家保障系统
。

关于农村社会结构演变趋势及某对

策
,

有人认为将继续向惹阶层化方向演变
,
而有人认为存在社会分化

,

但尚难得出阶层化的

演变认识 ,
一

陆学艺同志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在走了
“
承包制

” 一步后
,

第二步应该是发展乡

镇企业
,

第三步才是发展小城镇的思想
。

(张宛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