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学 文 摘

袁方强调社会学研究要以人为中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袁方教授在不久前答 《中国社会报》 记者问时指出
:

以人为中心进行社会学研究
,

是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需要
。

我理解社会学研究的人是马克思认为的那种现实的人
。

列宁所说的
“ 个人活动

” ,

除了

与 自然界斗争外
,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

这种相互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
。

按照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
,

社会是由人所组成
,

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
,

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

所以
,

以人为中心进行社会学研究
,

就可以客观地
、

正确地揭示社会的本质
。

我们说社会学究研要以人为中心
,

也是为了使社会学研究达到逻辑和历史的统 一
。

坚待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

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

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社会
,

就需要从人出发
。

为了避免历史方法的局限性
,

我们还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
。

而逻辑的方法就是从 简 单 到 复

杂
、

从具体到一般的方法
,

这实际上就是社会学所遵循的实证方法
。

要遵循逻辑的方法
,

就

必须从具体的人出发
。

具体的人的展开构成了纵横交错的
、

复杂的社会关系
。

所以
,

从人出

发来研究社会
,

就可以正确地把历史方法 与逻辑方法结合起来
,

从而能够科学地对社会进行

研究
。

以人为中心开展社会学研究
,

也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

观点
。

在文艺复兴之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
,

人虽然从封建神道主义的侄桔之下解放

了出来
,

但是
,

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
,

人成了金钱的奴隶
,

被物所异化
,

被扭曲
、

被抹

杀
。

马克思指出
,

人的 “ 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
。 ”

( 《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

第 15 页 ) 因此
, “ 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

” 的理论
,

是把人从资

本主义金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武器
。

这个理论应成为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方针
。

我

们都知道
,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

首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
。

人是社会的主体
,

社会的发展最终

都是为了人
。

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人的各种需要
。

从这个意义上看
,

社会发展实质上

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

而人的发展
,

实际上就是提高人的素质
。

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
,

社会长

期
、

稳定地发展才能有保证
。

传统的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
,

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
。

这正是我

们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的最终 目的
。

重视对人的研究
,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所研究的问题中
,

大

都 以人事 为主
。

我们从他的理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
。

另外
,

孔子认

为
, “

仁
”
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

,

是为了使全人类过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关系
、

互相帮助
、

互相关心和亲爱团结
,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人
” 。

我国老一辈社

会学家继承了中国文化中重视对人的研究的这一优 良传统
,

提出
“
人文社会学

” ,

主张社会

学研究应当始终以人为中心
,

以人为归宿
,

以人 为前提
。

他们曾经做过许多这方面的研究
,

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
。

我们现在开展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
,

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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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

全盘西化
,

也不能自我封闭只讲国粹
,

走复古之路
。

我们要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
,

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我们

今天的具体实践
,

同中国的国情
,

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
,

并在此毯础上
,

吸收
、

消化国外社会学的优秀成果
。

(摘自《 中国社会报》 第 2 期
,

19 90 年 1 月 5 日 )

试论社会学的科学性

郭星华在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 1 9 8 9年第 6 期撰文指出
,

一门学科如果不以科学性作为

自己坚实的基础
,

是没有生命力的
,

也是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

探讨社会学具有科学性的可

能性及其特征
,

探讨实现这种可能性及提高社会学科学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

对于社会学理论

的建构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同属科学体系
,

但社会学有其 自身的特点
,

与

自然科学既相联系又有 区别
,

以某一学科作为科学的模式去度量其它学科是片面的
。

社会学

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在于
:

都是 以把握事物的产生
、

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性作为研究目的 ; 都在

一定程度上对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进行逼真性概括
,

或为人类进行这种逼真性概 括 提 供模

型 ,
当然

,

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显著的区别
,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而
:

1
.

研究时 象的不同

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
、

不同文

化背景的国家
、

不同的历史时期里
,

这些条件和机制都是有所不 同的
。

组成社会的是有思维

能力
、

有创造性的高等生物
-

一人
,

人与人在共同生括中结成了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
,

处在这种社会关系的人的行为受到思维方式
、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 制 约 和 影

响
,

具有复杂多变的性质
。

也就是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比 自然科学的要复杂得多
。

2
。

研 究方法的不同

正是由于在社会学视野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结构
、

社会关系以及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人和

群体
,

而不是 自然科学视野里无思维能力
、

无创造性的物体
,

这就决定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一

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

社会学研究能够借用也应该借用数学方法
、

实验方法

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

但更多地是采用诸如参与观察法
、

访谈法
、

历史 比较法和文献分析

法等社会学特有的研究方法
。

应该承认
,

实现社会学的科学化比起其它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要困难得多
。

首先
,

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受到较多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

其次
,

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受到较大的时空限制
,

自然科学的显著特征就是严密和精确
,

受时空限制比较少
。

要使社会学的科学性得到充分体现
,

使社会学科学化水平得 以大大提高是一件异常艰难

的工作
,

但并
一

}异可望而不可及
,

需要社会学家作长期而艰 巨的努力
。

我们认为
,

实现社会学的科学化可首先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

J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