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社会学概论
”

教材的章节体系

李 毅

社会学自 197 9年 3 月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已经 I Q年多了
。

国内公开出版的
“
社会学概论

”

教材 已有十余种
。

在此基础上
,

全国统编
“
社会学概论

”
教学大纲正在酝酿

。

全国统编大纲

一经颁行
,

必将对刚刚走出初创阶段的我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不小的影响
。

为使决策科

学化
,

社会学界理应对这本入 门教材的章节体系做些探讨
。

“ 社会学概论
”
与

“
社会学理论 (原理 )

”
是对象和内容完全不同的两门课

,

这个问题

极为重要
,

它是本文第三
、

第四部分的立论基础
。

1
.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比如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有
“
社会学概论

” 和 “
社会学理

论 ” 两门课
。

前者为本系低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和外系学生的选修课
,

后者为本系研究生和

高年级本科生的选修课
。

内容完全不同
。

2
。

这种区别并不只是社会学才有
。

国内大学法学课程系列中同样有两门课
, “ 法 学

(基础 ) 理论
” 和 “ 法学概论 (基础 )

” 。 “
法学理论

”
是法学专业本科生课程

,

章目基本一

致
:
法的起源

,

法的本质
,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
,

社会主义法律的产

生
、

性质
、

体系
、

作用实施等
。 “

法学概论 (基础 )
”
是为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开 设 的 课 程

(法学专业低年级本科生也有必要学习这门课 )
,

按照国家教委审订的 《法学基 础 教 学 大

纲 》
,

这门课的章 目为
: 1 ) 法的基本理论 , 2 ) 宪法 ; 3 ) 行政法

; 4 ) 民法 , 5 ) 婚姻

法 ; 6 ) 继承法 , 7 ) 工业产权法 ; 8 ) 经济法
; 9 ) 民事诉讼法 ; 1 0) 刑法

; 1 1) 刑事诉

讼法 ; 1 2 ) 律师制度 ; l a) 公证制度
。

显然
, “

概论
”
教材的第一章是

“ 理论 ”
教材全部内

容的概述
,

其后每一章都是法学专业一门课程的概述
,

全书则是法学专业几乎所有主要课程

的概述
。 “

社会学概论
”
与

“
社会学理论 (原理 )

”
在内容上的区别与此应无差异

。

3
.

这种区别并不是中国才有
。

比如
,

美国大学也有
“
社会学 (概论 )

”
与

“ 社会学理

论 ” 两门课
。 “

社会学理论
”
教材的中译本有 《社会学理论》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社

会学理论的结构》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和 《当代社会学理论》 (华夏出版社 )
。 “ 社会学 (概

论 ) ,, 教材的中译本有 《社会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 )
。

两者内容和章节体系完全不同
,

此

不赘述
。

使用对象也完全不同
, “

概论
”
教材开篇就申明

:
本教材是供低年级本 科 生 使 用

的 , “
理论

”
教材开篇则申明

:
本教材是供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使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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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众所周知
,

苏联直到去年才有可能开始编写社会学概论教材
。

毋庸讳言
,

十年来国内印行

的社会学概论教材的章节体系
,

多数是在批判借鉴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学概论教材的基础上形

成的
。

因此
,

了解西方社会学概论教材的近况是有益的
。

美国社会学可以代表西方社会学
。

笔者从能够见到的九种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中
,

选出时间最近的四种和时间最远的一种
,

将

其章目译出
,

依最新一种对照排列 (见附表 )
。

附表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些印象
。

1
.

不管教材的作者们倾向于冲突论
、

功能论还是互动论
,

众多的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

有一个几乎完全相 同的章目体系
。

而各自的理论倾向在章目中也有表现
。

重视互 动 论 的 作

者
,

给社会互动列专章 ; 承认冲突论的作者
,

其第三编的编名叫
“
社会不平等” 。

2
.

其所以理论观点针锋相对的诸多作者
,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
,

能够形成一个大致

相同的章目体系
,

有两个原因
。

一是大家对这门课的目的和对象的看法是一致的
。

从各种教

材的前言可以看出
,

各家一致认为
,

这 门课的 目的
,

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出发
,

为低年

级大学生提供一个对当今美国社会的全面概述
,

为了说明间题也兼及其它社会
。

二是竞争的

作用
。

在目的一致
、

对象一致
、

课时一致的情况下
,

必然应有一个章目体系能较好地全面概

述当今美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学
。

为了使教材赢得尽可能多的学生和教师 因 而 得 以出版和再

版
,

作者们不得不 自觉或不 自觉地放弃彼此理论观点的对立
,

在竞争中形成并靠拢这个较好

的体系
,

而将彼此理论观点的不同也在同一个章目体系中从内容上展示出来
。

3
.

体系一经约定俗成就有 了无形的约束力
。

比如
,

附表中的第二
、

第四本书
,

是为说明

这个间题特意选的同一种教材的第二
、

第一版
,

这本教材是这九种教材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

第一版中社会运动与社会变迁合为第二十章
,

由于在通行体系中社会变迁单列一章
,

社会运

动一般与集体行为合列一章
,

所以作者在修订第二版时
,

因没有公认的特殊原因
,

就作了合

乎通行体系的调整
。

4
.

约定俗成的通行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

它随着美国社会状况和美国社会学的变化而

变化
。

与可以看到的一些五
、

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港台译本相比较
,

现行体系有

很大的变化
,

此不赘述
。

从附表中可 以看出十年间的一些变化
,

比如
,

医疗保健问题
,

环境

问题
、

战争与和平间题等
,

对于美国社会日益重要
,

开始被列为专章
。

怎样看待这个大体一致的西方社会学概论教材体系
,

笔者有以下几点想法
。

1
.

就内容而言
,

所有这些教材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学
,

都是为其社会服务的
,

尽管所有

教材都对马克思其人及其思想 日益表现出学术性的尊重和敬意
。

这个体系毕竟是西方社会学

教师多年来在竞争中认真工作的结果
,

对于全面概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社会学是

比较合适的
。

2
.

这个体系
,

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
,

必然有众多不对应

的地方
。

比如
:
性

、

性别
、

老龄
、

医疗保健
、

环境保护
、

民族
、

宗教
、

战争与和平
,

这些在

当今美国社会比较重 要 而 列 为专章的问题
,

在当今中国社会远没有重要到可 以列专章的程

度
。

但是
,

这个体系作为概述某个具体社会和社会学的教材框架
,

对于我们建立概述当今中

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的
“
社会学概论

”
教材的章节体系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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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印行的十余种社会学概论教材对重建我国社会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但其内容

和体系差异极大
。

1
。

一些教材名为
“ 社会学概论

” ,

但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章节体系看
,

都的确是层次更

高的
“ 社会学理论

”
专著

。

2
.

一些在章 目排列上倾 向于社会学概论的教材
,

由于对这门课的对象和 日 的 认 识 不

一
,

也许还由于所批判借鉴的西方教材的年代不 同
,

章节体系彼此差异很大
。

3
.

一些概论教材对 当今中国社会实际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叙述过少
,

对理论的叙述过

多
,

尤其是对根本未经中国社会实践检验或与当今中国社会关系不大的一些理论 的 叙 述 过

多
,

往往使读者不知道这是在讲哪个国家的社会学
。

4
。

脱离中国社会最集中的表现
,

是根本不讲社会体制这一编
,

或将其压缩成内容空洞

的一章
。

中国社会正在通过社会体制改革不可逆转地迈 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
。

社会体制改

革
,

是中国社会目前和今后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核心问题
,

理应是中国社会学研究 目前和今后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点和重心
。

社会体制是社会学研究的固有领域
,

不讲社会体制这一编
,

或许有两个原因
。

一是讲社会体制与现实联系太密切
,

想起 1 9 5 7年 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
,

心

有余悸
,

干脆不讲
。 “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 ” 每一位富有责

任感的
、

正直诚实的社会学者都应有这种魄力
。

二是对社会学研究社会体制不理 解
。

事 实

上
,

就学科划分而言
,

经济学主要研究既定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活动
; 政治学主要研究既定政

治体制下的政治活动
;
教育学主要研究既定教育体制下的教育活动

;
等等

。

而对各种社会体

制本身的研究则主要属于社会学
。

因为对于任何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都难以就这种体制本身

展开
,

都必须将其置于社会整体之中
,

置于社会体制体系之中
。

5
.

没有一本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不列专节介绍马克思其人及其思想
。

由于 没 有摆 正
“
社会学概论

”

教材和
“ 历史唯物主义

”
教材 的关系

,

我们中国的不少社会学概论教材反而不

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

这种状况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下去
。

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导中国社会

学研究
,

不是
“ 历史唯物主义

” 教材指导
“ 社会学概论

” 教材
。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在讨论如

何改革哲学教材体系时
,

意见纷纭
,

但儿乎 一致认为
,

历史唯物主义教材的多数内容属于社

会学领域
,

应予归还
。

这也说明
,

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五种观

点中
,

层次论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见 《社会学研究》 1 9 8 9年第 4 期
,

第 20 页 )
。

、̀占,

四

我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原则 可从以牙犷儿个方面考虑
。

1
.

指导思想
:

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特别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
。

对象
: 大学各专业低年级本科生

。

目的
: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全面概述当今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
,

为此 目的

也兼及其它社会及其社会学
。

4
.

密
一

切联系当今中国社会实际
。

哪个问题应列 专章
,

哪个应列专节
,

或连
一

专节也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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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全完根据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而定
,

比如
,

社会体制一编可作为重点
。

叙述

某个问题的篇幅
,

除 了重要性
,

一

也考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
。

5
。

吸收
“ 历史唯物主义

” 教材
、 “

科学社会主义
” 教材和 “

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
” 教材

中属
一

于 “ 社会学概论
”
领域的内容

。

本着以上原则
,

在几年来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借鉴能够见到的 国 内 外 教

材
,

笔者在体系上有一些不成熟的做法
。

不揣 冒昧
,

恭请学界同仁批评
。

《社会学概论 》

族教民宗

第 一 编

第一章 社会学的性质

第一节 社会学与社会科学

第二节 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与任务

第三节 中外社会学史简述

第二章 研究社会的方法

第一节 方法体系概述

第二节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第三节 科学研究的艺术

第二节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

析

第三节 社会流动

第七章 民族与宗教

第一节

第二节

第 二 编

第三章 社会

第一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对其它社

会变迁理论的批判

第二节 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上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第四章 社会与个人

第一节 社会化与个性发展

第二节 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

第三节 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的社会作

用

第四节 人的现代化

第五章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第一节 初级社会群体

第二节 初级社会群体的衰落及其影响

第三
一

竹 社会组织

第四节 组织管理与科层制

第六章 社会阶级 社会阶层 社会流动

第一节 阶级与阶层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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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编

第八章 经济体制

第一节 经济体制概述

第二节 改革前的我国经济体制

第三节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第九章 政治体制

第一节 政治体制概述

第二节 改革前的我国政治体制

第三节 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十章 文化体制

第一节 文化体制概述

第二节 改革前的我国文化体制

第三节 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

第十一章 社会保障体制

第一节 社会保障体系概述

第二节 改革前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

第三节 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 苹

第十二章 教育体制

第一节 教育体制概述

第二节 改革前的我国教育体制

第三节 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第十三章 家庭与性

第一节 家庭的本质



第二节 家庭的结构与功能

第三节 家庭 问题

第四节 性 性别 妇女解放

第 四 编

第十四章 社会互动 集体行为 社会运动

第一节 社会互动

第二节 集体行为

第三节 社会运动

第十五章 社区 农村 城市 城市化

第一节 社区概述

第二节 我国传统农村社区及其演变

第三节 城市与城市化

第四节 我国城市化的道路

第十六章 人 口与环境

第一节 人口发展与人 口学基本概念简

述

第二节 人 口学理论与人口政策简述

第三节 我国人 口 问题的实质与我国人

口政策

第四节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

第十七章 社会控制

第一节 社会控制及其形式

第二节 越轨与犯罪

第三节 我国法制建设的道路

第十八章 社会变迁

第一节 二战以后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

第二节 二战以后现代化运动的经验教

训

第三节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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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问卷 已越来越成为社会调查研究中不可缺少 的一种工具
。

然而
,

一份间卷设金}
」

得是否科学
、

能否达到预期的 目的
、

被调查者能否真实地回答问题
,

就不那么简单

了
。

《透视社会的艺术 》 一书
,

将为读者提供一把通往成功之路的钥匙
。

全书包括

六章和一个附录
,

主要阐述了
:

问卷与社会调查的关系
、

问卷的适用范围
、

问卷的

基本类型和结构
、

问卷设计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步骤
、

评价问卷质量 的标准
、

问卷设

计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

问卷设计中常见错误及原因分析等
。

附录中汇集了作者从 70

份问卷中挑选出的 6 份不同类型 的间卷实例
。

该书 已于 1 9 9 0年 2 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

作者风笑天
。

每册定价 4
.

25 元
。

(唐 )

〔美 〕 托马斯
·

奥戴著
,

胡荣
、

乐爱国译 《宗教社会学》 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

于 1 9 5 9年 1 1月出版
,

全书 2 3 7千字
。

符祥青主编 《工业社会学》 已于 1 9 9 0年 3 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

全书 16 章

2 5万字
,

定价 5
。

90 元
。

(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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