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 案 中 的 困 惑

对中国社会学后备军的调查研究

葛延风 谭伟年

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已近十年
。

十年的发展之路
,

充满了艰辛与困苦
,

也不乏 喜 悦 与欣

慰
,

更有思索与困惑
。

至于今后的发展方向与道路
,

亦是众说纷纭
。

然而
,

我们认为
,

无论

怎样
,

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还是主要取决于社会学的队伍本身
,

尤其是社会学 的 后 备 队

伍
。

因为研究者是一门学科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

也是从事该领域探索行为的主体
。

本着这一

基本思路
,

我们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问卷调查
,

调查的对象是人民大学八七
、

/又/又两级的本科

生
。

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

一是他们 自身的基本状况
多 二是这些尚未从事真正社会学学

术活动的人对社会学发展的直观认识
。

这次调查共发问卷 60 份
,

回收 55 份
,

回收率为 9 1
.

7%
。

虽然这次调查的范围很小
,

但我们认为
,

这次调查的对象对于总体 ( 即全国各社会学系

低年级本科生 ) 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

因为第一
,

几乎全国所有社会学专业都是面向全国招

生
,

而且按照我国依据高考成绩一次性录取高校新生的惯例
,

考生在各高校之间的分配具有

相当大的随机性
。

第二
,

目前进入高校的学生
,

由于课程设置全国基本一致
,

故其知识结构

也基本一致
。

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何选择了社会学专业
。

只有 31 %的同学回答他们在入校前对

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

因而决定从事这一事业
。

而另外近 70 %的人却是由于其他各种原因
。

有的是因为主观地感到社会学时髦或对此不甚了解
,

因而想知道个究竟
; 还有的 是 由 于 父

母或老师的安排
。

这其中
,

不乏有人考虑到社会学专业新
,

今后容易分配
,

因而主动地选择

了社会学专业
。

我们在间卷调查之外
,

曾与某些同学进行过交谈
,

一些同学毫不隐晦地承认

~ 了这一点
。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
,

未来的就业状态对专业选择具有较大的潜在影响 ; 同时
,

现

在的青年人已不是单纯从学业本身出发来选择专业了
。

他们已考虑了更多实用的东西
。

值得

注意的是
,

有近 35 % 的学生进入社会学专业是被动地被录取或有些偶然因素
。

一些同学兴趣

在其他学科
,

如经济学
、

法学等
,

但由于志愿选择及录取调剂等原因而进入社会学专业
。

有

一位同学在回答该间题时解释说
,

在招生简章上社会学专业排在最后一位
,

而选择最后的东

西恰恰是其个人偏好
。

这看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

如果能够做追踪调查和观察
,

我们应该进一

步研究一下
,

这些偶然进来或被动进来的人是怎样学习的
,

今后又是怎样工作的
。

在未来社

会中
,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和流动机会的增加
,

是否会有或有多少人会进行个人职业或专业的

的重新选择呢? !

从对这一间题的回答来看
,

社会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
。

在平时与他人的交往

中我们也发现
,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学毫无所知
,

这甚至包括一大批从事 自然科学乃至

社会科学学术工作的知识分子
。

当然
,

我国人民普遍的文化素质低也是事实
,

但象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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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等则比社会学的影响力大的多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很难实现社会学对社会生活
、

社会

管理等的广泛的参与性
,

以及个人运用社会学知识于社会实践
。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日
,

体现在科学方面有两大基本特征
,

一是各种新的学科 日益广泛地

出现 ; 二是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

尤其是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结合已成为一种必然

的趋势
。

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和工作
,

需要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
,

同时还应当对

社会生活有着丰富深刻的体验
。

但是
,

我们的调查反映出这些后备力量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

的距离
。

10 %车右的同学认为他们在 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某一方面知识欠缺
; 大约 2 0%左

右的同学认为自己的主要欠缺在于社会经验和阅历
,

而大部分同学 (约60 %左右 ) 则认为他

们无论是 自然科学知识
、

社会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经验都不足
。

另有 10 % 左右的同学回答不清

楚
。

当然
,

他们毕竟是大学低年级的学生
,

对他们提出过高要求是不客观的
。

但是
,

如果我

们深究一下他们为什么回答知识不足
,

这将很有意义
。

实际上
,

这些学生 目前尚未真正遇到

实际需要使用这些知识的间题
。
他们只是有着这种不足的感觉或心理状态

,

但这恰恰说明
,

池们都潜在地认识到
,

社会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
。

相对这一问题
,

我们不禁要问
:

我们的教育结构及内容是否完全合理呢 ? 刚踏入大学校门的后备军是如此
,

我们的研究者队

伍本身又是如何 ? 是否 也存在着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知识结构的不合理 ?

在问到毕业后的个人打算时
,

近 27 % 的同学回答从事行政工作
。

0] %左右的人回答从事

经商或其他经济活动
。

约 50 %的同学表示
“ 不清楚

”
或

“ 没考虑过
” 。

而回答从事学术活动

的人 (含考研究生及出国深造 ) 仅有 10 %多一点
,

与愿意经商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相当
。

我

们认为
,

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 了学生中轻视学术与知识的倾 向
。

这当然不是社会学这一学科

独有的现象
。

目前全国高校中的
“ 厌学风

”
及

“ 经商热
”
等也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教育与科学

的潜在危机
。

此时此刻
,

我们是否也应该拿出一部分力量来研究一下这一社会问题呢 ? ! 愿

意从事行政工作的人数较多
,

对这一现象我们认为有一定的
「

合理性
,

因为从事行 政 工 作 需

要应用社会学的知识
,

但是
,

在志愿从事行政工作的背后
,

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心理因素呢 ?

在个别访谈中我们了解到
,

相当数量的学生 (包括各专业及学科 ) 仍然具有这样的潜意识
:

从事行政工作意味着权力
,

而权力又意味着财富与声望 … …
。

传统的封建文化仍然烘托着几

千年来一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的
“ 仕途之道 ” 。

仅就社会学的发展来讲
,

目前我们的队伍还

非常弱小
,

在这种情况下
,

愿意从事社会学学术活动的后备力量又如此厦乏
,

因而我们有理

由认为社会学的发展
,

在中国存在着相当大的危机
。

我们还调查 了低年级大学生对个人未来学术建树的估计
。

近 20 %的同学认为他们在未来

的学术活动中肯定能有较大的建树
,

45 %左右的同学认为虽有建树
,

但有一定的或很大困难
,

30 %左右的同学回答
“ 不清楚

”
或

“ 没考虑过
” ,

仅有 5 %的同学认为 自己不可能
。

我们看

到
,

大部分 同学的自信程度是 比较高的
。

在访谈中
,

一些同学很直率地谈到
,

学术环境是从

事学术活动的 . 盆要因素
。

学术界普遮存在的
“ 山头 ” 、 “ 门户 ” 以及 “ 论资排泉

”
等不良

学术风气是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

一些同学真诚地希望
,

整个社会学界应紧密团结
,

积极扶

植新人
。

只有这样
,

我们的社会学事业才能迅速发展
。

调查的另一部分内容是了解低年级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对社会学的印象
。

无论

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
,

都尚未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
。

一年级同学入校尚不足半年
,

除了经专

业教育和参加数次由教师及研究生等组织的座谈会外
,

对专业几乎未接触过
。

因此
,

一年级

近 80 %的同学对此表示一无所知 ; 另有 20 %左右的同学
,

且主要是入校前对专业有一定了解



的同学认为
,

社会学是一门很有用的学科
。

二年级的学生虽未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
,

但入校

已近一年半
,

多次旁听有关的座谈会
、

讨论会等
,

且本学期已开设了
“
社会学概论

” 课
,

故

他们对本专业已有了一定的了解
。

在他们的答案中
,

近 50 %的同学回答这是一门很有用的学

科
,

40 %左右的同学认为该学科较为有趣
,
但对其作用不太清楚或认为作用不大

。

另有 10 %

左右的同学认为社会学太空洞
,

没有实际价值
。

在问卷调查之外的访谈中
,

一些学生的回答却是引人深思的
。

有些同学谈到
,

社会学不

如经济学
、

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有用
,

不象经济学
、

法学等学科对社会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

力 , 还有些同学谈到
,

也不是社会学没有用
,

只是它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 亦有个别同

学谈到
,

由于中国目前经济
、

文化等都还比较落后
,

所以还没有达到使社会学充分发挥作用

的阶段
。

此外
,

还有个别同学由于其原来对社会学的期望值过高
,

因而表示有某种
“

被欺骗
”

的感觉
。

当然
,

由于我国社会学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

力量薄弱
,

这是很重要的现实因素
。

但我们是否也应该从学科本身去找一下原因呢 ? 在调查对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道 路 的 看 法

时
,

二年级学生中
,

80 % 以上的同学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当注重对社会问题的研究
,

在一年级

学生 中
,

也有近 50 %的同学提出同样的看法
。

无论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同学
,

几乎没有一个人

选择
“
应加强理论研究

” 这一答案
。

其他同学
,

且主要是一年级学生回答
“
没想过

”
或

“ 不

清楚
”
等

。

我们认为
,

这种普遍的态度亦应当对我们有所提示
。

为什么大多数人对纯理论研

究不感兴趣? 不能否认
,

在当代中国
,

许多人对纯理论研究持有某种程度的偏见
。

但这一现

实也确实反应 了我们的理论研究本身的的确确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之处
。

我们在调查低年级学生对社会学教学的一些看法时
,

约 50 写的同学认为应当 少 讲些 理

论
,

多组织一些实际调查研究
, 7 %左右的同学认为应系统地传授理论知识

,

25 写左右的同

学认为社会学的教学应当成为开放式的
,

如多搞一些校际的或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

或老

师少讲一点
,

同学们之间进行较多的交流讨论活动
,

另有 20 %左右的同学回答
“
不清楚

”
或

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

如
“
社会学教学的非社会学化

”
等

。

低年级同学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与他们对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

我们认为
,

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应当是
:

怎样通过社会学的高等教育
,

培养一批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具有较强实际能力的社会学

后备军
,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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