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在中国一过去
、

现在和未来

阎 鸭

历史
:

曲折的历程

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十年
,

是中国社会学近百年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
,

依其 自身发展的脉络
,

可以分作五个时期
:

传入
、

建立
、

发展
、

中断和重建
。

本文的重点
,

在于分析和论述中国重建十年的社会学
。

之前
,

对其前四个时期的历程做一简略的回顾
。

一 、

传入时期 ( 1 8 9 5一 1 9 1 3 ) 表 1 中国社会学发展分期

社会学是在 19 世纪末由西方 传 入 中 国

的
。

其时
,

中国社会面 临危机
:

民族濒亡
、

经济凋敝
、

主昏政暗
、

内外交困
。

爱国知识

分子为救亡图存
、

富民强国
,

开始接受西方

思想
,

社会学应运而传入
。

1 8 9 5年
,

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 《原

强》 一文
,

首次介绍英人锡彭塞 (斯宾塞
,

H
.

S eP nC er ) 及其社会学
,

并称 之 为
“
群

{
分 期

…
时 间

传入时期

建立时期

发展时期

中断时期

重建时期

18 9 5一 1 9 1 3

19 1 2一 1 9 3 0

19 2 0一 1 9 4 9

1 949 一 1 , 79

1 9 7 9一

学 ” ① 。 1 9 0 3年
,

严复节译出版斯宾塞的 《社会学原理》 一书
,

译名为 《群学肄言》
。

作为
“
中国西学第一学者

” 的严复
,

还翻译了赫青黎 ( T
.

H
.

H Xu l e y ) 的 《天演论》
、

斯密 ( A
.

S m it h )的 《原富》 等
,

以 “
物竞天择

、

适者生存
”

的进化论观点
,

启迪人们寻求解救中国社

会危机的途径
。

但是
, “ 社会学

” 一词
,

最早见于谭嗣同的 《仁学》
。

② 它是由日文转译而来
。

在这一

时期
,

有不少从 日文翻译的社会学书籍
,

又多是 日本译自西方的社会学论著
。

它们经过留日

归国学人之笔
,

译介到中国
。

显然
,

这同当时留日学生人数之多不无关系
。

二
、

建立时期 ( 2 9 1 3一 1 9 3 0 )

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
, 1 9 1 3年教会办上海浸礼学院 (后称沪江大学 ) 设立社会学系

,

标

志着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开始建立
。

中国自办大学设立社会学系
,

则厦门大学于 1 9 2 1

年开其端
。

到 1 9 3 0年
,

中国已有 16 所大学
,

或设置社会学系
,

或设立社会学 专业
。

无论是教

会大学
,

还是 自办大学
,

其社会学系多由美籍教师任教
。

然而
,

早在 1 9 16年留学归国的康宝

忠在北京大学开社会学课
,

是为本国教授在自办大学讲社会学之始
。

后来陆续有一些中国社

会学教授陶孟和
、

孙本文
、

李景汉
、

许仕廉
、

陈达等任课
,

他们都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做出了

贡献
。

① 严夏 : 《原强 》 ,

载夭津 《直报》 ,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 日 ( 18 95 年 3 月 4 日 )
。

② 谭嗣同
: 《谭嗣同全集 》 《仁学 》 (上卷 )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

北京
,

1 9 54年版
,

第 6 贡
。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立
,

催促着社会学译著的向世
。

此期
,

不但翻译了西方社会学名著
,

如迪尔凯姆 ( E
.

D u kr h ie m )的 《社会学方法论》 ( 1 9 2 5 ) 和爱尔华 ( C
.

A
.

lE lw oo d ) 的 《社

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 ( 19 2 。 )
; 而且出版了中国社会 问题丛书与专著

,

如陶孟和等的 《中

国农村与都市生活》 ( 1 9 1 5 ) 和陈长蕃的 《中国人口 论》 ( 1 9 18 )
。

同时
,

社会学的调查
,

多为在华美国人所做
,

或 由美国人指导中国学生所做
,

而调查报告用英文发表
,

《北京—一个社会调查 》 (G
a m b l e s & B u 咭 e s s , 1 9 2 1 ) 和 (( 中国华南生活》 ( K 吐 p l

, 1 9 2 5 ) 就是

例证
。

三
、

发展时期 ( 2 9 3 0
一

9 4 9 )
1 9 3 0年

,

全 国性社会学学术团体— 中国社会学社成立
,

由当时多产而最有影响的社会

学家孙本文 ( 1 8 9 2一 19 7 9 ) 任会长
。

中国社会学社主办的刊物 《社会学刊》
,

亦由孙主编
。

中国社会 学社的成立
,

使社会学的研究
,

从分散到联合
,

从一隅到全域
,

从外主中客到外客

中主
,

这是中国社会 学自传入
、

建立而走向发展与成熟的显著标志
。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繁
,

教学人数增加
,

学派异说纷呈
,

表明它在向前发展
。

中国

社会学社自成立到 19 4 9年
,

先后共举行 9 次学术年会
。

它的会员在学社成立初 期 有 66 名
,

19 4 5年增加到 1 3 2名
, 2 9 4 7年 g 月则发展至 16 0名

。

到 19 4 5年
,

中国 4 9所大学中已有 2 1所设置

社会学系
,

社会学的教师人数为 1 40 名
,

本科生人数约为 6 00 名
。

在社会学发展历程中
,

由于

师承不同
,

中国社会学家将欧美社会学各个学派传入中国后
,

便形成不 同的学派
。

有美国的

文化学派
、

功能学派
、

人文区位学派
,

法国的社会调查学派
、

迪尔凯姆学派
,

以及德国的系

统社会学派等
。

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尺度
,

是中国社会学家提出
“
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

学 ” 。 ① 这就是运用外国社会 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

所写东西援 引中国资料
,

出版论著

使用中国文字
。

如陈达的 《人口 问题》 ( 1 9 3 4 )
、

柯象峰的 《中国贫穷问题 》 ( 1 9 3 5 )
、

李

景汉的 《中国农村问题 》 ( 1 9 3 7 )
、

孙本文的 《现代中国社会问题》 ( 1 9 4 2 ) 等
。

还有一批

颇具影响的调查报告
:
李景汉的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 ( 1 9 3 3 )

、

陶孟和的 《北平生活费之

分析》 ( 1 9 3 0 )
、

张之毅的 《易村手工业》 ( 1 9 4 1 ) 和费孝通的 《禄村农田 》 ( 1 9 4 3 )
,

其

中有些著作的英文版本亦存在
。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

至 1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又转向了新的旅程
。

在中国社会学 1 9 4 9年 以前的发展史上
,

除已述
“ 经院派

”
社会学外

,

尚有以马克思主义

研究社会问题者
。

早在 1 9 2 3年
,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设立了社会 学系
,

共产党人瞿秋

白任系主任
。

尔后
,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社会学论著
,

如李达的 《社会学大纲》 ( 1 9 3 5 ) ,

调查研究社会问题
,

如毛泽东的 《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 ( 1 9 2 7 )
;
其他则不乏举例

。

他

们的主 旨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
,

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
,

并为社会革命提供依据
。

纵观中国社会学传入
、

建立和发展的
一

三阶段史
,

可归纳出移植性
、

经验性和个体性三个

表征
。

其一
,

中国社会学前期基本是移植
、

钞说欧美的社会学
,

后期则有
“
中国化

” 的研究

趋向
。

这同其社会学的教研人员构成密切相关
。

据 1 9 4 7年统计
,

全国社会学教师 (包括正副

教授和讲师 ) 共 14 3人
,

其中外籍教师 12 人 (全部为美国人 )
,

留过 学 的 10 7人 (内 留 美 71

人 )
,

留学和外籍的教师占总数的 83 %
。

② 其二
,

中国社会 学者在探索中国社会间题时
,

强

① 孙本文
: 《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

载 《 中国人口问题 》 ,

上海世界书局
,

1 93 1年版
,

第19 页
。

② 据孙本文 《 当代中国社会学》 “

附录
” 《中国各大学社会学教授姓氏录》 统计

。



调经验与实证
,
注重调查与研究

,

并积累中国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

其三
,

中国社会学者多以

个人为单位
,

或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和课题研究
,

所得成果亦由个人署名发表
,

很

少有配合社会行动和政治实施的合作性研究
。

四
、

中断时期 ( 1 9 4 9一 1 9 7 9 )

1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

之后不久
,

中国各大学的社

会学系停止招生
,

标志着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中断的开始
。

1 9 5 2年
,

经过高等院校的

院系调整
,

撤销社会学系
, 之

一
_
一

成社会学发展的中断
。
① 其原因有三

:

按照苏联模式调整院系
,

苏联不 设社会学系
,

中国也不设 ;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真科学
,

社会学则是资产阶级

的伪科学
,

高等院校不容有其位置 ; 中国社会主义白璧无瑕
,

不存在社会问题
,

不需要社会

学研究
。

在 1 9 5 2至 1 97 9年的 28 年间
,

尽管中国社会学家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
,

如孙本文发表 《帝

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对旧中国的影响》 ② 等文章
,

且社会调查继续进

行
,

如少数民族社会调查
;
但社会学受到否定

,

社会学家遭到批判
,

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

是完全中断了
。

只是在 1 0 5 7年短暂几个月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较为宽松气氛中

,

陈达

等社会学家要求恢复社会学
,

并开始了筹备工作
, ③ 可不久统统被打成右派分子

。 ④ 从此
,

社会学呼吁杳无声息
,

社会学教研成为禁区
。

然而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这一时期社会学在中国以别种形式存在
,

并称之为
“
大众社会

学 ” 。

⑥ 其主要论据是毛泽东著作中有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

并有大量社会调查现象存在
,

认为 “
在某种意义上

,

人人都成了实践社会学家
” 。

⑥ 笔者认为
,

他们的臆断不能成立
。

这

是因为
,

毛泽东著作不等于中国社会现实 ; 不可把一般社会调查同社学调查相混淆
,

也不可

把一般社会问题研究同社会学的社会问题研究相混淆
。

其时的那种所 谓
“
社 会 调

_

查
” ,

如
“ 四史

” ① ,

为服务于其时
“
左

” 的群众运动
,

同科学的社会学调查与研究南其 辕 而 北 其

辙
。

重建
:

十年的发展

19 7 9年 3 月
,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的座谈会上
, ⑧ 胡乔木为社会学

“ 正名
” ,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 (后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 ) 成立
,

以 《江村经济》 一书著称的

费孝通任会长
,

是中国社会学史的转折点
。

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中断期的终结与重建期的开

始
。

① 陈定阔
: 《 中国社会学史》 (打印稿 )

,

第61 页
,

1986 年
。

②
,

孙本文
: 《新建设》 ,

北京
,

1 9 56 年第11 期
。

③ 《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打印稿 )
,

1 9 5 7年 4月 8 日
。

④ 袁方
: 《要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不搞资产阶级社会学》 (打印稿 ) , 1 9 79年 3月15 日
,

第 5页
。

⑤ 一 1
.

C
.

OY
u n g

, “
M a s s S 氏 ;乏o l o g y : 1T ; 。 C h j n e s e S t yl 。 ” , 《

bT
e A二 e r主c a n oS

c j o l o g i s t》 ,
1 9 7 4

,

v o l g
,

( A
u g u o t )

:

1 17一 12 5
.

⑥ I 二 C h e n g
一

a n d A
.

s o , “
T h o R e e s t a b l i s h m e n t

`
o f 弘

e i o l o g y i n T h e P R c :

oT w 几 r d llT
e S三n i f i e a t i o n o f

M a r x i a 几 oS
c i o 10 g y

” , 《 A n n u a
,

1 R e v ie w o f oS
e i o l o g y 》 ,

19 8 3
,
9 : p 47 9

0

⑦ 19 63 至 1 96 5年间
,

开展的群众运动
,

编写和学习家史
、

村史
、

社史和厂史 (或矿史 ) 称大
“
四史

” 。

⑧ 此会之前
,

开过四次座谈会
,

参见 《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意见 》
, 《哲学让会科学规划通讯

,

尘田哲宇社会

科学规刘会议筹备处编
,

北京
,

1979 年 2 月2 7日
。



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发展面貌
,

可分为队伍建设
、

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兰个方面
,

博观

约取
,

综阐缕述
。

一
、

队伍建设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迈出的第一步
,

是组织教学与研究的队伍
。

鉴于它己中断 28 年
,

原社

会 学毕业生所余不多
,

均已改行
,

且其中最小者 已逾
“
知天命

” 之年
。

胡乔木对 此 感 伤 地

说
:

希望从我们开这次会到有些大学设立起社会学系
,

这中间不要开追悼会
。

队伍建设
,

迫

在眉睫
。

通过办短训班
、

专业班和研究生班
,

老一辈社会学家和外国社会学教授担任讲席
,

培训高校师资和科研人员
。

现正形成规模可观的社会学队伍
,

主要有高校系科和科研机构两

支
。

高校系科设置 (教委系统 ) —
目前已有 12 所高校设立社会学本科教育

,

其中 9 所大学

设有硕士学位
、

1所大学 (北京大学 ) 设有博士学位
,

且 2 所大学设有研究生班 (非硕士学

位 )
。

另外
,

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招收社会学专业的业余学生
,

它始于 19 8 5年
,

共 有 约 2 6 0。。

名学员
。

社会学的教育见表 2
。

1 9 8 8年中国社会学教育表

本科生

…
研究生班 {硕 士

}
” 士

…
“ “

:
J

已毕业 l , 73 } 4 9
}

: 6
{

:
J

: : o

哥 一

— — {

—
}
-

一万一 }

— 一 }一 }

—
.

竺二愁}
~

里生 {一互生
一

!
一燮一 {

一
二生

一

}三圣旦兰
一

小 计 1 13 4 8 1 99 !
1 8 4 } 1 2 1

_

1 64 3 _

资料来源
:
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
1 989

。

科研机构设置 (社科系统 ) — 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于 19 80 年 1 月成立
,

下设

社会学理论
、

科学与发展社会学
、

农村社会

学
、

社会心理学
、

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
、

青

少年问题共 6 个研究室
。

目前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级的 29 所社会科学院中
,

已有 27 个建

立社会学研究所 ( 19 个 ) 或研究室 ( 8 个 )
。

此外
,

还有机关
、

事业
、

企业所属和民办的

粗一l

社会学调查与研究机构
。

与社会学队伍建设 同步
,

其学术团体相

继建立
。
它有三级

: 一级为中国社会学会
,

其宗 旨是
“ 以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
,

贯彻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和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

努力建设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社会学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

臼

只接纳团体会员
。

二级为省
、

直辖市
、

自治

区的社会学会
,

现有 21 个
,

其下 设 婚 姻 家

庭
、

城市
、

农村
、

民族
、

文艺
、

青年
、

老龄

等若干分支学会
。

三级为地区
、

市
、

县的社

会学研究会
。

上述三级学会
、

研究会会员约

有 5 0 0 0人
。

二
、

研究领域

表 3 中国社会学家数 t 与分布

}
” ”

…
副教授

…
其 他

…竺一

拿梦川土 {… {一1土一

鲤塑鳗二
-

卜
- 一

二一卜
~

竺一卜
.

竺
-

}
一

竺
一

一竺坚竺塑一
~

卜三一 {卫兰
`

}里竺
-

{里生
-

小 计 1 16 ! 6 5
}

347 } 4 2 8

资料来源
: 《
地方社会科学院简介

》
(北京

,
1 9 88)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所简介》 (北京
,

打印稿
,
19 89) ;

《 中国社会学手册》 (沈阳
,

19 8 8) ; 《 中国普通高等学

校教授名录》 (北京
,

19 8 8 )
。

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的研究领域
,

以历史演进为经
,

以重大课题为纬
,

可做如下概括
:

1 9 7 9至 1 9 8 2年重建初期
,

研究集中于两个重点—
一是如何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

,

其中焦

点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 二是对中国社会构成巨大压力的人口问题
。

1 9 8 3年社

会学科规划会议后
, “

小城镇研究
” 、 “

婚姻家庭间题研究
” 、 “

城市人口问题研究
”
等被



列为
虑
六五 ” 期向 ( 1 91 8一 1仑 5 8) 国家项目

,

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以这三个向题为重点而展开
。

1 9 8 6年
“ 七五 ”

( 1 9 8 6一 1 9 9。 ) 社会学科规划会议
,

将社会发展
、

社会结构
、

阶级和阶层
、

生活方式
、

老龄问题
、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等 13 项列为重点课题
。

此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已全

面铺开
,

至今已涉及几十个分支学科
。

下面将评述研究比较集中的三个问题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关系的研究
,

像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

是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界

的重点研究领域
。

它一直困扰着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家
。

论辩范围包涵广义与狭义两个层次
。

所谓广义
,

是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
:
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

,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

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

社会学为具体科学
,

二者之间为一般与个别
、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都是科学
,

可以互相渗透
、

兼容和补充
,

二

者之间是平行关系
,

即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学派的地位
。

此外
,

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即社

会学
,

将二者完全汇叠在一起
。

所谓狭义
,

是指社会学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非马克思

主义社会学
,

特别是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
: 一种意见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社会学中的一

个学派
,

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在中国应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婚姻家庭间题的研究
,

是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
。

这个课题可归纳为纵向

研究
、

横向研究和开放研究而加以阐述
。

纵向研究
:
探讨三千年来中国婚姻家庭的结构和变

迁
,

并探研中国的历史传统
、

儒家文化和宗法思想对现代婚姻家庭之影响
。

横向研究
:
涉及范

围宽
、

题目广
,

如择偶方式
、

婚姻道德
、

早婚离异
、

家庭职能
、

子女教育
、

老人赡养
、

家庭

规模
、

两性角色等间题
。

开放研究
:
对多年来被尘封的禁区

,

如未婚先孕
、

第三者插足
、

妍居和

性等进行了或深或浅的研究
。

婚姻家庭问题在社会学诸分支学科研究中的位置
,

可见表 4
。

社区的研究
,

是中国社会学界持续的兴趣所在
。

注重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传统
:

1 9 4 9年以前
,

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的研究 , 19 7 9年以来
,

农村社区研究显得薄弱
,

小城镇问

题则成为社区研究的强点
。

小城镇研究是为着探索解决中国城乡结构
、

人口爆炸出路和乡村

城市化道路而提出来的
。

它的研究试图找到既成为农村过剩劳动力
“
蓄水池

” ,

又不给已经

人口饱和的大城市造成压力的新途径
。

费孝通主张大力发展小城镇
,
并为此而亲 自主 持课

题
、

组织力量 以及付诸实施
。

他的观点一直

占着主导地位
,

部分原因是其个人威望而得

到政府支持
。

与此相反
,

另一种起初微弱而

日益强烈的呼声是
, “ 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

般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
,

在我国城

市化的现阶段
,

必须选择 以大城市为主体的

城市化模式
” 。

① 折衷的观点则不主张各执一

端
,

而应 以发展中等城市为重点
。

此外
,

还

有人持论
:
多种模式

,

各伸所长
。

上举三端
,

仅列大要
。

研究领域诸多
,

三
、

学术成果

表 4 婚姻家魔研究在社会学

领域中的位里
.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 . . . , . . . . .曰 口 . . . . . . . 门. , . . , . . 门 . . . . . . . . . .曰自. . . . .

类 …研究又员

占总数的百分比 1 13
.

7%

文 章 …书 籍

, 3
.

,%
!

1 2
.

2%

资料来源
:周贵华

《
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选题倾

向分析》 , 《社会学研究》 ,
1 989 年

,

第 2 期
,

第14 页
,

以及本人所做的统计
。

不能逐一详述
。

将在下节文中
,

分别略作反映
。

近十年来
,

中国社会学的研究
,

取得一定的成果
。

作为学术研究中调查报告与专题论文

载体的社会学刊物
, 1 9 8 8年已公开定期出版的有 6 种

,

内部不定期出版的有 10 余种
。

上海大

① 李迎生
: 《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探讨》

, 《社会学研究》 ,
、

198 8年第 2期
,

第36 页
。



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主办的 《社会》
,

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第一家社会学刊物
,

但出于各种原

因
,

它近乎于通俗性刊物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 《社会学研究》 ,

是中国最高的

社会学学术刊物
。

其他如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

《社会学探索》
、

《社会学与现代化》 等

社会学刊物
,

均较偏重于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
。

至 于 《国外社会学》 (内部 )
,

则着重译介

和评论西方
、

苏联
、

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学的学术成果和最新动态
。

1 9 7 9至 1 9 8 7年
,

共发表社会学文章 2 5 6 2篇
,

,

其分类统计
,

详见表 5 。

表 5 社会学文章分类变化统计表 ( 19 7 9一 19 8 7 )

文章总数
(篇 )

文 章 数 量 (篇 )

19 7 9 19 8 0 1 9 8 1 1 982 1 9 8 3 1 98 4 1子8 5 二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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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2
.

理论
、

历史
了

.

社会统计
、

社会调查
、

方法论

4
.

社会结构
、

分层

弓
.

社会管理
、

政策
、

指标体系

表 5 显示
:

第一
,

研究的热点
,

有儿类文章占文章总数的百分比较高
,

即婚姻家庭类 占

13
.

7%
,

居首位
,

社会学总论类占 1 0
.

9 7%
,

居 次位
。

第二
,

研究的趋向
,

有几类文章在历

年中起伏较大
,

即社会学总论类从 1 9 7 9年的 20
.

4% 下降到 1 9 8 7年的 7
.

9%
,

社会心理学 类从

表 6 社会学 自著书籍分类统计表
一

粼三 1 9 7 9年的 1
.

5%上升到 19 8 7年的 14
.

3%
。

( 1 9了5
.

1一 l s a了
.

12 ) 社会学的书籍
,

截止 29 5 7年 2 2月
,

出版

百分比

总总 计计 2 3 444 1 0000

理理论 历史史 1333 5
.

666

溉溉论 通俗性性 2 333 9
.

888

国国 外外 1 222 5
.

111

方方 法法 1 444 6
.

000

社社会心理学学 1 111 4
.

777

婚婚沮家庭庭 3 111 1 3
.

222

社社会发展展 222 0
.

999

青青少年间题 (犯罪 ))) 1 111 4
.

777

生生活方式式 888 3
.

444

老老龄社会保障
,,

666 2
.

333

文文 化化 666 2
。

222

人人 口口 7 666 3 2
.

555

社社 区区 666 2
.

333

其其 他他 1 555 6
.

444

的社会学书籍共 3 4 5本 (包括部 分人 口学和

文化学书籍 )
,

其中翻译书 I n 本 (占出书总

势的 3 2% )
。
① 重建社会学十年来著译新书

,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自著书籍的分类
,

详见

表 6
。

从丧 6 中可以看出
,

在书籍 出 版 总 数

中
,

最多的是人 口 问题 研 究
,

共 76 本
,

占

32 % ; 其次为婚姻家庭问题研究
,

共 31 本
,

占 1 3
.

2% ; 第三为通俗性社会学科介绍或社

会学概论
,

共 23 本
,

占9
.

8%
。

需要指出的是
,

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的

队伍建设
、

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
,

突出的表

象是专业队伍庞大
、

分支领域宽泛
、

发表论

著量多
。

但就学术质量而言
,

资料翔实
、

功

力深厚
、

研究系统
、

观点独到的论文和专著

甚少
。

究其原因
,

一则是社会学恢复后研究

时间短暂
。

二则是与社会学专业队伍人员构

成和素质有关
。

在中国社会学专业队伍组建

过程 中
,

产生一种历史因素铸成 的 特殊 现

数

田 作者据 《全国新书目》 ( 1979
.

1一 198 9
.

5〕 统计。



象
,

这就是有一批转行过来的社会学者
。

他们大多数只受过短期社会学训练或通过自学
,

却

是 目前中国社会学队伍的中坚力量
。

在当今各学科间相互渗透的大趋势下
,

他们吸收其他学

科之优长
,

有益于社会学的发展
。

它的正面影响
,
已为人们所重视

。 ① 但它的负面影响
,

亦

不容忽视
。

有的原来从事理论工作
,

便以思辨的思维研究社会 学
,

总在概念里面兜圈子 , 有

的原来从事实际工作
,

便 以直觉的经验研究社会问题
,

常为经验现象所糜囿
。

凡此种种
,

都不

顾社会学自身规律
,

是社会学
“
庸俗化

” 、

,’4 卜学科化 ” 的表现
。

其症结在于中国社会学重

建初期组建队伍时缺乏远见
、

急功近利
,

实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上的一个战略性的失误
。

性格
:
比较与评价

考察中国重建十年的社会学
,

不但要静态描述其整体面貌
,

还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社会文

化大系统中
,

对它的性格特征做历史的和结构的剖析
。

1 9 7 6年
“
文革

”
结束后

,

中国社会开始从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向以经济建设为主转变

,

并从僵化
、

封闭的硬壳中挣脱出来
,

在向改革
、

开放的轨道上行进
。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

发

展
,

正是在中国社会转型
、

变迁中发生
、

变化的
。

归结起来
,

中国重建十年的社会学具有四

个性格特征
:

主体性格
、

实用性格
、

群体性格和开放性格
。

一
、

主体性格

中国重建十年社会学的第一个特征是主体性格
。

它是指中国社会学 以研究中国现实社会

为主体
,

具有中华文化色彩
,

借鉴西方社会学之优长而为研究中国社会所用
。

这一性格是与传

统中国社会学
、

与台湾社会学及其他国家社会学相比较而言的
。 1 9 4 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

,

前期
“
钞说

” 西方 (特别是美国 ) 社会学
,

后期则产生
“
中国化

” 趋势
。 1 9 4 9年后台湾社会

加强了同美国的联系
,

其社会学受到美国社会学核心范型的影响
,

更加
“ 钞 说

”
美 国 社 会

学
,

从而形成
“
依赖性格

” ② 或 “
移植性格

” ⑧ 。

诚然
,

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

学
,

受欧美社会学的影响
,

也具有
“ 移植 ” 的特点

。

④但是
,

相比之下
,

重建后十年的中国

社会学则表现出主体性格
。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继承了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
“
本土化

”
趣向

,

强调社会学的
“
中国特

色 ” 。

学术文化的发展
,

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环节
。

大而就整个学术体系来看
,

小而就社

会学自身来说
,

均为社会与文化特征所派生
。

重建十年社会学的主体性格
,

追溯其根源
,

乃

是中国四十年独立 自主社会性质的学术体现
。

对此
,

费孝通说
: “

我们的立足点
,

一定要站

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
、

五十几个民族
、

十亿人口 的中国国土上
。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
,

包括

吸收
、

学习外国对我们适用的先进方法
,

好好地认识我们的国家
、

民族
、

社会
。 ” ⑤

① A l i e e S
.

R o 。 : i
, e d 二也e d , 《 s o e i o lgo y a n d A n t h r o p o l o g y i n t he F e o p l e , 5 K e p u b l i C o f C h i n a 》 ,

1明5
,

P 4
。

② 萧新煌
: 《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间题

:
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初探 》 ,

杨国枢
、

文崇一主编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

究中的中国化》 ,

中国台北
,

1 98 2年
,

第8 2页
。

《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学
:
历史与结构的探讨》

,

赖泽涵主编 《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
,

中

国台北
,

1 98 2年
,

第32 9页
。

— —
_

_
⑧ 叶启政

: 《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
“

中国化
”
的方向与问题 》 ,

杨国枢
、

文崇一主编 《社会及行为

科学研究中的中国化》 ,

中国台北
,

1 9 8 2年
,

第1 3 3页
。

④ 关于国家发展社会学趋势
,

见
“ t 了n i v e r s a l i t y o f S c i e n c e a n d t l 、e Q u e s t i o n o f N a t i 0 0 a J 只o e i o l ` ,

g i e s ” , l l a r r y

I王
.

H i ] ze r ,
T h e A m e r i e a n S o e i o l o g i s t 14 ( A u g u s t 19 7 9 ) : 1 2今 13 5

。

⑥ 费孝通
: 《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 ,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卷

,

天津人民出

版社
,

1 9 8 5年版
,

第1 3 6页
。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人才及其训练
,

基本上来自本国
。

目前从事教学与科研的社会学者

全部为中国人
,

主要由 自己培训
。

老年社会学家
,

于 1 9 4 9年以前受过社会学训练
,

其中有些

人 曾留学西方
;
中青年社会学者

,

为社会学重建后通过短训班
、

本科班或研究生班接受社会

学训练
。

虽有一些外国社会学教授来华讲学
,

但均为时暂短而席居客位
。

可 以说
,

无论老年

社会学家或中青年社会学者
,

他们的意识形态
、

价值观和着眼点
,

都根植于 中 国 本 土
。

另

外
,

八十年代去外国接受社会学训练的人
,

多未学成回国
,

更未形成主体
。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
,

在研究的立足点
、

对象
、

主题和方法上
,

均表现出主体性
。

中国社

会学者将中国的社会与人作为 自己的学术视野
,

据统计
,

以国外社会学为研究领 域 的 仅 占

5
.

9%
。

在近年出版的社会学 自著书籍中
,

关于国外社会学的著述 占5
.

1%
。

已发表论文中探

研国外社会学的也为数甚少
。

中国社会学早年植入的社区研究法和近年引进的问卷调查法
,

已被广泛运用于搜集资料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间题
。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
,

对待外国社会学以取精弃糟
、

中体西用为原则
。

十年来
,

中外社会

学以
一

多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学术交流
。

翻译文章占文章总数的 34 %
,

译著书籍占出版书籍总

数的 31 %
,

但译介者众
,

精研者寡
。

在引进国外社会学时
,

方法运用较之理论吸收更为热心
,

其 目的仍在于为研究中国社会提供借鉴
。

二
、

实用性格

中国重建十年社会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实用性格
。

它是指中国社会学的研究
,

不是纯粹为

着学术 目的
,

而是注重调查社会现状
,

解决实际问题
,

服务现行政策
。

下面分间题取向
、

政

策取向和经验取 向
,

对上述实用性格加以阐述
。

问题取 向
。

1 9 5 2年完全中断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由之一
,

是社会主义革命消除了产生社

会问题的根源—
私有制

,

因而社会和谐
,

没有矛盾
。

后来事实表明
,

中国客观存在着大量

人民内部的社会问题
,

如人口
、

住房
、

婚姻家庭和青少年问题等
。

这些社会间题需要社会学

家对其做出学术
“
诊断

” ,

开出科学
“
药方

” ; 而中国社会学家也 以此来证明社会学作为一

门学科的存在价值和实际用途
。

所以
, “ 诊断

”
与

“ 治疗
”
中国社会问题之

“
病症

” ,

是中

国社会学家调查和研究的起点与归宿
。

近十年来发表有关社会间题的论文
,

占社会学论文总

数的 44 %
,

为各类论文数量之冠
,

就是佐证
。

政策取向
。

中国重建以来的社会学
,

同政府制定政策
、

组织实施和信息反馈密切相关
。

政府和事业机关愈来愈求助于社会学家从事政策取向的调查和研究
; 社会学家也希望据此取

得政府人力
、

物力
、

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
。

特别是政府欲改变过去那种靠个人拍板
、

凭经验

决策的方法
,

而依据科学决策
,

解决社会问题
。 “ 如果没有科学的社会学理论作指导

,

我们

的方针
、

政策和办法就会带有盲目性
。 ” ① 这个论断点明中国社会学与政府决策的关系

,

而

下述社会调查则提供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实例
。

实例之一是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首期 2 0 。。o名学

员中
,

各级管理干部占75 %
,

他们将社会学知识运用于行政管理和政策制定
。

实例之二是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沿海开放城市秦皇 岛
,

提出秦皇岛应作为北京门户而发展的报告
,

引起中

央重视
。

实例之三是天津市政府与社会学者联合
,

每年进行
“ 天津市千户居 民问卷调查

” ,

调研居民对市府工作的评估和建议
。

调查报告由市府发文下属各部门领导
,

供其 了解民情
、

参考决策
。

最后一个实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

进行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

① 朱厚泽
: 《社会变革与社会学》 ,

载 《社会调查 与研究 》 ,
19 8弓年第 3期

,

第 2 页
。



心理的调查
,

包括物价
、

劳动
、

工资等专项
,

为改革决策提供社会心理背景材料和依据
,

日

及时调整政策
。
上述表明

,

政策取向是中国社会学实用性格的鲜明特色
。

经验取向
。

近十年间
,
中国社会学者展开了大至全域

、

小至社区的多类型
、

多层次的社

会调查
。

这些调查
,

厚于资料搜集而薄于理论概括
。

就其总体来说
,

属于经验层次
。

此种经

验取向
,

是上述问题取向和政策取向的逻辑必然
。

这是因为着眼于问题和政策的非学术性研

究
,

仅期藉资料了解事实和描述现象
,

不必要建立学术假设和理论架构
。

经验取向的深层蕴

涵
,

同主体性格相关
。

要认识中国社会
,
需进行经验调查

,

稗集第一手资料
,

为建立以研究

中国社会为主题的社会学奠下基石
。

上述表现为问题取向
、

政策取向
、

经验取向的中国重建后社会学实用性格
,
是社会学与

外界
,

特别是政治力量互动和妥协的一个结果
。

社会学的研究若是在政府的资助下
, “ 则它必

然向应用社会科学和社会工作活动方向发展
” ①

。

其实
,

社会学的实用性格不为中国所独具
,

它来自美国社会学的经验实证传统
,

且在其影响下成为当今台湾
、

解放前的中国和许多国家

社会学的普遍现象
。

然而
,

实用性格中之政策取向则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显得异常突出
。 ②

三
、

群体性格

中国重建十年社会学的第三个特征是群体性格
。

它是指中国社会学家
、

政府官员和业余

社会学者
,

为配合社会行动和政策实施
,

协调各类机构
,

动员各方力量
,

进行合作性社会调

查和专题研究
、

其成果为群体协作的结晶
,

或由集体署名发表
。

这里所说的群体性格
,

是与

1 9 4 9年前中国社会学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学的
“
个体性

”
特点

,

作纵向与横向比较而言
。

由此
,

重建十年中国社会学的群体性格
,

以其群体结构和群体规模而显具特色
。

群体结构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群体性格的一个重要表征
。

它在组织构成
、

人员组合与机

制运行上
,

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

首先
,

重大研究课题的组织构成
,

是由若干单位
、

若干个人

结成课题组
。

课题组按统一提纲和调查方法
,

协作调查
,

共同分析
,

集体写出调查报告或研

究论著
。

其次
,

重大研究课题的人员组合
,

就其纵向而言
,

参加者有中央
、

省 (直辖市
、

自

治区 )
、

县和乡级的有关人员
,
就其横向而言

,

参加者有科研
、

教育
、

行政和学会等方面的

有关人员
。

除有专业社会学者参与外
,

还有各级行政官员和社会学会 (研究会 ) 会员参与
,

发挥其层次多
、

分布广
、

人员众之优长
。

重大课题研究的机制运行是自上而下
、

自下而上
、

行业配合
、

区域协作以进行调查和研究
。

许多以研究社会发展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课题之组织

与研究
,

都显示了上述特点
。

国家和地方
“ 六五 ” 、 “ 七五 ”

社会学诸项目等就是明证
。

以

上表明
,

社会学重大课题研究的组织构成
、

人员组合与机制运行
,

从初起准备到完成实施
,

从问题论证到作出成果
,

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群体性原则
。

群体规模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群体性格的又一个重要表征
。

它在重大课题研 究 的 范 围

广
、

人员众与时间长方面均得到充分的显现
。

重要课题 研 究
,

覆盖范围宽广
。

中国体改所在

全国广阔区域选择四十个城市
,

以各市体改委 (办 ) 为依托
,

设置调查员
,

建立城市网络
。

重要课题研究
,

参与人员众多
。

全国五城市—
京

、

津
、

沪
、

宁
、

蓉所属许多单位的社会学

者
,

多人参加
,

通力合作
,

完成
“
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

” 的课题
。

重要课题研究
,

持续时间

较长
。

关于北京城市发展与人口 问题
,

长时期而分阶段的研究
,

即为实例
。

但是
,

反映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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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研究范围广
、

人员众和时间长的群体规模特点
,

刁娜镇研究是典型的个案
。

这个课

题
,

自19 8 3年开始到目前还在进行中
,

从江苏扩大到全国
,

已展开全面研究
。

其 中 一 次 普

查
,

即在中央和江苏省政府支持下
,

由社会学家
、

政府官员和业余社会学者组成调查组
。

它

对江苏省辖 6 县 1 区所有小城镇的经济
、

社会状况作普查
。

参与调查者包括 自中央至乡镇各

级人员达 1 0 0 0多人
。

这种对某一社区进行如此范围广阔
、

旷日持久
、

人员众多和系统深入 的

调查实属罕见
。

中国社会学 以重大社会间题为研究重点
,

是其群体性格产生的直接原因
。 19 8 1年

,

中国
“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 改为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

后者对
“ 社会发展

” 的强调
,

意

味着中国社会学者除依自己专长和兴趣从事研究外
,

从此承担了重大社会问题和 社 会 发 展

研究的责任
。

而这种规模大
、

时间长的课题研究
,

靠个人分散去做难以奏效
,

需各方协作才

能藏事
。

然而
,

探究
“
群体性格

” 的深层成因
,

它是中国公有制在社会学科的反映
。

同中国

1 9 4 9年前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
“
个体性格

”
根源于私有制一样

,

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群体性

格的根源则在于公有制
。

同时
,

集中政治和一元性文化是
“
群体性格

”
形成之辅因

。

因为集

中制政治可以动员行政力量参与
,

一元性文化则能使相关者参加
。

上述社会与经济
、

政治与

文化诸种因素
,

形成重建后中国社会学之群体性格
。

此种
“

群体性格
”

在重大课题研究和基本

材料搜集中已显示出优势
,

但它掩盖个人独立探索和深入理论探研之局限性也不可忽视
。

四
、

开放性格

中国重建十年社会学的第四个特征是开放性格
。

它是指 中国社会学在与外国社会学进行

学术交流时
,

兼容而不排它的特点
。

社会学起源于欧洲
,

尔后传入中国
。

社会学作为一门国

际性学科
,

它在国家之间学术交流本属极 自然的事
,

中国 1 9 4 9年前社会 学如此
,

其他国家社

会学亦如此
。

然而
,

中国社会学的中断时期
,

恰为中国社会处于封闭状态阶段
。

它的重建与

发展
,

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产物 ,
.

其开放性格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中产生的
。

中国社会学的开放性格
,

表现在设立 留学制度
、

互派访问学者
、

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

国

内举办学术会议
、

合作研究和翻译文章论著等
。

以所翻译的社会学书籍为例
,

1 9 7 9至 1 9 8 7年
,

在出版的 3 45 本书中
,

译著为 I n 本
,

占总数的 31 %
。

按所译书籍国别 (地区 ) 分
,

美国41 %

( 4 5本 )
,

苏联 2 6% ( 2 9本 )
,

西欧 15% ( 17本 )
,

日本 1 0% ( 1 1本 )
,

东欧 5% ( 6本 )
,

其他 3% ( 3本 )
。

西方社会学 (美
、

西欧
、

日本 ) 的译著占 66 %
,

表现了对这种 引 进 的 热

心
。

对苏联
、

东欧的译著占31 % ;
这除译者兴趣因素外

,

尚有一历史原因
,

就是 50 年代中国

向苏联
、

东欧国家派出大量留学生
,

他们中不少人懂其语言而作翻译
。

总上所述
,

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
、

实用
、

群体和开放性格
,

反映着中国社会学的基

本特征 ; 至于其他一般特征
,

限于篇幅
,

不作沦述
。

总结
:
回顾与瞻望

一般地说
,

一门学科的发展
,

主要取决于内外两个因素的作用
。

内部因素是指学科本身

的特点和规律
,

外部因素是指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 内外因素同时存在
、

交互作用
,

有时某

一因素居于主导地位
。

据此
,

可 以对内外因素作用下
,

社会学在中国发生
、

发展的历史
,

做

如下回顾与总结
。

一
,

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
,

经过 了传入
、

建立
、

发展
、

中断和重建五个时期
,

是坎坷而



曲折的
。

然而
,

·

这并非独一无二
。

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① ,

如联邦德国
、

苏联必
、

东欧国

家③
、

台湾等社会学的发展
,

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

就影响社会 学发展的内外因素来看
,

社

会学传入中国后
,

建立和发展时期
,

社会学主要依其自身规律演进 , 中断和重建时期
, 导因

于社会文化环境
,

尤以社会政治因素为甚
。

二
、

社会学在中国经历十年的发展
,
已经铸成了若干性格特征—

主体
、

实用
、

群体和

开放性格
。

一方面
,

它们是中国早期 ( 1 9 4 9年以前 ) 社会学特征— 移植
、

经验和个体性的

继承和发展 , 另一方面
,
社会文化环境对它们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

而其中有的特征
,

如群

体性格
,

则完全是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
,

主要是政治因素所致
。

三
、

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的成就在于
,

恢复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位置
,

并建立

了一个初级的却又具有
“
中国味

” 的社会学学科体系
。

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
,

将仍然取决子内外因素的作用与变化
。

其外部因素
,

主要是中

国社会文化大环境
、

特别是政治气候的变化
。

当社会文化环境气氛宽松时
,

社会学家可能会

探一探研究领域中的
“
禁区

” , 相反
,

当这种气氛紧张时
,

探索就会缩回去 (个别学者可能

例外 )
。

其内部因素
,

就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 自身的发展条件而言
,

它取决于社会学队伍的

构成和社会学者的素质
。

中国青年一代社会学者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学训练
,

几年之后
,

他们与目前正在西方接受社会学训练
、

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生形成新的力量
,

可能会更加系统

而全面地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然而
,

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格是五十年前提倡
“
本

土化
”
定下基调

,

重建十年得到加强
,

今后恐亦难变其主调
。

国际社会学界所企待的
,

不仅是中国兴旺的国家社会学
,

更是一个蕴涵中华文化特质而

能够对世界社会学有所贡献的中国社会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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