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科的配套上
,

还是在队伍的组织上
,

都缺乏总体规划
,

各自为战
,

造成某些领域投入力

量过多
,

研究项 目重叠
,

而在另一些重要分支学科还没有人涉猎
、

缺门
、

缺环
,

不利于全面

满足社会实际需要
。

就一个具体的社会学组织而言
,

多数也没有构成自己特色的重点研究方

向
。

社会学界这种组织状况
,

不利于社会学整体效益的发挥
,

需要从全局出发
,

加强总体布

局
,

分工协作
,

形成有机的整体
。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
,

迫切需要科学的社会学的指导和帮助
,

我们的社会变革
,

也

必然会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
,

正以矫健的步伐
,

在改革中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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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往来
·

沃尔夫冈
·

施卢赫特近期

来华访 问和讲学

沃尔夫 冈
·

施卢赫特 (W
o l馆

a n g cS h l u c

ht
e r

)
, 1 9 3 5年 4月理日生于德国路德维

希斯堡
, 1 9 6 4年毕业于自由柏林大学社会学系

, 1 9 6 7年获自由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

学位
, 1 9 7 2年取得曼海姆大学授课资格

, 19 7 3年出任杜塞尔多夫大学正教授
。

施卢

赫特曾任德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和联邦德国两家重要的社会学刊物 《 社 会 学 杂志》

与 欢社会学评论》 的共 同主编之一
,

现任海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美国加州大学柏

觉利分校社会学教授
,

他还是联邦德国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四位委员之一
,

全集的

出版前言出自他笔下
。

施卢赫特是当今声望最高的韦伯学家
,

以治学严谨
、

见解深刻著称
。

他在仔细

研究韦伯全部著作的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指出
,

韦伯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西方社会整

体的历史进程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

施卢赫特对韦伯的理性主义概念做出了独到

的解释
,

提出了
“
理 性 主义

”
的三种用法— 科学技术理性主义

、

形而上伦理理

性主义和实践理性主义
。

他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组织汉学家
、

印

度学家
、

犹太学家
、

伊斯兰学家和基督教学家分头讨论了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
,

出版了六本专题论文集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系统的导论
。

施卢赫特著述甚丰
,

主要的有
:

《对社会法律国家的选择》 ( 1 9 6 8)
、

《价值

无涉与责任伦理》 (1 9 7 1)
、

《科层统治面面观 》 ( 19 7 2)
、

《理性透视》 ( 1 9 7 6 )
、

《马克斯
·

韦伯的历史视野》 ( 1 9 7 9
,

与G
.

罗斯合著 )
、

《西方理性主义 的发展 》

( 1 9 7 9 )
、

《把握世界的理性主义》 ( 19 8 0 )
、

《宗教与生活方式》 ( 1 9 8 8 )
,

有

些已译成英
、

意
、

日
、

汉等文字
。

他将于今年 3 月来华访 问和讲学
。

(王容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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