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 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读 《军事社会学》

军事社会学发端于本世纪 3 0年代西方国家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形成一门相对独

立的
、

交叉于军事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院季世庆
、

张信兴等九位同志集体编著的 《军事社会学》
,

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 七五 ”

规划的重点项

目
,

适应 了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

通读全书
,

首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理论体系
: 军事社会学就是从社会生活的整体

出发
,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通过探求军事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及其相互 作用 的 机

制
,

研究军事活动中集体和个体辩证统一的关系
,

以揭示军事活动特殊的社会规律
,

并利用

这一规律来阐述和解决军事活动中的社会学问题的一门科学
。

全书紧紧抓住战争
、

军队
、

军

人三个基本方面
,

结合军事社区
、

军事社会主作两个重要的军事现象构筑自己的理论框架
。

概念表述准确
,

理论分析正确清晰
,

从而较好地反映了研究课题的内在的严谨的科学逻辑性
。

其次是该书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

社会学理论同我军建设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
,

特别

是对我军丰富的历史经验
,

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加以概括
,

实在是难能可贵
。

全书共二十章
,

用十三章的篇幅阐述了新时期我军建设中的社会学问题
,

其中包括军队规范与社会控制
、

军

队内外关系
、

军队集体精神与战斗士气
、

军队管理与社会管理
、

军队现代化
、

军人社会化
、

军人社会交往
、

军人个性品质与集体荣誉
、

军人婚恋与家庭
、

军人生活方式
、

军事社区与军

事社会工作等领域
,

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

为我军新时期军事理论建设开阔了新的视野
。

如

作者提出了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是完全一致的观点
。

《宪法》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
,

我军就成为国家的军队
,

属于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部分
。

从社会学视角
,

作者认为

这个规定有利于运用国家机构动员社会力量
,

以加强军队建设 ; 同时
,

正是以立法的形式
,

从

国家的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又如军人的婚恋和家庭问题
,

由于军队的特

点和军人职业生活的特殊性
,

决定了千百万的军婚双方
,

长期过着 “ 牛郎织女
” 式的分居生

活
。

作者认为
,

军婚双方都要用对事业的追求补偿分居的苦衷
,

做到
“
先国后家

” ,

互信
、

互勉
、

互慰
、

互谅
。

再次
,

全书对西方社会学
、

军事学观点采取了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的严肃态度
。

如 “ 军事

社会学的历史和现状
”
这一章

,

专门对西方军事社会学流行的军事政治社会学理论及军事心

理观念
、

军事技术统治论进行了批判
,

是十分必要的
。

再如
,

作者比较 了西方国家与苏联对

军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

提出军事社会学研究方法应有特定范围
,

可以分为方法论
、

一般方

法和专门方法等三个层次
。

作者认为
,

军事社会学研究在总体和方向上都要 自觉遵循马克思

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
,

使其成为军事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
。

由于军事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还是初创性的
,

不可能一开始就十分完善
。

从严格要求来

看
,

该书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

如有的章节理论概括不够充分
,

理论分析稍嫌不足
,

全书略

显冗长等
。

但作为我国第一部军事社会学专著
,

毕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

(林建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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