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学 在 中 国 的复兴

— 《现代中国社会学
*·

序》

张 琢

自 8 19 1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以
“ 群学 ” 之名开讲社会学以

来
,

社会学在中国历尽坎坷
,

延续至今 已近一个世纪了
。

社会学最早以
“
群学

”
命名

,

取意于战国时期大思想家荀况 (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 2 98

年— 前 2 38 年之间 ) 的 《王制》 篇
。

荀子 (荀况的尊称 ) 在这篇文章中简 洁地阐述了生物

有机体与非生命物质
,

动物与植物
,

人与禽兽三个层次的区别所在
,

从而抓住作为社会的主

体—
人类群体

,
分析了人类其所以能结成一定群体

、

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
、

发挥群体结构

的社会功能的原因
。

他写道
:

水火有气而 无生
,

草木有生而无知
,

禽兽有知而 无义
,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

义
,

故最为天下贵也
。

力不若牛
,

走不若马
,
而牛 马为用

,

何也 ? 曰 : 人能群
,

彼

不能群也
。

人何 以能群 ? 曰 :

分
。

分何以 能行 ? 曰 :

义
。

故义 以 分则和
,

和则一
,

一则多力
,

多力则强
,
强则胜物

,

故宫室可得而居也
。

故序四 时
,

栽万物
,

兼利天

下
,
无 它故禹

,

得之分义也
。

J

故人生不能无群
,

群而无分则争
,

争则乱
,

乱则离
,

离则弱
,

弱则不能胜物
。

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
。

不可 少项舍礼义之谓也
。

①

王制就是帝王时代的政治
,

所以康有为把群学与
“
政治学原理

” 、 “
中国政治沿革得失

” 、

“ 万国政治沿革得失
” 、 “

政治实际应用学
”
等课程并列为

“
经世之学

” 。 ② 如果说康有为

的 “
群学

”
课至今我们还只能见到他的弟子梁启超留下的这个课表

,

那么严复在 他 的 论 文
《原强》 中便把他为什么要把斯宾塞的 《社会学原理》 译作 《群学肄言》 以及译介的目的说

得明明白白了
。

他写道
: “

其书于达 (尔文 ) 氏之 《物种起源》 为早出
,

则宗天演之术
,

以

阐人伦治化之事
。

号其日
`
群学

,
.

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
,

以其能群也
,

故 日群学
。 ”

并

强调指出
, “

学问之事
,

以群学为要归
。

唯群学明
,

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
,

而能有修齐治平

之功
。

呜呼 , 此真大人之学矣 , ” 可见康
、

严所见是相通的
,

体现了下述三方面的意义
:

一
、

证明了中国悠久的社会历史和社会思想史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内容
,

这是中国社

会学的内在的思想渊源 ,

二
、

中国近代的社会学的先驱从开始引进西方社会学之 日起
,

就力图使其与中国固有的

社会思想相衔接
,

以熔铸出中国化的或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乡

三
、

西方社会学在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由维新启蒙思想家引进来便抱着
“ 经世致用

”
的

目的
,

因而具有强烈的实用性
,

即用 以变革中国的社会
,

以图中国之富强
。

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英国工业革命
,

科学基础是实验科学

* 本书将于近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台湾师大书院分别用简体汉字和繁体汉字出版
。

① 据王光谦 《 荀子 》 集解本
。

② 梁启超 《康南海传 》
,

上海分智书局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 日三版刊行
。



尤其是生物进化论
,

哲学基础是经验论
,

正好适应了中国维新志士们向西方学习
, “

经世致

用
”
变法图强的需要

。

社会进化的观点和实证的精神
,

对克服中国传统的
“ 天不 变 道 亦 不

变 ” 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士大夫的玄虚飘渺的陈腐学风起到了革新作用
,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学

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

20 世纪初流亡 日本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学者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最早引进者
,

也是

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中国人
。

1 9 0 2年起
,

梁启超就在他办的 《新民丛报 )) 上介绍

了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学说
。

接着 1 9 0 6年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 刊登了朱执信节译的 《共

产党宣言》 。

当时各刊译介的重点都是 《宣言》 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
“
资产者和无产者

” 、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导力量 t’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 以及社会主

义学说
。

1 9 0 8年刘师培
、

何震在他们创办的 《天义报》 上还刊登了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的节译
。

在 20 世纪上半叶
,

西方人 (主要是美国人 ) 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在传授西方社会学上起到

了重要作用
,

尤其在 1 9 1 6年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教授登上大学社会学讲台以前
,

一

中国的社会学

教育主要是由西方学者在教会学校进行的
。

他们 自有他们 自己的兴趣和目的
,

但毕竟原原本

本地把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搬到中国来了
,

同时西方国家还吸收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到西

方国家去学习社会学
。
这样

,

在国内外造就出了中国第一批社会学专门人材
,

至少这方面的

客观效果不能抹杀
。

1 9 19年
“
五四

” 运动后
,

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和分化
,

学术带上了更强烈的政治功利的

色彩
。

在社会学方面
,

出现了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以社会改 良为主要的

共同特征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多元发展的局面
。

并且
,

都开始以各自的理论为指导开

始 了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分析和调查
,

这样就导向了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走向深入
、

富有

成果的时期
。

关于这一段历史孙本文 的 《当代中国社会学》 ( 1 9 4 8年 ) 及近年大陆出版的两

本 《中国社会学史》 均作了重点介绍
,

此不赘述
。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大事件和

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学说为指导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

1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

中国大陆的社会学 ( 以下中国社会学专指中国大陆的社

会学未包括港
、

台 ) 者们同其他各学科的学者一样
,

本来都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大显身手发展

中国社会学的好机会
。

可是
,

由于苏联
“
左

” 的教条主义的影响
,

接受了苏联否认社会主义

制度下存在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斯大林
、

日丹诺夫笼统地将社会学说成是

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加以摒弃
、

以历史唯物主义取代社会学的错误论断和做法
, 1 9 5 2年

,

在中

国大陆竟取消了社会学这样一门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学科独立存在的资格
,

各大学

的社会学系和研究机构均被撤消
。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 以主观武断地
“
取消

” ,

但是社会生活本身并未停止
,

客

观的社会存在
、

社会矛盾
、

社会间题是无法取消的
,

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
。

正确的做法只能

正视社会现实
,

正视矛盾
,

正视间题
,

去进行科学分析
,

并因势利导加以正 确
、

妥 善 的 解

决
。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矛盾的学说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解决这些

矛盾的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
。

事实上
,

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调查
、

分析和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

止
,

只是没有以社会学的名义
,

而是在哲学
、

政治及其他社会科学名义下进行的
。

从这个意

义上
,

我们也可以说
,

中国大陆
,
社会学在这 一 时期 ( 1日5 2一 1 9 7 8年 ) 是名亡实存—

虽

然
,

由于极
“
左

”
的教条主义

、

主观主义的严重影响
,

理论与实践被大大扭曲
,

牺牲了调查



与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
,

留下了许多痛苦的教训
。

然而
, 这些痛苦的教训恰又正是中国夫

陆社会学重新崛起的宝贵财富和反推力
。

正如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 8 9 2年德文第

立版片言中所说
: “

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 ”

笼

统地把社会学称之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加以摒弃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存在
,

同样都是

有害子社会学全面健康发展的偏狭观点
。

19 7 9年
,

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以解放思想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契机
,

恢复重建后便如雨

后春笋般破王而出
、

节节上长
。

这首先是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

发展动力 , 二是费孝通
、

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以老骥伏杨的精神为社会学学科的复兴所

做的开遣工作 ; 三是一批具有不同程度的其他学科的基础和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学者转向社会

学
,

`

翅过速成学习
,

一

形成了社会学恢复初期的基干队伍
,

较快地见了成效
,
从而弥补了一些

过去耽埃的时期里的损失 , 四是得益于开放的条件
,

国际社会学界的热情友好的支持
、

·

协助

和学米交流
。

`
_

’

不过 ; 与此向时
,

相应也使重建后的中国大陆的社会学队伍和他们提供的成品具有其恢

复重建初期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
:

老一辈社会学家
,

多遭磨难
,

专业被搁置 27 年 后 重 新 上

马
,

便不能不受到年龄和知识两方面的老化和力量单薄的局限
,

重新开放后
,

放眼世界
,

进

行国际学禾交流
,

对国际向行这一时期的长足进展
,

不能不有隔世之感 , 中青年学者从别的

专业或卖际工作部门转到社会学队伍中来
,

固然带有各原学科的专长
,

能产生多种学科直接

杂交的复合结构的优点 (这一点对于综合性很强的社会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

有人说
,

这

也许会成为中国天陆社会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特质
,

是不无道理的 )
,

但是
,

这些人还来不

及进行产格扎实的社会学专业的培养训练
,

就要边干边学参加教学
、

调研甚至著书立说的急

行牢奋难兔出现杂乱
、

肤浅乃至乱贴
“ x x 社会学

”
的标签的现象

,

幸好这种现象已引起及

时注意
,

·

并在迸年 已有所改变
,

科学化与学科化都在与日俱进 , 还有
,

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

在的实际
,

对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也不认真学习
,

生吞活剥
、

照办照抄外国社会学的结论和

方法的倾向、 在一部分青年学者中相当突出
,

这也须得在中国社会学和这些青年学者自身逐

步走两成熟
!的过程中去克服

。

哨草鞋投释
,

边打边像
” 。

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经过这十年的
“
编织

” ,

已逐渐显露出了

一个模栩的雏形丈光论它怎样的不成熟
,

业已在中国的科学园地上立住脚了
。

现在中国大陆

已拥有近百个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单位 (各种社会学会
、

社会学系和教研室
、

社会学研究所

和研究室等)
、

’

千余名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工作者
、

四万多名社会学的学员 (包括

本科生屯硕士生
、

: 笼

博士生和函授生 )
,

在国内外大学新培养出来的取得 了社 会 学 学士
、

硕

士
、

博士孚位的新生力量正成批充实到社会学的教学
、

研究和实际部门的社会工 作 岗位上

去
,

预未着中国社会学明天的希望
。

十年来
,

尤其近几年已出版了上千部社会学或与社会学

密切相关的著作和通俗读物
,

这里面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也有百余种
,

其中包括纳入国家
“
六五 ” 社会科学计划的八个社会学和青年间题重点研究项 目的终期成果和

“ 七五 ” 国家十

三个社会学重点项 目的阶段性成果
。

由于社会学学科化 (专业化 ) 程度尚低
,

有相当多的著

作和文章 ; 述处子似是而非和似非若是的
“
准社会学

” 状态
,

外延模糊
,

因此很难精确统计

社会学著作和更大量的文章的数量
。

另外
,

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单位还先后创办了十来种社

会学研究
、

教学和普及性刊物
,

其中刊登的有些优秀论文已引起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视
。

为了积累成果
,

及时总结经验
,

克服缺点
,

使中国社会学在下一阶段和长远的未来得到



健康的发展
,

同时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一部较为系统的参考资料
,

为国内外关心中国社会学的

同仁和朋友们提供一个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概观
,

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 《当代中 国 社 会 学》

( 1 9 7 9一 1 9 89 )
。

这是一本在尽可能汇集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

分门别类

进行综合分析写出的史论结合的述评性
、

历史性的著作
。

由于社会学领域极为宽泛
,

据有人统计
,

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已 多 达 数 百

种
。

在中国许多还是空白
,

有些学科 (甚至是很重要的学科
,

如农村社会学 ) 或尚处在极裸

之中
,

或仅刚刚起步 , 还有些分支学科星星点点
,

已有人在那里披荆开拓
,

但尚未见显绩
,

本书都暂且不论
,

以待来年收获的时候
。

这里
,

仅就在我们看来比较重要
、

比较
“
热门

” 、

资料也比较丰厚
、

大体已有个眉目的一些方面加以整理
,

编写了此书
。

还有些属于社会学领

域的重大向翘
,
如人口和青年的研究

,

由于在中国这两个方面的数量的异常庞大和问题的极

端重要性
,

受到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特殊重视
,

有关研究和工作部门已自成体系
,

这方面的

统计和研究成果
,

报刊
、

书籍所载很多
,

本书篇幅难 以全面概括
,

其中关于人口问题和青年

间题方面的实证研究我们将在 《当代中国的社会间题》 中分专章论述
,

本书也未纳入
,

仅此

说明
。

本书是在统一学术设计规范下
,

由各章撰稿者从其掌握的有关方面的资料的实际出发写

成的
。

各章大体上都包括了各有关方面恢复的历史过程
、

机构的建设
、

人员的培训
、

调查和

研究的主要课题与主要成果
、

有关领域讨论的主要学术间题及代表性观点
。

各章都注意了理

论与实际的结合
,

述评尽间咱巷客观
、

公允
,

但是由于各分支学科的性质
、

特点不同
,

发展也

不平衡
,

有的偏重理论
,

有的偏重应用
,

各章撰稿者各有自己的见解和风格
,

所以
,

各章在

基本结构大体一致的情况下
,

也尽可能保留了各章撰写的特色
,

使全书不至于太刻板
。

全书共十个单元
。

章目和撰稿人如下
:
序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琢撰稿 ,

第一章中国大陆社会学的复兴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育民
、

王领
、

方明撰稿 ,

第二章理论与方法的更新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宛丽撰稿 , 第三章社区的调查

与研究
,

由主领撰稿 , 第四章阶级阶层结构研究
,

由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庞树奇
、

仇立

平撰稿
,
第五章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

由张琢撰稿 , 第六章社会心理学的 引 进 与 运

用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石秀印
、

华夏出版社刘卫平撰稿 , 第七章家庭与婚姻的

调查与研究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马有才撰稿 , 第八章社会保障改革的探索
,

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力之撰稿 , 书末还附有王育民编写的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

大事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雪萍编辑的十年中国社会学主要著作目录
。

各章的述评和书后所附的成果目录及大事记
,

均系编撰者一己所见
,

没有也不 可 能 详

尽
,

若有重大遗漏和错误
,

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

以便在有机会时补过
。

我们希望中国大

陆的社会学在进向下一个十年时
,

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 更希望已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社会

学在下一个百年能繁荣
、

成长为国际社会学之林的一株参天大树
。

1 9 8 9年 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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