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争鸣中应注意的儿个问题

一一与陈为同志商榷

陈 芜

《社会 学研究》 9 1 87年第 5 期发表了陈为 《对社会心理学的
`
盛世

,

和 `空白
’

的不同

看法》 一文
,

就沙莲香 同志的文章 《二次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美国社会的关系》 提

出商榷
,

这本是一件好事
。

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
,

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要手段
。

在陈为

同志文章中
,

分析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与美国社会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
,

指出美国社会学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

具有实用主义精神的传统 , 同时简介了我国社会心理学在前科学时期取

得的成就
,

并初步涉及了我国社会心理学附属于政治和社会情感
,

因而难于将实践结果升华

为科学理论这一根本性特征 , 这些见解也都无疑很有价值
。

不过
,

另一方面
,

陈为的文章也有片面和偏颇之处
:

其一
,

是把沙莲香同志文中所说的

tt3 。年代和 40 年代 … …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盛季
”
的

“
盛季

” ,

换成了
“

盛世
”

的概念
,

而
“
盛季

” 和 “ 盛世
” 不管在理论上

、

实践上乃至语义上
,

都是不 同的
。

而拿中国

封建的社会的传统
“
盛世

”
观念

,

来混同美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
“
盛季

” ,

就更加显得荒谬
。

“
盛季

” 只是一种相对繁荣的形容词
, “ 盛世

”
都是指一个社会的鼎峰时期

,

沙莲香同志的

文章显系前者
。

更重要的是
, “

盛世
”
也并不意味

“
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冲突相对来说比较和

缓
” , 相反

, “
盛世

”
往往是社会各种矛盾 日趋激化的关键时刻

,

敏锐的政 治 家
、

思 想 家

就能比较准确地捕捉到
“
盛世

”
表象后 面所潜伏的社会危机

。

唐代的升元天宝时期
,

清代的

乾嘉时期
,

无不如此
。

因而
,

沙莲香同志文中所说
“
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

,

给社会心理

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前提和研究领域
”
这一论断

,

并没有错误
,

更不等于她否定了美国

30
、

40 年代的社会矛盾冲突
,

否定了社会矛盾冲突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直接动因
。

只能

说
,

沙文中对这方面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而 已
,

而不存在陈文同沙文的观点有什么分歧和对立
。

其二
,

陈文由沙文称 30 年代是
“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黎明时期

”
_

而推论沙文的 结 论 导 {致
“
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在 1 9 8 2年 4 月 以前

,

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 ,

这也是一种把个人的主观臆

测强加于人的做法
,

这种做法在学术争鸣中甚为不妥
。

黎明时期标志着曙光来临
,

怎可谓一

片空白
。

我们常称中世纪的欧洲是科学文化的黑暗年代
,

但却从不曾由此结论欧洲中世纪的

科学文化
、

哲学都是一片空白
。

至于沙文把 1 9 8 2年 4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

大会
,

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历史元年开始的标志
,

这是她的一种学术见解
,

无非是指中国社

会心理学终于得到了社会公认
,

开始有条件建立 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探讨和研究
。

事实上
,

陈为的文章也承认中国社会心理学长期处于前科学状态
。

在这一点上
,

沙与陈的认识并无矛

盾
。

在沙的 《论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与总体构架》 ① 一文中
,

对 30 年代中国社会心理学有过

① 见 《 中国社会科学》 19 86 年第 S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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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的客观介绍
。

众所周知
,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
,

我国学术争鸣开展不力
,

并经常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复

杂因素
,

把好事变成了坏事
。

结果是学术争论无法深入
,

争论者倒可能有了隔阂与偏见 ,不同

学派未能建立和发展
,

宗派意气倒滋生蔓延开来
。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

笔者建议
: 1

.

争论双

方对对方的观点尽可能理解准确
,

而不应望文生义 , 2
.

不管双方观点分歧如何深刻
,

使用词

语如何激烈
,

双方态度一定要相互尊重
,

坚持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

因而攻击性 的 语 言 要慎

用
,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
、

至少少说
。

陈为同志文章在结尾中说
: “

每个社会心理学工作

者都应有良好的科学修养
,

尤其是自然科学修养
” 。

这个意见
,

在一般情况下
,

是天经地义

的金玉 良言
,

但放在有具体所指的商榷文章中
,

就有欠慎重
:

一来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

破坏正常的学术讨论气氛
;
二来也缺乏根据

,

不利于双方今后的学术了解与合作
。

而笔者以

为
:
学术争鸣的真正 目的

,

主要不在争个人是非
,

而在追求科学真理
,

扩大学者间的交流与

友好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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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州省社会学学会概况

1 9 8 4年10 月
,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与有关的 29 个单位共 同发起成立了贵州省社会

学学会筹委会
。

根据计划和安排
,

筹委会重点开展了五个方面的调查研究
:

(一 )

贵阳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卿题
, (二 ) 全省农村综合改革和调整产业结构中的

社会问题 , (三 ) 法制建设与城市改革 ; (四 ) 婚姻与家庭问题 , (五 ) 民族间题
。

筹委会还积极发展会员
,

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
,

宣传普及社会学知识
,

并于 1 98 5年

4 月举办了旅游管理
、

旅游社会学讲习班
,

学员近百名
。

至此
,

一支专业与业余相

结合的社会学研究队伍开始在贵州形成
。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
,

贵州省社会学学会于 1 9 8 5年 5月 9 日正式成立
。

会议确定

本省社会学工作的任务主要是
:

(一 ) , 加强社会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 (二 ) 当前

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间题 (三 ) 作好社会学的普及宣传工作
。

在省社会学学

会正式成立的同时
,

举行了首次全省社会学学术交流会
。

收到论 文 30 余 篇
。

以后
,

每年都有计划地召 开 了 学 术讨论会
。

1 9 8 6年的学术年会收到近 50 篇论文
。

在这次

年会论文的基础上
,

编印了 《社会学研究文集 》 ; 1 9 8 7年 7
·

月的学术讨论会收到 40

余篇论文
。

目前
,

贵州省社会学学会准备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开展多方面的社会

学研究 , 同时
,

计划于 1 9 8 7年末结合本省实际召开一次青少年犯罪间题的专题研讨

会
。

(史昭乐 )

拿拿李V个分夺令夺今拿夺夺夺夺夺令夺夺夺令李分吞夺个分夺夺夺夺夺令伞伞分夺今夺夺令夺令令令夺夺夺夺夺夺拿拿夺夺李艾幸父弄不

乍哈幸伞李命今钟朴种什什种种忡今今今今杆今今种朴杆朴种种种种朴钟朴今令什什今命朴杆杆杆今今什哈今什矛

1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