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社会学的对象
、

领域和作用

胡 汝 泉

随着人 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发展
,

老年学在兴起
。

老年学的研究
,

首先是从医学和生理

学开始的
。

继之而起的是心理学领域
。

至于老年社会学的抬头
,

则是晚近以来的现象
。

“ 老年社会学
”
这一术语

,

是 1 9 4 3年首先由 E
·

J
·

斯蒂格利茨 ( E
·

J
·

S t ie gl it )z 所

使用
。

与此同时
,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调适研究会 主 席 E
·

w
·

伯吉斯 ( E
r n est

·

w
·

B ur g es s) 开始着手进行被称为
“
第一次对老年的社会学方面进行描述所作的 有 组织的

尝试
” 。

这一工作的成果是 1 9 4 8年出版的奥托
·

波拉克 ( O tt 。
·

P ol la k) 所著的 《老 年的社

会调适 》 一书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老年学的各分支学科在欧美各国有 了显著的进步和发

展
。

老年社会学做为一门独立学科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

老年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

还远未成熟
,

因而在学科建设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

间题
。

理查德
·

C
·

克兰德 ( R ic ha dr
·

C
·

C ar n
da u) 认为

,

老年学研究所面临的难题有 8

个方面
。

其中最根本的是缺乏基础理论和通用定义
。 ①而为了建立理论和统一定义

,

首先就

必须界定它的研究对象
,

明确它的学科领域
。

对于老年社会学来说
,

情况更加如此
。

因此
,

为了推动老年社会学的研究工作
,

首先必须界定它的研究对象
,

明确它的学科领域
,

揭示它

的学科作用
。

为此
,

本文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

以就教于同道诸君
。

一
、

老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
,

因此
,

为了使老年社会学真正形成为一

个独立学科
,

首先就要对它的研究对象做一个明确的界定
。

老年社会学是一门边缘性的交叉学科
。

所以
,

它既具有老年学的又具有社会学的某些性

质
。

因此
,

它的研究对象既与老年学的又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关
,

同时又与它们各有区别

而不尽相同
。

我们必须从这种既有相同又有相异之处来界定
。

因此
,

老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界定为
: 老年期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

。

但老年期群体的社会生活包含着广泛

的内容
,

既包括社会关系
,

又包括社会行为 ; 其运行和调节的机制又同外部条件和老年期群

体其他方面的属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

因此
,

要揭示老年期群体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

节机制的客观规律
,

就必须首先研究老年期群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 同时还要研究它同

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之间的本质联系
,

它 同老年期群体自身内部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

之间的本质联系
。

因此
,

老年社会学是研究老年期群体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客观规

① 克兰德
: 《老年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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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科学, 是研究老年期群体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
研究老年期群体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同

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之间的本质联系
,

同老年期群体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之间的本质联

系的科学
。

老年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

当然把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作

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

它只研究老年期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
,

而不是研究人类

群体一般的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
。

老年社会学和老年学及老年学的其他分支学科
,

都把老年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

但他们之间也有原则的不同和明确的分工
。

老年期群体具有

生物的
、

心理的和社会的几个方面的本质特征
。

作为综合研究老年期群体的老年学
,

它要全

面地
、

完整地
、

综合他研究老年期群体生理的
、

心理的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属性的相互联结及

其因果关系和调节机制
。

而老年社会学则侧重于研究老年期群体的社会属性方面
。

老年期群

体作为一个统一整体
,

它的生理的
、

心理的和社会的等几个方面的属性
,

当然是紧密联结
、

密不可分的
。

但为了研究的方便
,

我们必须把它们做相对的分割
。

不过
,

这种分割决不是绝

对的割裂
。

因此
,

在研究过程中
,

老年社会学虽然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老年期群体的社会生

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方面
,

但决不是对老年期群体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属性漠不关心
,

相反

地却是要时刻给予必要的注意
。

不过
,
老年社会学与老年学不同

,

也与老年生理学
、

老年医

学和老年心理学不同
,

它所感兴趣的不是老年期群体生理的和心理的属性本身
,

而是它们同

老年期群体的社会属性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

是要在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 作 用 中
,

更 深

入
、

更准确地把握老年期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
。

老年社会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要探索老年期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的客观

规律
。

因此
,

它把研究群体作为主要课题
。

但是也应指出
,

老年期群体是由老年期个体构成

的
,

这种构成不是简单的相加
,

而是有机的结合
。

因此
,
在老年期群体和个体之伺

,

既存在

着许多各自不同的特点
,

又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
。
所以老年社会学在研究老年期

.

群 体 的时

候
,

不能不同时对老年期个体给以必要的注意
。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

普遍寓于特殊之中
。

只

有透过个性和特殊
,

才能认识共性和一般
。

任何事物都是在时空中运动的
,

时空是一切辜物存在的形式
。

老年期群体也不能脱离开

时间和空间而存在
。

老年期群体既是时空运动的结果
,

而它本身又继续在时空中运动
。

老年

期群体不仅处于 自身的运动之中
,

同时
,

它还要同其他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

`

这种

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

同样要在时间和空间当中进行
。

因此
,

老年社会学要把老年期群体作

为一个运动着的对象
,

放在因果的链环上来加以考察
。

也就是说
,

不仅要研究它的现状
,

而

且要研究它的过去和未来 , 不仅要研究它产生的原因
,

而且要研究它造成的结果
。

只有从历

史的联系中
,

以及同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
,
才能更加具体

、

深入和全面地认识老年期

群体的社会本质及其运动的客观规律
。

二
、

老年社会学的学科领域

如果说界定研究对象是为了指明老年社会学的研究方向的话 ; 那么
,

划分学科领域则是

为了揭示老年社会学学科的主要内容
,

即学科的范畴体系和学科的基本结构
。

老年社会学当前所使用的范畴
,

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一种是从社会学
、

老年学或其

他学科借用来的范畴
,
这种范畴在老年社会学中同所借用的学科具有相同的含义

,

因此可称

之为共用范畴
。

再一种也是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
,
但在老年社会学中其含意已经有所改变

,



既包含有原来的某些含义
,

又赋予 了某些新的含义
,

因此可称之为借用范畴
。

第三种是老年

社会学单独使用的范畴
,

可以称之为特有范畴
。

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范畴中
,

第一种和第二

种占居了绝大多数
,

而第三种则只是极少数
。

就是这种特有范畴也不是和其他学科毫不相下

的
,

而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正是因为这样
,

老年社会学才能同其他学科互相沟通
、

饭

此呼应
。

如果不是这样
,

就不可能建立同其他学科的合作和联系
。

但是应该指出
,

一

老年社会学作为新学科
,

虽 已脱离极森
,
但仍处于发育和成长时期

。

因

此
,

它的范畴还在滋生和创建之中
,

范畴体系更远未完全确立
。

就是在老年社会 学 产 生 较

早
、

发展较快的国家
,

也未能超过这一阶段
。

范畴定义的不统一
,
是任何新兴学科发展过程

中必然遇到的十分 自然的现象
。

这种范畴体系的确定
,

唯一的办法就是积极地开展实际的调

查研究工作
,

从而不断积累
,

不断深化
,

逐步使老年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得以确立和完善
。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

老年社会学不仅要有自己的独立范畴体系
,

而且要有自己的独立学

科结构
。

根据我们对老年社会学研究对象所做的界定
,

老年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结构
,

大致应

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第一
,

对于人 口老龄化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阐述
。

人 口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

并不是自古就有的 , 它是晚近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
。

`

。

代
,

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
,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短
,

因而不可能出现人 口老龄化的现象
。

自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来
,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随着经济
、

科技和社会的发展
, 医

疗技术和卫生条件的改善
,

在一些发达地区和国家
,

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不断地下降
,

而平

均预期寿命则不断延长
,

从而使人 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出现了人 口老龄化的现象
。

在

1弱 O年以前
,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岁以上老年人 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 7 % 以上
。

1 86 5年
,

法国的老年人 口第一次超过了总人 口的 7 %
,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 型 国 家
。

到

18 90 年瑞典的老年人也超过了这一比重
,
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

。

到上世纪结束为止
,

世

界上只有这两个国家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
。

但进入20 世纪以后
,

,

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
。

到 1 9 5 0年
,

进入老年型行列的国家已有15 个
,

60 年间增加了 13 个
。

到 1 9 6 0年增加到 20

个
,

1 9 6 5年为 30 个
, 1 9 8 1年为 38 个

,

仅在短短的 30 年间
,

就又增加了23 个
。

正是这种人口老

龄化的进程
,

提出了研究人 口老龄化的社会原因及其产生机制的课题
。

于是
,

老年社会学的

研究也就应运而生
。

而人 口老龄化的社会原因及其产生机制也就自然地成为老年社会学研究

的霍要内容
。

老年社会学不仅要研究社会发展引起人 口老龄化的机制
,

同时还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

会
、

经济
、

科技发展的影响
。

因为人 口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
,

它一旦出现
,

就会

倒果为因
,

给予社会
、

经济
、

技术发展以巨大的反作用
。

人 口老龄化使劳动力构 成 发生 老

化
,

使所负担老年系数急剧增加
,

养老金
、

医疗费和其他福利费用的支出也将大幅度增加
。

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还将使消费市场
、

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
。

这些都不能不给

社会
、

经济
、

科技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

因此
,

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
,

及时调整其间的相互

关系
。

这也是老年社会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

第二
,

对于老年期群体的特殊需求及其社会保障的研究
。

老年期群体作为在时空中运动的客体
,

必然随时空的变化而产生各种与其他年龄期群体

不同的特点
。

由于人类群体具有生理的
、

心理的和社会的三个方面的属性
,
所以

,

这些变化

也必然同时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

首先
,

老年期群体的生理机能必然随增龄而出现老化
。

这种



老化将出现在整个躯体的各个系统
。
其次

,
精神活动或精神功能也必然随增龄而出现老化

。

这种老化不仅会出现在愿觉系统
, 而且会出现在中枢神经系统

。

再次
,
社会活动能力也必然

随增岭而逐步减退
。

这种老化将主要表现为退出职业生活而发生社会角色的转义
。

老年期群体因增龄而出现的这些特点
,
必然影响其日常的生活需求

,

并使之发生相应的

改变
。

特别明显的是由于各种机能的日趋衰退
, 而需要给予特殊的照顾

。

《老岭问题维也纳

国际行动计划》 称之为
“
老岭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

” 。

这一行动计划指出
: “

人道主义回题

涉及年长者的特殊需妥
。

虽然许多问题和需妥是年长者和其他居 民所共有的
,
但另外有一些

问题反映了年长者的特点和安求
。

讨论主题包括保健与营养
、

住房与环 境
、

苏 涎
、

社 会 福

利
、

收入保障与就业以及教育
。 ” ① 可见

,
社会保障将为老年期群体所必需

。

而盯右牛期拼

体社会保障的决策
,

不仅关系到老年人晚年的生活素质
,

而且也关系到在业者的兔动积板性

和生产情绪
,

关系到每个苏庭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

固此
,

如何满足港牛朋杆体旧特殊责术

和合理调节社会保障也应成为老年社会学研究的重妥内容
。

第三
,
研究老年期群体的生沽方式及其特点

。

人到老年
,
不仅生理

、

心理
、

社会等方面的功能会发生变化
,

从而产生特殊的需水 , 而

且生活方式也会友生相应的改变
,
并表现出幕些独县附特点

。

这也远当成为右牛杜公字研究

的重安内容
。

在这一万面
,

首先妥研究的是老年人的退体和闲暇生沽
。

退体龙近人七牛加蒯

重妥社会标志
。

它将从很本上改变老年人生活的时空结构
,

升且对者年人生摘道从主阅 朋冰

刻的影响
。

与此相天联的是闲暇时间的显者增多
。

老年期的闲暇生俏女排褂是肯九头
,

且长

关系到老后生活的满足程度和生存意义
。

某次安研究者年人四苏枯生拈
。

琳涎认如别石泪生

活具有敬为重安的怠义
。

在传玩社会中
,

家撼是王安闺乔危物厉
。

狂现代杜会甲
,

待别龙仁

发达国家
,
虽然乔右已经高度社会化

,
但家拯在养老中闺地位和作用仍搽小能低佰

。

近牛米

美国积日本的学者都在对苏庭的养老作用进行重新估价
,
有人甚主捉出 了

“
夏返举涎

刀 旧呀

吁
。

在我们的国家中
,
更应该对家庭的养老作用给以应有的注意

。

最后安研允右牛人肉社舍

交往和社会参与
。

保持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不仅是右年人晚牛生沽脚必需
, 回杯也

是社会友展析必需
。

因此
,

《老岭 luJ 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 称之为
“
发展方阅回趣

” 。

祝

极开展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活动
,
不仅可以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内谷

,

而且可以

节省社会人力
,

减径社会负担
,

增加社会财富
,
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友展

。

第四
,
研究老年期群体的社会问题和未来发展

。

老年期群体既然是一种社会存在
,

也就自然地会产生某些社会间题
。

当它在社会总人目

中所占比重不大的时候
,

它所引起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 但当它在社会总人 口中所占比重急

剧增加升且达到相当程度时
,
其所带米的社会 问题就必须给于应有的注意

。

其中最主安的有

代际夭系问题
、

右年越机有犯罪问题
,

以及虐待右年人和右年人白示问题寺等
。

这些问题
,

在我闺当前情沉下表现得还不甚明显
,

但已经是各观存在的不谷忽视娜争买
。

而且随着老年

期群体的不断扩大
,

以及社会经济和思想观点等各方面的变化
,
这些问题将变得 越 米 超 灾

出
。

因此
,

从现在升始
,

老年社会学的研究就应对此给予必妥的注意
。

老年期群体与未来友展的相互关系
,
也是老年社会学必须研究的课题

。

随着科技革命和

现代化进展
,

必将使老午朋群体的社会生活发生新的变化 , 而这种新变化反过米又将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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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影响
。

因此
,

老年社会学不仅要研究当前时期的老年期群体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

机制
,

不仅要在现在和过去的对比研究中认识其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
,

而且要研究它的发

展趋势
,

并从这种发展趋势中认识它的未来
。

我们当然应当把当前的研究作为主体
,

并给予

最大的注意
。

但只有全面地把握现在
、

过去和未来
,

把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来加以研究
,

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现在的由来和归宿
,

才能使老年社会学形成为一个完整的
、

严密的
、

独立

的学科
。

三
、

老年社会学的学科作用

从对老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领域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

老年社会学是一门应

用学科
,

因而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

它的实用价值或学科作用
,

我们可以概略地指出以下几

个方面
:

第一
,

老年社会学具有促进认识的作用
。

随着老年人 口的日益增多
,

老年期群体的社会生活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间题
。

不仅

老年人自身对此极为关注
,

而且青壮年也同样关注
。

因为青壮年的家庭一般都有老年父母
,

虽然有同居与不 同居之分 , 同时
,

今天的青壮年也就是明天的老年
,

关注今天的老年人也就

是关注明天的自身
。

但是
,

关心并不等于对间题有了本质的认识
。

要认识老年期群体的社会

生活
,

就必须学习老年社会学
。

只有在老年社会学的规律性认识指导下
,

我们对老年期群体

社会生活的认识才能从不自觉到自觉
,

从不深入到深入
,

从现象到本质
。

第二
,

老年社会学具有指导调适的作用
。

我们已经指出
,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

人们对它还缺乏认识
,

也缺乏适

应能力
,

从而产生了许多不适应的问题
。
诸如就业问题

、

收入间题
、

医疗保健间题
、

居住环

境间题
、

家庭间题
、

老后照顾间题和代际关系问题
,
等等

。
,

要自觉地调整这些不相适应的问

题
,

同样需要用老年社会学的科学知识作指导
。

有无老年社会学的科学知识作指导
,

情况是

大不一样的
。

有了老年社会学的科学知识作指导
,
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调适能力

,

缩短适应

的时间
,

没有这一指导
,

我们就会倍受人 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间题的煎熬
。

第三
,

老年社会学具有推动决策的作用
。

为了正确安排老年期群体的社会生活
,

不仅要依靠老年人自己自觉适应的努力
,

更重要

的还是要依靠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正确决策
。

但是
,

任何正确的决策都是以科学为依据
,

我们有关老龄间题的决策
,

就应该运用老年社会学的科学知识作指导
,

大大提高它 的 科 学

性
。

老年社会学既然揭示了老年期群体社会生活及其运行和调节机制的客观规律
,

自然能够

担负起这一重任
,

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

第四
,

老年社会学还具有预测的作用
。

任何一项具有强大威力的决策
,

都是预见性很强的决策
。

而为了做到科学预测
,

就必须

有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作指导
。

我们要预测老年期群体社会生活的未来发展
,

并相应地制定决

策和措施
,

当然也应该首先认识老年期群体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

而要 做 到 这 一

点
,

就离不开老年社会学这门新兴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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