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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
,

这个概念是在我们的 日常生沽中便用率最高的概念之一
,

是 “ 不言 目明 ” 的
。

但
,

要科学地将其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
,

`

我却感到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

参考各家定义
,

本文

?
是指

对箕作如卞广义界说
:

所谓
“
社会现象

” 即指社会实在
,

它同时包括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
、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
。

它是社会本质的一种外在表现
,

一种存在和

运行形式
。

各种社会现象
,

即谓各种社会实在
,

或说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
二

因此
,

本

文所说的
“ 社会现象 ,, 概念

,

包括着社荟中许多看不见
、

摸不着的东西 (如社会群体的文化

心理等 )
。

价

;依对社会现象的这种定义
,

来检视 目前国内出现的对 社 会 学研究对象的比较流行的界
,

’

我们郭会发现它们都不能涵盖社会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

突出社会学研究的根本特点
,

以

确区芬子箕他各门社会学科
。

但在进行这种检视之前
,

我们承认
:

当谈到社会学所由以区别

介说执明

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时
,
学者大都认为社会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的一门学问

;
是研究社会整

休的学问 , 是用系统论的
、

辩证法的 (联系发展的 ) 观点研究社会的学间
; … …等等

》

大同

小异
,

都认为社会学研究有两大特点
: 一是它的总体性

,

即从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中进行研

舞
, 二是它的动态性

,

即从社会现象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发展中进行研究
。

.

检视 1
, 、

“ 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 会 科

学 ”
.

。

⑦这个界说考虑到了社会研究的动态性特征 并且它所说的
`
条件

,

和
。

机制
,

的涵盖面

也比较广
,

’

这是它的长处
。

但其不足也显而 易见
: 它仅仅或至少主要是从社会学研究的目的

着眼来给社会学下定义
,

而对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

却未作实质性的规定
。

实际上
,

任何一门
,

万
`

社荟科学都要研究
“ 社会 良行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 ,

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填
,

而所谓
“

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 ,

也不单只社会学一门
。

因此
,

这个界说实质上并没有咚确
社会学 自己的研究对象

,
`

从而也没有明确它与其他各门社会学的界线
。

`

检视 2 “
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蟹体出发

,

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 行 为

来研究社会的结构
、

功能
、

发生
、

发展规律的一门人
`

合性的社会科学
。

” ② 这个界说提出得比

① 郑杭生
: 《 关于社会学对象间题的探讨》

, `

《 经济
·

社会 》
,

i , 85 年第 5期
。

② 编写组 : 《 社会学概论 》 (试讲本 )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 斜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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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
。

在当时
,

能够提出这样的定义来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

_

且在实践中也的确起过很大的积

极作用
。

但现在看来
,

这却至少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
。

这个定义可以简化成
“ 社会学是研究社

会的一门社会科学
” ,

这卖际上是依录了社尝李创始阶段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观点
,

把社会

学视作为社会哲学
,

或社会科学的代用词
。

它试图从最宏观的层次上来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

象
,

结果给出的却是一个
“
模糊定义

” ,

且极难与其他学科
、

尤其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区分开

来
。

检视 3 “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
” ① 这个定义的长处是它充分估 计 到了社

会学研究对 于现实社会的实际功能
。

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确是社会学研究
、

尤其是

经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

但如果据此而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间题的一门科学
,

即社会间题学
,

却又太失于片面
。

首先
,

这显然不是社会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

其次
,

它把社

会整体排除在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之外
,

降低了社会学研究的层次
。

最后
,

它不能突出社会学

研究的特点
。

社会问题存在于各个具体的社会领域
,

各 门社会科学都不会对其相应领域里的

社会问题视而不见
、

无动于衷
。

因此
,

把社会学定义为
“
社会 问题学

” ,

便使社会学和几乎

任何一门具体社会科学都出现交叉关系
,

划不清其间的界线
。

同时
,

由于这种定义方法把社

会变迁
、

社会发展现象的大部分都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

只研究其中的某些问题
,

便使社会

学研究失去了它原有的动态特征
。

应当说
,

这种界说在理论上是站 不 住 脚 的
,

很容易被推

翻
,

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易于为一些同志
、

特别是那些对社会学只有初步了解的向志所接受
。

我想
,

这大概主要是由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

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 迫

切需要社会学来研究
,

而熏建以来的社会学研究把主要精力也主要放在 了 这 些 问题 上 使

然
。

检视 4 “
所谓社会学是从总体的角度上研究社会的一门社会科学

,

即研究 社会 结构和

社会过程的一门社会科学
。 ” ② 初看上去

,

这个定义既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总体性 ( “ 总体的角

度
”

)
,

又强调它的动态性 ( “
社会过程

” )
,

似乎是一个适当的定义
。

但仔细考寒起来
, `

;

帮
发现并非如此

。

首先
,

这个定义认为
,

社会

而是> 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
,

这毋需多言
。

二 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
,

但实际上
,

社会不是
二

其次
,

既然前后两个分句搭配不起来
,

那么就分

开来看
。

第一句
,

这样来界说
,

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
,

不能把社会学和其他综合 性 社 会科

学
、

尤其是和历史唯物主义区分开来
。

第二句的界定又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只限制于社会结

构和社会过程
,

涵盖面太小
。

最后
,

不难发现
,

这两个分句
,

都严重地带有孔德社会学的烙

印 , 合起来看
,

更是如此
。

孔德曾首先把社会学定义为关于社会的科学
,

实际上是把它作为

社会科学的代名词
,

然后又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
。

而我们所检视

的这个定义
,

也是严格地分这样两步走
,

在前后逻辑上一点都不差
。

检视 5 “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的

。 ” ⑧ 这也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定义之一
。

它强调社

会半研究的整体性
,

认为社会学以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

而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却只

研究社会的某一具体方面
,

力图把社会学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

这是它的长处
。

它

的缺陷在于
;
其一

,

主要强调了社会学与各门其体社会科学的区别
,

却忽视了它与文化人类

学
、 ’

社会生态学等其他综合性社会学科的区别
,

尤其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
。

因为我们通常
习~

_
_ _ _ _ _

_
_

_ _陈沂
: 《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间题的一门科学 》 , 《 社会 》 ,

1 981 年第 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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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邵年第 2期
,

卢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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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恻年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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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社会整体
,

.

一般是指一定牡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和与其相适应的
_

L层建筑的复合

体
,

即一定的社会 形态
,

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
。

其二
,

如果把社会整体的含义

铺展开去
,

指全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
,

`

则社会学又成了孔德所谓的
“
关子社会的科学

” 。

其三
,

如果把这个定义再推进一层
,

即一些同志所说的
“
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科学

” ,

则它

虽然指明了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性
,

但仍不足以突出社会学研究的特征
,

还是难以处理好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

将社会学界定为
“
研究社会现象之间动态关系的学问

” ,

强调的是社会学研究某一社会

现象并不局限于这一现象本身
,

’

而是主要着眼于它与其他有关社会现象之间不断变化发展着

的复杂关系
,

即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总体性和动态性特点
。

这样来定义并非我的臆想或故意标

新立异
,

除了可以弥补上述诸种界说的不足
,

它还有着种种科学的根据
: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和现代系 统 科 学 的 (同时也是
.

现实的 ) 根据
,

其次是社会学发展史
`

(主要是西方社

会学史 ) 上的根据
。

古希腊圣哲赫拉克利特早在近二千五百前就明确地告诉人们
: “
一切皆流

,

无物常住
” 。

①

强调世界万物的发展变化
_

,

从而开启了辩证法观点的先河
。

经过后人
、

特别是德国哲学大师

黑格尔的努力
,

辩证法观点日臻成熟
,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得到了最 完 善 的 发

展
,

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
。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是
:

1

( 1 ) 事物的普遍联系
; ( 2 )

事物的发展变化
。

马克思主义精典作家们把首先在自然界揭示出来的辩证法的种种规律
、

范

畴用来考察
、

研究人类社会厉史
,

创立 了科学的历史唯物论
。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本质
,

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科

学系统论则从整体性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许多新的本质联萦和发展规律
,

也为人们认识这些

联系和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

尽管关于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的关系人们有 不 同 的说

法
,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

即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
,

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

系统论的创始人

贝塔朗菲在论述系统观念的历史发展时曾明确承认
,

马克息的辩证法在形成系统论的过程中

起过重大的作用
。

西方许多学者认为
,

是马克思把系统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
,

把社会

看成系统于把社会历史看成系统的运动甘所谓系统方法
,

就是把握客观事物和现象所具有的

系统特征常从事物和现象的整体出发
, `

着眼于整体与部分
、

整体与层次
、

整体与结构
、

整体

与环境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

求得最优化的整体 目标效应的综合研究方法
。

不难理解
,

本文所说的社会现象实质上就是一些社会系统
,

社会学的研究
,

就是把各种社会规象视作一

个整体
,

对它 自身内的
、

主要是与其存在环境 ( 即各{种有关社会现象) 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所进行的一种总体研究
。

从社会学发展史上
,

我们也可以为把社会学界说为
“

研究社会现象之间动态关系的学间
”

丫

参见 《 古希腊罗马哲学 》 ,

三联书店版
,

第 17 页
。



找到强有力的根据
。

可 以这样说
,

从社会现象自身内的及其相互之间的种种动态关系进行研

究
.

乃是社会学有史 以来的一个传统
。

我们当然不可能对每一位社会学家的观点逐一进行考

察
,

但一些堪称
“

社会学思想大师
”

的学者们的工作
,

却也足可以具有代表性地休现这种传统
。

马克思 马克思把辩证法的观点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
,

首先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复杂多

样的关系及其变化发展入手进行研究
,

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论
,

一如上述
。

孔德 孔德把社会 学定义为关于社会的科学
,

是对社会现象的实证研究
。

实际上
,

他是把

社会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
,

他自己认为
,

从他开始
, “ 人的历史才系统地被当作一个

整体来考察
,

才被发现它象其他领域的现象一样服从不变的规律
。 ” ① 他把社会学分为社会

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
。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或各种社会现象
“
并不是孤立存

在的
” ,

因此可以离开其它部分或现象孤立地进行研究
。

相反
,

我们必须看到
“
它们的相互

关系
, … … 它们是一个整体

,

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 。

他称此为
“
普遍

的社会联系原则
” ,

并作为他整个研究的
“
主导思想

” 。

历史已经证明
,

孔德的社会学实质

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
,

有着它的种种根本缺陷
。

但是
,

他也提出了一些 合理 的 思

想
,

至少
,

他提出的要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发展来研究社会的观点
,

是很

值得我们借鉴的
。

正如苏联学者科恩所说
; “

在孔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到后来被称为研究社会

生活的系统方法的萌芽
。 ” ②

斯宾密
.

斯宾塞和孔德同为西方社会学史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

他们的观点基

本 上是一致的
。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

他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

但却归纳性地指出社

会 学研究家庭
· 、

政治
、

宗教
、

社会控制
、

工业或工作
、

社团
、

社区
、

劳动分工
、

社会分层
、

艺术
、

科学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

然而
,

他不同意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孤立的研究
,

他还

强调社会学有义务研究社会的不伺现象之间的关系
,

说明各现象和社会整体间以及各种社会

现象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

他曾以家庭为例来说明这种
气

,’ 相互影响
” ,

指出
:

`

对作为社会

学第一研究单位的家庭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
,
而是要注意性的规范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

以

及家庭与政治制度和调节行为的其他形式如宗教
、

仪典活动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

斯宾塞又是
“
社会有机体论

”
的著名代表

。
`

他认为社会各部分虽然是独立的单位
,

但却不是偶然地凑在

一起的
,

而是一个有机整体
,

一个适合于进行社会学探索的 《实体
” 。

涂尔千 涂尔千是将社会学的方法和观点真正运用于社会现实研究的第一人
。

他有一个

著名的专用名词
: “

社会事实
” 。

他说
: “

社会事实是任何一种活动方式肠 这种活动方式不管

其是否十分明确
,

但能给予个人以外在压力… … 同时是不依它的个别外在表现为转移而 自我

存在着
。 ” ⑧ 他曾举法律

、

风俗 习惯
、

道德宗教和仪式
、

语言等为例
,

这些思维
、

行动和感

觉的方式都是独立而客观地存在着的
。

可见
,

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
,

实际上也就 是本文所说

的社会现象
。

他认为
,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各种社会事实
二。

他认为
, “
社会学的一个重大

贡献
” 在于 “

知道这些极不相同的 (社会 ) 孤立事实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
” 。

韦伯 他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是
: “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
。

它关心对社会行动的 解 释 性 理

解
,

从而对其作出因果分析
。 ” ④ 那么什么是社会行动呢 ? .tt

· ·

…应当把人的行为 (不管是

① 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
: 《 现代西方哲学 》 ,

人民出版社 19 84 年版
,

第46 页
。

② 科思
: 《 19 世纪至 2 0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 》 , ·

上海译交出版社 1 982 年版
,

第21 页
。

⑧ 科恩
: 《 19 世纪至20 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 》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 982 年版
,

第2加一 2 2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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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特纳
: 《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 ,

英文 197 8年版序育
,



外表的或是内心的活动
、

非活动或感受 ) 叫做
`

行动
’ ,

只要行动者或行动者们把某种主观的意

义与它联系起来
,

也只因为如此
。

但是
,

应当把这祥尸种活动称之为
`
社会活动

’

这种行动就

其行动者或行动者们所表未的意叉而言涉及到其他人的行为
,

而且在其进行过程中也是以此

为 目标的
。

,,’ ① 韦伯强贫要根据解释者设身处地的主观感受
,

来理解人的社会行动
,

给这种

行动以意义
,

这就是他所谓的
“
投入理解法 ,, ( v e sr et h。

,

或译内省理解法 )
。

他也正是

在这种有主观主义之嫌的理解中
,

注意到了婆从各种社会现象艺间的 关 系 入 手来 研 究 社

会
。

帕森斯 在他看来
,

把社会作为在功能方面相互联系的变项的系统来分析乃是社会学的

中心任务
。 “

社会系统 ,, 概念是帕森斯社会学泊勺最基本概念
,

也是他的最重要理论著作的名

称
。

所谓结构功能分析
,

就是用整体的观点
,

从社会的结构—
功能处着眼

,

来分析社会系

统
。

这样
,

社会学对社会系统的研究
,

实际上便是对它们之间及与其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

研究
。

帕森斯实标上是把一般系统论原理用于分析社会现象
。

他认为社会大系统
、

大系统的

牛系统
、

`

子索统的子系统
、 二
都可以夯斌四个功能部分

,

即适应 ( Ad ,
妙 ion )

、

自标获取 (G 。 l

A t t红i n m e n 七)
、

维持 ( M a i爪
a i n e e ) 和整合 ( I n t e g r at i on )

,

这四个部分之间有着非常 密

切的关系
,

每一部分能否成功地发挥其功能
,

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它与其他部分之间的交

换影响
。 .

龙冠海 除了上述几位社会学大师外
,

我们迩可以引证一位当代 中国学者的观点
,

这个

人就是合湾社会学名家龙冠海教授
。

龙氏的观点在港台社会学界颇有影响
。

他在其名作 《社

会学》 一书中
,

把社会学界说为
“
研究社会关系之科学

” ② 并举出四点理由
:

第一
,

社会关

系乃是一般社会学所研究的事实
,

而多数社会学家也有此主张
。

第二
,

社会关系乃是人类社

会中普遍的与永久存在的眺象与间题
,

因此有多作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

第三
,

社会学一词
二

如

予以适当解释
,

可以包括龚他各种社会学定义所指的现象
,

而它们却不一定包括社会关系的

事实
。

第四厂社会关系的概念比较合乎我们中国人的看法
。

社会关系问题是人类问题中的中

心问题
。

所谓的社会关系都是具有一定实际内容的
,

实际上也就是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

关系
。

不过
,

龙氏没有对这种关系的动态性给予足够的强调
。

概括以上各位大师们的观点
,

我们的结论是
:

以前和当代的社会学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把社

会学定义为研究各种社会现象之间复杂易变的关系的科学
,

但他们在实际研究中却大都是按

照这样的界说去做的
,

并取禧了很大的学术成就
。

这些人的工作
,

形成了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主

线
。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所使用的一些范畴
、

孔德和斯宾塞所说的种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过

程
、

涂尔 f
二

所说的社会事实
、

韦伯所说的社会行动
、

帕森斯所 说的社会系统
、

以及龙冠海所

说的社会关系
,

实际上都可以用本文所说的
“
社会现象

”
概念来含指

。

本文的定义是和社会

学大师们的观点
、

和社会学发展的主线基本上一致的
。

四

把社会学定义为
“
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学间

” ,

简称
“ 社会现象关系学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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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长处有以下两点
:

首先
,

它有着最大的容量
,

能够涵盖社会学所研究的全部内容
。

本文所说的社会现象
,

指的是社会实在
,

是社会本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

是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
,

有着最

广泛的包容性
。

因此
,

社会学家们在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所罗列的社会 结 构
、

社 会 管

理
、

社会运行
、

社会变迁
、

社会制度
、

社会行为
、

社会问题
、

社会组织
、

社会过程… … 诸如

此类
,

都可以包括在
“
社会现象枕概念中 ; 同时

,

各分支社会学也因此而获得了 自己的社会

学支点
,

易于和一般社会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相区别
。

这样
,

有多少种社会事实
,

有多少项社

会科学
,

就会有多少分支社会学
。

其次
,

这个定义能够最突出地体现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

从而区别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
。

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是研究各种具体社会现象的
,

它们的特点是研究某一具体现象本身的性质
和规律

,

视野往往囿于某一现象之内
。

如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 (政治行为
、

政治结构等 )

本身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
;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 (教育过程

、

教育结构等 ) 的性质和规律

的科学
。

杜会学 (尤其是分支杜会学 ) 也研究其体的社会现象
,

但杜会学研究的特点是它的
;总林性和动态性

。

它没有兴趣深究某一现象本身的性质和规律
,

而是主要研究这一现象和其

他有关现象之间的动态关系
。

比如
,

政治社会学是研究政治学现象与有关社会现象之间动态

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 , 教育社会学是研究教育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 关 系
,

以 及教育在整

个社会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门科学
。

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现 象之 间 动态关系的科
学

,

最突出地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总体性和动态性特征
。

关于这个动态性
,

这里还要再补充

几句
。

社会现象本身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迁过程中的
,

因之
,

现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

变的
。

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着眼点虽然是现时的种种关系
,

但如果不从动态的观点出发
、

历史

地看待这种关系
,

就不是真正的社会学研究
,

也体现不出社命尝研究的总体性特征
。

不过
二

反过来说
,

社会学在对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作纵时的考察时
,

其姨野又比历史学和未来学较小

些
,

即如徐经泽
、

吴忠民同志指出的
,

它注意的只是
“
对现阶段社会有直接影响的前不久的

社会状态
,

或者是某些明最可见的
、

:很快就要发生的社会趋势
。 ” ①

科学地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是确定社会学研究
,

的具体内容
,

进行真正的社会学研究

的前提
。

界定研究对象总得依照一定的标准
。

目前之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定义和由此而来的各

式各样的研究
,

主要的原因
, ,

恐怕还是在于大家都在不断确立 自吕的标准
。

我的看法是
,

这

个标准
,

就是社会学学科研究的特点
:

它的总体性和动态性
。

科学的定义
,

应该本身就能够

体现这种特点
。

本文的努力 目标便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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