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澳大利亚带回的社会学信息

何建章 陈一药

我们根据中国社科院和澳大利亚社科院的学术交流计划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两周的

学术访间
。

下面简要汇报一下这次访间所得的主要社会学信息
。

一
、

澳大利亚社会学的发展情况

社会学在澳大利亚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
,

从 1 9 5 8年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社会

学教师席位至今
,

还不到三十年的历史
。

目前
,

全国的十九所综合性大学之中
,

有十一所开

设了社会学系
,

共有十六个社会学教授席位
,

在职的教学
、

科研人员大约有二百多人
。

社会学系几乎都设在战后新建的大学
。

几所有上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
,

如悉尼大学
、

墨

尔本大学
、

艾德里大学
,

至今没有社会学系
。

多数社会学者认为
,

澳大利亚社会学诞生如此

之晚并且发展不快
,

原因在于受英国传统的保守势力影响
。

我们知道
,

英国人类学历史悠久
。

到达澳洲的英国殖民者
,

十分重视对当地土著民族的研究
,

所以人类学在澳大利亚的社会科

学中占有优势
。

而且
,

澳大利亚过去的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
,

几乎都是从 英 国 的 牛
七

津
、

剑桥两所古老大学培养出来的
,

他们把母校的保守传统带到澳大利亚
,

对带有革新倾向

的科学及各种不合常规的事物
,

均持反对态度
。

牛津
、

剑桥两所大学至今无社会学系
,

所以

澳大利亚沿袭英国传统的老名牌大学
,

建立社会学系的阻力颇大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英国以外的欧美各国移 民大量涌进澳洲太陆
,

使人 口 中的民族结构

发生变化
,

英国文化的一统天下渐渐被打破了
。

人 口的增多
,

加速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
,

这里的工业化
、

都市化
、

现代化进程比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快得多
。

移民和现代化带来的社

会间题也在不断增加
。

民族的多样性
、

文化的多元化向
“
大不列颠

”
传统发出了挑战

。

社会

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

1 9 5 8年
,

新南威尔士大学 (当时名为新南威尔士技术大学 ) 设立了第一个社会学教席
,

在人文科学系的教学大纲中把社会学列为选修课
,

由莫温
·

布朗 ( M
o r

ve n B or , )n 博士讲

授
。

19 6 0年
,

该校文学院正式把社会学当作一门专业课讲授
,

并增加了两个教师席位
。

当时
,

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课题主要是以教师本身的兴趣为转移
。

布朗感兴趣的是家庭 间题和移民

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影响
,

这在今天仍是澳大利亚社会学的传统题目
。

后来陆续在其他几所新

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
,

分别开设了社会学导论
、

经典社会学理论
、

社会学方法
、

社会政策以

及医学社会学
、

法律社会学
、

都市社会学
、

家庭社会学等课程
。

1 9 6 5年出版了澳大利亚学者

自编的教科书
,

题为 《澳大利亚社会 》 ,

作者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索 尔
·

恩 索

( 50 1 E cn le )
,

这本书已三次再版
。

现在
,

大多数综合大学有了社会学系
,

并且几乎在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学课程
。

社

会学在澳大利亚的普及率是很高的
。

悉尼大学分散在各系的社会学者正在致力于组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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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其他大学的社会学者也越来越 活跃
。

19 7 0年就建立的澳大利亚
一
新西兰社会学协会

,

是

两国社会学者进行学术联系与交往的组织
。

从学会的会刊和 其他出版物中可 以看到
,

澳大利

亚社会学者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广
,

已涉及到大众传播
、

生态环境
、

闲暇生活
、

女权主义
、

文

化艺术等一些新的领域
;
研究社会分层与不平等

、
·

犯罪与越轨
、

现代化与发展
、

社会计划与

福利政策
、

人 口与民族
、

性与婚姻家庭
、

社会心理学
、

社会控制与法律问题比较普遍
。

在澳

大利亚社会学界
,

左派思潮比较明显
,

即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很大影响
。

这也许是比较保

守的老大学不欢迎建立社会学系的原因之一
。

据说在英国
,

保守派曾认为
,

在新 兴 的 那 些
“ 红砖

”
大学建立的社会学系

,

聚集了一批
“
造反

”
的力量

,

社会学讲坛成了宣传马克思主

义
、

社会主义的阵地
,

这使一些人感到担忧
。

从我们所到的大学来看
,

新南威尔士大学
、

拉特鲁布大学和堪培拉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系

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力量
,

课程设置也较完备
,

均有本科
、

硕士
、

博士三级学位
。

这几个大

学的社会学家与政府建立的有关研究中心联系密切
,

他们经常合作承担联邦和州政府委托的

一些特别研究项 目
,

经费有所保证
,

研究成果能较多地对决策者起咨询参考作用
。

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
,

重视应用研究
,

这是澳大利亚社会学本 土化的一个特点
。

近年来
,

澳大利亚社会

学家在研究家庭
、

社会福利
、

移民问题
、

劳工与就业
、

贫困与社会平等诸方面的成果
,

颇受

各级政府重视
。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
、

经济
、

政治
、

文化问题上
,

社会学者与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

有效的合作
。

好几所大学都有亚洲及太平洋学院
,

学者们重视区域性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
。

近几年来
,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家的国际交往不断扩大
。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
、

澳洲发展援助

局和政府的其他机构
,

都对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给予很大支持
。

二
、

三个专门的研究机构

象所有西方国家一样
,

澳大利亚的社会科学家一般是在大学任职
,

担负教学与科研双重

任务
。

社会科学院只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
,

负责经费分配
,

组 织与协调学术交流活动
。

该院

只有很少几名工作人员
,

下面没有具体的部 门和研究所
。

但澳大利亚有几个专门研究积构是

颇具特色的
。

除了国立家庭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

直挂受联邦珍府领导外
,

另 两 个 机

构
,

即社会福利研究中心和发展研究中心
,

则分别建立在新南威尔士大学 筑堪培拉大学内
,

受政府和大学双重领导
。

三个研究机构均有顾问委员会
,

由来自全国的著名专家学者如成
,

他们有权决定研究课题
、

经费预算和人员的聘用
。

廷里顺便提一句
,

澳大利亚各大学高级讲

师以上职位的招聘
,

要在英联邦各国公开登报
,

应聘者除提交自己的学位
、

职业经肠借作祝

外
,

还要有三个名牌大学的著名学者推者
,

然后由大学跳评迭多员会审查投票确定
, a

走后

们 ”
是不容易的

。

著名学者一般都愿意把 自已的得意门生推者到外单位去任职
,

而不主张留

用
“
接班人

” ,

因为大家都认识到
a
近亲繁殖

”
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

。

社会福利研究中心 建立 于 1 9 8。年
,

其任务是由大学与联拜遏用盆订合词确定的
。

中心直

接受大学副校长领导
,

研究人员大多由与大学有关系民教授和讲师兼任
,

专职研究者根少
。

该

中心研究有关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理论与政策
,

定期组织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

发表研究

成果 ; 提供和交流信息
,

并为攻读社会福利专业 的研穷生提供奖学金和利研设施
。

目前研究

的主要课题有
:
儿童与家庭福利

,

就业和失业问题
,

社会安全保障
,

住房 问题
,

职业与报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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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的社会服务等等
。

该中心在 9 18 6年 8 一 1 1月组织了第二轮共四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

主题分别是
: ①家庭与残疾儿童 , ②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 , ③社会福利与少数民族问题 , ④

·

税收
、

社会保障与生命周期
。

讨论会常有外国学者参加
,

英国
、

瑞典
、

加拿大等
`

福利国家
,

的学者参加讨论会的机会较多
。

国立家魔研究所 是 1 9 7 5年根据家庭法而建立的
。

由家庭研究所参与修改的家庭法
,

已于

1 9 8 0年开始实施
。

该研究所所长是社会学家多
·

艾德加 ( D O n E d g ar 乏博士
,

现有 十 二 名

研究人员
。

研究所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国的婚姻家庭研究工作
,

出版刊物和书籍
,

并且是全国

的咨询中心和信息中心
。

该所还有权就家庭研究经费的预算和支出问题向总检查 长提 出建
议

,

并发挥监督作用
。

目前的主要研究课题有
:

①澳大利亚家庭及人口 的变化对社会政策有何

意义 ; ②家庭法律及其他有关法规的执行情况及效果 ; ③影响家庭职能的社会因素 ; ④对家

庭经挤和福利状况的评估 , 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家庭政策实施效果 ; ⑥妇女
、

儿童
、

老人

和残疾者与家庭
。

这个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带有明显的应用性质
,

它要向政府和人民提供关于

家庭间题的实际情况
,

并提出解决间题的各种政策建议
。

它把研究
、

咨询和传播信息结合起

来
,

从提供全国的家庭调查统计资料到指导编写中学的性教育教科书
,

以及指导社区的家庭

服务工作
,

发挥多方面的职能
,

总的 目的在于
“
保护作为社会的 自然单位和基础 群 体 的 家

庭
” 。

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在该研究所考察
、

进修或做研究工作
。

开展有关家庭演变

趋势的国际性比较研究
,

是该研究所正在着手的一项任务
。

许多重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

都

有该所的学者出席并发言
。

家庭研究所的图书馆对国内外一切人开放
,

计算机和数据库为全

国各有关研究机构服务
,
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

发展研究中心 设在堪培拉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院
,

是 1 9 7 5年建立的
。

现在的执行主任

是女经济学家海伦
·

休斯 ( H le e n H gu h se )
。

该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专家
,

均有与发展中国家

打交道的经验
。

休斯本人曾在世界银行的经济分析与规划局任职八年
。

这里除了吸收澳大利

亚各地的学者及研究生从事研究工作和攻读学位外
,

还致力于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培训

人材
。

该中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
,

但也不完全限于此范围
。

它的宗旨

是要在有关发展的人 口学和经济学方面提供国际水平的训练课程
,

并密切配合澳大利亚的经

济贸易政策和对外援助政策
,

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和澳大利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问题
。

建

立为分析研究服务的资料库
,

向澳大利亚政府和有关的国际机构提供咨询
。

目前 的 主 要 研

究课题有
:

人 口动态与人口政策
,

贸易
、

资本流动与工业化
,

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
,

农业政

策
,

援助政策
,

等等
。

上述三个机构和新南威尔士大学
、

昆士兰大学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系
,

以及墨尔本大学的

亚洲研究院
,

都十分热心与中国同行建立学术交往
。

家庭研究所和发展研究中心均在 1 9 8 6年
-

派了学者访华
,

发展研究中心 1 9 8 6年一次就从中国招收了十名硕士研究生
。

福利研究中心希望

双方尽快交换学者和研究生
,

并就社会福利政策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

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学系

的索尔
.

恩索教授已多次申请访华
,

目前还在排队等候机会
。

墨尔本大学的亚洲学院正在筹备

建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

拟把它建成一个多学科合作研究中国的全国性机构
,

并负责安排双

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换学者
。

该学院的负责人西门华 ( H
,

F
.

iS m o
n) 教授早年曾在中 国 工

作
, 19 5 7年离华返澳

。

他精通中文
,

很有深谋远虑
,

他手下 已有几位汉学家
,

还打算罗致一

批中国问题专家
,

着力研究中国的开放
、

改革与社会发展
,

为进一步发展澳中双方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开辟新的渠道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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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参观悉尼的
“
女难民之家

”

到悉尼的第二天
,

就听委尼大学社会工作系的一位学者介绍了当地的社区服务情况
。

号称
“
福利国家

” 的澳大利亚
,

其社会保障项 目如此繁多
,

真可谓
“

从摇篮到坟墓
” ,

无所不包
。

主人在讲解时
,

发现我们对
“
女难 民 之 家

”
(W

o m e n R ef u g ee H o
us

e ) 一词有些困惑不

解
,

便答应安排我们去参观
。

如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
,

澳大利亚妇女在婚后生育子女期间一般是不工作的
。

近两年因

该国经济不景气
,

失业率上升
,

即使无幼龄子女的母亲
,

找工作也困难
。

不得不依赖丈夫生

活的中
、

下层妇女
,

在家庭中处境不妙
,

家庭暴力 ( D 。 一 m e st ic vi ol e
nC

e ) 时有发生
。 “
女难

民之象
”
就是为遭遇各种特殊困难而走投无路的妇女设立的救济组织

,

一般由州政府出钱聘

用自愿服务者进行管理
,

负责向
“
女难民

”
提供住处和膳食

,

并为她们的幼龄子女安排教育

和游戏
,

还设法给这些妇女找工作
,

使她们尽量自食其力
。

据说
“
女难民之家

” 一般是不接受男士去参观的
。

为争取何建章同志进入
,

主人在 电话

联系时颇费一番 口舌
。

大学附近的一处
“
女难民之家

” ,

与周围的居民住宅并无两样
:
绿树环绕的乳白色尖顶

二层小楼
,

前面有带栅栏的庭院
。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高个子中年妇女
。

她显然明
`

白我们

的来意
,

简单介绍了几句
,

便领我们径直到后面的厨房去
。

几位妇女正在准备晚餐
,

她们边

干活边同我们谈话
,

气氛倒显得不那么拘谨
。

一位漂亮的女士看上去神情忧郁
,

但她似乎并不介意向外人醉露她的苦衷
。

原来
,

她已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

婚后一直在家侍候公婆
、

丈夫
,

并照料子女
。

繁重的家务使 她很 快 失

去了少女的活泼与美貌
,

丈夫渐渐对她 不 感 兴趣
,

婆婆也变得苛刻起来
。

后来丈夫另有新

欢
,

就开始虐待她
。

她气恼
、

悔恨
,

一度轻生
,
被一位朋友发觉

,

打电话给社区服务组织
,

她就被接到难民之家来了
。

我们问及她目前的心情时
,

她肯定地说
: “

轻松多了
。

以前我觉

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

到这里看到这么多姐妹各有各的不幸
,

我们相互安慰
,

心情就

不那么忧郁了
。

在这里大家劳动
、

生活得一样
,

感到平等
、

安全
。 ”

她说她很想念孩子
,

打

算找个工作
,

租一处房子
,

然后接子女到身边
,

再也不受男人的气了
。

另一位妇女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殴打
,

终于带着两个幼龄子女离家出走
,

逃到女难民之家

来了
。

我们问她丈夫来看过她和孩子没有
,

她冷笑着回答
: “

来过
,

忏悔过
,

有什么用 ? 他

是改不了粗暴的本性了
。

我们现在不让男 人到这里纠缠
,

更怕他们来夺走孩子
。 ”

据说
,

离
婚的母亲若自愿抚养子女

,

法院是不判男方给抚养费的
。

因此
,

离婚的母亲处境格外艰难
二

这位妇女也表示很希望有工作
,

能使自己的孩子生活好些
。

但是
,

到了难民之家来的妇女
,

一般的文化教育水平都不高
,

若无特殊技能
,

是很难就业的
。

管理这个女难民之家的海伦女士
,

也曾是一位女难民
。

她与丈夫不和而离家
。

在与一群
-

不幸的女同胞相处的过程中
,

她爱上了社会服务工作
。

她是个基督教徒
,

把帮助别人解除痛

苦看作是件光荣而高尚的事
。

尽管她的工作收入微薄
,

但她感到自己精神上很愉快
。

她告诉

我们
,

每天都有一些不幸的妇女打电话来
,

但目前住处已不够了
,

政府允许租用旅馆
,

以解

某些女难民的
“
燃眉之急

” 。

看来
,

悉尼的女难民队伍还有扩大的趋势
。

虽然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已够多了
,

但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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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挽救 日渐增多的家庭悲剧
。

不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之苦
,

又享受不到与男子同等的就业

权利
,

她们之中
,

不乏精神与心理病患者
,

自杀事件有增无 已
。

妇女间题已成为澳大利亚突

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

四
、

对澳大利亚社会的一般印象

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温带地区
,

气候宜人
、

资源丰富
、

地广 人少
、

海岸线长
,

有许多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当然
,

也有些不利条件
,

如沙漠面积大
,

内河少
,

淡水资源有限
。

但总

的说来
,

现有的一千四百万居 民享有的 自然资源平均量是世界上少有的
。

早期的英国移民
,

对澳大利亚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 战后的欧美移民
,

给澳大利亚带来 了

更多的资本
、

新技术
、

专门人才 以及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
,

使澳大利亚的工业化
、

都市化及

文化教育事业飞速发展
。

目前
,

澳大利亚的物质生活水平及现代化程度甚至超过了欧洲某些

国家
。

全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相 当高
,

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较好
,

社会服务很发达
。

欧洲人把

种花种树的好习惯带到了澳洲大陆
,

这里 的城市绿化
、

住宅美化
,

到处是花 园
,

优雅洁净的

生活环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但另一方面
,

澳大利亚
“
外发型

” 现代化的特点也显而易见
:

它的工业化
、

都市化进程

是由几次移民流推动的
,

高级技术与人才靠从外边
“
引进

” ,

它本身的经济主要靠出口原材

料
,

即矿产资源和农畜产品
,

而大多数工业品要从国外进 口
。

这就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基础比

较脆弱
,

经不起国际市场风浪的袭击
。

最近由于国际油价和农产品价格下跌
,

使澳大利亚的

出 口受到很大损伤
,

出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
。

澳元贬值
,

国家财政吃紧
,

失业率上升
,

物价上涨
,

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

从社会文化方面看
,

虽然战后新移民数量很少
,

但美国保守主义的传统仍有较大影响 ,

近年来部分亚洲移民又带来了更为传统的东方文化
。

这些因素对澳大利亚的社会道德伦理 和

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有一定的副约作用
,

表现在传统的家庭纽带不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那样迅速崩溃
,

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尚存
,

友谊
、

爱情仍被绝大多数人珍视
,

极端个人主

义的价值观不那么明显
。

又因为社会福利较多
,

工作和生活中的竞争不激烈
,

国家官员和大

学院系领导人也属铁饭碗职业
,

官僚主义现象较严重
,

如此等等
。

因此
,

无论从经济还是社

会文化方面看
,

称澳大利亚为
“
半发达国家

”
或

“
半发展中国家

”
都是符合实际的

。

r

另一点值得提及的是
,

澳
/ ; 利亚工党势力较强

,

它执政时期也较长
。

工党在争取社会平

等和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及生活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

但与此同时 ;过高的福利
、

过高的土

资和频繁的罢工现象
,

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
。

平均主义
、 “
大锅饭 ,,

、 “
铁饭碗 ”

的弊病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中较明显地暴露出来
。

特别是工会竭力反对外国移

民到本国的劳动力市场竞争
,

以保持现有的高工资
。

这种
“
保

”
的办法无助于发挥人们的创

造精神和增加社会的活力
。

显然
,

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其他自然条件并未被充分利用

起来
,

许多地区和领域尚待开发
。

如果澳大利亚的经济全面地
、

立体地发展
,

劳动力紧缺就

将成为一大矛盾
。

目前
,

许多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开始谈论澳大利亚的
“ 开放与改革

” 问题
。

税收与福利 口玛前的一大棘手课题
,

也是工党要继续执政所面临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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