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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
,

南斯拉夫社会学没有象西欧其他国家那样长的历史传统
,

通常认为南斯拉夫社

会学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

不过
,

如果考其发端
,

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
、

二十世纪

初
。

这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南斯拉夫 已经产生并有了初步的发展
,

要求独立和解放的民族

意识不断增长
,

社会科学 中注重本国问题研究的社会学成分也随之增多
。

1 9 0 6年
,

南斯拉夫

萨格勒布大学首次开设了社会学讲座
,

次后
,

又于 1 9 1 8年成立了社会学会
。

我们从这里大致

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社会学早期传播和发展的一些情景
。

1 9 3 5年
,

贝尔格莱德也成立 了社会学

会
,

此间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活动 日见活跃
。

19 3 8年
,

贝尔格莱德大学第一个开出了以研究

本国农村为内容的农村社会学
。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

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开 了社会学的

课程
,

讲授社会学知识
。

然而
,

南斯拉夫社会学的真正大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 结 束 之

后
,

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
,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一
、

战后南斯拉夫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战后南斯拉夫社会学的发展
,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 阶段
:

(一 ) 关于社会学的学科性

质和学科地位的大讨论 ; (二 ) 社会学的学科化和制度化的历程
, (三 ) 社会学的全面发展

时期
。

南斯拉夫社会学战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

是指 1 9 4 5年至 19 5 5年时期
。

在这个时期里
,

南

斯拉夫学术界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等问题陆续展开了讨论
,

这种讨论最

后发展成一场学术大论战
,

不 同观点之间争论得很激烈
。

当时争论的核心主要是这样两个问

题
:

一是要不要 (或说有没有必要 ) 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什么 ? 关于学术论战的情况暂不作详细介绍
,

这里只想着重指出这样

一点
:

面对这样一门党性很强又充满争议的学科
,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政府部门没有进行干

预
,

支持一派的意见
,

反对或压抑另一派的意见
,

而是 自始至终让学者们畅所欲言
,

自由讨

论
。

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保持 了自由民主的学术讨论空气
,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 曲折

和反复
。

南斯拉夫社会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

是指 1 9 5 6年至 1 9 6 2年这段时期
,

即南斯拉夫社会学

实现学科化和制度化过程的时期
。

19 5 6年
“
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学协会

” 的成立标志这一过

程的开始
。

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
,

社会学与哲学的联合组织开始分家
,

于

1 9 5 9年单独成立了
“
南斯拉夫社会学会

” ,

并出版
“
社会学

”
杂志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

。

上

述情况表明
,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已得到社会的承认
,

社会学的地位大大提高
,

这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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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已不必靠析学的威望和扶持开展活动
,

而可以凭借本身的力量和影响在社会上独树一

帜
,

自行其事
。

但是
,

我们也应当看到
,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
,

它同其他科学一样
,

其学科化和制度化

的历程
,

主要不是表现在社会的声望和地位上
,

而是反映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机关的研

究活动上
。

1 9 5 9年
,

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建立了第一个社会学教研室
,

开办社会学专业
,

招收本科生
。

稍后
,

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两所著名大学也都成立了社会学教研室
,

开办社

会学专业
,

招收学生
。

在这个时期里
,

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建立了社会学研究室
,

开展社会实践和理论问题的研究
。

与此 同时
,

出版 了不少关于社会学概论和社会学原理的教科书
,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

卢

基奇的 《社会学导论》 ( 1 9 5 7年 ) 和 《社会学原理》 ( 1 9 5 9年 ) , 曼迪奇的 《一般社会学导

论 》 ( 1 9 5 9年 ) ; 费亚缅科的 《一般社会学原理》 ( 1 9 6 2年 )
。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是大学讲授

社会学课程的教材
,

作为 中学教学用的社会学教材有
:

波波维奇的 《社会学基础 》 ( 196 2年 )
,

稍后还有苏佩克的 《社会学》 ( 19 6 4年 )
。

从南斯拉夫社会学战后发展的全程来看
,

这个时期仍属于社会学的初创阶段
。

从 19 6 2年起
,

南斯拉夫社会学开始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

即战后南斯拉夫社会学发展的

第三个阶段
,

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
。

在这个阶段里
,

南斯拉夫社会学取得了 长 足 的 进

步
。

到 目前为止
,

南斯拉夫社会学已成为一门相当发达的学科
,

拥有一支理论水平较高
、

实

践能力较强的社会学队伍
。

这支队伍从事着社会学的教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
,

不仅在国内

颇有影响
,

在国际同行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
。

除一般理论社会学外
,

南斯拉夫分科社会学亦

相当发达
,

从家庭社会学到旅游社会学
,

从劳动社会学到贫困社会学
,

可以说
,

所有重要的

分科社会学一应俱有
。

随着社会学理论建设的加强和分科社会学的迅速发展
,

南斯拉夫社会

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
,

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
,

南斯拉夫社会学家的足迹遍布于社会的

各个领域和 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

七十年代中期前后
,

可看作是南斯拉夫社会学发展的高潮时期
。

南斯拉夫社会学在这个

时期里开展了一 系列的工作
,

从社会制定家庭政策
,

到人们的宗教意识
、

道德伦理 以及国外

移民等各种社会问题都进行 了广泛的探讨
,

同时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病态这类课题也着手进行

研究
。

自七十年代末和进入八十年代以来
,

由于暂时的经济困难
,

科研经费的不足
,

给全面

开展南斯拉夫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

尽管如此
,

南斯拉夫社会学

家仍能按照社会的需要
,

结合现实生活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

积极开展研究活动
,

努力进行工

作
。

当前南斯拉夫社会学界重点研究的间题有
:

社会分化与整合
,

结构性的失业与解决的途

径
。

自然
,

除此 以外还有其他方而的研究课题
。

二
、

南斯拉夫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南斯拉夫社会学具有不同于苏联社会学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明显特点
。

既没有采取苏联的

模式
,

也没有照搬西方的做法
,

而是走自己的路
,

立足本国
,

独具特点
,

自成体系
。

那么南

斯拉夫社会学的体系和特点又是什么呢 ? 在我们看来
,

南斯拉夫社会学是一种可称为马克思

主义社会学的大社会学理论体系
。

这里的
“
大

” 是指它除了包括社会学的传统内容外
,

还囊

括了在我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单独一门课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
下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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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简单分析一 下形成南斯拉夫这种大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原因和背景
。

首先人们可能怀疑
,

是不是由于南斯拉夫学术界没有认真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

义社会学的关系呢 ? 不是的
。

我们前而 已经提到
,

南斯拉夫社会学在起步前的准备阶段
_

匕

对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进行过充分的讨论
,

而且争论得很激烈
。

如

果说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

那么是不是由于南斯拉夫学者们没有搞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历史

唯物主义的界限呢 ? 显然也不是
。

南斯拉夫社会学界非但没有混淆两者的界限
,

而且区 别得

很清楚
。

既然如此
,

那又如何解释南斯拉夫社会学包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这 种 现 象

呢 ? 原来
,

南斯拉夫学术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与我们现在通行的看法不同
,

间

题的全部奥妙就在这里
。

简单地说
,

南斯拉夫学术界认为
,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理论
,

它表

现为历史的逻辑
,

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
,

因此
,

它的基本内容是关于社会存

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

一言以蔽之
,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理论学说
,

它与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的关系
,

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生物学的关系一般
,

是理论学说与具体学科的关系
。

由于

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这种狭义的解释
,

从而限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

从五十年末
、

六十

年代初南斯拉夫社会学逐步走向学科化和制度化以来
,

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

发展得很

快
,

成为引人注 目的
“
热门

” ,

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人越来越多
。

与此同时
,

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却每况愈下
,

越来越少
。

原来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队伍出

现了分化
,

除一部分人转搞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其他学科之外
,

多数人则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的行列
,

或从事教学
,

或做研究工作
。

这样以来
,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学科停止 了发

展
,

原来在它范围内没有来得及深化和研究的概念
、

范畴
,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里找到了 自

己的位置
,

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

以上这些就是形成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体系的认识根源和历史背景
。

三
、

南斯拉夫社会学的教学情况

南斯拉夫是一个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
。

作为大社会学理论

体系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正好担负起这一社会重任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南斯拉夫的教学工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

具体地说
,

马克思主

义社会学不仅是南斯拉夫大学文科各系的一门必修课
,

同时也是理工各个科系的 一 门 必 修

课
。

也就是说
,

不论是文科的大学生还是理工科系的大学生都必须学习这 门课程并通过规定

的考试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门人人必修的理论基础课
。

至于说对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
,

学习这门课程的要求就更高
,

更为严格
。

社会学专业的学生
,

除在低年级必须学好这门课程

和通过规定的考试 以外
,

在学完四年制的全部课程
、

进行毕业 论文写作之前
,

按照规定
,

还

要通过一次国家考试
。

只有这次考试合格
,

才能取得作毕业论文和进行论文答辩的资格
。

以上
』

清况足以 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南斯拉夫高等院校教学中所 占的 重 要 地 位
。

其

实
,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教学
,

并不完全局限于高等院校
,

在部分中学和中等专科

学校也是一门重要的课程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南斯拉夫教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

一方面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的南斯拉夫重视这门学科分不开
,

另一方面也同南斯拉夫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本身有关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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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社会学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一般社会学两方面的内容
,

所 以反映在教学对象和教

学组织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

它可以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
,

在教学的内齐 上有所侧

重
,

提出不同的要求
。

比如说
,

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
,

包括部分中学高年级和中等专

科学校的学生
,

在讲授的内容上更多地偏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
,

当然对于作为大学

生和作为中等学校学生的要求和在讲授的内容上不可能完全一样
,

这是不言而喻的
。

至于说

对于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自然另当别论
。

对于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讲授分为社会学导论和一般社会学

两个部分
,

每个部分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
。

社会学导论作为社会学的入门课
,

通常只介绍社

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

而一般社会学这门课则偏重于社会学的理论方面
。

除此以外
,

本科学生还要学习其他许多分科社会学和相关学科的课程作为必修课和选修课
。

这里我们以

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社会学专业现在使用的教学大纲为例
,

本科生在四年学习中作为必修

的课程有以下若干种
:

社会学导论
、

一般社会学
、 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

政治经

济学和南斯拉夫经济体系
、

十九世纪
、

二十世纪历史
、

社会理论史
、

科学一般方法论
、

社会

学研究方法论
、

统计学基础
、

人 口学
、

劳动社会学
、

城市社会学
、

家庭社会 学
、

社 会 病 态

学
、

教育心理学
、

教学法
、

外语
、

国防知识和军体
。

作为选修的课程又分为两个类别
,

一类

是作为相关科
。

目的选修课
,

一类是作为分科社会学的选修课
。

作为前者的选修内容有
:

社会

人类学
,

社会心理学
,

劳动心理学
,

经济发展理论
,

南斯拉夫人种学
,

统计学 (续 )
,

现代

生理学的主要流派和研究的课题
。

作为后者的选修内容有
: 认识社会学

,

宗教社会学
,

道德

社会学
,

艺术社会学
,

乡村社会学
,

法社会学
,

教育社会学
,

经济社会学
,

医学社会学
,

自

由时阿社会学
。

-

-
-

一
通过我们 以上的介绍

,

不难想象
,

经过这样众多科目的学习和比较系统训练的社会学专

业的学生
,

具有较宽的知识而和扎实的专业基础
。

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期间还要参加一

定的社会实践
,

进行社会调查
,

不少毕业生的论文就是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 写 成 的
,

所 以

说
,

南斯拉夫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还具有相当的实践能力
。

南斯拉夫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
,

除极少一部分考取研究生留校继续深造外
,

其余大部分

人都要到社会上 自己找工作
,

国家不包分配
。

由于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知识面较宽
,

基础理

论扎实
,

又有一定的实践能力
,

一般说比较受社会欢迎
,

就业的路子较宽
。

他们可以到国家

机关作一般干部或办事人员
,

也可以到企事业部门作专职的研究人员
,

或到中等学校充当师

资
,

进行理论教学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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