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社会学与社会改革

理论讨论会报导

19 8 5年4 月 1日至 5日在武汉市举行了一次
“ 社会学与社会改革理论讨论会

” 。

这次会

议是由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湖北省社会学会
、

武汉市社会 学会联合召开的
。

参加这次

会议的有来 自全国十九个省市五十八个单位的代表一百多人
,

其中有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吴泽

霖
、

王康
、

何肇发
、

刘绪贻等
,

但大多数是中青年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人员及实际工作部门的

同志
。

中国社会学会 副会长陈道 同志先后在 4 月 1 日和 4 月 5 日的大会上讲了话
。

他在第一次

讲话中认为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

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

需要社会学
。

他一方面

强调社会学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 ; 另一方面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发展
,

也要接

受各个方面新的科研成果
。

他在 4 月 5 日的讲话中就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问题谈了自己的

看法
。

第一是社会学中国化问题
。

他认为首先是
“ 化什么 ” ,

对国外社会学的流派
、

理论
、

主

张
,

我们不能阿圈吞枣
,

但如果对人家的东西不懂
,

化什么呢 ? 其次是
“ 用什么化 ” ,

他认

为一是学习人家的
,

二是加强 自己的马列理论修养
。

第二是如何加强社会学应用研究和理论

研究问题
。

他说
,

加强应用研究不等于削弱理论研究
。

恩格斯说过
,

一个民族
,

要想站在科

学的最高峰
,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

但社会学理论研究更要与实际相结合
。

中国化的

社会学
,

不能从理论中来
,

它只能从实践中产生
,

它靠理论方面的进展
,

恐怕也要靠实践
。

第三是合作研究间题
。

他希望采取各种办法
,

在平等
、

互利的基础上
,

可以合作搞
,

也可以

分散的搞
。

不管是理论研究
,

还是社会调查
,

一个地方可以提供一个方式
。

王康 同志就如何安排社会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问题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

他说
,

沉洒于

抽象的理论而脱离实际
,

只从书本上寻章摘句作些
“ 经学式

” 的注释
,

不可能促 进 科 学 发

展
,

更难有所突破 ; 而无理论基本功的素养
,

研究的深度就要受到限制
,

因此他认为
,

社会

科学研究应该在强调实际应用的同时
,

注意基础理论研究
,

特别是基础科学知识 的 系 统 训

练
。

为了进行这种训练
,

一方面要加强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

完整地
、

准确地理解

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 另一方面也要广泛地

、

系统地收集当代学术理论的研究信息
,

将各门

学科思想体系及有代表性的著作按其本来面 目加以审度
、

借鉴
。

会议就社会学与社会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
。

涉及的主要问题如下
:

一
、

经济价值 目标与传统观念 目标的矛盾问题
。

如何做到既不断提高物质文 化 生 活 水

平
,

又不忘记实现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远大 目标
,

正确处理国家
、

集体
、

个人三者的关系
。

二
、

社会改革与
“ 不正之风 ”

的问题
。

如何防止不正之风
,

以便保证社会改革的顺利进

子了?

三
、

进行价值体系与工资改革间题
。

这种改革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会发生什么影响 ? 可能

会 出现什么问题 ? 应该如何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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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政策问题
。

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
、

价值观念等
,

会产

生什兔影响和变化 ?

五
、

技术革命与管理科学化 问题
。

知识分子如何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作用? 党政干部如何

提高 自己的科学
、

文化素质 ?

六
、

发展商品经济会带来什么社会影响及弊端 ?

七
、

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
。

八
、

社会学研究能否触及社会根本弊端问题
。

九
、

社会学如何对社会改革进行战略研究问题 ?

十
、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量度和尺度问题
。

除上述问题外
,

讨论会还涉及到婚姻家庭问题
、

人口及人 口质量间题
、

青少年 犯 罪 间

题
、

老年问题等
。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三十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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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 研 究》 杂 志

《政治学研究》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政治学 理 论 性 和

应用性相结合的刊物
,

也是 目前我国公

开发行的唯一的政治学理论专刊
。

它主

要反映政治学的理论
、

历史
、

现状和发

展趋向
,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政府

管理职能
、

改革与改善我国人民制度
,

以及行政学
、

市政学
、

当代 国 际 政 治

思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

它对从事政治

学
、

法学
、

社会学
、

行政管理学
、

市政

学
、

科学社会主义
、

国际政治等学科的教

学
、

研究人员和学生
,

提高理论研究水

平
,

掌握理论信息
,

开阔视野
,

都是十

分有益的 ; 对从事党政部门领导工作
、

理论宣传
、

组织人事
、

行政 管 理
、

政

策研究等方面的人员
,

提高领导决策人

员
,

提高领导决策水平
、

管理水平和工

作效率
,

探讨政治体制
、

行政管理和人

事制度改革
,

了解改革信息
,

也是十分

有益的 ; 它也是爱好和研究政治学的各

界青年和其他人士的良师益有
。

《政治学研究 》 从 1 9 8 6年起由季刊

改为双月刑
,

每期约 12 万字
。

定价 0
.

70

元 (邮资在内 )
,

全年 4
.

20 元
。

单位和

个人均可订 阅
。

欲订者请将订费 (通过

邮局 ) 寄汇至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科研服务

站
。

北京读者亦可直接来我所科研服务

站办理订阅手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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