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社会学的社会学探索

邓 伟 志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
。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与人类社 会 发 生 关

系
。

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尤其是如此
。

社会学既有一个与全社会发生双向关 系 的 问

题
,

还有一个社会学界内部的社会关系问题
。

现在
,

中国的社会学界已经对社会学与兄弟学

科的社会关系作了研 究
,

如法学社会学
、

文艺社会学
、

医学社会学等
,

但是对社会学自身的

社会问题
,

尚未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学的社会功能
,

我建议在社全学

界能有一 部分同志从事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
。

这里我先就此提几个问题
。

一
、

对社会学的社会地位的社会学预测

自然科学有自己的基础学科
,

社会科学也应当有自己的基础学科
。

数
、

理
、

化
、

天
、

地
、

生
,

被公认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
。

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哪些呢 ? 我赞成文
、

史
、

哲
、

经
、

法
、

社 (社会学 ) 六大学科是社会科学基础学科 (或称基本学科 ) 的主张
。

社会学之所以能与文
、

史
、

哲
、

经等并驾齐驱
,

成为基础学科
,

至少有三点理由
:

一是

从社会功能看
,

社会学的社会覆盖面最大
。

法律管不到的
,

社会学能够管到
。

二是从科学地

位看
,

社会学对其它学科的渗透力最大
。

不仅能渗透到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之中
,

而且能渗

透到相当多的自然科学之中
。

三是从教育实践看
,

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
,

不分文理
,

都开设

了社会学课程
。

有的国家
,

中学也讲社会学常识
。

在我国
,

不称社会学的社会学常识
,

或者

算不上社会学的社会学常识也在讲
。

因此
,

社会学是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命题
,

应当是能成

立的
。

同是基础学科
,

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命运是不同的
。

回顾一下近十年社会科学的历程

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

1 9 7 8 年哲学界开展 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

改变了所谓
“ 哲 学 贫 困

”
的面

貌
。

在批评了
“ 两个凡是 ” 之后

,

经济学在哲学的推动下
,

开展了生产目的的讨论
,

一反三
一

卜年来的传统观念
,

一下子提出了几十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

哲学不象过去那么贫困了
,

经济学开始繁荣了
,

下一步应当是哪一门学科充当带头学科

呢 ? 我在作了一番比 较研究后
,

愿意武断地说一句
:

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

即将在中冈的大地

上出现
。

一门学科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两个方而
:

一方而取决于学科的生态环境
,

另一方而取决于

学科的发育能力
。

所谓学科的生态环境
,

首先是社会需求
。

在今日的
j
一

卜国社会
,

对社会学的排求 墩是 巨火

的
。

经济体制改革给社会学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

如权力下放
,

就是责
、

权
、

利的重新分配
,

这必然要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动和周整
。

怎样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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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有序的权力关系变为无序
,

并进而变为新的有序?

再比如
,

发展商品经济问题
。

要发展 商品经济
,

就会有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观念
。

政冶

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还会有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
。

可是
,

现在有同志发出警告说
:
商品

经济浸入了政治生活
、

家庭生活
。

商品经济与社会生活是什么关系呢 ? 可以把它们割裂开来

吗 ?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间题
,

亚待作出社会学的回答
。

再比如
,

对外开放
,

这就把中国人的社会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

可是
,

有一 种 认 识 认

为
,

对外开放有利于科技
、

经济的发展
,

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

甚至认为国外的社会学理论

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

这种观点
,

对吗 ? 试问
:

我们而向世界
,

只是向钱

着吗 ? 外国只有物质文明而无精神文明吗 ? 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截然分开的作法
,

置历史

唯物主义的常识于何地呢 ? 按理说
,

今后对外开放的门还要开得更大些
。

而有的同志对此却

表示异议
,

担心所谓
“
全盘西化

” 。 “
全盘西化

”
是应该反对的

。

问题是
:
中国面临着

“ 全

盘西化 ” 的危险吗 ? 拥有十亿人 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谁能化得 了 ? ! 就是出了一些洋奴
,

那也

不等于中国全盘西化
。

上海国际饭店上挂 日本广告
,

去年底有人发表意见
,

认为这是全盘西

化倾向
。

那么
,

美 国把五星红旗带上宇宙飞船
,

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在全盘
“
东

”
化呢 ? 美国

选了些华裔当市长
、

警察局长
,

是不是说明美国己全盘
“
华

” 化了呢 ? 对中外之间的这种社

会关系
,

似乎也应当作出社会学的回答
。

诸如此类的课题很多
,

不胜枚举
。

新课题会出新理论
。

第二个促使社会学黄金时代到来的生态环境
,

是中国的社会改革 已经提到议事 日程
。

经

济改革需要社会改革相配套
。

没有社会改革
,

经济改革难以顺利进行
,

难以 深 入 下 去
。

因

此
,

我们把由经济改革所带出的全面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社会改革需要社会学的理

论支撑 , 社会改革对社会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 社会改革将逼着社会学前进 ; 社会改革是社会

学前进的巨大推动力
。

对此
,

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应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

足够的理论准备
。

从

现在起就把改革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研究改革的社会工程
,

研究改革的社会关系
,

研究

改革的社会心理
。

改革是社会运动的大转弯
,

这里头有非同寻常的规律
。

社会学界一旦把注

意力转向改革
, “

改革社会学
” 一旦形成

,

社会学的兴旺和繁荣就在眼前
。

第三个促使社会学黄金时代到来的生态环境是党
、

政
、

军
、

民
、

学各行各业都开始对社

会学发生兴趣
。

各级各类干部在争订社会学书报
,

在收听社会学讲座
,

有数万人进入社会学

函授大学
,

从个体户到省长
、

军长
、

中央委员都有人成 了社会学函授大学的学员
。

他们都在

尝试运用社会学理论解决社会间题
,

处理社会工作
。

社会学的普及是社会学兴旺 发 达 的 标

志
,

也是社会学理论提高的基石
。

通过对社会学生态环境上述三个方面的动态分析
,

可以预见到社会学将具备大发展的客

观条件
。

但是社会学究竟能否发展得起来
,

还要看社会学界这个小社会的结 构
、

组 织 和 管

理
。

二
、

把社会学界的社会结构搞好

的关键是要先有一个科学的学科体系框架

社会学界这个小社会的结构
,

所包括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
。

有个老中青研究力量的搭配

问题
,

有个科研结构的地区布局问题
。

这些都是社会学的社会学应 该研究的
。

不过
,

决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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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界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
,

不是年龄因素
,

不是地 区因素
,

而是理论因素
。

来源于社会实

践的社会学理论框架
,

是决定社会学界社会结构及学科体系的框架
。

社会学界的力量应按社

会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来搭配
。

社会学是一门庞杂的学科
。

有位社会学家说
: “ 社会学是个筐

,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 ”
还有

一位社会学家说
: “

在任何一门现成的学科后头
,

都可以加上
`

社会学
’
三个字

,

从而成为

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

这些话
,

虽然不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的
,

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复杂性是由社会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
。

社会现象的千头万

绪决定了社会学的千姿百态
。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复杂性是由知识整化的必然规律决定的
。

不 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是不可

避免的
。

但是
,

与人家交叉
、

被人家交叉最多的社会科学是社会学
。

有位理论家认为
,

社会

学是科学群
。

有位社会学家甚至主张恢复社会学为
“
群学

”
的提法

。

这里的
“
群

”
字形象地

说明了社会学分类之复杂
。

但是
,

社会学决不是漫无边际
、

杂乱无章的
,

不能
“
拣到篮里就是菜

” 。

社会学理论体

系应当是有序的
。

国际社会学协会 ( sI A ) 下头成立了三十八个社会学分科研究委员会
。

美国社会学协 会

( A SA ) 也搞了几十个分科
。

学会的分科不等于科学的分类
。

社会学的分支远 比他们所列出

来的要多得多
。

近几年
,

我阅读了一些有关社会学分科的辞书
、

专著
,

将已有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归

纳
,

试图提出一个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框架
,

供社会学学者讨论
。

第一
,

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看
,

可分为
:

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大类
。

在理

论社会学中
,

又可分为
:
社会学学说史 (或称

“
社会学史

”
)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概念社

会学 , 分为社会学逻辑与方法论
、

比较社会学
、

统计社会学
、

社会指标学
、

社会调查学
,

等

等
。

至于应用社会学那就更多了
。

在下面提到的七
、

八十门学科中
,

大部分是应用社会学
,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

第二
,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
,

可分为
: 宏观社会学

、

微观社会学两大类
,

在宏观社会学中

又可分为
: 国际关系社会学

、

社会分层学
、

社会管理学
、

社会控制学
、

社区学
、

团体动力学
、

城市社会学
、

农村社会学
、

社会福利学
、

社会工作学
、

社会生态学
、

社会病理学
、

人 口学等

等
。

微观社会学一般指对社会细胞的研究
,

如家庭学
、

住宅社会学等
。

在宏观与微观之间
,

其实还有中观社会学
,

如移民社会学
、

灾害社会学等
。

第三
,

从社会的不同侧面看
,

社会主要 由工
、

农
、

商
、

学
、

兵构成
,

以其中一个侧面作

为研究对象的就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如职业社会学
、

政治社会学
、

军事社会学
、

工业社会

学
、

农业社会学
、

商业社会学
、

文化社会学
、

艺术社会学
、

教育社会学
、

传播社会学
、

舆论

社会学
、

知识社会学
、

科学社会学
、

技术社会学
、

宗教社会学等等
。

当然
,

在每一门下头又

可再细分成若干学科
,

如在文艺社会学下可有音乐社会学
、

美术社会学
,

等等
。

第四
,

从社会的运动看
,

社会学可分为
:

社会演化学
、

历史社会学
、

未来学等
。

未来学

又可分近未来学
、

远未来学
。

第五
,

从人的行为活动看
,

社会学又可分为
:
社会心理学

、

语言社会学
、

社会行为学
、

劳动社会学
、

工作社会学
、

闲暇社会

习性学
,

等等
。

会学丈筐学
,

显赏行为学
、

错误学
、

犯罪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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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

从人的自然属性看
,

社会学可分为
:

性别学
、

妇女学
、

老年学
、

中年学
、

青年学
、

幼儿学
、

精神病社会学
、

生物社会学
,

等等
。

第七
,

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看
,

社会学又可分为
:

法学社会学
、

史学社会学
、

医

学社会学
、

数理社会学
、

微分社会学
,

以及社会学的社会 学
、

百科全书社会学
,

等等
。

有科

学就有反科学
、

伪科学
。

有把伪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
,

这就是
“ 伪科学社会学

” 。

上述七个划分标志
,

大部分是从研究对象着眼的
,

应当说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

但是也

有 自身的局限性
,

有重叠
、

交叉
。

这就是 “ 理还乱
” 的缘 由

,

但是
,

理与不理毕竟不 同
。

我希望同道们能就社会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展开讨论
。

有一个科学的框架
,

社会学界

的力量才有合理布局的依据
,

才有检查结构是否匀称的依据
,

才能多兵种协同作战
,

攻克科

学堡垒
。

三
、

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管理问题

社会学的研究是以全社会为实验室
。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应当有社会学家的足迹
。

有朝

一日建成了太空城市
,

太空社会学研究所必然将屹立于太空城市的中心
,

成为
“
太空市长

”

的思想库
。

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广裹性与研究队伍的有限性是矛盾的
。

按理说
,

每万人中有一

位社会学工作者
,

并不算多
。

这就象每百人就应该有一名 医生一样
。

可是
,

我们一时做不到

这一点
。

在本世纪末怕也培养不出数以万计的社会学家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更应当把有限

的人力组织起来
,

搞社会化大生产
。

所谓社会化大生产
,

是要建立一个立体网络
,

在社会学的各分支之间
,

在社会学与兄弟

学科之间
,

在教学与科研之间
,

在普及与提高之间
,

在权力机构与智力机构之间
,

都要实现

网络化
。

要把每个人的研究都纳入有计划的网络之中
,

要有个分工
。

这里不排斥个人研究
,

不排斥竞争
,

问题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一盘棋中的棋
一

子
,

使它活起来
。

社会学家要走向社会
,

不搞封闭式研究
。

所谓社会化大生产
,

是要以大理论为研究 目标
。

社会学研究在注重联系社会 实 际 的 同

时
,

也应当考虑从过多研究社会问题的规范中走出去
。

有些国家正在为他们社会学理论薄弱

而叹息
,

大喊
“
社会学危机

” 。

我们应引以为训
。

没有高层次的理论
,

或者只有中间层次的

理论
,

想解决社会问题是困难的
,

站不高
,

看不远
。

现在我们在对许多社会 问题的分析上
,

所运用的社会学理论是支离破碎的
,

自相矛盾的
。

要在社会学理论上有所建树
,

要提出新理

论
,

创造大理论
,

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学的不同学说
、

不同流派
,

让不 同学说相

得益彰
,

互补
、

共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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