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社会学界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

〔日〕 中村则弘

日本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从日本社会学研究的黎明时期即已开始
,

其中如林惠海
、

牧野翼
、

清水盛光
、

福武直
、

大山彦一等人都是中国社会研究的先驱
。

但是
,

二次世界大战

后
,

由于中国和 日本社会学界之间学术交流的中断
,

尤其由于不能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
,

日

本社会学研究人员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停滞了将近 30 年
。

最近
,

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

主要

的原因是恢复了中国和 日本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交流
,

但中国本身的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

也为日

本社会学研究人员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条件
。

在此基础上
,

日本社会学研究人员

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不仅重新恢复
,

而宜还有所发展
。

本文拟就 目前日本社会学研究人员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现状作些介绍和分析
,

着重点在

于恢复日中两国社会学界学术交流的 1 9 7 9年以后的研究成果
,

主要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和

著作作以分析
。

一
、

研究中国社会的分析视角

在分析和介绍中国社会研究的动向和现状之前
,

首先谈一谈分析问题的视角
。

1 9 79 年以

来
,

研究中国社会的论文和著作的视角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

第一是以事实记述为主 ; 第二是

农村
一
家族论的视角 ; 第三是以现代化论或者反现代化论为分析视角

,
第四则是 从 世界社会

论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
。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

研究人员在决定研究主题
、

提出论点时
,

应首先明确研究的意义和

价值所在
,

否则容易局限于 召实证研究
” 。

第一种类型的研究即侧重于
“
实证研究

” ,

停留

在
“
事实记述

” 上
。

在1 9 7 9年以后的论文和著作中
,

这类研究居多
,

主要原因是研究人员受
“
中国社会研究

”
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影响

。

传统的研究方法以搞清中国的现状作为目的
,

主

要是挖掘和整理事实
。

在这种研究方法中
,

研究者不太重视价值判断和论点的理论化
。 “

农

村
一
家族论

”
的分析视角是从研究日本社会的特质而产生的

,

其中有些研究局限于
“
事 实 记

述
” ,

有些人把研究对象转向中国农村社会
,

继续把 “ 农村
一
家族

”
作 为 间题 分析 视角

。

但是
,

这种研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无法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
,

因此只好利用解放前后的研究

成果
,

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

如
“ 亚细亚生产方式

”
等

。

第三是
“
现代化论

”
或者

“
反现代化论

,
的分析视角

。

这两个视角都着眼于现代化过程
,

并从对一国社会 内部的纵向研究入手
。

从着眼点来看
,

这两个问题分析角度基本相 同
,

其差异

在于提出论点的价值前提
。 “

现代化论
”
在理念上 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范例把握其它

社会的发展进程
,

根据这个范例用演绎的方法分析每个社会里阻止社会发展的因素或条件
。

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
,

以 “
现代化论

”
的视角为基础的研究日益繁行

,

原因是有人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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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推行的
“ 四个现代化妙 路线是一种追求

“
现代化的体现

,

所以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应从
“
现

代化论
”
的分析视角出发

。

相反
, “

反现代化论
” 不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范例

,

而

是重视每个社会的特质
,

以各个社会所不同的传统价值来探索社会发展的途径
,

主张与西方

不同的
,

各个社会特有的发展模式
。

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和日本的有所不同
,

因此
,

在

中国社会研究上
,

很多人采用
“
反现代化论

”
的分析视角

。

第四是
“ 世界社会论

” 的分析视角
。

以前诸分析视角是把一个国家社会当作先决的研究

单位
,

而
“ 世界社会论

” 的分析视角则主张把
“
世界

”
当作研究单位

。

这里所说的
“
世界

”

原来是指复数的传统文化单位在经济上
.

政治上的整合体
,

现在则可以认为是指地球规模
。

根据
“
世界社会论

”
的分析角度提出论点时

,

必然要求从地球规模来把握和认识问题
,

如把

握第三世界社会发展的问题
,

不是着眼于传统社会固有的价值或者国内的阻止社会发展的因

素
,

而是着眼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上所存在的国际间的支配
一
依附关系或者在与世 界 资

本主义的接触过程中所 出现的该社会的变化
。

二
、

研究动向及其现状

`

(一 ) 中国社会学及中国社会的介绍

1 9 7 8年以前
,
由于月中两国学术交流的中断

,

只有一些非社会学者写了一些文章
,

以
“

事

实记述
”
的方法研究或者赞美文化大革命路线下的中 国社会

。
1 97 9年以来

,

日中两国社会学

界的学术交流开始恢复
,

日本社会学研究人员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迅速发展
,

从介绍中国社

会学的情况和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状况开始
,

逐渐发展到关于不同主题的专题研究
。

前者主

要是整理访华时的所闻所见
,

后者是根据研究资料作学术上的探讨
。

在介绍性的论文和著作中
,

最有代表性的是福武直编著的 《现代化中国之行 》
。

① 这本

书是根据以福武直为团长
、

石川晃弘为秘书长的社会学家访华团访华时的所见所闻和有关资

料
,

就不同的领域和方面所写的论文的汇篇
。

其中有关于农村
、

工厂
、

医院
、

工人家庭
、

教

育等方面的介绍文章
,

还有从居民委员会的侧面介绍城市的
“
中国的城市和社会学

” ,

从企

业的经营人员的侧面介绍中国企业的
“
工业化过程中经营人员现代化之必要

” ,

有关农村家

族的
“
变迁中的中国农村和家族

” ,

有关教育制度的
“
转变中的中国教育

” 以及有关中国儿

童的
“
概论中国的儿童社会

”
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
社会

’
研究

”
等文章

。

概括介绍中国社会学和不同社会领域的论文和著作
,

特别是关于各个不同社会领域的文

章很多
,

原因是由于 日本培养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的人员的工作中断了30 年
,

对中国的情况了

解不足
,

在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之时出版这些文章和书籍
,

具有一定的意义
。

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

出现了不 同主题的专题研究
。

(二 ) 不同主厄的专厄研究

近几年来在学说史
、

农村
、

福利
、

人口
、

社会变动等方面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比较丰富

的研究成果
·

研究主题有三种情况
: 1

·

把中国社会学界 目前研究的题 目作为 自己的研究主题 ;

2
.

把随着经济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变动中 出现的诸间题作为研究主题 , 3
.

以重新考察中国社会

口 福武宜翻: 《现代化中国之行 》 ,

东京大学版出会
,

1 97 9年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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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的形成作为研究主题
。

第 1 种倾向在福利
、

人口的研究方面比较明显
, 第 2种倾向在农

村
、

社会变动的研究方面比较明显 , 第 3种倾向在学说史
、

农村的研究方面比较明显
。

( 1 ) 学说史

中国社会学的学说史研究
,

主要倾向是重新考察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
。

主要论文有

福永安祥的 《中国社会学的轨迹》
、

① 木下英司的 《近代中国社会进化论的传入》 ②和田道

义明的 《黎明时期 的中国社会学 》
。

⑧ 木下的文章是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家在接受
“
社会进化

论
”
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对社会进化论解释上的变化

。

木下认为康有为
、

严复
、

章炳磷
、

李大

剑等人从社会进化论出发的关于中国落后
、

西方先进的认识有所不 同
,

并从历史发展的辩证

法关系上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基础
。

田道义明的 《黎明时期的中国社会学 》 分析了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初期状况及当时的社会状况
。

近年来关于学说史的研究有菱田雅晴的 《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课题 》
。 ④文中以丰富的

资料详细地分析 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史
,

进而从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来分析近年来中

国社会变动中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课题和现状
。

( 2 ) 农村

在农村社会研究中
,

主要有两个主题
: 一个是重新考察中国解放前后农村社会的情况

,

另一个是经济改革前后的农村社会变动
。

近几年来
,

对解放前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多
。

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是经济改

革中的农村社会变动的现实
,

使一些中国社会研究人员对以前关于中国农村的分析产生了怀

疑
,

开始重新考察现代中国社会形成前后的农村社会的状况
。

研究的着眼点是旧中国农村
“

村

落共同体
”
的性质和特征

,

分析视角是
“
农村

一
家族论

” 。

主要文章有加加美光行 的 《革 命

前夜的中国共同体 》
, ⑤ 小竹一彰的 《封建性决定因素的形成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 ⑧ 《土

地改革前华北农村的权力关系 》
, ⑦ 内山雅生的 《中国 农 村 社 会 结 构 和

“
会 首

” 、 “
会

头
” 》

、 ⑧ 《近代中国河北农村社会的
“ 田赋逼人

” 》
、 ⑧ 小林弘二的 《 “

村落的土地
” 和

解放后的农村变革》 L 和石田浩的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研究》 @ 等等
。

其 中
,

石 田 浩

的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研究 》 一书对中国农村的
“

村落共同体
”
提出了新的看法

。

书中
,

他承认村落的重要性
,

但否认
“
村落共同体

”
的存在

。

他认为中国的村落既是农民的归属集

团
,

又是农民的一种
“
生活共同体

” ,

指出在作为
“
生活共同体

”
的村落中有两种人际结合

形态
; 一种是以血缘结合的

“
宗族

” ,

另一种是以地缘结合的
“
同乡

” 。

他主张应从同族结

合的角度分析同姓村
,

从同乡结合的角度分析杂胜村
,

必须从这两个角度的相互交叉来分析

中国农村社会
。

关于目前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论文与上述解放前农村社会的研究相比
,

① 《 明星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纪要》 第 6 号
, 198 6年 3 月

。

⑧ 《 社会学年志》 ,

第 2 7号
,

198 6年第 3月 25 日
。

④ 日本社会学史学会
: 《社会学史研究》

,

19 83 年
,

第 5号
。

④ 日本国际间题研究所 ; 《共产主义和国际问题》 ,

19 吕4年
,

第 8卷
,

第 4 号
。

。 亚洲经济研究所 《亚细亚经济》 所收
。

⑥⑧L 小林弘仁编 : ((I 日中国农村再论一变革的特点 》
,

亚洲经济研究所
,

1 986 年
。

① 亚洲政经学会
. 《亚细亚研究》 ,

1 979 年 1月
。

。 亚洲经济研究所
: 《 亚细亚经济 》 ,

1 984 年 z 月
、

3月 ,

O 石田浩: 《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研究 》 ,

晃洋书房
,

198 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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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较少
,

主要原因是受到目前农村社会研究方面资料不足的限制
。

对经济改革以后农村社会的研究
,

有代表性的是石田浩的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分

析 》 ①等的一些调查报告
。

这些调查报告是石田浩根据他对福建省
、

吉林省
、

河南省
、

安徽

省
、

河北省
、

黑龙江省一共 17 个村落的事例采访所作的总结和分析
。

分析的视角带有
“
事实

记述
”
特征

。

着重于经济改革以前农村社会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中兼和津次的 《人民公

社和社区意识 》
。 ② 本文是对从黑龙江省归国者的调查报告

,

其调查方法不同于石田
。

石田

的采访对象是各级领导
,

而中兼的采访对象则是基层农 民
。

它对于搞清普通农民的 日常生活

很有价值
。

中兼指出
:

普通农民对于生产队的社区意识不是传统的社区意识
,

而是基层生产

单位的社区意识
。

由人民公社的成立所带来的社会变动改变了农民的传统社区意识
,

是一种

新的提法
。

这种方向的研究还有天儿慧的 《转机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组织》 , ③文中分析了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前后的农村社会的情况
。

( 3 ) 福利
的过程中

,

老人问题
、

盲聋哑人间题
、

残废人问题 已引起了

所以在日本关于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加
。

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根桥正一的 《中国社会福利的动向》
、

④ 《中国的老人

福利 》 ⑤ 和 《中国残废人福利 》
。 ⑥ 在 《中国的老人福利》 中

,

根桥分析了老人扶养间题
、

养老制度
, 医疗

、

生活意义的现状
,

指出
:
为子女服务乃是老人们的生活意义

。

这一着眼点

很有研究意义
。

此外
,

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田道义明的 《劳动保险》 ① 和高桥强的 《现代中国

关于老人扶养的诸问题 》 ⑧ 等文章
。

( 4 ) 人 口

随着中国政府及中国社会学界对人 口间题的重视
,

日本关于中国人 口问题的研究也不断

增加
,

并取得不少成果
。

这方面的研究
,

最有代表性的是若林敬子
。 她全面地研究了中国人口问题

,

撰写了 《中

国的人 口问题 》 ①一文
。 文中

,

若林认为现在的中国的人 口政策在世界人 口思想史上都是
·

个颇有意义的尝试
。

松户庸子的
《南京市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L一文分析了中国的独生予

女工作
。

文中她指出
:
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以前

, 女工人的出生率己经相当低
,

这表明解放

3 0年来由于城市化
、

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不断发展
,

引起了生育意识的变革
。

她认为
,

社

会结构和意识方面的现代化是独生子女工作成功的必要条件
。

松户的研究明显地是依据
“
现

代化论
” 而进行的实证研究

,

她的研究在人口间题方面
,

是一个较新成果
。

( 5
、

) 社会变动
经济改革的深入引起了政治体制

、

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变化
。

日本社会学研究人员对中

一一一
~

一- 一
.

-

一《 亚洲经济》
,

19 87 年 6月
。

载嫣仑民生
、

中兼和津次
: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

,

亚洲经济研究所
,

1980 年
。

载石川滋编
: 《 19 80 年代的中国经济》 ,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

1 98D年
。

⑥⑦

《月刊福利》 , 198 4年 11 月
。

《 社会事业研究》 , 1 983 年第 9卷
,

第 1号
。

社会保降研究所
: 《海外社会保障情报 》

,

《 创大亚细亚研究》 ,

19 83 年 3月
。

《现代的精神》 ,

19 83 年 4月
。

19 84年 1 2月
。

①②④⑧⑤

家雇计划国际协力财团
: 《 世界和人口 》

,

灼翻年`月
。

⑧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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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变动间题的研究主要是以
“
现代化论

”
或

“
反现代化 ” 为分析视角的

,

同时也有一些

从
“
世界社会论

”
的视角出发的研究论文

。

从
“
现代化论

” 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变动的代表性论文是富永健一的 《中 国 社 会 的

现代化 》
。

①其中
,

富永主张
:
不应把现代化的概念当作历史性

、

特殊性的概念
,

而应当作

为一般性
、

普遍性的概念
,

现代化的价值是超越时间
、

超越空间
,

任何社会都应追求的普遍

价值
,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只要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条件
,

就可以摆脱
“
停滞

” ,

实现现代化
。

关于中国现代化
,

他依据摩尔 (w
.

E
.

M加
r e

) 的理论提出 4个条件
。

第一是有关 价值的条

件
,

第二是有关制度的条件
,

第三是有关组织的条件
,

第四是有关动机附与的条件
。

他从这

4 个条件出发分析中国社会 的现状
,

指 出
:
中国整体上实现现代化

、

产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
,

但在部分上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条件
。

用
“
现代化论

”
来分析中国社会的还有菱田雅晴的 《中国经济改革的社 会 侧 面》

。

菱

田依据富永的社会变动假设
,

设定了社会密度
、

社会分化
、

物质效益和服务效益
、

国际化等

4 个
“
测定空间

” 以及下属于这些
“
测定空间

”
’

的
“
测定指标

” ,

把中国社会同苏联
、

东欧

社会作了比较研究
。

他在结论中指出
: ①从这 4 个标准来看

,

现代中国社会类似于斯大林时

代以后的苏联社会 , ②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苏联
、

东欧相比较
,

不均衡的因素较多
。

除这两篇强调
“
现代化

”
过程的普遍性

、

一般性的论文以外
,

还有强调
“
现代化

”
的历

史性研究的
。

松户庸子 《现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和 “ 帮
”
的结合》

” ②从这种视角分析了现代

社会变动中
“
帮

”
的意义和局 限

,

其论点具有一定的特殊的意义
。

这里的
“
帮

”
指青帮或红

帮等
。

一

在分析中国的社会变动上
,

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视角
,

即从
“
世界社会论

”
的角度来分

析中国的社会变动
。

在庄司兴吉的《中国的世界认识和世界认识的诸类型》 ⑧ 中即有这种视角

的萌芽
。

文中
,

他通过中国对世界的认识的变化来分析现代世界的社会变动
。

他还编了二本书

《世界社会的结构和动态 》 ,

其中收编了田边义明的 《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

④ 田道的研

究多是记述现代中国社会集团
、

阶层
、

城市和农村的结构变动状况及其存在的间题
。

这方面

的研究还有待于理论上的挖掘
,

如从世界体系论
、

接合论
、

依附理论等视角实现突破性的进

展
。

有关社会变动的研究
,

还有大和田拢惠的 《近代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墙垣》
。 ⑥ 他站在反

“
现代化

”
论的立场

,

分析现代化的观点和现代化观点之间的差异
。

( 6 ) 其他

关于经济社会学方向的研究有根桥正 一的 《六大经济区构想 》 ⑥ 和 《中国雇用政策的开

展 》
, ⑦还有菱田雅晴的 《对外开放的经济过程 》

。 ⑧

① 载永井之助编
: 《 20 世纪的遗产 》

,

文艺春秋社
,

1 986 年 3月
。

② 载大智大学人文科学部社会人类学研究室编
: 《 年报人文科学 》

,
1 98 1年 11 月

。

③ 载庄司兴吉
: 《社会变动和变革主体 》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 980 年
。

④ 庄司兴吉编 : 《 世界社会的结构和动态 》 ,

法政大学出版局
,
工986 年

。

。 载上智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 《 国际学论集 》

,
1 980 年 1月

。

⑥ 载驹井详编
: 《 现代的精神

·

人与住宅 》 ,
1 984 年 12 月

。

⑦ 载中本博通编 : 《人口与社会间题 》 ,

南窗社
,

1 982 年 3月
。

⑧ 派胜彦编 ; 《 经济开放下的亚洲社会主义诸国》 ,

亚洲经济研究所
,

198 5年 12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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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子政浩方面的研究有加加美光行
、

天儿慧
、

毛利和子等的文章
。

箕中
,

加加美光籽著
眼于文革期间的阶级路线来分析文革时期的政治动态

,

编了 《中国文化大革命—
围绕血统

主义的论争 》 等 3 本著作
。

① 这种重新考察文革时期政治社会的倾向
,

反映了不少 日本社会

科学研究人 员对于盲目地赞美文革的历史开始反省
,

提倡以历史的观点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
。

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决系方面的研究有中冈哲郎的 《毛泽东主义
“ 万岁

” 之我见》②

中冈的研究是依据
“
反现代化论

”
的问题分析的视角

,

参考现代 日本 的 技 术 和 社 会 的 问

题
,

主张在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上取消三大差别
,

坚持自力更生的政策
。

中冈的主 张在 日本

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一定的重要性
。

另外还有大和田浅惠的 《中国的现 代 化 志 向》 ⑧

和从
“
中间技术论

”
出发着眼于中国土法技术的根东正一的 《中国 土 法 的 实 验》 ④ 等 文

章
。

三
、

问题和展望

概况 1 9 7 9年以后中国社会研究的现状
,

可以指出其中的两个间题
,

一是关于分析的视角
,

一是关于研究的主题
。

分析视角上所存在的问题
,

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

应该以自己的价值判

断明确地提出问题
,

并努力把客观事实系统化
、

理论化
。

但是
,

从前面介绍和分析中可以看

出
,

不少研究还缺少间题意识
,

停留在有待于进一步理论化的阶段
。

即使在一些间题意识清

楚
、

理论化程度较高的研究中
,

也多采用
“
现代化论

”
的分析视角

,

而
“ 反现代化论

”
的视

角越来越少
, “

世界社会论
” 的视角更是凤毛鳞角

。

当前
,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逐渐认识到
“
世界社会论

万
分析视角的可行性

。

用这一视角

进行的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社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从这一点来看
,

日本的中国社会

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有待改进
。

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及经济特区的发展
,

这一视角会具有更大的意义
。

研究主题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

从上述研究现状中可以看出
,

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较

多的只有学说史
、

农村
、

福利
、

人口
、

社会变动等主题
,

而以城市
、

产业
、

教育等社会的主

要领域为主题的研究几乎役有
。

这不能不引起 日本社会学界的重视
。

从上述中国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中可 以看出
,

日中两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学术交流
、

研究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

日本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近 30 年处于停滞状况
,

中断了与中国社会

学界的学术交流
,

难以在中国搞实地社会调查等原因是导致上述间题的主要原因
。

这种状况

急待改变
。

作者系筑波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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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革命前夜的中国共同休》 ,

载 《亚洲经济 》 ; 《 现代化中国的挫折努
,

亚洲经济研究所
,

1 9 85年 ; 《 现代中国

的前途 》
,

亚洲经济研究所
,

1 986 年
。

② 中冈哲郎
: 《 毛泽东主义

“

万岁
,

之我见 》 ,

筑康书房
,

19 83 年
。

⑧ 亚洲评论社
: 《亚洲 》

,
197 9年 8月

、

10 月
.

④ 狗井详编 : 《现代的精神
、

人类居住再编》
,

19 80 年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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