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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

就是要从文化学
、

文化人类学等方面
,

来认
一

识和

研究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史
,

其社会结构的特征
、

性质与优劣
,

其文化特征和社会

各类成员中的存在方式及作用
,

以及这一切在现代社会
、

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人的观念中的

影响及发展趋势
。

当前值得注意的间题有
:

首先
,

提高社会学研究层次结构的觉悟
。

此外
,

对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
,

做
“
外取

”
的

工作 , 还应对我们自己的民族科学文化传统进行
“
剥离

” ,

并进行改造
、

继承和 发 展 的 工

作
。

这是
“
内继

”
工作

。

这方面的工作也许可以说比
“
外取

” 工作更为重要
。

我们可以把
“
社会

”
作为一个整体

、

一个大系统来研究
,

探索它的结构
、

功能
、

间题
、

发展趋向等
。

首先应研究
“
人类社会

”
的共性

,

其次又有
“
社会主义社会

”
的个 性

,

再 有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过程中的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的与历史的特性

,

这些
,

都

构成了社会学广 阔
、

深厚
、

丰富
、

深邃的研究对象体系
。

我们可以把社会这个大系统按各种分类法分成各种部门 ( 即子系统 ) 来进行研究
,

探索

它 自身的系统质
、

功能质
、

发展规律
、

发展 战略等 , 还要从它与其他相近的或相远的子系统

的关系中
,

研究它的吸收力
、

亲和力与抗逆性
,

从而掌握其发展规律
。

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
,

我们还应该站在社会学的角度
,

向其他学科延伸或接受其它学

科的
“
侵入

” ,

而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
,

从而发展社会学 自身
。

我们不妨称为学 科 性
“
顺

向
”
研究和学科性

“
逆向

”
研究

。 “
顺向

”
的如医学社会学

、

地震社会学
、

核社会学等等
;

“ 逆向
”
的如社会心理学

、

社会语言学
、

社会医学等等
。

社会学应该除了研究问题之外
,

还要研究社会的发展
,

提出积极的建设方案
;
也要面对

社会发展的新情况
、

新经验
、

新趋势
,

研究前进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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