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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
,

中国特色的杜会主义社会学
,

一

应该以我国杜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状况及其

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

简要地说
,

这是由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的具体历史任务决定的
。

其具体理由
、

依据主要如下
:

第一
,

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

的社会整体状况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

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从总体上看
,

它总是研究社会的整体及其各个方面
。

它即使要对社会

的某一具体领域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研究
,

形成专门的
、

具体的社会学
,

如经济社会学
、

教育

社会学
、

文化社会学等等
,

也总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
,

研究这一领域在社会整体的关系
,

研

究这一领域在社会整体中的 地 位 和 作用
,

从而揭示出它的状况和发展规律
、

发展趋势
。

这

就形成了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突出特点
。

这个特点就是
,

它是研究社会的整体状况

的
。

既然如此
,

作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

它的研究对象就

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
。

第二
,

从社会学经典作家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看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也

应该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

社会学创立以来至今
,

可以说基本上它分为两派
,

即资产阶级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无

产阶级社会学
。

这两派虽然有着许多不同甚至对立
,

但作为社会学
,

在研究对象方面却有其

共同之处 (尽管许多社会学家分别为社会学下了许多不同的定义
,

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着

许多不同的认识 )
。

特别在这两派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其他经典作家那里
,

就更显示出对社会

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一致性
,

即都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及其规律性的
。

从社会学史上看
,

社会学的创史人和经典作家
,

基本上都是以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作

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
。

既然如此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就应该以中国社会主义社

会的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

第三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特殊使命即具体历史任务决定了它必须以中国社

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不是一般的社会学概论
,

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

会学的一般理论
,

而是要通过对我国现实社会的社会学研究
,

直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

务的社会学
。

它不但应带有一般社会主义的社会研究性质
,

而且尤其要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社会研究性质
,

因此
,

它的研究对象就不能是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

整个社会

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

而应是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
。

这就是它的

突出特点
,

是它在研究对象方面的特殊性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

就其历史使命看
,

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
,



而是要专门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杜会学研究
。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
,

但其发展过程
、

发展规律却

都有着自身的诸多特点
,

存在着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诸多不同之处
。

因此
,

要建立起为中国

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

它就不能一般地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

而必须以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

体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

当然
,

在研究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
,

我们应当注意到作为一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共同特性
,

还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

社会学的理论指导
,

要从其他社会学理论 中认真吸取其中的一切科学
、

合理
、

有用的东西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要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

对象
,

那么
,

它的研究对象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种什么关系 ? 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与结合中国的国情
、

中国革命的建设的经验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

义这一学科 的关系是密切的
。

结合中国的国情
、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

主义这一学科
,

它也不仅仅是研究我国社会主 义社会的某一个方面
,

而是要研究它的多个领

域
、

多个方面
。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

从研究对象看
,

二者确有许

多重叠之处
。

但仔细来说
,

又有着不少区别
。

我认为
,

其主要区别有两个
:
其一

,

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
,

要详细研究其社会整体的诸多方面
,

而有

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只研究中国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领域
、

重

大方面 , 其二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要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和出现

的诸种具体的社会现象
、

社会间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
,

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
,

按其学科要求来说
,

则不必对这些不断发生的社会现象
、

社会间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考察
。

也就是说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要比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为深入
、

细致地

研究
、

解剖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

这两个学科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

国内尚有

不同意见
,

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及其发展规律 为 研 究 对

象
,

它在进行深入
、

具体的社会学研究的时候并不是抽象地
、

回圈吞枣式地只对它进行总体

性的研究
,

而是要深入其内部
,

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
、

研究和解剖
。

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来
,

至少应对下列的一些主要领域
、

方面及其主要状况
,

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

这就是
: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

发展过程和

现状 ,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活
,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 ,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

社会组织 ;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 ,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
、

社会问题 , 我国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控制 ;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
。

尤其应该对我国当前

社会生活中突出存在的社会现象
、

社会间题进行深入的社会学研究
。

只有对上述的这些主要

的领域和方面及其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
、

有机的联系而不是彼此孤立的研究
,

才

熊真正地体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状况及其发

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

也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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