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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

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客体现象所作的 种仄分
,

’

已 是 社 公学

学科存在的琴础
,

也是与其它各门社会科学相区别的推础
。

社会学的理论
,

是对复杂 社会现

象的一种系统认识
,

它是社会学学科的主体和主要标志
。

本文就我们学习
、

研究和教学的体

会
,

试图对界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原则
、

内容
,

:fJ 会学理沦的总体模式
、

仁要内容
、

特
J

从等

发表一点肤浅的见解
,

与社会学同行们商榷
。

一
、

科学界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
,

科学地界定和表述社会 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依据 一 些 铸本的科学以则
, _ _

L安 色

括
:

让会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客观的
。

社会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客体
,

必须是 让会
`
卜客 观

存在
、

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象 (客观的内容
、

客观的形式
、

客观的规律等 )
。

这

种现象客体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从根本上说不在于人们主观是否 已经认识或认识的程度

(但这不是否认在确定学科研究对象上人们的认识因素 )
,

而在于它是否客观存 在
。

J见象客体

的客观性是社会学研究对象乃至社会学学科率身的科学性的墓础
, -

一 -

一

—
一

—’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特殊的
。

社会科学是人类研究白身及社会的科学
,

其娜
一

门学

科都只是研究社会客体中的某一领域
、

某一方面
、

某一阶段
、

某一过程
、

某
一

运动形式
、

某

一规律等
,

总之是研究从某一角度所区分的某种社会现象
,

而不是社会的全部内容
。

科学研

究的区分
,

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

这就是社会科学每一门学 科 的 特 殊

性
。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客体必须具有这种特殊性
,

它研究从某一特定角度所区分的社会 中的

某种特定现象及规律
,

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能够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相区别
。

首

先
,

从认识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
,

应该肯定社会学是关于人类社会
“
横面

” 状态的科学
,

而 仁

是关于人类社会
“ 纵面 ”

状态的科学
,

其研究对象客体主要不是社会的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

(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包括对社会共同体运动
、

变迁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 )
,

因而任何从历史

的角度
,

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区分和界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

都是不妥的
。

其次
,

从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角度来看
,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客体与其它社会科学学 科 的 研 究 对 象 {
客体不能是完全等同的

,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并列的
,

否则就失去社会学作 为一种学科的

意义
。

但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客体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客体可以是部分相同或部

分乖叠的
,

从这个怠义
_

}几说它们是交叉的
。

否则就会否定人 羚社会 自身的铭体性
。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能够川理沦去表述的
。

社会学的研 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 日扮 }’叮

象
,

因而是可以 认识的现象客体
。

但是
,

这些现象客体不仅仅是 让会的个别 现 象
、

产: !山少见
`



象
、

偶然现象
,

而还有社会的一般现象
、

本质现象
、

必然现象
。

那么
,

社会学对这些现象客

体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
,

而必须是理性的
,

是必须用深刻的
、

系统的理性认识

—
理论去表述的

。

社会学研究对象客体的一般性
、

本性质
、

必然性
,

是建立社会学理论的

科学基础
,

是社会学学科研究对象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必然联系
。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客体必须是要用特定的方法来研究的
。

社会学不仅有其特殊的学科对

象客体
,

而且有其研究学科对象客体的特殊方法
。

这些特殊的研究方法与对研究对象客体的

认定直接有关
,

也是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重要区别
,

特别是对社会学对象客体与其它

社会科学对象客体相同部分进行不同研究的根本区别
。

因此
,

在确定和表述社会学研究对象

客体时
,

应尽可能包括 (简明 ) 确定和表述其对对象客体所作研究的方法上的特殊性
。

确定社会学研究对象客体的思维过程和表述方式必须是逻辑的
、

辩证的
。

社会学研究对

象的客体虽是客观存在的
,

但人们对其在主观上的认识和描述却往往存在差异
,

这种差异与

人们思维过程和表述方式直接有关
。

我们认为
,

确定和表述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过程
,

是人们

的主观意识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客体进行区分
、

比较
、

归纳
、

抽象
、

推论和表述的过程
,

其本

质上是人们的思维过程
。

这个过程必须遵循思维的形式逻辑规律和辨证逻辑的规律
,

以保证

所确认的研究对象客体的准确性
,

避免出现使对象客体 自身的不一致
,

对象客体与研究方法

的不一致
, 对象客体与理论体系的不一致等问题

。

确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是科学的
。

` 门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客

体
,

是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区分出来的特定现象
。

人们对任何现象的认识都是以一定的世界

观和方
.

法论为指导的
,

因而对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区分和确定
,

必然是以一定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根本观点和方法的
。

科学的社会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非

指某些被称为
“ 历史唯物主义

” 的教科书 ) 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观点和方法
,

在承认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承认社会 自身运动
、

变化的基础上来区分和确定其研究对象
。

这是科

学的社会学与社会学中的一切唯心主义观点的一个 重要区别
。

如果遵循上述的原则来区分
、

确定和表述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就保证了作为一门社会科

学的对象客体的科学性
,

即学科对象的客观的
、

一般的
、

本质的
、

必然的社会现象客体
; 学

科对象的特殊的现象客体和特殊的研究方法
; 确定研究对象客体的逻辑的

、

辩证的思考
、

推

论和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

社会历史的辩证法
。

二
、

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内容及意义

萝

墓于上述基本原则
,

我们认为
:

社会学是从变动的社会整体出发
,

以多种角度和多种层

次综合研究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社会整体的形式
、

模式
、

组成
、

构成
、

运动

和规律
,

及社会各方面 (或各种社会活动
、

社会关系 ) 之间相互性的科学
。

我们认为这一表

述基本上清楚地区分和确定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内容
,

表明了其意义
。

第一
,

界定 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客体
。

首先
,

社会学以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为研究的内

容
,

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是社会共 同体的物质内容
,

是客观存在的
、

可 以作为认识对象的现

象客体
。

其次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在研究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
。

社

会学研究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 (或社会共同体 )
,

是研究其存在的形式
、

总体模式
、

组成状

况
、

结构状况
、

运动形态状况这 一系列现象
`

卜的规律
,

及各种社会活动
、

社会关系 (或社会



各方面 )之问的关系
,

这是社会学区别于其它社会科学的特殊的对象客体
。

IJ少其次
,

作为社会

学研究对象客体的社会共同体的形式
、

模式
、

组织构成
、

运动
、

规律及相互性
,

是现代任何

社会共同体 (包括不同社会形态
、

不同国家
、

不同民族
、

不同地区 ) 中共同存在 的 普 遍 现

象
,

因而是社会共同体的
一

普遍的
、

本质的
、

必然的现象
,

这一对象客体是建立社会学理论体系

的客观墓础
。

最后
,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客体有其层次和结构
。

关于社会的整体—
由个人组

成社会的过程及规律
,

社会各部分构成状况及规律
,

社会整体模式的内容
,

社会结构稳定的

条件及规律
,

社会结构变动的条件及规律等 ; 关于社会的分体—
社会各部分和各方面或各

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构成状况
,

相互
卜

之间的关系及规律
,

与社会整体之间的相互 及系及

规律等
。

这种既是客观存在
、

普遍存在的现象客体
,

又是特殊内容的现象客体
,

并且有层次

结构的现象客体
,

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客体
。

第二
,

表明了社会学研究其对象客体的方法
。

社会学对其对象客体进行研究 的 墓 本方

法
: 1

.

运动地观察
、

分析
。

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看作是一个过程
,

分析其连续性
,

分析其静止

和运动状态
。

把社会看成一个不断变化的客体来研究
。

2
.

多种角度和多种层次的分析
。

包括

社会个体的角度
,

社会整体的角度
,

社会组成的角度
,

社会构成的角度
,

社 会静止的角度
,

社会运动的角度
,

社会整体层
,

社会分体层
,

等等
。

把社会看成一个多点
、

多面
、

多棱的开放

塑客体来研究
。

3
.

综合分析
。

对任何现象的研究都考虑有关的因素和条件
,

联系有关的事物和

现象
,

并对其有关因素
、

条件
、

现象及各种角度
、

各种层次的认识作综合分析
。

把社会作为

整体性的客体来研究
。

社会学这种特殊的研究方法
,

保证了对其对象客体研究的科学性
,

问

时也突出了这种研究的特点
,

表现了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相 同部分作不同研究的区别
。

第三
,

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

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首先是物质活动

和物质关系
,

这是社会的物质内容
,

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现象奋社会学以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为

研究对象客体的内容
,

这就肯定了社会的物质第一性
,

肯定了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物质观
。

承认

并把研究对象客体— 社会整体看作是一个变动体
,

即一个 自我存在
、

自我发展的矛盾体
、

运动体
,

承认这个矛盾体
、

运动体诸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注重这种相互联系所产生的影

响和因果关系
,

并用多角度
、

多层次
、

整体性
、

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去研究这个矛盾体
、

运动

体
,

这就肯定了社会学研究中的辩证法
。

这些都体现 了科学的社会学的科学世界 观 和 方 法

论
,

即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历史的辩证法
。

三
、

社会学的理论模式

社会学的理论
,

是在其学科世界观
、

方法论的指导下
,

运用学科研究方法对学科对象客体

进行研究的结论和系统表述
,

它是社会学学科的主体
。

就学科理论与学科对象的关系而论
,

我们认为建立社会学理论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

一是社会学理论的世界观
、

方法论必须与确定

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世界观
、

方法论相一致 ; 社会学理论的客观基础—
研究方法必须与确定

社会学研究对象所表述的研究方法相吻合
。

二是社会学的理论必须全面
、

完整
、

系统地表述

其研究对象客体
,

具有理论的整体性
,

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并应强调的
。

首先
,

社会学理论作为人们对社会的一种系统认识和表述
,

必须是 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

的理性的认识
,

是对研究对象客体概括
、

归纳
、

抽象
、

并 可以演绎的结论
。

其次
,

社会学理论

必须包括从不同角度
、

不同层次研究社会的结论
,

包括社会整体和社会个体的有关内弃
,

于十
-



会总体模式和社会各分体的有关内容
,

社会相对
“
静止

” 状态和运动
、

变迁状态的有关内吝
,

且具有认识和表述的层次性
、

全面性
、

综合性
、

系统性
。

再次
,

社会学理论 中关于社会整体和社

会个体的内容
、

社会总体模式与社会 各分体的内容
、

社会
“
静

”
态和

“ 动 ” 态的内容
、

不同

角度的内容
、

不间层次的内容之间
,

都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

并按一定的规律排列组合
,

〔社会学理论模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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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身的逻辑结构
,

这便形成社会学理论的逻辑整体性
。

社会学对象客体及研究方法的特

殊性
,

及其理论体系的逻辑整体性特别重要
,

它是建立科学的社会学理论模式的重要保证
。

墓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上述要求
,

我们设想了社会学理论的总体模式
。

社会学的理论分为两大部分
:

一部分是关于社会整体的总体模 式
、

组 成
、

构 成
、

规 律

— 称之本体理论 (或称基本理论 ) ; 另一部分是关于社会的各种分体的模式
、

构成
、

规律

— 称之专门理论
。

(见社会学理论模式图 )

所谓社会学本体理论
,

是由多角度
、

多层次研究社会整体而产生的一系列概念
、

范畴
、

原理
、

原则所形成的理论体系
,

主要是关于社会整体的总体理论 (当然也含关于社会分体的

内容 )
。

社会生活共 同体作为一个整体
,

它包括些什么内容呢 ? 首先
,

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组

成是 由社会个体—
社会中的个人组成

;
其次

,

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成是由各种因素
、

条件
、

方面
、

部分构成
;
再其次

,

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是以
“
静止

” 和
“

运动
”

两种状态存在和发

展
。

因此
,

关于社会整体的主体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 社会共同体组成的过程和规律

;

社会共 同体的各种构成和规律
, 社会共同体平衡

、

稳定
、

和谐和失调
、

运动
、

变化的状况及

规律
。

在整个理论的构架和描述中
,

它们具有内在联系
,

并呈现为一种递进的关系
。

所谓社会学专门理论
,

是运用本体理论的原理
,

专 门研究社会的各部分
、

各方面及其与

社会整体的关系而形成的理论体系
,

主要是关于社会分体的理论 (也含关于社会 整 体 的 内

容 )
,

它包括分支社会学 (或称分科社会学
、

部门社会学 ) 理论和具体理论
。

本体理论和专门理论的内容
、

结构
、

特点
、

功能都不同
,

在整个社会学理论中的层次
、

地位也不同
。

本体理论是社会学的基本原理
,

是最高层次的理论
,

是社会学的立场
、

观点和方

法
,

是社会学学科存在的主体内容及其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主要标志
。

专门理论是社会学的

部分原理
,

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在其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产生的较低层次

的理论
,

在认识和改造社会中更具有实践的意义
。

因此二者是相互区别的
。

但基本理论和专门

理论又是相互联系的
:

专门理论以本体理论为指导
,

研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
,

解决社会生活

的实际问题
,

如果离开本体理论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便失去了理论基础
。

本体理论指导专

门理论对社会实际的研究
,

并通过专门理论对实际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本体理论的内容
,

如果离开专门理论
,

便丧失了社会学理论的实践意义
。

本体理论和专门理论同是社会学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者相互联系
、

相互依赖
、

相互作用
,

才构成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模式
。

但

必须指出
,

本体理论是社会学理论模式体系中的主要部分
,

是社会学学科的基础 和 重 要 标

志
,

因此较之专门理论具有更重要的理论地位
。

四
、

社会学本体理论的内容
、

特点

社会学本体理论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

首先阐明其研究对象总体— 社会的含义
、

在自然

界中的位置及其功能
。

然后从三个角度阐述三方面的理论
。

(参见社会学理论模式图 )

第一方面
,

社会的个体— 个人如何组成社会的组合体—
人群生活共同体

。

刚述从社

会个体到社会组合体的条件
、

途径
、

内容
、

过程
,

社会个体的意义
,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

揭

示社会组成的过程和规律
。

主要包括
: 1

.

社会的物质内容之一的社会活动是什么
,

人的社会

活动是怎样发生的
,

社会活动的特性
,

社会活动的行为状态
,

作为社会活动的方式和过程的

社荟宜动i示舀悉蔽吞又 在荟行为不夏等石牙;社会的翻贡内琵之
二二二

的 淤l绪轰岌系是什么 , l畔穿



关系是如何产生的
,

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意义
,

各种社会形态
、

结构中社会关系 的 特 点 等
。

3
。

如何确定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社会地位

,

个人如何按社会的要求生活—
扮演社会角

色
,

社会对个人行为的要求— 理想角色
,

个人对 自身和他人行为的认识和理解—
认知角

色
,

个人行为过程的实际表现— 角色行为
,

社会角色的类型
,

人们角色行为过程中的障碍

及解决等
。

4
.

人为什么能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组成生活共同体
,

什么是人的社会化
,

社

会化的必要性及意义
,

人的社会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个人社会化的内容
、

途径和过程
,

个

人的个性发展及社会价值等
。

第二方面
,

复杂的社会整体是如何构成的
。

阐述社会生活共同体构成的各种因素
,

社会

构成状况及相互联系
,

揭示社会整体的结构状况及其规律
,

主要包括
: 1

.

人类社会在 自然界

中的位置
,

人类社会与 自然界的中介
,

社会作用于 自然环境的主体
、

形式和成果等
。

总之
,

关于人类社会与 自然界的关系
,

这是关于社会的外部结构
。

2
.

人们为何和如何组 成 生 活 群

体
,

社会群体的类型和发展趋势
,

各种社会群体的特点和功能
,

社会群体的管理等
。

总之
,

关于社会的人群组合结构
。

3
.

社会中为何存在着彼此相同和相异的活动集团
,

社会分层—划分为社会活动集团的标准和方法
,

阶级活动集团
,

各种层次活动集团
,

阶级结构 乃 至 于

整个社会分层结构
,

社会流动— 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变动和转移的客观性
、

原因
、

类

型
、

规律及意义等
。

总之
,

关于社会的活动集团结构
。

4
.

人类何时和为何形成地域生活共同

体— 社区
,

地域生活共 同体的一般结构和类型
,

农村社区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

城市社区

的特点及地位
,

都市化的途径
、

意义及趋势等
。

总之
,

关于社会的地域空间组合结构
。

5
.

社

会共同体为什么要有规范体系
,

社会规范的功能
,

不同类型 (形式 ) 社会规范的产生
、

特点

及特殊作用
,

人类认识社会规范的过程和意义
,

个人生活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等
。

总之
,

关于

社会的规范系统结构
。

6
.

什么是人们生命活动的典型方式— 社会生活 (生存 ) 方式
,

社会

生活方式的内容
、

结构和意义
,

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
、

类型
、

变革和发展的一般趋势和

规律
,

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适应与选择等
。

总之
,

关于社会的生活 (生存 ) 方式结构
。

第三方面
,

社会整体自身以何种形式存在
。

阐述社会共同体 自身存在的两种状态—
“
静

态 ” 和 “
动态

”
的客观性与相互关系

,

揭示社会 自我存在过程的规律
。

主要包括
: 1

.

什么是

社会的平衡
、

稳定
、

和谐状况— 社会秩序
,

社会秩序的规律与意义 ;达到社会相对平衡
、

稳

定
、

和谐的手段和过程— 社会控制
,

社会控制的内容
、

性质
、

特征
,

社会控制在社会管理上

的意义
,

实施社会控制的形式和工具
,

个人与社会控制的关系等
。

总之
,

关于社会的
“
常态

”

状况和规律
,

以及达到这种状态的手段和过程
。

2
.

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协调状况— 社会问

题
,

社会问题的客观性
,

社会问题的特征
、

内容
、

范围和类型
,

产生社会问题的原因
,

社会

问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以及解决措施
。

社会工作对解决社会问题和

协调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

总之
,

关于社会的
“
变态

”
状况和原因以及人们对这种

“

变态
”

的认识
。

这两个方面都是关于社会整体自身的
“
静态

” ,

即相对静止的存在形式
。

3
.

社会自

身运动— 社会变迁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

社会变迁的内容
、

范 围
、

时 间
、

速 度
、

形 式
、

特

点
、

后果
、

趋势和规律
,

社会变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现代的社会变迁等
。

总之
,

关于社会

整体自身的
“
动态状况

” ,

即社会不断运动的存在形式
。

社会学本体理论的这三个部分
,

是从三个方面分析研究社会整体的结论
,

它们之间存在

着有机的相互联系
。

社会组成是社会个体在社会结构各方面的组成
,

包括着社会 整 体 和 社

会个体的
“
静止

” 和 “ 运动
” 两种存在状态

。

在社会构成的诸方面
,

都包括着社会个体与社会



整体的关系
,

都表现着社会存在和变迁
。

社会存在的两种形态
,

是从社会个体到社会整体的变

动
,

是一定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变动
。

因此
,

这三部分的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 联 系
,

互 相 交

又
,

互相依赖
,

由此形成社会学的本体理论— 学科对社会的基本认识
。

社会学的本体理论具有这样的特点
:

第一
,

它所论述的社会组成及规律
、

社会构成及规律
、

社会存在状态及规律
,

是人类社会

共同体的一般模式和规律
。

任何社会共同体都由社会中的个人组成
; 任何社会共 同 体 都 由

各种因素
、

各种形式
、

各个部分
、

各个方面构成 ; 任何社会共同体都表现为
“
静止

” 和 “ 运

动 ” 两种状态
,

有其稳定和变化的规律
。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
、

不同的社会制度
、

不同的民族

中
,

社会组成
、

社会构成和社会存在状态虽然都有特殊的内容
、 ·

形式
,

但那只是社会一般模

式和规律的特殊表现
,

是以社会的一般模式和规律为基础的
。

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一般模式

和规律的客观性
、

必然性
,

是社会学本体理论的客观基础
。

第二
,

它对社会的主体— 人的认识和表述最全面
,

包括
: 人的社会属性的 两 种 形 态

—
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 ; 人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
、

教育
、

社交
、

家庭及衣
、

食
、

住
、

行
、

用

等各方而的社会活动
; 人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

夕

血缘的
、

地缘的
、

自然的
、

业缘的关系
,

阶级与非阶级的关系
,

先赋的和派生的关系
,

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
; 人的一

切行为

— 个人的和群体的
,

规范的和不规范的
,

正常的和非正常的
; 人体内外两部分的活

动

— 举止行为和心理反映
;

一

人的现实的社会活动
、

社会关系和发展中的社会活动
、

~

社会关

系 ; 人生存的各种群体
,

人的活动地域空间
,

人的个体形态和社会整体形态
;
等等

。

对这些

内容
、

形式和结构特征的概括
、

描述和论证
,

是社会学本体理论的墓本内容
,

是与其他社会

科学
、

人文科学学科理论相区别的基木特征
。

第三
,

它具有科学
“
实证

” 的性质
,

其概念
、

范畴
、

原理
、

规律是用科学方法 (包括观

察
、

实验
、

统计
、

模拟等实证的方法和逻辑的
、

比较的
、

历史的等思维的方法 ) 对社会客体

的归纳和抽象
,

具有科学实证的可靠性
。

可以用这些理论去观察
、

分析
、

研究复杂的社会现

象
,

并可在现实的社会 中对这些理论加以检验
。

我们认为
,

社会学本体理论的这种特殊科学

“
实证

” 性质
,

是其理论的根本意义所在
。

第四
,

它是多角度的
,

又是具有内在逻辑性的
。

其研究的出发点具有多重性
,

分析方法

具有多面性
,

因而其理论具有多系列
、

多层次的特点
。

而多系列
、

多层次的理论又有着内在

的逻辑性
,

各部分之间
、

各方面之间
,

相互联系
,

相互交叉
,

相互论证
,

相互依赖
,

形成为

一个严密的体系
。

这种相互联系的多角度
、

多层 次的
、

综合研究社会整体的特殊性
,

是社会

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特征
,

也是与其它学科理论
“
融合

”
的重要某础

。

具有
_ _

卜述特征的社会学本体理论
,

是社会学
一

与历史唯物主义
、

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它社会

科学学科的根本区别
。

关于这些区别具有许多复杂的问题
,

这里就不作专门讨论 J
’ 。

五
、

社会学专门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社会学的 专门理论
一
般分为两个方而

: 分支 (分科
、

部门 ) 社会学理论和具体理论
。

(忿

见社会学理论模式图 )

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上看
,

分支社会学大致有这样儿类
: 1

.

自然界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关系
.

如生杰宇! ;会学
,

地理社会学
,

地震社会学等
。

2
.

受 人
1

类自然规律支配的现傲
一

!
.

了铭个卞l
一

介的关

·

] 0 0
·



系
,

如老年社会学
,

妇女社会学
, 厂仁f犷社会学等

。
3

.

某种社会现象与整体社会的关系
,

如家

庭社会学
,

都市社会学
,

政治社会学等
。

4
.

概括人们对 自然
、

社会
、

思维现象的认识与社会

的关系
,

如知识社会学
,

数理社会学
,

科学社会学等
。

对这些内容的研究
,

形成各个分支社

会学理论
。

归纳论之
,

我们认为分支社会学理论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运用社会学本体理论和

方法
,

研究
_

L述某方面的内容所产生的专门理论
。

如家庭社会学
,

青年社会学等
。

另一类是

将社会学的本体理论与其他某个学科 (社会科学的学科或 自然科学的学科 ) 的基本理论结合

起来研究上述某方面的内容
,

所产生的具有学科融合特点的专门理论
。

如法律社会学
,

教育

宇上会学等
。

分支社会学理论的特点在于
,

第一
,

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分体的
,

它所阐述

的关于社会某方面
、

某领域的现象和规律
,

具有整体的性质
。

这是分支社会学与其它社会科

学学科的重要区别
。

第二
,

是从社会现象的客观实际状况来研究社会分体的
,

所阐述的原理

和规律具有极大的实用性
,

对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

搞好工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

分支社会

学总是社会学研究中最活跃
、

最丰富的部分
,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理论的实用特征
。

这也是

分支社会学与其它社会科 学学科的又 一 重要区别
。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
,

都可与相应领域的分支社会学的理论相互借鉴
,

分支社会

学理论对社会现象的具体分析和研究的具体方法
,

对于充实
、

丰富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

内容
,

加强其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具有重要作用
。

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
,

都可以相应的

分支社会学的理论作指导
,

这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事物的木质
,

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

都有重

要的帮助
。

社会学的具体理论
,

特指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
,

分析研究社会的某个现象或问题
,

所得出的对同类事物具有指
一

导意义的结论
,

包括调查报告
、

个案研究报告等
。

形成社会学的

某一个具体理论
,

必须是
:

第一
,

被研究的现象是社会普遍现象中的一个具体现象
,

这个具

体现象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

第二
,

研究过程以社会学的理论作指导
。

第三
,

研究过程主要运

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

得 出的结论可以用这些方法检验
。

第四
,

研究的结果要揭示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性
。

第五
,

研究的结论符合社会学原理
,

并用社会学的理论表述
,

而不是对事物的

简单结论
。

第六
,

研究的结论适用于被研究对象的所有同类事物
,

对这一类事物具有普遍的

指导意义
。

因此
,

并非对任何问题研究的结论
、

任何调查报告都是社会学的具体理论
。

社会学的具体理论是一种应用理论
,

对于认识社会的具体事物
,

掌握情况
,

制定计划
,

完成工作等
,

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

因此
,

社会学的具体理论是最容易被人们接受
,

并直接

被人们运用的社会学理论
。

而 几
,

社会学的具体理论还可以不断丰富
、

完善社会学的本体理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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