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

衷 阳

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是困难的
。

戊者反过来说
,

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
、

马

翘群嚣蒸翼黯器笋豁裔融
种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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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犯了两个认识论上的错误
。

第一个错误是片面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

历史堆物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历史学说的一个

重要特征
,

就在于它贯穿着一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
,

不是纯粹思辩的产物
,

而是在大

量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科学综合
,

并且不断在实践和运用中发展着
。

因此
,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

一个点
,

而是一条线
,

不应只被理解为它的结论形式
,

理解为几条孤立的一鲤厚理和些全纂
本范畴

,

而应该看作是一个产生和发展着的历史流程
。

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为纯哲学理

论
,

把这个理论由此产生和发展的一系列具体经验研究抽出去
,

而看成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

的单独的社会学
,

恰好是去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 一个基本前提

”
和

“
一个重要部分

” 。

这

样理解厉史唯物主义是不完善的
,

割裂了访史唯物主义这块整纲
。

第二个错误是从外延上寻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
。

马克思说过
, “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

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
,

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 。

①科学的认识就在于透过事

物纷繁复杂的外部表现形式揭示其本质
。

在定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时
,

如果限于罗列出 《工

人调查表》
、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

体育问题
、

卫生问题
、

青年问题等等
,

这便是在概

念的外延上打转
,

是局限于从外延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
,

外延只是对事物外部表现

形式的反映
,

而
“
如果没有概念内涵的本质要素

,

那么概念就不能把握和反映自己的对象
。 ”
因

此
,

必须同时从内涵和外延入手
,

才可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
,

揭示出它的本质
。

囿于西方社会学传统
,

按西方实施社会学的特殊性来认识我们的研究任务是不妥的
。

在

西方
,

社会学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是一个恒值
,

它因人
、

因时
、

因地而异
,

随研究对象的不断

变化而变化
。

因此
,

我们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时
,

不必寄希望于尾随在西方学者后

面等待一个满意的结论
。

但有一点可以首先肯定
,

即无一例外
,

每一个社会学家
,

每一种社会

学流派
,

都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
,

以阐明自己的社会观为 目的
。

所以
,

在一般意义上
,

把社会

学看成关于社会观的学间
,

看成关于社会的学说
,

是能够统一的
。

在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

可以视之为社会学
。

第一
,

它提供了一幅社会总体结构及其产生和发展

概貌的图画
,
第二

,

它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动力—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

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经典描述时指出
: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

便和它们向来

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
,

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

① 马克思
: 《资本论》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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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梗桔
。

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

来了
。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

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
” 。

① 第

三
,

它揭示了社会主体即人的作用—
虽然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一样

,

是一个自然历史

过程
,

但与自然界的发展不同
,

社会发展有着人的活动的参与
,

并且抱有一定的 目的
,

具有

意识活动
。

概而言之
,

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运动形式 的研究是以对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为根本
,

是

致力于现实各领域的考察
,

是在存在中得出历史演变的基点
,

是从唯物辩证法哲学认识论的

高度分析
、

归纳
、

综合
、

概括经验研究的成果
,

上升为科学理论
,

揭示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

发展规律
。

因此
,

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社会的
,

又是历史的 , 研究过程既有具体社会形态的考

查
,

又有一般历史过程的描述
,

既有经验材料的收集
,

又有理论总结的升华
,

是同时包容着

感性的诗意和理性的光辉的有机统一体
。

将它视为社会学理论是恰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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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应用研究的含义

李 建 勇

我给社会学应用研究定义为
:

它是关于用社会学的原理
、

方法或视野来研究社会生活和

社会关系
,

以谋社会的改造和进步
,

从而丰富和发展社会学学科的一种科学研究
。

这里讲了五层含义
,

即社会学应用研究的性质
、

内容
、

目的
、

结果和特点
。

1
。

杜会学应用研究的性质
:

首先
,

杜会学的应用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
,

而不是一门学科
,

它没有自己专门的理论体

系和专门的研究对象
,

它只是` 种用社会学的原理
、

方法或视野来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

的应用科学研究
。

其二
,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是属 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研究
,

它们有着 如下 的 区

别
:

① 研究 目的上的不同
:
理论研究着重从理论上总结社会生活中普遍性的经验

,

对社会

现象取得某种根本性的或因果关系的解释
。

而应用研究着重把社会学的原理和知识应用到解

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间题
,

它更关心的是如何达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的目的
。

一

② 研究功能上的区别
: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只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功能

,

它帮助人们

了解
、

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
,

但它对社会生活不发生直接的影响 ; 而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则具

有对社会生活的操作功能
,

它对社会的改造及推动社会的进步起直接的指导和参予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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