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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年5月，国家教委教学体系改革评审会在杭州大学召开，在“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
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我承担了社会学的一个子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
究”，为期三年。
该子课题计划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展开，也可以说是分别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
面”与“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方面”。
历史方面已有两项成果：一项是教科书，即本书《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另一项是早些时候由党建读
物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又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前瞻》。
理论方面，我们着重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现在正在进行之
中。
　　关于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为什么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前言”中作了说
明：　　1997年7月间，党建读物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丛书”，其
中一本原题为《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展望》的书，邀请我承担。
该书不仅要讲学科的历史，而且要讲学科的学理，不仅要讲学科的研究史，而且要讲学科的教学史。
它要求在1998年底完成。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对题的机会：把从社会学发展历史实际中抽象出来的观点，反过来作为主要框架
和线索，来具体地较为全面地整理、安排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结果我们发现这样不仅比较符
合逻辑，而且比较符合实际。
当然，是不是如此，我们自己说了不算，还要由读者自己来判断。
　　这本书之所以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是我们认识到，向作为执政党的5000多万党员这个巨大的
社会群体普及社会学基本知识的重要性，以及执政党的中高级干部了解社会学知识和历史的必要性。
在当前中国社会，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认识上仍然存在着一个定位问题。
我曾多次论证，社会学是一门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正在迅速发展的、在我国有特殊经历的
新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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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人社会运行论和社会学两大系的新视角，对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次新的整理和概括，
分上、下两编。
本书可作为高校社会学专业教材，也可供其他人文社科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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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中国社会学史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节中国社会学史中的“史”、“论”关系与分期
问题　　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人中国，在中国立足、发
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历史。
　　中国社会学史，是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理论本身，而且还以其在中
国的曲折历程，为我们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它也是社会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必要
的构成部分。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史”、“论”关系　　顾名思义，中国社会学史毫无疑问是“史”，但它与社会学理论，
即“论”有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史；对社会学的不同理解，就决定对中国社会
学史的不同写法。
当然，这里的社会学理论必须是一种从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事实和相关的思想中来的，又能回到
这种历史之中去，即成为一种能够贯彻到“史”中去的“论”。
反过来说，不与“史”结合的“论”，是没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也是没有中国特色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真正称得上是社会学理论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必须是“史”与“论”互动的，至
少或首先必须与属于本领域的两个“史”——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相结合。
其次，还需与本领域相关的中国社会史等相结合。
因此，对中国社会学史来说，“论”与“史”的结合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中国社会学在立足本国现实
、借鉴国外社会学的同时，还必须弘扬本国的优秀传统，重视本国的学术历史。
　　“论”与“史”的结合，并不只限于中国社会学史，现在，“论”与“史”的结合，逻辑与历史
的结合，越来越成为学科史编写、甚至是某些通史编写的趋势和要求。
编写一本符合这一趋势和要求的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这是一种新的难度很大的工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本书定名为《中国社会学史新编》，最主要的就是表明它是这样一种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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