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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课程建设与实际教学的需要，对《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进行了精
心的改写和简化，压缩了篇幅和内容，使结构安排合理精练。
同原书相比，精编版缩减了一半篇幅，但充分保留了《社会学概论新修》的基本特色——以社会运行
论为主线，以社会转型论为视角，贯彻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的导向，注意吸收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反映中国社会变化的实际。
    根据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本书在有限的篇幅内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如“社会建设”、“社会网络”，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介绍，等等。
    本书更具有通用性、普及性，更加适合非社会学专业的教学及各界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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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专门的具体社会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我们把这个定义代表的观点称为"社会运行论"。
社会学的一个特点是它研究别的社会科学都涉及但不做专门研究的问题，即"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的条件和机制"。
　　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
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和联系，规定了这门学科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
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
　一、社会学对象的历史时代根据　社会学在20世纪30-40年代产生，决定性的因素是时代实践的要求
。
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样，“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
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①因此，揭示社会学独特对象的根本途径，就是要说明这个决定社会学产生的时代的需要。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指出了给社会学下定义的三条途径——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
验的途径（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什么）②，只有与这些根本途径联系起
来，才能是深刻的。
　　要说明决定社会学产生的时代需要，离不开说明西欧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变化，
也离不开说明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正是这些社会变化和社会后果，使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即如何实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避
免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问题，突出出来了。
　　在近代西方社会的变革历史中，最核心的事件是18-19世纪的两次大革命。
一次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思想大革命，到20世纪30-40年代，资产阶
级革命已在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
另一次是18世纪在英国开始，19世纪扩展到整个西欧和美国的产业革命。
这两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和后果，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社会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两大革命的巨大作用在于，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
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它们推动了自由竞争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代替了“
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和统治。
它们引起了观念的变化：金钱关系、金钱至上的观念代替了宗法等级观念，“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
值”。
它们造成了一个急剧变化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而与千百年沉睡的慢节奏的传统社会不同：“生产的不
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
的地方。
”作为上述变化突出表现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对社会学的产生有
着直接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性的王国”，
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反却越来越暴露出这一社会的许多弊病、祸害和恶性循
环：作为社会瘟疫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作为贫富悬殊标志的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并存；从劳资对
立到工人怠工、罢工、破坏机器乃至起义；从大鱼吃小鱼到企业破产、倒闭；从童工的使用到工人丧
失劳动能力后的悲惨处境；从失业大军的形成到犯罪率的提高；一边是"生产过剩"，很大一部分粮食
和其他制成品被销毁，另一边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饥寒交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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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障碍和不协调，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良性运行和
协调发展的问题。
如回答能，则有一个如何达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如回答不能，则又有一个如何解决、出路
何在的问题。
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根据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
主要代表特别是圣西门的思想，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推翻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立场上，着眼于社会革
命，来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采用"社会学"这个术语，而把自己的学说叫做唯物史观，但并不影响问题的
实质。
　　作为时代的实践要求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就是这
样提出来的。
“创始人说了什么”，由上可知就是他们所提出的争取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避免社会恶性循环
和畸形发展的问题。
“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也没有脱离这个根本点。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越来越复杂、越分越细微，系统里有小系统，部门里有小部门，因此社会
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
至于“理性的指示是什么”，当然也应当这样来理解。
　　同任何新学说、新思潮的产生一样，社会学的形成首先也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虽然它的
根源深藏在社会经济的事实之中。
这是恩格斯在分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时提供的方法论原则。
社会学的思想源泉主要来自于：　　第一，历代思想家在其哲学、政治和伦理观点中所包含的社会思
想。
例如，孔德不仅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等人的影响，而且还直接从孟德斯鸠关于历史和社
会现象的决定论和孔多塞关于人类理性进步的必要阶段论中引出他关于人类知识、关于政治形式以及
关于社会类型的各个三阶段论。
在中国，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为“群学”，就是受到苟子关于“人生不能无群”等思想的启示。
　　第二，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
，以傅立叶和圣西门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当然也是其社会学
的思想来源。
西方社会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思潮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以及社会科学历史学派的影响。
韦伯的社会学既受德国人文科学观点、又受英法实证主义的影响。
　　第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成就。
细胞、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生物进化三大发现，既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也促进了孔
德、斯宾塞等人为代表的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发展和
盛行。
　　第四，从17世纪在英国发源至19世纪的早期社会统计调查和定量分析，既为社会学积累了有关人
口、商业、男女性别比、自杀率等经验观察材料，也为形成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特别是为社会学
成为一门不同于过去思辨的社会哲学的实证社会科学起了推动作用。
涂尔干的《论自杀》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二、社会学对象的现实社会根据如果结合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实
际，就能够把社会学的对象问题说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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