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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借助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视角，来分析诠释中国社会思想中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通过意义的发
现。
阐明，转换，使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中，进而使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的混沌空间，在结构上清晰起来——建构起与社会运行理论同一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在内容上
具体起来——展示出历代思想家关子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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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杭生，1936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审组成员和召集人。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
2004年开始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等的项目，出版专著及国家级教材数十部，发表学术论文约300篇。
着重研究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迄今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
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
1991年10月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2009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50名之一。
江立华，1965年生，安徽歙县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国家级精品课“社会学研究方法
”负责人。
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了《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中国农民工权
益保障研究》等专著，《文化人类学》、《成功之源——对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发展经验的总结》、《
捆绑的世界一一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等译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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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括地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就是社会学理论视野中展开的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开发，
特别是应用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的分析范式，将古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那些片段的
、零散的感悟，整合在社会的协调与和谐运行的理论框架中，通过思路的梳理和理念的阐释，构建起
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关于社会动态平衡与秩序稳定的概念性图景。
也就是说，借助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视角，来分析诠释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通过意义的发现、阐明
、转换，使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中，进而使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
混沌空间，在结构上清晰起来一一建构起与社会运行理论同一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在内容上具体
起来——展示出历代思想家关于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思考和实践。
最终，社会运行理论与有关治乱盛衰内容的有机融汇，在结构与内容上产生质的飞跃，呈现出中国社
会思想史的新视野。
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新视野，我和胡翼鹏合作撰写的《社会运行、社会秩序与历代王朝的治乱盛衰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一文，有专门的论述。
本书就是力图贯彻上述新视野的一种尝试。
我们把书名定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主要与这个新视野有关。
所谓“新编”，主要的“新”就新在这个新视野上。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气度恢弘，有着令人向往的、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值得我们去发掘。
老一辈社会学家一直提倡进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因为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优秀社会思想的研究和对其进行现代社会学诠释，发掘出中国文化的概念和
特质，对于社会学的“本土化”，即建设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认为只有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才能使
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立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
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只有通过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找到中国文化的特质，才能保证从西方导
入的社会学在服务于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因为离开了民族的历史、民族的价值观和思维方
式，是不可能使学科得到真正的发展的，只能是人云亦云，照搬别人的东西。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术科学化的必然之路，其实质就是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
究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通过这种研究，穿透经验的表象，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
通过科学地反思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等的思想和文化，继承和弘扬历代优秀的社会
思想，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
题，真正使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实现自己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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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是21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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