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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
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
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
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
只能是“根据中国”。
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
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
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
现”中国。
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
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
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
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
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
文明体。
　　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
重新发现中国”。
本卷集中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不同中国问题展开了深度研究：周晓虹《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从“中国体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改革开
放30年社会心态变迁的轨迹，并解读了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
即传统与现代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
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一文则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
代国家的三条制度变迁路径，即英国一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法国一德国一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
模式、俄国一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并根据这些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提出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
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
常向群《“个人一社会一国家三分法模型”及其案例浅析——“江镇”的消失与“庙港社区”的崛起
》一文则以一个中国社区城市化进程（从“江镇”到“庙港社区”）为个案、以“个人一社会一国家
三分法模型”为分析工具解读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
中国社会是由个体、家庭和各种不同的单位为基础网络所构成，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人情”为基础
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制度看似非民主，但内在体系的灵活性使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得以沟通
，当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关系上出现冲突时，其特定的人文环境能提供某种机制，使各方在虚虚实实
的磨合中创造出新的机遇。
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进行中国深度研究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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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二）周晓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
解读一、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态及其近代嬗变社会心态是不断演进过程中的社会的主观精神状态，因
其变动不居和现实可感而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在常见的社会科学表述中，社会心态常常与价值观相提并论，这是因为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社会心态，
都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现象或主观表征，并且广义的社会心态也常常包含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不过，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前者是社会成员用以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观点，并因
此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深蕴性；后者则是一种弥散而变动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价值观赖以形成的一
般心理基础。
长期以来，由于关注个体和小群体研究的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君临天下，导致“社会心态”一
词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基本处在边缘位置，它“并不是一个积累了很多成果的领域”。
在对社会心态研究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中，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他们都着重强调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宏
观、动态及与重大社会历史变迁的关联等特征。
比如，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
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周晓虹认为：“在那些重大的社会历
史转型时期，都会伴随着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重塑”；马广海更是直截了当地辨明：“社会心态是与特
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
我们认为，在讨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这一主题时，恪守上述核心特征不仅具有准确
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说过：“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
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
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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