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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结束前后东北亚区域社会转型/亚洲研究丛书》编著者金正一等。

东北亚区域的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五国在冷战结束前后所进行的社会转型各是什么样的
？
与欧美老牌发达国家相对照，如何看待东北亚五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特点？
与中国历史文化较为相近的东北亚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本书从观察东北亚区域中、俄、朝、韩、日五国在冷战结束前后的社会转型人手，总结分析各国转型
的历史进程、经验和启示、特点和规律、遗留问题等，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域和思路，同
时对于关注东北亚地区发展的广大读者来说，本书也堪称一份详略得当的东北亚五国社会转型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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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转型略述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中文语境中“社会”一词源于
古籍，如唐代的“村闾社会”、宋代的“乡民社会”等。
“社”指土地之神，或者祭祀场所。
“会”指集会、集合。
英语中的“society”和法语中的“societe”都源于拉丁语“socius”，意思是“伙伴”。
日本学者在明治年间将英文“society”一词译为汉字“社会”。
近代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本社会学著作时直接沿袭了这一用法。
至此，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一词进人中文语境。
一般意义而言，所谓“社会”可以理解为是拥有不同发展阶段水平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体现为不同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家族、民族、社区、机构、经济体、国家等生活区域形态范畴的表达
。
　　“转型”作为一个独立的基本概念，起初是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出现的，后来才延伸到社
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基于对“社会”这一基本概念外延大小的不同解读，社会转型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内涵范畴。
从整个人类社会产生发展这一历史性范畴看，社会本身包含了所有与人有关的活动，即包含有通常所
讲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这是广义上的社会概念；从狭义上讲就是与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概念相并列的概念，通常这也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研究领域与其他学科相区分的重要
依据。
　　社会自身是一个完整系统，自身具有整合功能。
主要包括文化整合、规范整合、意见整合和功能整合等。
即社会将无数单个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调整矛盾，并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维持稳定局
面。
社会还具有交流功能，即人类社会创造了语言、文字、符号等人与人交往、沟通的工具，为人类交往
、沟通提供必要条件，从而保持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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