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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进这个集子的大部分文字，是我从教学岗位退下来以后在报刊和参加学术会议发表的文章。
朋友们曾善意地提出，“当下，谁还会看你的文章？
！
”答日：“留给自己看。
”离休后的20年间，与其说是对社会学这门新兴科学的执著追求，不如说是追随费老开创的脚踏实地
，立足国情，“从实求知”的学术风格和足迹，坚持每年至少有一个月时间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以平民心态，倾听百姓声音，追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城乡社会变迁轨迹，捕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城市化、小城镇建设、社区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青少年健康成长、人口老龄化以及婚姻家庭等热
点问题，从社会学视角探索新思路。
时不时地发些议论，发表些文章，是耶，非耶，是对还是错？
现在把它编辑成册集结出版，注明原出版单位和时间，文字一般不作改动，真实地反映作者当时的认
知水平和研究状况。
用句网上时髦的话说，拿出晒一晒。
八十三叟静下心来，杯茶品茗，自我“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反身而诚”岂非人生一大快事
。
过滤万千尘世浮华，留下一份耕耘回甘。
　　把《追逐第二个春光》几篇散文编入文集作为代序，无非是表露一个老人追随中国社会学30年重
建蹒跚学步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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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与人”的社会学叙事》以平民心态，倾听百姓声音，追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城乡社会
变迁轨迹，捕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城市化、小城镇建设、社区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青少年健康
成长、人口老龄化以及婚姻家庭等热点问题，从社会学视角探索新思路。
时不时地发些议论，发表些文章，是耶，非耶，是对还是错？
现在把它编辑成册集结出版，注明原出版单位和时间，文字一般不作改动，真实地反映作者当时的认
知水平和研究状况。
用句网上时髦的话说，拿出晒一晒。
八十三叟静下心来，杯茶品茗，自我“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反身而诚”岂非人生一大快事
。
过滤万千尘世浮华，留下一份耕耘回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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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中权，曾用名肖柳，1928年3月19日（农历二月初二），出生于辽宁省义县巨粮屯乡西海粮屯村
，满族。
1946年9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锦铁马云飞地下党支部”），1948年11月至1950年5月，就读于国立
长白师范学院语文系（北平），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长春）。
　　1949年3月～1950年5月于东北大学（长春）三部三班参加思想政治学习。
　　1950年5月～1958年8月，任东北师范大学教学研究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助教，马列主义业余大
学（教职员）办公室主任，中共长春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
　　1958年9月～1979年10月，吉林日报长春记者站站长、吉林省七O油田政治部副主任、吉林石油报
副社长总编辑。
　　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学科后，在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王康教授的指引下，参与中国社会学
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1981年5～7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费孝通先生主办第2期社会学讲习班学习，发表《为创建
中国的社会学而努力》论文，提出“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点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社会学的中
国学派，乃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任重而道远。
”（上海《社会》1981年创刊号）。
1982年5月，筹建吉林省社会学学会，当选为副会长，秘书长。
　　1979年11月～1988年8月，任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副主任、社会学讲师，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城
市社会工程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1988年9月，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及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2003年3月至今，任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和地方社会科学基金及软科学资助重点课题：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海
口卷（1989～1992）、关于大连未来城市形态研究（1993～1994）、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研究（1999
～2000）、辽宁省城市化与小城镇建设研究（1998）当前城镇社区建设几个热点问题研究（2007）、
大连城镇空巢老人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研究（2006～2007）等多个项目。
相继获辽宁省社会科学省级优秀论文一等奖、省“五个一”工程奖（集体）等十多项奖励。
1998年3月，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授予“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称号与奖励。
2003年获大连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咨询先进个人”称号。
　　兼职：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特邀理事（2000年6月至今），中国社会学学会第一届理
事会理事（1982～1985年），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会委员，大连市老年学学会理事，东北
财经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博士生论文导师（1996～1998年），大连市社
会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著述：《简明妇女儿童百科词典》（主编），《中外城市知识辞典》（“城市社会”分主编），
《中国国情丛书·海口卷》（第一副主编），《文明城市论》（编委，第九章撰稿），《向社会福祉
跨越——中国老年社会福祉研究的新视角》（主编），《居住福祉学的理论构筑》（作者在日本福祉
大学的演讲，译成日文，2007年7月由日本东信堂出版）。
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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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晨报》记者专访／252洋节吸引年轻人令人忧——《半岛晨报》记者专访／255新节日可能诞生
新符号——《半岛晨报》记者访谈／257穷富分区的膨胀不利于社会稳定——《半岛晨报》记者访谈
／260弃考现象并非“新读书无用论”——《半岛晨报》记者访谈／264大连城市发展资源依赖性强带
动物价——《半岛晨报》记者访谈／268“虐猫事件”引发的社会学思考——《半岛晨报》记者专访
／269网络的“超社会性”是造就“虚拟勇士”的原因?——《半岛晨报》记者访谈／273关于家庭暴力
的一次谈话——《半岛晨报》记者专访／280“张生”遇假红娘鹊桥会上频中招——《半岛晨报》记者
访谈／281创建“学习型家庭”：二十一世纪的“家庭革命”——《半岛晨报》记者专访／283白领生
活圈流行“鸳鸯名片”——《半岛晨报》记者访谈／287义工，弘扬社会大爱！
——《半岛晨报》记者专访／289公益风景线市民合力建——《半岛晨报》记者访谈／290大连能否领
军新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半岛晨报》“场外达沃斯”栏目记者访谈／294“割肝救母”堪称“新二
十四孝”——《半岛晨报》记者专访／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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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以说“居家养老”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对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或养老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的一
次飞跃。
正如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张文范先生所说，居家养老的含义主要在于整个养老机制的转变，它不同于以
往的“家庭养老”，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同时，它也是社会经济充分发展条件下
的必然产物。
　　我们知道，划分养老模式的标准不在于具体的养老地点和形式而在于养老支持力（经济供养、生
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来源。
另外，根据社会学的定义，“家”和“家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家只是一个空间概念，指的是一个住所范围内的一个群体或者个人，而家庭却是指由血缘和婚姻关系
联结起来的人群共同体。
在明确了养老模式的划分标准和正确区分出家与家庭两个概念后，就不难看出居家养老与家庭养老之
间的区别。
家庭养老是指由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形成的共同生活的群体中的家庭成员来担负对老人的经济供养、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责任和义务。
居家养老中的“家”指的是一种养老载体，它与建立在家庭经济基础上的家庭养老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一概念是由先期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在自身的实践中率先提出的。
这些国家大多是欧美一些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基础比较雄厚，他们在解决人口老龄化
问题特别是老年人的照料问题时，大多是采取对老年人进行集中供养的方式，建立敬老院、老年公寓
、护理院和托老所等，把那些在家生活有困难的老年人都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照料。
这种照料方式虽然设施完善、照料周到，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一些弊端却不断显现。
为克服集中机构养老所产生的缺陷，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提出了“回到家庭中去”的口号。
当然他们并不是指要回到家庭养老的模式中去，而是要回到老年人所居住的“家”中养老，其实质是
提倡一种“居家养老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这种养老方式下，老年人可以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住所和环境中，政府可以不必花过多的资金建设
集中的养老机构和设施，只是在老年人所生活的社区范围内实行各种上门服务，为老年人提供购物、
清扫、护理等日常的生活照料。
这里的“家”与家庭养老中的“家”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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