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学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社会学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2228660

10位ISBN编号：7302228663

出版时间：2010-9-9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阎明

页数：3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学史>>

前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
他们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
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
为了坚持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事业，有的乃至献出了生命。
然而，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所期许的那样发挥作用，甚而在特定的年代
遭到了遏止。
这种局面一直到1979年方得以结束。
　　1979年春，在北京，数十位相关人士聚在一起，多次开会讨论恢复社会学。
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出席社会学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讲话。
他指出，社会学在中国曾经遭受迫害、被禁止，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使用非常粗暴的方法，
禁止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毫无
道理的。
不能认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这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取代关于社会的各种科学，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还是要专门研究的。
生产关系既不能代替社会关系，也不能包括全部社会关系。
社会生活里的问题并不因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由有问题的社会变到了一个无问题
的社会。
对现代社会学积累的知识和方法，要认真研究，可以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应是准确的、科学的、有
限制的，不要随便下一个无限制的断语。
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了解和研究社会学。
参见《胡乔木同志在社会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打印稿），1979年3月16日。
　　胡乔木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重新为社会学确立一席之地。
他所讲的观点，在二十多年后中国社会学蓬勃发达的今天，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共识了。
然而，在那个意识形态刚刚开始“解冻”的特殊年代，尤其是对那些历经磨难、心有余悸的学者来说
，却具有极大的震撼力。
以后来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多年的袁方为例。
当袁方受邀参与恢复社会学的活动时，其家人坚决反对，并劝他说： “千万不要再惹麻烦了！
”后来全家商定，他可以参加会议，但只能听别人发言，自己不要说话。
袁方： 《要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搞资产阶级社会学——有关五七年在党领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的
一些情况》（打印稿），1979年3月15日。
是啊，这怎么能怪他们！
回想1957年，正是因为参与恢复社会学，袁方被划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改，并目睹了自己
所尊敬的师长们，为了替社会学说话，一个个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遭受折磨，有的甚至蒙冤
死去。
因此，当胡乔木让大家放心大胆地工作，说是过去那种特殊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他要为开展社会学研
究摇旗呐喊的时候，在座的人们无不感慨万千，其复杂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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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
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强国富民之路。
《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生动翔实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
展、变迁的过程，记述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
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特，是研究中国社会学史
的一部力作。
　　《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可供社会学界教师、学生和研究者阅读，也可供研究中
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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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明，1964年出生于北京市。
曾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研究生课程。
1986年赴美国留学，1993年获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1989年至1994年先后任教于纽约大学、佩斯大学及圣约翰大学。
自1994年起曾任任纽约市立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
现为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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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第一节 以群学治群第二节 学科体制建设的起点第三节 “因真理得自由而
服务”第四节 以实地调查记录社会变迁第二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第一节 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的
形成第二节 社会学学科之规模与地位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者之社会观第四节 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
的影响第三章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第一节 信仰社会调查第二节 社会研究的困难第三节 奠基石第四节 “
涓涓之水”第四章 乡村社区——社会学的实验室第一节 为谋求全体农民的幸福第二节 认识农村，改
造农村第三节 民族文化之再造第四节 求治必于乡村第五章 人口——社会的基本元素第一节 乐观？
悲观？
第二节 现代人口统计之路第三节 生活难，工作亦难第四节 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开端第六章 出山作得
许多声第一节 吴景超的为人与治学第二节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三节 中国工业化的途径第四节 从
“新经济”到“新路”第七章 乡土中国第一节 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第二节 黑暗中的探索第三节 乡
土重建第八章 人·环境·文化第一节 社会的文化基础第二节 民族的“位育”第三节 从历史到现代的
桥梁第九章 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新社会学第二节 以“阶级分析”调查农
村第三节 谋农村问题之根本解决第四节 工人运动与劳工问题第十章 社会学与社会建设第一节 社会学
者之政治观第二节 社会学与社会行政第三节 浮动的局势与人心第四节 十字路口的抉择第十一章 社会
学在新时代第一节 社会运动与社会学第二节 重新定位第三节 社会学的“改造”第十二章 “社会学在
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第一节 为社会学说话第二节 “修桥补路”第三节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人口第四节 “百家争鸣”与“
互相监督”第十三章 学术与政治第一节 根本的分歧第二节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第三节 “国家的放
火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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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约与葛学溥在上海发展社会学同时，另一位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John S.Burgess
，1883-1949），在北平推动社会服务工作，主持社会调查，并创建了后来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社会学
系之一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步济时出生于传教士家庭，1905年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毕业，去日本教了两年英文，之后
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主攻教堂历史与宗教哲学，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②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修过社会学大师季廷史的课。
季氏出生于牧师家庭，但在课堂上却激烈地批判传统教条思想，这给步济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年以后，他在美国天普大学神学院教书时，对宗教保守派也做了同样的批判。
步济时很早便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兴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论文，便是有关纽约华人的
业余生活。
③　　1909年，步济时受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Princeton-in-Peking）的委派来到中国，在北平基
督教青年会工作。
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成立于1906年，是一个志愿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介绍普大的学生或校友到北
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④而基督教青年会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与一般的教会不同的是，它着重为年轻人举办各种活动，
并开展社区服务。
例如，成立于1895年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修建体育馆、游泳池、操场，兴办职业高中、商业夜校
，组织讲演会、音乐会，设立图书馆及阅览室，开展乒乓球、保龄球、棒球、排球等运动，这些在中
国都是开创性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学史>>

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记述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展、变
迁的过程，介绍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观点
、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中国社会
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2007年），第五届胡绳青年学术
奖提名奖（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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