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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社会学的教材建设 

——在《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首发式暨研讨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我很高兴在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和大家见面，并且谈谈我为什么支持华夏出版社与北

大等社会学界同仁合作出这套译丛。 

20 多年前，我接受中央的委托来牵头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为了要建设一门学科，曾设想过

要设计这个学科的结构。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当时我把它形象地称为“五脏六腑”，即指建

立一门学科至少要包括五个部门和六门基本课程。 

这五个部门是：（1）学会组织，这是一个学科的群众性组织；（2）专业性研究机构，它应当

在社会学研究上起带头、协调的交流的作用；（3）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这是专门培养社会学工作

者的场所，只有办好教育机构，才能不断培养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的人才；（4）要有图书资料中

心，大家可以相互交换社会学方面的科研成果、调查资料，还能够查找各方面包括国外对社会学

研究有用的书籍、报刊及其他资料，因此一定要有一个信息综合、交流的场所，这方面新兴的网

络技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5）出版机构，包括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 

这五个部门是相互密切联系的，要很好地结合起来。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是两条腿：没有社

会调查，理论就没有根据；没有理论，社会调查就没有方向。上面五个部门都要用这两条腿走路。

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关于“六腑”的问题，今天在这里就不谈了。 

以上我所说的这“五脏”，现在我们都有了，并且已经初具规模，在座的诸位都在这五个部门

里工作。我们已经实现了 20 年前的一个梦，但相互沟通和交流的还不够，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发

展的要求，我寄希望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加强协作、交流。现在建立社会学的电子信息网

就非常重要了，北大的研究所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希望大家共同合作把它做好。 

学科重建时，天津人民出版社曾经承担了社会学的出版任务，为“旧著重刊”和一批新的著作

的出版做出了贡献。后来因资金不足，力量不够而不能继续，实在是很可惜。前些天他们为纪念

出版社成立 50 周年来采访我，我也回顾了这段历史。当时，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班，天津人

民出版社出版专业书籍，天津曾经是学科恢复重建时的基地之一，我希望他们能继续发挥作用。

今天，最早建立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机构的几个地方都有人出席，津京沪地区的各家都在场，广州

的中山大学和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还传来了书面意见，教育部也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支

持，出版社和编委会可以把大家的各种意见认真地综合一下，以便今后更有力地推动社会学学科

的出版工作。 

我认为出版工作中最基本的是教材建设。一个好的学校必须有好的师资，师资的培养必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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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结合的路子，光靠一本讲义是不行的。教师作研究，不断吸收新的知识，自己关于学

科的知识得以不断提高和创新，因此给教师和研究者不断地提供条件，让他们获得信息就十分重

要。而对于学生，最重要的就是教科书，概论性的课程是最重要的，也是要最好的老师来教的。

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社会学概论都是由最有名气的教授讲的，一方面是因为概论最不容易讲好，

同时，要给初学者一个开宗明义，一个好的引导，加大吸引力，把基础打好。我因为半路出家，

没有上好这一课，总感到是一个缺憾，至今还在补课。我到英国留学念博士学位时，导师用的是

另一种方式，每周师生共同进行“Anthropology Today”的研讨。“今日人类学”讲的是最前沿的东西，

学生若参与还要能跟得上才行，这种学术训练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想作为经验之谈，这两者都

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是对于本科生，另一个是针对研究生。我们现在在教学岗位上的老师尤其要

清楚这一点，不足的方面，自己要努力补上，才能教好学生。 

学科本身是一个成长的机体，它是不断生长的，我们工作在今天，但要看到明天，也不能忘

记过去。老师要给学生一个全面的看法，所以，“概论”十分重要。我们在重建社会学初期，为了

办系，要培养教师；为了给学生上课，得先培养一批人编“概论”。大家都还记得在 1980 年和 1981

年，我们办了两期短期的暑期学习班，通过杨庆堃教授借助美国匹茨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

学力量来讲课，介绍国外社会学基本课程内容。杨先生去年去世了，今年香港中文大学要举办一

个纪念活动，我在此也表示对他的悼念，感谢他对我们重建学科时的帮助。 

第一期讲习班结束以后，各大学的部分教师建议联合起来编一本《概论》，得到了教育部的

支持，让北大负责组织，要我主持编著工作。这个经过在该书的前言中，我都有详细的说明，不

在此赘述。1983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学概论》的试用本，我当时明确表示：第一，希

望试用这本教材的教师们能够真正贯彻“试用”的精神。第二，真诚地希望这本《概论》能够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并鼓励各出版社不拘一格地多出版一些社会学《概论》一类的书；第三，提出

这个试用本的修改主要有赖于社会学研究的进展，并不是修漏补缺所能了事的。最后，我们要用

切实的、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概论》的内容，并提高社会学的理论和

应用水平。 

现在我想讲的是通过这两年自己的“补课”，我重温了派克的社会学，读了他的传记，也读了

他写的《论城市》和他与布吉斯主编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引论》，我对编写概论因此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通过补课，我写了一本《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三联书店今年准备出版。

今天给大家的初稿可供参考。 

这里，我着重谈第 15 节《奠定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在这一节中，我讲到这本《引论》是

为初入大学的学生准备的，是引导他们进入这以门称为社会学的学科的基础课本，用派克自己的

话讲，“这本书不应看着是许多材料的堆积，因为它是一个体系的论述”。这个体系的论述由一系

列包括了从广大社会组织和人们生活的事实里提炼出来的社会学概念所组成。我还详细叙述了派

克是怎样编写这本教科书的，我认为这是如何写概论的一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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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引论》这本书有 14 章，除了第一章“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总论以外，其

他 13 章包括了构成一个体系的 13 个社会学概念，每一章都包括 4 个部分：（1）引论；（2）资料；

（3）研究和问题；（4）参考书目。前两个部分的目的是引出问题而不是做出答案，后两个部分

是为了进一步地启发学生的思维而提出的问题和推荐的阅读资料。为了指导一个新加入这个学术

队伍的人怎样一步步走进这个知识领地，教师需要用自己的思想成果和前人的成就去引导他们进

一步思考和讨论，逐步引出自己的思想成果，充实到这门学科中去，促进其成长。同时，在每章

的最后，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可以选为写作的论文题目，作为各章的结束。从启发性的导言开始，

到研究题目的提出，勾画出了一个学习的具体历程，也是一门学科具体的生长过程。这是派克启

发式教学的方法和开风气育人才的具体体现。这本书 1917 年开始是以讲义的形式分发使用的，

经过吸收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和报告内容，年复一年、班复一班地不断修改，在 5 年试用后于 1921

年正式出版，后又经过多次重版，历经半个世纪，到 1970 年又重版了一次。 

我把我的“补课”体会写出来，讲出来，看派克老师是如何编写教材的。他从生活中找材料，

提高到理论，并反复与群众接触，使其成果能够经历事实的考验。而我在过去并没有充分懂得它

的意义，直到这次“补课”，结合我们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才感到很有必要把这方面的体会介绍

给大家，作为推动新形势下学科进一步发展、年轻一代学者进一步努力的一项建设性工作。 

我认为一个出版社的责任，还是要在推动学科成长中起作用。譬如说我自己写作的习惯，就

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社培养出来的，从 1924 年至今已有 76 年了，写作成了我的乐事。

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不是也培养了不少著名作家吗？现在的《读书》杂志也应该开启这样

一种风气。我在英国读书时，谁要能够在 Routledge 出版一本社会科学的书，他的学术地位也就

被确立了。华夏出版社要有这样的眼光，努力取得这样的一种地位，既出了好书，还培养了学者，

又支持了学科的成长。实际上，这个学科的学术队伍也正是出版社的靠山，是互为依托的。 

今天华夏出版社与社会学者合作出版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第一批书印出来了，

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我希望能够继续出几批好书，不但做好《译丛》，将来还有出版我们自己的

教材，要出版一本好的《概论》，还要出版“六腑”中的其他基本教材，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做为书

店和出版社，不能不看经济效益，但同时要看到社会效益和科学价值。这就是我支持华夏出版社

的原因。我也希望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今后继续联合社会学各界，多做一

些组织和服务工作，使我们在出版高质量教材方面推进一步。 

我们的社会学学科还在创建过程中，我们要清醒地了解自己的定位，这个学科仍在成长，尚

不成熟。我们需要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才行。现在人还不够，队伍还

不成熟，要真正成熟起来，关键还在于要赶上时代的步伐，深入社会实际，加强研究工作，在教

学和科研、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成长。 

无论世界还是我国的社会发展变迁都十分迅速。我喜欢用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我一生经过了

“三级两跳”，从乡土时代跳到了工业化（机械化）时代，现在工业化尚未坐稳，信息时代已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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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我做了些研究，写了些文章，主要是在“第一跳”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过不少挫折，我研

究过小城镇问题、中等城市问题，后来进入了区域发展的研究。但再“跳”到信息时代，我已经没

有条件研究了。而你们要去“跳”，要去研究。工业化这一段发展很快，而信息化表现为电子化甚

至光子化，会更快一些，因此，我国的社会变迁之巨大和迅速，让社会学家紧跟时代的步伐成为

很不容易的事。你们这一代比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大，任务更重，但不能不跟上去，否则是要被淘

汰的。我指的是我们人类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能解释这种变化，知道它如何变化和走到哪里去，

这应该是社会学者的任务和责任。目前有些学术领域已经在研究太空了，将来还会进入太空时代，

做太空时代的文章可能是第三代人的事情了，你们作为社会学重建以来的下一批学术骨干，这第

二跳如何去跳，是很值得认真探讨的。 

我最后还想说点老话，也是老人的话。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大家可以放开手努力去做，

要做事，可以研究的领域太多了，要认真踏实地去做。团结起来，携手共进，要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为了学科的发展而共同努力。当然，这不等于没有竞争，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里，不竞争也

就不会有进步和发展。 

科学工作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国家以至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有一条缰绳—

—事业的缰绳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同时也要发挥个人的长处，不要埋没人才。但最终，事业是大

家的，是人民的，这也不只是为了社会学这个学科，而是为了现代化，这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正

如我在 1982 年已经讲过的，希望大家投身进去，成功也许不在我们这一代人，但可以做一种科

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先驱者。 

                                                                                                                            

2000 年 7 月 4 日 

 

*************************************************************************************** 

 

社会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 

 

本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社会学快速发展，并且出现了下述比

较明显的发展趋向： 

 

社会学理论在反思与重建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 

社会学的发展使它们越来越远离形而上学的庞大体系，也基本上放弃了如孔德、斯宾塞、帕

森斯那样试图构建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的努力。社会在各个层次上的快速成长、变迁与重组，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