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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丛书序言】 

《社会学精品原版教材系列》序言1 

 

费孝通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人在哲学、历史、伦理、文学、天文、

算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但是到了

近代却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方面长期闭关自守，裹足不前，最后古老的中国

终于败在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之下。 

被一连串失败震动了的中国人，开始仿造西方国家开办新式学校，讲授各种西方

的学科知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医学、工程学等开

始进入中国学校的讲堂，这些变化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与世界接轨的时代，

改变了中国的教育体系，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当世界进入 21 世纪之后，各国之间依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对于中国来说，我们

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近代史上的任何时期。当年落后的中国

败于“鸦片战争”、败于“甲午海战”，当年内部分裂的中国在日寇进攻下一度失去了

半壁江山，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国人团结起来了，在

政治上站起来了，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在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经济建设等不少方面

仍然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 

要想让中国人真正站起来，就必须使中国人在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赶上西方发

达国家。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纲领。一个国家如果没

有真正发达先进的教育，也就不可能具有高素质的国民，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

不可能缔造先进强大的经济。当代财富的增殖主要来自于技术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来

自于基础科学的创新，基础科学的创新人才来自于我们的学校教育。一个真正强大的

国家，不仅要有先进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也必须要发展出先进的人文学科和社会

科学。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把社会的基本结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研究清楚，不培

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国民，我们怎么去组织和管理这个社会包括它的经济活动呢？ 

社会学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在社会形态下的人如何思想

和行动，最早被严复翻译成“群学”，因为它研究的不是作为生物体的人，而是生活

在社会之中并与其他人保持密切交往的人。社会学一方面教给人们如何去理解社会变
                                                        
1 本文为费孝通教授为外研社编辑出版的《社会学精品原版教材系列》所写的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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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规律、学习认识社会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在教导人应当如何在社会中生活，

应当如何做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这两点是很强调的，儒家首先讲的就是“修身齐

家”，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几千年发展出来的一个

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中凡是好的东西，仍然要继承下去，比如中国的“和而不同”

的思想，对于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共处，就是很有价值的思路。中

国人在几千年里的族群交流、文明碰撞中能够发展出来今天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族群

繁多、文化多元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有它的道理的，根

子就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中国必须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与各国做生意，所以必须了解

西方社会和它们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学术体系，需要了解它们的社会研究方法与

理论，了解它们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系统性知识。可惜的是，建国后这个学科曾经一

度被取消，随着 70 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中央又决定在我国重建社会

学。20 多年过去了，应当说我们在恢复这个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做出了不少

成绩，使得这个一度被社会遗忘的学科，再次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要看到这个学

科仍然不够成熟，各个学校的发展也不平衡，在许多方面还需要继续“补课”，需要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需要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同时需要组织一批密切结合我国社

会变迁发展的研究课题，组织出版相应的研究成果。 

要想使中国的社会学发展起来，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继续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

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二是脚踏实地地在中国做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国

情，验证各种社会学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适用性，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做好了

这两件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就有可能借鉴国外的知识，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现象，在

分析中努力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命题与理论，再经过跨国比较研究，使这些从中国社会

提炼出来的知识变成世界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些年来，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的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与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这

使得我们的学习与研究的速度也不得不加快。以自然科学为例，现在世界上最新的前

沿命题与研究成果都及时刊登在英文的学术期刊上，只有在大学本科期间就使用国外

英文教科书来学习基础物理、基础化学、基础生物学等课程的学生，才可能通过学习

来熟练地掌握相关的英文术语和表达方式，也才有可能在研究生阶段比较熟练地阅读

这些学科的英文期刊，在研究生毕业后才有可能迅速接近世界学术前沿。也正是看到

了这一点，教育部在积极推动我国大学课程的英语授课。 

在使用英文教科书方面，我国文科的紧迫性也许不如自然科学，但是同样也需要

提到日程上来。前几年为了补充国内教材的不足，我们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组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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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已经先后出版了十几本国外的教材，总的来说反响

是好的。现在外国语言与文学研究出版社（外研社）愿意组织出版一批英文原版的社

会学教科书，这同样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国有一些本科生或研究生能够通过阅读这些

英文原版教材来学习社会学，这无疑为他们阅读英文社会学杂志搭了一座桥，我想这

对于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建设与对外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这样来看，社会学这个学科未来的教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国内学者借鉴西

方知识体系同时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撰写的教材，二是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教科书，三是

英文原版教科书。在本科生学习期间，以第一部分为主，后两部分为辅。到了研究生

学习期间，再进一步增加对中文和英文的研究专著、学术期刊的阅读。这样中西结合、

互相补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促进比

较分析，提高学生独立判断与思考的能力。这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

于中国社会学的对外交流，必将有所促进。我国派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的学生，在国

外的大学里主要也是在读这些书，如果我们大学里的图书馆能够订购到系统和丰富的

英文教科书和学术期刊，就可以至少在阅读材料方面为我们的学生们提供一个较好的

条件。 

当然，在历史上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传统文化，今天在现代化进程里中国也

有自己的具体国情，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观点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是需要检验

才可以证实的。但是我们在 21 世纪的今天，必须放眼世界，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

社会科学的知识发展方面都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了解国外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成

果，也就是了解其他国家是在以什么样的思路来分析和理解中国。 

21 世纪决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发展大势，它增进了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国家利益的相互碰撞中、在不同文化

的相互碰撞中也隐藏着矛盾与冲突，甚至会出现局部的战争。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中华

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发展历史，也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

和行为规范，逐步在中外社会、中外社会学思想的比较中更加深刻地认识自身与他人，

真正做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我想这应当是中国社会学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拓展眼界，虚怀若谷，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脚踏实地

把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做好，使社会学为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它不可替代的贡

献。                                                     

（2003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