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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孙本文先生诞生１２０周年，南京大学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２０日专门召开了“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文曾在该

研讨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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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本文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文　军１，王　琰２

（１．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２．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中国化的命题就掀起了阵阵研究热潮。孙本文作为中国社
会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在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化和组织化等方面作出了突出

贡献。本文旨在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概括和总结孙本文对第一次社会学中国化所做出的努力，并结合现今社会

学发展情况，对当今社会学中国化研究进行讨论与反思。

　　关键词：孙本文；社会学中国化；综合学派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３７－０７

　　一、“社会学中国化”议题的提出

　　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其在中国开创之初
就深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然而，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以后，面对近代中国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社

会学学科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第一代从国外学

成归来的中国社会学者逐渐意识到了构建符合中

国本土实际的社会学的重要性。于是，逐步摆脱

西方社会学的莫大影响、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便

成为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面临的一
个重要任务，社会学中国化也由此迎来其第一次

浪潮。直到现在，这一使命仍然没有完成。可以

说，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乃至“中国社会学派”已

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和中国社

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怎样才能以自己特色

的社会学知识参与到世界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并

以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本国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学人似乎从未停止过对“社会学中国

化”的思考和关注。

　　社会学界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看法主要有
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具有普遍性，即主张社

会学的中国化应该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形成

独具一格的中华民族性格。例如，吴文藻先生认

为社会学中国化须“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

终，理论符合事实，实施启发理论”，同时又必须

有“本土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

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

化”［１］。他强调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作为社会

学中国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样的社会也就

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化”［２］。社会学中国化

在台湾以及海外也曾掀起讨论热潮，美籍华人社

会学者林南教授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必须“将中国

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因为

社会学“是由持续不断的对特定群体、社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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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特征作分析及解释累积而成的”，只有

设法融合那些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的资料

于社会学内，“才能使社会学继续发展壮

大”［３］３２－３３。同样，台湾学者成露西教授视“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为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应持观点，

“西方社会文明产生的社会学，移植到中国，应在中

国生根，并创立与中国社会文明及国情相吻合的社

会学，以服务社会及社会里的民众”［４］。

　　而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将社会学的中国化视
为社会学工作和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认为社会

学并不存在中国化不中国化的问题。比如，台湾

社会学者蔡文辉认为，我们要多做以中国社会学

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工作，因为“社会学是一门

科学，应该可用来作为研究所有社会学的工作与

基础”［３］１１。另一位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对“社会

学中国化”作了更独特的解释，“本土化是本国学

者以一种移情的方式诠释外来理论的过程”，是

社会学知识在“另一个情境下被创造性的诠释、

理解与运用”，“真理只是故事，本土化也是一种

说故事的特殊编辑手法”［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社会学中国化”议题
引起的讨论愈演愈烈，然而，该议题并非在近些年

来才受到社会学者的普遍关注。早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先辈

们便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并为之付出

了卓绝的努力。

　　随着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深入，“社会学中国
化”这一议题也呼之欲出。１９２５年，社会学家许世
廉于《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

究》一文，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倡导建设“本国社会学”。随后，孙本文

明确指出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即“中国化”。

　　更具有意义的是，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
的含义进行了明确界定，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

一个“采用欧美社会学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

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

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

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的过程。以上演

讲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

的正式开展，也使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社会学

史上正式地、明确地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最早范

例［６］。此后的１０多年里，中国社会学正式步入
了本土化运动时期，而孙本文也对这场轰轰烈烈

的运动贡献了不菲之力。

　　二、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
探索

　　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之一是他对中

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该理论体系构建

的前奏工作主要集中于他早年的社会学理论研

究，即为他将西方社会学理论积极引介到中国，并

对其进行论述和评说，从而为继续探索社会学中

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年赴美留学期间，受美国文化学
派创始人乌格朋（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Ｏｇｂｕｒｎ）的巨大影
响，孙本文回国后即发表了《美国社会学现状及

其趋势》一文，对乌格朋学说进行简单介绍。对

相关学说的基本意义、对象和概念进行介绍。

１９４７年，孙本文更是出版《近代社会学发展史》一
书，对自孔德创立社会学至二战结束的期间１００
多年的社会学发展史进行介绍，被誉为“中国社

会学家自著的社会学史书籍中最有系统的一部

著作”［７］。

　　为推动西方社会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孙本
文亦付出了无数心血。他在代表著作《社会学原

理》的“附录二：社会学名词汉译表”中所列社会

学专业名词多达４６０个。至于人名部分，孙本文
不仅咨询了欧美各家意见，而且参考各种百科全

书和名人录，对将近２０００位学者加以筛选，最后
列述４３４位社会学者的生卒年月、重要著作特
点［８］６７。我们对他为社会学学科发展所付出的努

力，不能不惊叹佩服。正因为如此，孙本文得以把

西方社会学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读者面前，在中国

的学术殿堂上竖起了社会学这面大旗，也完成了

社会学中国化的前奏。

　　之后，孙本文着手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
体系［９］４４———这也是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最

大贡献。在该理论体系中，孙本文不仅形成了

“社会行为”作为核心概念，而且将自己对社会心

理学、文化社会学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囊括于该体

系中，形成了偏重于文化和心理因素研究的综合

学派。

　　第一，孙本文将“社会行为”作为其社会学理
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具有较强的中国化特色。“社

会行为”作为其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

该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孙本文中国化的社会

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他的全部理论研究大都

是以“社会行为”为出发点的。孙本文认为的社会

学就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是

和社会行为相关联的各种现象［１０］１６。

　　孙本文认为社会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以上的
人联合后的“交通”。他认为，“交通为社会行为

发生的枢纽。要之，凡是二人以上联合而互通声

气时所表现的行为就是社会行为。”［１０］５基于这一

点，孙本文从五方面对社会学研究的内容进行阐

述，称之为“五种重要问题”［１０］７。他对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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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而后，孙本文又

提出了几大问题，诸如：“社会学究竟应该确定何

种现象为研究对象？由这种对象所发生的有些什

么问题？由这些问题又演成怎样一种体系？”这

几大问题都是对社会行为研究的发展和深化［１１］。

　　孙本文对社会学体系的构建在《社会学
ＡＢＣ》一书中初步端见，在其后来著作《社会学原
理》一书里得以详细阐释。１９４４年他发表的《社
会学体系发凡》一文使其社会学理论体系得以深

化和完善。《社会学原理》作为孙氏社会学理论

体系构建的关键，极大促进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

程。“引证事实之处，凡可用本国材料，即用本国

材料”。孙本文渴望该书有利于社会学教育体制

上的中国化：“盖欲使此书成为我国人适用之

书。”［１０］２此书的出版也经过了诸多社会学学者的

阅读、意见和各种协助，如吴景超、许仕廉、陈达、

吴泽霖、潘光旦、言心哲等人，几乎囊括当时所有

知名的社会学学者。《社会学原理》受到了学人

的广泛欢迎，被认为建国前早期社会学中“最具

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专著之一”［１２］。

　　第二，孙本文作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重视
文化研究的第一人”［９］２５０，构建了中国化的文化

社会学。他将对文化的研究同中国现实问题相

结合。

　　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观点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无文化即无社会，文化是社会成立的要素，人

类活动就是文化活动，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其二

是社会的变迁说到底也只是文化的变迁，即使他

所谓的社会变迁包含文化变迁和人口变迁两部

分，然而人口变迁也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变迁的影

响；其三，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分析也是文化角度

的探讨，即孙氏在《社会问题》一书中将社会问题

之发生视为社会态度之转变，归根结底为新文化

传入过程中的文化失调［１３］１０８。

　　孙本文围绕“文化”发展的文化社会学在将
西方新兴的文化学说引进中国的基础上使之中国

化，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先河，时至文化

和知识日益重要的当今社会，也无不具有战略性

参考价值。

　　第三，孙本文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
方面也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孙氏对社会中心

理因素的重视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后，其
社会心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１９４６年出版的《社
会心理学》一书中。该书是我国当时唯一的一部

社会心理学著作，也被视为孙本文的扛鼎之作，它

“所费功力远远大于《社会学原理》，为他积累２０
多年教学和科研经验所得。”［１３］１０８－１０９孙本文的社

会心理学以个人行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为研究对

象，主要涉及的论点有三：一是孙氏的心理社会学

理论把社会行为作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发端，而

社会行为因为具有很强的心理学意味，因此，“孙

氏的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派的社会学，是

心理社会学”；二是重视态度和社会现象的关系

研究，孙本文在《社会学ＡＢＣ》和《社会问题》两书
里明言其重视态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并以态度

的转变来阐释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甚至在《社

会学原理》一书中，关于态度的解释都占了很大

篇幅；三是他社会心理学体系的建立，此体系皆体

现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之中［１３］１０８－１０９。

　　孙本文社会心理学体系的“中国化”在该书
的“应用”部分体现得尤其明显。孙氏于此部分

谈及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标准问题，认为益于社会

进步和个人幸福发展的标准才具有可行性，“今

日中国社会标准应该适合于目前中国社会所公认

的应该保存的固有的社会特点，同时应该适合于

目前世界公认的应该提倡的时代潮流。前者应该

包括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后者应该包括晚

近数世纪的世界新潮。前者是国族化，后者是现

代化。”孙本文将国族化理解为“重理性、主中庸、

重自治、崇德化”，他理解的现代化则是“重科学、

尊民主、崇法治、主团结”［１０］５３２－５４４。不难看出，孙

本文对于该标准的界定，完全出于中国传统文化

和现代文明交锋之波，也是他探寻社会学中国化

过程中的独特运用。孙本文社会心理学的中国

化，还体现在其资料应用的“中国风”特色上。

　　第四，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亦表现
为他对于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研究。其著作《现

代中国社会问题》是面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

失败到抗日战争期间所造成的国内阶级矛盾和民

族矛盾激化之下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而达成

的著作。孙本文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是将

社会学理论同中国现实问题的结合，并在此基础

上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进行探析，深刻体现了社

会学中国化的原则。

　　孙本文将社会问题定义为“共同生活或社会
进步发生障碍之问题”，其社会问题研究从社会

建设角度下的四大类进行，分别为家族问题、人口

问题、农村问题和劳资问题。这四大类问题之下

又具体化为至少４０种具体问题。比如，家族问题
包括家制问题、婚姻问题、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

等；人口问题包括教育问题、民食问题、移民问题

等；农村问题包括农村经济问题、农村组织问题和

农村教育问题等；而劳资问题则包括工资问题、女

工问题、失业问题、劳工福利问题诸多类别［１２］。

　　此外，孙本文结合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提出解
决社会问题的原则、方法和途径。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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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有八个，分别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中

心；以国家中心思想为准绳；不背离国家的既定社

会政策；估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估计问题的地方

性和时代性；估计问题的起因与影响；应治标治本

双方兼顾；应知社会问题的解决无一劳永逸之法。

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则要通过改变客观环境和主

观心理态度来适应环境需要。至于解决社会问题

的途径，孙本文认为应着重于法律、政治、教育、经

济和社会运动五方面［１４］３２２。而孙本文的社会建

设思想则体现在《社会学原理》一书的“社会建设

与社会指导”一节中，他亦撰写“社会建设”的专

题文章，主持以“战后社会建设”为会议主题的中

国社会学年会（１９４３年），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社
会部合办了《社会建设》月刊（１９４４），发挥促进当
时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并且，

孙本文对中国社会建设的方案进行了具体研究，

认为社会学者应当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

务和社会运动方面拟定社会建设的方案。

　　在孙本文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的研究中，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孙本文

的人口论点建立在中国化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

１９５７年，他发表《八亿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
一文，认为“如果我国人口增长太快太多，粮食等

生活资料的供应以及人民的就业都可能发生问

题”、“需 要 采 取 有 计 划 地 控 制 生 育 的 办

法”［１４］２２０、２２６，这是孙本文在结合多年人口问题研

究的基础上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的独特看法。此

外，建国后他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一书的

撰写，以及其晚年《论我国人口品质问题》一文的

发表，都是他切实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将社会学研

究同中国变化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表现。

　　三、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
探索

　　如上所述，孙本文具有较强中国化色彩理论
研究和应用研究，被赋予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综

合学派的集大成者”之美誉［１２］。当然，作为社会

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孙本文更为人瞩目的贡

献是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广袤大地上成长

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系列殚精竭虑的探索

实践。

　　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探索，首先体
现在他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化的贡献。正如吴文藻

所言，社会学彻底的中国化，还要“以本土眼光训

练出来独立的科学人才，还必须进行独立的科学

研究”，因此，除却竭力促进社会学理论的中国

化，孙本文还积极推动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为主

要目标的社会学学科中国化。

　　在社会学学科建立之初，学生对社会学知识
的学习都来源于社会学者对西方社会学专著的翻

译和介绍。然而，鉴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学生们

对于西方教材中的诸多实例呈“不理解”态度。

为了避免学生长期使用不合中国国情的外国教

材，孙本文先从大学教材的编写入手，发起并领衔

主编一套包括普遍社会学各方面内容的丛书《社

会学大纲》。全书涉及社会学原理、方法、历史及

各专门领域，由孙本文、吴景超、黄文山、吴泽霖等

１０余位社会学者共同编著，就社会学上各种最新
学理以及方法作了系统介绍，为中国社会学著作

中篇幅最巨之书。此外，他堪称经典的代表之作

《社会学原理》，作为高校社会学专业必修书目，

自１９３５年出版以来到建国前共版１１次，并被国
民政府列为“部定”大学标准教材，从软件设置方

面促进了高等教育中社会学学科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发展。究其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贡献，无疑使

孙本文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学普及者”［７］。

　　其次，孙本文也为社会学这门学科于中国大
地上的组织化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不懈努力。众

所周知，学科组织化建设对于学科体系建设异常

重要。要想使一门学科在陌生的国土里发芽成

长，一方面需要培养前赴后继的社会学人才，另一

方面还需通达该学科的学者，形成一个学术集体，

共同浇灌社会学这个中国大地上的新学科。

　　孙本文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
才。自他于１９２９年到南京中央大学担任社会学
教授和系主任起，孙氏始终致力于中央大学社会

学系的创办和维护。孙本文大力招揽留美、英、

法、德等国的知名社会学者，如黄文山、言心哲、游

嘉德、卫惠林等，以便集成大家，让学生学到各派

学说的特点。另外，他还在教学中开设了涉及范

围极广的课程，例如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社

会学研究方法、社会问题、统计学等，几乎包揽社

会学系应设课程的全部。孙氏如此之贡献不仅使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实力与日增强，而且使之成

为其他高校社会学系创办和发展的典范。一大批

社会学人才成长于孙氏门下，刘蕖、吴文晖、钟兆

麟和陈定闳为其中代表，这些后起之秀继承师愿，

进一步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步伐［８］６９－７０。除

此之外，孙本文对青年学生也尤为爱护。这不只

表现在他对学生日常读书报告给予亲自指导，而

且体现在他对后进的鼓励，无论老师还是学生，若

他们有关于学术方面的记撰，他也多方给予支持

并设法为之发表。毕业生请他留念签字，孙本文

总留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乐也。”这句话

表达了他对青年的鼓励和自己的教育理念［９］８９－９０。

孙本文在中国高校社会学学科体制化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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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表明他将促进社会学中国化发展的观念融入

了自己的骨血中。

　　孙本文在组建中国化的社会学组织中发挥了
引领作用。１９２８年９月，他借欢迎吴景超从美国
归来之机，邀请上海各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商谈成

立社会学组织，并于后成立东南社会学会。此举

直接推动全国性社会学组织———中国社会学社的

建立，孙本文当选为该学社正理事，在学社中发挥

了核心作用。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明确把“建设

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奋斗目标，到新中国成

立前夕，该学社共举行了９次年会，研究领域涉及
人口、家庭、社会规划等诸多方面。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
日，中国社会学社第九次年会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

会同时在南京、北平、广州、成都四地举行，南京会

场到会的普通社员１３８人，学生社员９４人，加上来
宾共三百多人，已经远远超过成立之初的７３人
［１５］１５５。而如此之大进步的取得，是和作为主要组织

者之一的孙本文所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

　　再次，孙本文为社会学中国化规划出发展蓝
图，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原则和方法。

在真正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命题后的十几年内，组

织学科不断完善，学术研究深入进行，理论和实践

的探索得以大力开展，形成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初

期成果。结合本土的社会调查、本土特色的社会

学理论体系和方法的构建以及社区研究在世界范

围内的广泛影响，无一不标志着中国社会学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整体看来，４０年代的中国
社会学所取得的成就只是为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了

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客观而言，此时的中国社会学

还存在许多西方色彩。中国社会学者普遍意识到

如此现状。针对这种状况，孙本文于１９４２年左右
写成《五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一文，系统阐述了

社会学中国化今后应从事的工作。此后，他又于

１９４８年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提出对未来
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的两点设想，作为社会学中

国化的思想原则和方法。

　　第一个设想是建立中国化的理论社会学，该
目标的实现需从三方面着手。首先是整理中国固

有的社会史料，主要是和社会学说、社会理想、社会

制度、社会运动、社会行为相关的内容；其次对中国

社会的性质进行实地研究，可以从有计划的都市和

农村调查入手，编成各种调查研究报告，了解中国

社会本质；再次是编写社会学基本用书，因为诸如

中国社会思想史、民族学、都市社会学等领域都没

有合适的大学教材，所以编辑社会学的教材为当务

之急。“从上述三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充分搜

集并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资料，再根据欧美社会学

家精密的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社会学体

系。”［１６］２７９－２８２第二个设想是建立中国化的应用社会

学。孙本文指出此项工作也需从三方面着手：一为

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二为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

业与社会行政；三为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

他认为，通过上述工作和努力才能促进社会学中国

化的发展：“以上所述各方面的努力，希望今后社会

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

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籍以促进国家

民族的向上发展”［１６］２８５－２８６。

　　这是孙本文为社会学中国化所勾画的蓝图，
即从学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角度阐明中国社会

学未来发展的努力目标。该计划的提出表明具有

强烈主题意识的“中国化”成为社会学学术界的

主题，这是社会学从西方引进中国后，至当时取得

的一大突破性进展［１５］２７０。遗憾的是，孙本文这一

深入且全面的设想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现，它最

终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第一次浪潮的余韵。然而，

社会学中国化这一悬而未决的议题并未就此终

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７０年代末的
中国大陆，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再次成为社

会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

前辈无疑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值

得借鉴的经验。

　　四、简短的总结与讨论

　　有“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中国社会学的
奠基人之一”美称的孙本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

道路上亦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人物［１７］。他对社

会学中国化不言而喻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引介西

方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上，更在

于他对中国社会学组织化、制度化和学科化建设

所作的贡献。孙本文自回国之初就致力通过著书

立说的方式让更多的国人了解了社会学，而其社

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无疑是他对社会学中国化

的最大贡献。孙氏围绕社会行为构建的综合社会

学理论体系，不仅成为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思想，

而且影响着社会学的后续发展。１９７９年，社会学
恢复重建后，一些社会学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并

作出论证。比如杨心恒、宗力所著的《社会学概

论》就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

规律的科学”。

　　孙本文对社会学在中国学科化和组织化也作
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他领导的中国社会学学社

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奋斗目标，在

加强各大学、地区联系的基础上促进了社会学学

说的传播，扩大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才队伍。

这些学术态度严肃的社会学者，为社会学教育、研

究和实地调查方面付出艰苦努力，他们留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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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调查报告、相关著作以及搜集的系列资料，都是

对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写照，对当代社会学研究

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此外，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

化的进程不仅作出了自己的探索，更是提出了未

来社会学中国化的原则和步骤，也是对今后社会

学发展主要旋律的奠定。

　　毋庸置疑，孙本文通过诸方面的努力，促进了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第一次浪潮的掀
起，然而，作为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的中国化探

索，许多不足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的实质仍然难以摆
脱西方化理论的影响。孙本文虽然通过著书立说

立志于形成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但是，他的社

会学理论体系本质上还是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框

架的，是在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社

会问题，填充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资料。调

查研究的缺失，使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对中

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大打折扣。也正因

为如此，国内许多做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都把孙

本文归纳为“学院派”的代表性人物。

　　第二，部分思想观点的片面性凸显了其社会
学理论的不足。孙本文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

行为的科学，主张从文化和心理方面对影响社会

行为的因素进行解释，这种具有较大唯心色彩的

观点忽视了经济地位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并

且，他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还极力夸大了伟人

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知不够清晰，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在建国后的学术影响力。

孙氏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力图澄清人们对于

社会学的误解，即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社会

主义是一种主张，“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客

观现象”，“科学家的态度是客观的，随事物的实

在为转移，而不是以事物来凑合主观的见解

的。”［１０］２３５孙本文以“科学”的名义不能清晰认识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导致其理论观念的片面性，虽

然保留了其作为孔德一系社会学代表的正宗地

位，却也降低了此后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影

响力［１２］。

　　自传入之初就具有“经世之学”特点的社会
学，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

以孙本文为典型代表的从事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

的学者也大都怀有“志在富民”的抱负：他们上下

求索，学以致用，不屈不挠地构建着中国的社会

学，追求着社会学的中国化，促进了２０世纪初社
会学中国化的高潮。

　　“社会学中国化”议题的讨论往往是在一定

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兴起的。从上文所述中我们

可窥近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和中国化程

度，进而引领当代中国社会学者在社会学中国化

道路上需要努力的方向：一方面，针对以往社会学

中国化过程中社会学理论实质的西方化问题，我

们关键是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和高度，提出真

正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摆脱西方社会学的话语

霸权，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应是今后中国

社会学发展的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要着力于对中国社会学全球
化问题的思考。因此，新世纪新阶段的我们，到底

以施以何种姿态、作出何种努力，中国社会学才能

以自己特色的社会学知识参与世界社会学知识体

系？这是摆在中国社会学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也许正是孙本文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对社会学中国

化的早期努力，才使我们这些后辈的社会学人在

学习社会学知识时，既没有背离社会学的共有知

识，能够使我们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同人进行基

本的交流与沟通，同时，又没有遗弃自己固有的文

化传统与中国本土情结。但是，遗憾的是，１９５２
年后经过２０多年学科发展的中断，我们在恢复重
建社会学后，似乎愈来愈忘记了中国早期社会学

家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优良传统。因此，重新学习

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充分挖掘中国社会学的早

期资源和思想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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