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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

体系。中国社会学自从由西方引入之日起，就面临着主体性危机和本土

化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是几代中国社会学人的梦想，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门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认识社

会的方式方法决定着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并直接关系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成效。加快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着力提升中国社会

学的方法自觉。 

中国社会学的方法危机与方法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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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余年发展，尤其是恢复重建以来 40 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社会

学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基础学科，并提出了小城镇理论、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社会建设论

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尚未建构起来，突出表现为我们在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框架、概念工具、

研究方法等大都来自西方，与中国自身实践存在隔膜。这导致中国社会

学面临双重“失语”危机：一方面是在世界社会学领域中“失语”，即

在国际学术界缺乏话语权和平等对话能力。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现实时

“失语”，即缺乏对巨大时代变革和伟大创新实践的理论概括能力和前

瞻引领能力。 

中国社会学的诞生主要来源于对西方社会学的知识移植。费孝通晚

年曾回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学课堂上，不仅所有的教材和参

考资料都来自西方，就连“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

纪念的大事”，因为“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

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后来，在诸多社会学家共同努力下，

社会学中国化取得了一定成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社区学派、乡

村建设学派、学院派等初具规模的学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本土化

探索较为短暂。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又开启了对西方社会学

特别是美国社会学更大规模的移植。通过这种密集的“知识引进运动”，

中国社会学快速完成了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但也不可避免地建



立起对西方社会学的依附关系。尽管从一开始，就有社会学家呼吁并致

力于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但要打破西方社会学的话语霸权尚任重道远。 

中国社会学对于西方社会学的依附，表面上体现为理论、概念、话

语等方面，但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方法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

面：一是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不少研究停留于对西方社会学研究技术

的机械套用，热衷于“技术至上”而罔顾技术背后的“人心”与“社会”，

陷于渠敬东所说的“方法主义”泥潭，研究成果从形式上看很规范甚至

很前沿，但无法触及真实的中国社会，甚至对现实产生误导。二是在方

法论层面，不少研究简单套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沉溺于运用西方

的理论视角来解读中国实践，或者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中寻找问题，

常常在别人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中走不出来，而缺乏自身的主体性，

号称中国研究而“中国”缺位，无法形成基于中国特色制度与实践、文

化与民情的理论概括。 

正是这些方法层面的问题，使得中国社会学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和

方法均受西方社会学支配。要改变中国社会学的弱势地位，使其获得与

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和回应时代巨变的能力，迫切需要提升方法自觉，

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所谓社会学的方法自觉，借鉴费

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定义，是指社会学研究者要对自己在研究中所运用的

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有“自知之明”并保持强烈的反思意识，明白它们的

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反思其在中国语境中的适



用性，并立足中国实际探索更好地从社会学视角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

国问题的路径。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与价值追求 

提升社会学的方法自觉，首先要对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反思。科

学性与价值性之争几乎贯穿社会学发展始终，也形成了实证主义社会学

与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分野。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主要引进的

是以定量分析和微观研究见长的美国传统和风格的社会学，尤为强调科

学性。这对于快速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至关重要，但也相当程度地忽

视了社会学价值性的一面，甚至不少研究在“价值中立”口号下刻意排

除价值追求，出现了“只见社会不见人”“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

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等突出问题。费孝通在晚年时曾对

这一问题做出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拓展社会学的传统边界”命题。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社会学不应忽视价值性。缺乏价值追求，

社会学就会丧失把握社会脉动的视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从根本上

看，科学性和价值性是社会学的一体两面，两者统一的基础就在于社会

学的另外一重属性，即实践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作为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实践性是其根本属性。而实践是一个

理性与感性、客观与主观、结构与行动多重交织、相互作用的过程。社

会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统一于实践性之中。社会学只要真正立足于社会



实践所提出的重大命题、探寻社会实践背后的深层逻辑，就必然要兼顾

科学性和价值性两个维度。 

中国学术素有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的传统和价值追求。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世所罕见，对

人类认知提出了巨大挑战，中国社会学的根本责任是回应这种历史巨变，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伟业。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扩展视野，以中国为观

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构建理论，而不是从西方社会学理论出发提出问题、验证假

设。此外，强调社会学的实践属性，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应该是“迈

向人民的社会学”，要关心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致力于提升人民福祉，

而不能远离社会、脱离百姓，沦为少数精英孤芳自赏、炫耀技巧或卖弄

学识的智力游戏。 

在正确处理三种关系中提升社会学的方法自觉 

自引进以来，中国社会学始终面临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

与实践三重张力，郑杭生曾将其概括为中西、古今、理实三大关系。正

确处理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提升中国社会学方法自觉的根本途径，也

是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保障。 



正确处理中西关系，就是既要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强调建构

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要割裂与西方社会学的联系，而是要跳出西

方中心主义，以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

方法，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建设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

社会学。 

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就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超越传统。虽然作为

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来自西方，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有大量关

于社会理想、人伦关系、道义秩序等方面的论述，以至于最初康有为、

严复等人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为理

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结合现代

社会的特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正确处理理实关系，就是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提炼现实。西方社会

学因应西方的现代性转型而起，中国社会学同样要根植于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走从实践出发的

学术发展道路。同时，社会学研究不应停留于描述事实的层面，还要注

重对实践经验进行解读，提炼出理论性命题。 

只有立足现实，充分挖掘传统，合理借鉴国外，才能建立起立足中

国实践、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具有全球视野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也只有这样的知识体系才能支撑起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大厦。 



在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的结合中创新社会学方法 

中国社会学要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深刻洞察中国社会运行的逻辑，

充分把握中国社会实践的规律，还需要着力推进社会学研究方法创新。

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存在适用性问题，需要不断结合

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文化传统，推进研究方法的创新。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也

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只有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好

方法。不少经典社会学研究都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方法上

的创新，如李景汉在定县调查实践中总结了一整套实地社会调查方法，

陶孟和在北平市民生活费调查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家庭记账法，

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社区派学者则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社区研究

法，费孝通在克服个案研究局限性的探索中提出了类型比较法。这些方

法上的创新，都极大推动了社会学的本土化，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

构作出重要贡献。 

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社会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组成的，理解

社会离不开对人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只有深

入具体文化语境之中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认知方法，如“意

会”“通感”“顿悟”“将心比心”等，这些都可以与现代社会学的田

野调查方法相结合。 



总之，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明确学科属性，担当时

代使命，正确处理中西、古今、理实三大关系，创新研究方法，在着力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提炼出标识性概念

和关键性议题，并将其逐渐体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