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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先生治丧委员会： 

 

春意尚早，冬寒未了。惊悉苏国勋先生不幸仙逝，我院师生无不为中国社会

学界痛失一位重要的领路人、理论家和教育者而深感惋惜，也为南京大学失去了

一位曾经亲临教诲并予以厚望的老前辈和好朋友而无比悲痛。先生为师严，为人

正，为学精，为事信，斯人虽去而音容犹在，哲思已断但声韵在耳。我院全体师

生谨拜先生灵赴极乐，长享永安。愿先生家属顺变节哀，抑悲送远。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筚路蓝缕恢复重建之际，先生独具慧眼，从

最初学习外语，经哲学训练而入社会学领域，由韦伯研究始，径登社会理论之堂

奥。基于博士论文而付梓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为华人学界

首部研究韦伯专著，甫一问世即蜚声四海，由此奠定先生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崇高

地位。这部经典之作，至今依然以其恢弘和深邃而为后学所称道。 

 

先生自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之后，坚持“以学术为志业”，对中

国社会学理论的建设贡献卓著。负责创建了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期

刊《国外社会学》，组织翻译了多部西方社会学的经典论著，出访欧美与世界社

会理论名家交流以把握理论发展的动态，培养了一大批在社会理论界颇有建树的

学生，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 

 

先生与南京大学有很深的渊源。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元晖教授即毕业于中

央大学心理学系。担任理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创始理事长之后，与南大社会学系

的宋林飞、周晓虹和成伯清等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多有交流，情谊深厚。5年前

先生还曾不顾七旬已过的高龄，赴仙林为我院师生讲授“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

课程。但凡听课者无不为先生视野之宏大、识见之卓越、谈锋之锐利所折服。先

生关怀后学的殷殷之情，拳拳之心，至今仍让座中师生历历在目。 

 

诚如先生所说，“韦伯思想最为打动我的，就是他在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口中

仍在叨念着‘真实即真理’的临终之言”。而我们在此怀念先生的，也正是他以

真实的生命追求真理的风范。 

 

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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