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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①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 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孙本文先生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难以
替代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孙本文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早期
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最高成就的代表性人物，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理论自觉意识尤其值得珍惜；二
是孙本文通过界定社会学研究对象、推进社会学本土化和彰显社会学的应用价值，积极为社会学
立法，是解放前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壮大的代表性人物；三是孙本文身上体现出了中国社会
学者报国为民、增促社会进步、有学派无宗派以及勤奋治学的精神，是体现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
的代表性人物。所有这些都值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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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孙本文的学术思想，大陆、港澳台地区和

日本的一些学者都做过不少研究。１９９９年我与李

迎生合作在《江苏社会科学》上发表过专题研究论

文，２０００年我在与李迎生合作的《中国社会学史新

编》一书中有过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介绍。当时我们

着重是对孙本文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对社会问

题的研究及社会心理学研究等进行了较为具体的

分析。② 本文想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来审视孙本文

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我想说明的主要观点是，

从总体上讲，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孙

本文在中国早期社会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难

以替代的，他 对 中 国 社 会 学 发 展 的 贡 献 巨 大 而 深

远，至今仍有许多方面值得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学习

借鉴。孙本文难以替代的学术地位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是中

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最高成就的代表性人物；二
是多方为社会学立法，是推动中国早期社会学学科

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三是一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

进步，是体现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代表性人物。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近年来为纪念费孝通先生

从事学术研究７０周年和诞辰１００周年，我就费老

对中国社会学所做的巨大贡献进行了较多的讨论。

费老的很多学术著作在解放前就已经问世，但由于

解放时他还 属 于 中 青 年 学 者（３９岁），所 以 客 观 地

讲，他那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地位主要是在建国之

后尤其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奠定的。今

天回过头来看比费老年长一辈的老一代社会学家，

我们应当承认，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名门正宗，

孙本文先生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与

吴文藻先生等人一起，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繁

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样看问题可能是更符合

历史实际的。这也是“再认识”的一个内容。

一、构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代表早期

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

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

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

其影响甚 至 延 续 到 中 国 社 会 学 恢 复 与 重 建 以 后。

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

者，如果从他１９１６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

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３３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

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

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

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

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

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

因素的作 用，他 以“社 会 行 为”为 社 会 学 的 研 究 对

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

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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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

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

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

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

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

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

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

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

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

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

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

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

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

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
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

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

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
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

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

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

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
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

共同规律。③ 实 际 上 也 确 是 这 样，孙 本 文 在 研 究 过

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
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

其他如地境 及 生 物 因 素”④，以 他 为 代 表 的 综 合 学

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

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

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 成 了 完

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

《社会学的观点》（１９４５）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

为的过程中，社 会 学 者 要 运 用 多 种 视 角 来 研 究 社

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

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

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

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

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

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

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

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

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

合派之林。”⑦

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

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
孙 本 文 以 社 会 行 为 作 为 研 究 对 象，在《社 会 学

ＡＢＣ》（１９２８）、《社会学原理》（１９３５）、《社会学体系

发凡》（１９４５）等论著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

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著

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
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 发，提 出

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

（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

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

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
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

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 从上述五

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

系，从 而 把 当 代 社 会 学 的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都 囊 括

在内。
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

的不足 之 处。如，在 解 释 对 社 会 行 为 的 影 响 要 素

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

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
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

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

国现实的”的 印 记⑨。但 从 当 时 的 历 史 条 件 来 看，
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

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

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

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

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

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２１世纪的

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

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

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

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

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

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

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

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

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

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

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

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

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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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

会理 论 中 解 放 出 来、正 确 定 位 自 己、加 强 自 主 性。
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

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

其项背的。
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

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

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

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

则能够帮助 我 们 不 断 更 新 理 论 内 容，创 新 理 论 学

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

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

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

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

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
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

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

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

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

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

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

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

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
这种合法 性 辩 护 具 体 表 现 为 两 个 方 面：一 方

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

对象的独特 之 处，从 而 在 学 科 竞 争 中 逐 步 巩 固 地

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
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
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

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

学元理 论 的 一 部 分，它 实 际 上 是 在 为 社 会 学“立

法”，为学科 的 未 来 发 展 赢 得 新 的、更 为 宽 广 的 空

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

地位。
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

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

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

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

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

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

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

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

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

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

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

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

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

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

远眼光。
促进社会学的本土化，使社会学能够独立于西

方社会学而发展。孙本文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

社会学仅仅是邯郸学步，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
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成为

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西方利益在中国

的代言 人。因 此，孙 本 文 大 力 提 倡 社 会 学 的 本 土

化，推进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让社会学

成为真正的中国学科之一。譬如，在《当代中国社

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孙本文分别从理论社会

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社会学中国

化要着重做的工作。如，在建立中国的理论社会学

方面，要整理中国旧籍中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

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在

建立中国的应用社会学方面，要详细研究中国社会

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与社会行

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
彰显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为社会学在政府和民

众中赢得合法性。孙本文非常关注和研究重大的

现实社会问题，以体现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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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瑏瑡 为此，孙本文对

当时政府和民众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
家庭问题、贫困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政府

和民众的关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结合当时中

国社会现实，大力提倡进行社会建设，并且对社会

建设进行了 深 入 分 析 研 究。譬 如，他 在 再 版 过１１
次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

导”一节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讨论，撰写关于“社会

建设”的专题文章，主持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

会议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１９４３），联合中国社

会学社和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１９４４）。另

外，他还具体研究中国社会建设具体方案，认为社

会学者应当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

会运动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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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拟定各种改革方案。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产生了

很大的社会影响，让政府与民众认识社会学存在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对于今天

的社会建设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正是因此众多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

早期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中国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在思

想质量 上，中 国 是“世 界 上 最 繁 荣 的 社 会 学 所 在

地”。这是国际社会学界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种

承认。１９４１年，国 民 政 府 确 定 了 包 括 所 有 文 理 学

科在内的首批３０名教育部部聘教授名单，孙本文

先生作为社会学界唯一的代表获此殊荣，同时获聘

的文史哲学科代表还有吴宓、陈寅恪、徐悲鸿、汤用

彤、冯友兰等人，这是当时的政府、学界和民众对中

国社会学学科的一种承认。总之，中国早期社会学

成为西欧北美之外世界社会学的第三极、在中国学

术界获得一席之地，以及赢得政府和民众的承认，
所有这些都为解放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赢得了巨

大的空间。可以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

先生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三、致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集中

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精神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学科精神，都有它

的核心理念。我一直倡导社会学要以“增促社会进

步，减缩社会代价”为深层理念，就是本人对当代中

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孙本文在

美国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且进行了博士后

研究工作，是 当 时 中 国 为 数 极 少 的 学 贯 东 西 的 精

英，但回顾孙本文学成回国后的数十年工作经历，
我们可以在孙本文身上深深地感到那一代知识分

子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孙本文数十年间一直以学者

身份，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较为全面

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
报国为民精神。孙本文留洋之际，正是旧中国

长期处于积贫积弱境地而无力自拔之时，所以孙本

文是心怀报国为民的大志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
“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则社会学与

有责焉者矣。”瑏瑢 学 成 后 他 不 为 西 方 优 裕 生 活 条 件

所诱惑，毅然决然地回到贫穷苦难的祖国；他一生

坚持学术研究不动摇，在１９５２年社会学学科被取

消他被迫转 向 其 他 学 科 后，仍 然 坚 持 研 究 人 口 问

题，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强烈

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对真理的追求精神以及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值得我们今天拿来激励和引

导青年社会学学子。
增促社会进步精神。正是由于心怀报 国 为 民

之志，孙本文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为学术

而学术，他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

经世致用精神。他在《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社》
一文中就直接提出，中国社会学者要努力“促进国

家民族的向上发展”，“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学，为

民 族 作 出 贡 献，并 在 国 际 社 会 学 界 取 得 一 席 地

位”瑏瑣。正因为坚持 理 论 联 系 实 际，孙 本 文 先 生 的

“问题”意识非常强烈。譬如，在社会建设方面，他

在《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１９３６）一文开

篇就提出：“近年社会建设的呼声已渐渐引人注意。
但社会建设的对象，究竟若何？其范围若何？社会

建设的目的 何 在？其 标 准 如 何？社 会 建 设 的 途 径

及步骤又若何？社会建设的计划是否可以全部实

现？其困难若何？”孙本文先生说：社会建设的目的

就在于充实增进社会生活的内容，使全社会及各个

人均得到健全而圆满的生活，并向上发展，社会学

者应当为此不懈努力，“我们不能因社会现象的难

以完全控制而却步，我们正应加倍努力，以期消除

控制的障碍，而实现社会建设全部的计划。这是从

事社会建设者应有的态度。”瑏瑤 为此他提议，社会建

设需要人才，资源，组织和机构四大基本要素，要从

法令、教育和 宣 导 三 个 方 面 进 行 具 体 建 设。瑏瑥 孙 本

文的这种经世致用精神与我后来所提的社会学要

有“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理念异曲同工，
它应当是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精髓所在。

有学派无宗派精神。孙本文先生是当 时 中 国

社会学正统的综合学派的代表，是民国时期名副其

实的学术权威。但从孙本文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

他提倡学术上的平等争鸣，提倡有学派无宗派的基

本理念。当时，他不仅延请大量不同观点的中外社

会学家到中央大学任教，他还与潘光旦先生在《文

化与社会》、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会学刊》等学

术期刊上，进行了多次友好的学术争鸣，引起很多

社会学者参与讨论，一时传为学术界的佳话。今天

的中国社会学也应当提倡这种有学派无宗派的精

神，我一直强调在学术上要平等争鸣，不要把学派

庸俗化为宗派，那种认为“不跟我一起跳舞的人都

是我的敌人”的狭隘观念是千万要不得的。所以我

以为，这种有学派无宗派的精神也应当是中国社会

学学科精神的基本内容之一。
勤奋治学精神。孙本文身上还体现了 一 种 敬

业勤奋的学者治学精神，这也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

４



学科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孙本文一生勤于笔耕，
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他共出版普通

社会学著作２５种，主编著作５部，发表学术论文近

８０篇；另外他还 翻 译 了１４种 世 界 社 会 学 名 著，其

中译自美国的６种，英国的２，法国的１种，日本的

５种。为此，韩明谟教授曾经在《中国社会学史》中

总结说，孙本文是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
著书最多的社会学者。在当时的中国，战乱纷争不

休，学者长年颠沛流离，研究工作条件异常艰苦，要
取得如此丰厚的学术成果，需要付出的代价远非现

在的人们所能想象。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孙本文先

生是当时中 国 的 名 人，美 国 出 版 的《世 界 名 人 录》
（１９４８）和《中国手册》（１９４７）都有他的简传，他还曾

经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和中央大

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等职。但他对这些身外之

物都看得很淡，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是以社会学

为专攻的学问，而以教育为我终身的事业。”瑏瑦 那种

身为社会学教师和研究者的自豪之感溢于言表，至
今仍然让人感慨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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