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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本好的教材，必须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的锤炼。
前不久，我与我们南开大学前校长侯自新教授讨论“中国何以跻身一流大学的方略”这一研究课题时
，曾讨论到一流大学的教材建设问题。
他以自身从教40年并做了十几年大学校长的经验，总结出了似乎很平常的一句话，他说：“教材是‘
教’出来的，不是‘编’出来的！
”他认为，好的教科书不是用一两年就可以在书斋里“编”出来的，而是必须建立在多年教学实践的
基础上，在先生“教”与学生“学”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锤炼、增删、修订，这样才能形成一部经得
起检验的好教材，而且即使是一部被公认的好教材，也还总要不断地在教学过程中锤炼、增删、修订
，与时俱进，才不会落伍。
他的话之所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我认为此乃至理，二是它符合我多年来教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
、写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的感受。
虽然由我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在我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
研究20多年的基础上完成的，且已被全国多所大学的社会学系作为指定教材使用，但我个人仍以为它
离我心目中的“好教材”还有相当的差距，它还必须不断地在教学过程中锤炼、增删、修订，以吸纳
最新研究成果，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解决任课教师与修课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的困难与不便，方
能向“好教材”的方向不断迈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思想史>>

内容概要

　　以时代与社会发展为逻辑线索，对从先秦至20世纪初中国历代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做了系统介绍与
评价，使学生或一般读者能系统地了解中国社会思想史产生与发展的总体线索。
《中国社会思想史（第2版）》充分体现了作为社会学核心课教材的要求，重点突出了中国社会思想
与西方社会思想的不同特点，并充分反映了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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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中国社会思想史》(上下卷。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人民出版社，1996)；《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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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部的人与人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助关系。
这是当时某种社会思想的产物。
2.氏族社会形成的原始宗教是人们对于自然和现实社会的歪曲反映，是一种被歪曲了的社会思想，但
它一经产生，就对氏族社会的群体生活起着整合与控制的作用。
3.原始巫觋或巫术的出现就是一种社会思想的产物。
巫术是在人类社会形成并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生成和发展起来的。
原始社会的巫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它所以会在当时成为主流文化，是出于人类
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其中必然包含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某些社会思想。
4.以“绝地天通”为主要特征的对原始宗教的改革，适应了原始社会群体规模和社会生活秩序协调的
需要，反映了氏族社会后期将神事与人事相对分离思想的萌芽，反映出人们在社会群体生活实践中提
出的对社会生活秩序的一致性的思想，并可从对神权的控制中反映出对社会统治权威和权力统一性的
社会发展趋势和思想。
而所有这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区及社会群体规模发展为基础的，也为
社会生产力和社区及社会群体规范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5.神话是人类社会童年的产物，从中国古代神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思想观念是怎
样的，他们怎样设想人类世界的构成，怎样歌颂人民的英雄，怎样向往更美好的生活，怎样赞美劳动
和斗争，等等。
6.以神话和传说形式保留下来的原始社会的社会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是非常粗浅、简单而
不发达的；（2）它是各不相关，没有系统的；（3）在全部古神话中，可分为人对自然和人对社会两
类，而属于人和社会的一类为数甚少，绝大多数是反映人和自然斗争的情况的；（4）只是通过神话
故事的形式，隐隐约约地反映出一些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和社会进化的思想，而没有抽象的社会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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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思想史(第2版)》尽力采纳国内外已有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用最简约和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读者展示中国自上古至20纪世初的社会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此外，为了便于加深学生和其他青年读者对古典文献的理解，以利于提高学习效果，我们在论述先秦
时期各家社会思想时，对所引原文做了一些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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