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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
2005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①，至今已经问世4年多了
。
三卷本所收集的文章截至2003年，至今也6年了。
从2004年初到2009年底这6年中，笔者独立写作、与学术团队成员合作写作的文章，也已达到80万字左
右了——与前三卷每一卷的分量差不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策划者们，及时提醒我该出第四卷了。
这样我就开始整理能够表明这6年社会学历程的文章，进行归类，并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
深化——“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
促使我在着手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
学恢复重建30周年，作为与共和国、与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共命运、同呼吸、齐成长的学者，以
此向共和国、向改革开放、向中国社会学献礼，是很合适的。
此外，前三卷出版时，正是我70周岁前夕，当时开了一个题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
来”的学术研讨会，以此作为那一段24年左右学术历程的记录和小结；四卷明年——2010年问世时，
正当我75岁前夕，我想也同样可以作为这一段6年学术历程的记录和小结，也是我进入社会学30周年的
记录和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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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社会实践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向学术和思想领域产生强有力的折射，使实践和理论不断
糅合，促成了“实践结构论”的提出。
实践结构论成为继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之后又一重要社会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套装上下卷）》收录了作者自2004年以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
、工作和思考的成果，共196篇文章。
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对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行了特色提炼与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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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杭生，1936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审组成员和召集人。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教育部社会
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
2004年开始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教育部等项目多项，出版专著及国家级教材数十部，发表学术论文约300篇。
着重研究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迄今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
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
1991年10月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根据2007年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在社会学论文被引用最多的
作者中位居第三。
入选“2007（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505名学者名单。
2009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50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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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目录：导言“理论自觉”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第一
部分两个“30年”的中国社会和社会学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改革开放30年：
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社会学
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特色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中国社会学：在积极回应社会巨
变中实现发展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
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新中国60年社会发展和建设成就中
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在建国60周年之际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第二
部分 实践结构论及其他“四论”的应用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
角第三部分 社会建设研究和城乡社区投探索第四部分 社会发展的“中国经验”与地方贡献《中国特
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下卷)》目录：第五部分 传统现代与社会认同及社会思潮剖析现代性过程中的传
统和现代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传统、理性及意识形态的多重变奏——传统观问题再探论社会
建设与“软实力”的培育——一种“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社会学视野我们时代的“大传统——从
社会学视角看当代中国社会认同的基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对新布达
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学术剖析新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重大理论缺陷——一种社会学的学术视野第
六部分 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社会运行、社会秩序与历代王朝的治乱盛衰——中国社会
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天道左旋，地道右周：社会运行的溯源和依据——若干考古发现成果的社会学开
发敬天明德，设官分职：社会运行的理念和实践——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研究礼序人伦，乐移风俗：
社会运行的二重性规范第七部分 分支社会学社会安全及学科制度建设第八部分 书评评论发言序回顾
及其他学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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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譬如，涂尔干曾指出：我们研究的起点，就是要考察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
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
尽管这两者看似矛盾，但它们亦步亦趋地活动却是不容反驳的事实。
①显然，所谓“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正是人的社会化问题，而个人的自主性与他对社会
依赖的同步发展，正表明了社会化理论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有关社会化的思考不仅是涂尔干的“研究起点”，而且一直贯穿在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之中
。
对于帕森斯来说，人的社会化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他毕生致力于解答的“社会系统如何实现自身整合”这一问题中，思考的焦点始终没有离开过个人
。
通过个人的可整合性与社会系统的一体性、人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均衡与稳定、个人的心智活动与社会
的宏观结构等等分析，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将个人行动与
社会系统、行动意义与秩序规范、角色行为与制度化模式、人格结构与文化系统、社会化与社会控制
、角色互动模式与社会变迁等，融入到一个巨型理论之中，“囊括”了此前社会学的各种不同传统。
按照亚历山大的评论，帕森斯“创立了当代社会学论战的框架”②。
其他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如齐美尔，着重探讨了社会交往如何使个人属性转变为了社会现象，发展出
共同的生活；韦伯阐述了现代性的总体文化趋势以及社会与个人不断增长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如
何将现代人变为了理性化铁笼的囚徒；库利对个人的早期社会化以及初级社会群体的特殊作用做出了
奠基性的研究；米德分析了自我观念在社会互动中的发生和形成过程，强调了符号互动能力在人的自
我发展和角色社会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等等。
正是在这些努力所建构的基础之上，逐渐汇聚成了社会化理论，构筑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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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套装上下卷)》：“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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