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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亚洲社会与社会学

陆 学 艺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的召开正值世纪之交
,

回顾 20 世纪亚洲社会的变迁
,

展望 21 世纪

亚洲社会和社会学的前景
,

进行历史的比较和反思
,

自然成为这次大会各个专题讨论的总体思

想背景
。

但是
,

新旧世纪的交替
,

本来是反复出现的寻常之事
,

所谓
“

跨世纪的思考
”

并非每一次

都具有值得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主题
。

那么
,

当前亚洲社会是否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

化
,

足以引起世人瞩 目
,

从而成为亚洲社会学家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呢 ?

众所周知
,

自 15。。年以来
,

全球意义上的
“

世界体系
”

开始形成
,

西欧和北美相继成为这个

体系的中心
。

到 2 0 世纪前期
,

其间 40 。多年
,

对世界进程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事件几乎都发生在

大西洋沿岸
,

如英国工业革命
、

法国大革命
、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
、

美国大国地 位的确

立
、

俄国十月革命
。

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排斥在这个体系的
“

边缘
” ,

沉沦而停滞
。

然而
,

20 世纪下半叶
,

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鱼贯式地进入了历史的
“

快车道
” ,

开始了东方的振兴
。

最

近 30 年
,

美欧国家几乎是在漫不经心之 中突然被亚洲的奇迹所震惊
:

亚洲崛起了
。

亚洲的崛起
,

首先是经济奇迹
,

但又不仅仅是经济奇迹
。

从经济总量上看
,

据世界经合组织

预测
,

亚太地区的产品 1 9 9 0 年占世界的 1 / 4 ,

到 2 0 0。年将占世界的 1 /3
,

到 2 0 4。年将占世界

产品总量的 1 /2
。

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
,

据亚洲开发银行 1 9 9 2 年判断
,

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

长率 1 9 9 2 年为 6
.

5 %
,

1 9 9 3 年为 6
.

7 %
,

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
.

8 %和 3
.

3 %
,

日本经

济研究中心 认为
,

亚洲平均经济增长率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仍可保持在 4 %以上
。

从经济合作

情况来看
,

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

亚太地区内部贸易额 已占总贸易

额的 65 %
,

超过了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内部贸易额 (6 2 % )
,

也超过了亚太地区与美国的贸易额
。

亚洲的经济成就
一

与欧美的经济停滞衰退恰成鲜明的对照
,

对此如何解释?那种认为亚洲经济只

是西方经济的
“

延伸
”

和
“

依附发展
”

的观点已经不攻 自破了
,

人们开始注意东方式的企业组织
、

管理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
。

这预示着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将可能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过

渡
、

向新的增长中心转移
。

亚洲的崛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

这不仅指世界政治的两极对立格局正在被多极化格局所

取代
,

也不仅是指占世
.

界人 口 总数 60 %的亚洲人民势必在 21 世纪的世界政治 中居于举足轻

重的地位
,

而且是指政治概念的主要涵义将由霸道政治向王道政治转移
。

那种以为不是英国主

宰一切就是美国主宰一切
,

不然就是什么西方大国主宰一切
,

以侵略和扩张
、

征服和掠夺为特

征的强权逻辑将被摈弃
,

崛起的亚洲将带给世界一种逻辑
:

不是以大欺小
、

以强凌弱
,

而是
“

以

德行仁
” ,

互惠互利
,

共同发展的政治
。

亚洲的崛起是深刻的文化现象
。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

文化与 21 世纪世界进程的关

系
,

也因亚洲的崛起而格外弓I人注 目
。

世界存留至今的文明
,

不论是如汤因比(A
.

T oy nb
e e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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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六种
,

还是如亨廷顿(S
.

P
.

H un t in g to n) 所列的八种
,

多数是亚洲人创造的
;
具有世界性的

几大宗教也几乎都发源于亚洲
。

但是
,

东方文化到底是现代化的促进因素
,

还是东方落后的重

要根源 ? 需要重新研究
,

不可简单从事
。

韦伯 (M
.

W
eb e r )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见

解
,

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西方工业文明
,

但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崛起的文化原因
,

看来需

要另作解释
。

在当代人中
,

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提出
:

21 世纪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

意识形态
,

也不再是经济
.

而是文化即所谓
“

文 明的冲突
” ,

这即使有些偏颇
,

尚可算是 一家之

言
,

但他关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 明的结合会造成
“

威胁
”

的说法
,

则是出于对东方文明的误

解
。

东方文明就其主要倾向而言
,

不是崇 尚对抗
,

而是崇尚中和
,

不是向外扩张
,

而是向内协调
,

亚洲之所以既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
,

又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
,

正是东方文化这一特点的明证
。

由悠久文化的积累和现代文明结合的亚洲发展模式
,

可说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比较优秀的模

式
。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
、

社会变迁与人际和谐相辅相成的发展模式
,

正是亚洲对于 21 世纪的

主要贡献
。

探究这个发展模式的文化底蕴
,

对亚洲社会学家来说是责无旁贷的
。

女士们
,

先生们
,

亚洲的崛起
,

是涉及经济
、

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

讨论亚

洲崛起的社会学意义和亚洲社会学家的历史使命
,

应该是本次大会的主题
。

作为亚洲崛起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中国 自 1 9 7 8 年开始实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

政策以来
,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
,

取得了不仅对本国而且对亚洲和全世界都是可喜的和有益

的进步
。

从 IF) 78 一 1 9 9 4 年的 16 年间
,

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9
.

4 写
,

到本世纪末的

未来几年 内仍可保持在 7 %以上
。

与此同时
,

中国社会全面加快 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

从

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
、

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
、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

进程
,

这个进程伴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
、

观念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

就其规模和深刻程度而

言
,

是当年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难以比拟的
。

在中国的发展中
,

有两条基本的经验
:

一

是坚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

走 自己的路
,

不照搬西方的模式
; 二是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

。

前

者决定了社会学的发展方向
,

而后者决定了社会学的重要地位
。

中国和整个亚洲社会的伟大变

迁
,

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

既然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
,

产生了社会学这 门学科
,

那

么
,

亚洲崛起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
。

亚洲的崛起不是区域性的现象
,

它对世界进程将发生全局性的影响
。

同样
,

亚洲的崛起对

西方社会学提出的质疑也不是局部性的
,

而是全局性的
,

不是表面的而是实质性的
。

它给亚洲

社会学家提出的任务
,

也不 只是要 去描述和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

从根本上说
,

是

要求从亚洲社会的实际出发
,

去总结和概括亚洲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规律
,

去探索和创造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的新模式
。

亚洲社会的巨变和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
,

为亚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基础
,

同时也

对西方社会学的某些基本概念和概念逻辑提出了挑战
。

例如
,

个人与社会是社会学的一对基本范畴
,

西方社会学或者坚持个人本位
,

或者坚持社

会本位
;
或者强调个人活动对于解释社会的根本性

,

或者强调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先在性
;总

之
,

以不同的形式预设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
。

作为这种概念逻辑的一个推论
,

亚洲社会

就既可被批评为压抑个人积极性
,

也可被认为是结构和制度的低效率
,

果真如此的话
,

亚洲的

经济奇迹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
,

在亚洲的发展过程中
,

群体或集体的存在常常表现为培育和

支持个人积极性的环境和条件
。

与西方社会家庭地位的降低和家庭关系的松解相反
,

在亚洲
,

家庭
、

家族等等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
、

舒缓竟争带来的紧张
、

调解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
,

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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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也有加重社会区隔的弱点
。

个人与社会之间较多的联系中介和联系网络
,

植根于血缘
、

历

史和文化深厚基础的人际关系或社会资源
,

对社会发展既可能起积极的作用
,

又可能有负面影

响
,

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

使西方社会学明确而简单的基本假设的解释力显得相形见细
。

不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

而且在国家与社会
、

经济与社会
、

传统与现代性
、

城市与乡

村
、

人与自然以及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观与客观
、

宏观与微观
、

冲突与均衡
、

经验与理论
、

理性与

非理性等等概念的关系上
,

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

亚洲社会的实际情况和行为逻辑与这些概念关

系
、

概念旨趣
、

概念逻辑之间总有某种程度的不贴切
、

不 自然
、

不合拍
。

如果这些情况只是发生

在一些具体概念上
,

那还不足为怪
,

但既然上述这些概念关系从不同侧面涉及到了西方社会学

的解释模式
,

那么我们提出探索和建立从亚洲社会实际出发的社会学模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

何况
,

西方社会学本来就有三大理论传统
,

到了现在
,

更是呈现出所谓
“

多重范式
”

的局面
,

不可

能定于一尊
。

法
、

英
、

德
、

美的社会学从来都是各有特点
,

唯其有特色
,

才能对社会学有所贡献
。

这些年
,

西方社会学家也在那里议论原有模式的
“

危机
” ,

进行自身反思
,

探索新的思路
,

亚洲社

会学家就更没有必要奉西方社会学为圭桌
,

束缚自己的思想
,

等待西方社会学家来回答亚洲社

会的发展问题
,

跟着人家
,

人云亦云
。

有鉴于此
,

我们提出创造亚洲社会学新模式
,

是既合理
,

又

合情
,

全在情理之中
。

女士们
,

先生们
,

有亚洲的崛起
,

就必有崛起的亚洲社会学
。

一种立足于亚洲现实
,

植根于

亚洲文化
,

能够解释亚洲崛起之奥秘
,

又能具有世界性普遍青 飞的社会学
,

必然借亚洲崛起的

机缘应运而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

亚洲社会学新模式
” ,

它是
_

{之洲的
,

也是世界的
;
它将以 自己

的鲜明特色和普遍意义而 自立于 21 世纪的世界社会学之林
。

动员亚洲社会学家投身于对 21 世纪亚洲社会发展变迁的研究和总结
,

投身于对 21 世纪

亚洲社会学新模式的探索和创造
,

统一认识
、

鼓舞士气
、

明确 日标
、

加强合作
,

就是第六届亚洲

社会学大会的任务
。

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
,

第一
,

要继承和发扬 20 世纪亚洲社会学家深入实际
、

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

求得对亚洲社会的透彻 了解
;
还要大力开展对西方社会

、

对社会类型的

比较研究
,

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亚洲社会的特质
。

第二
,

加强对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
。

自古以来
,

东方思想传统就 比西方思想传统更重视社会与人生
,

社会思想遗产 比西方更丰富
。

而且
,

如果

说西方社会学是提供了一种概念逻辑
,

那么
,

东方社会思想则是活生生地体现在东方人的行为

之中的
“

生活逻辑
” 。

这是亚洲社会学的根
。

用这条根去汲取东方人生活经验的营养
,

去汲取西

方社会学的营养
,

才能有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的繁茂大树
。

第三
,

全面理解
、

系统研究西方社会

学
。

我们既要研究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理论
,

又要了解它在当代的最新进展
;
既要关注西方学者

关于西方社会的研究
,

又要注意他们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成果
。

必须明确
,

亚洲社会的崛起
,

是世

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

是世界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所以我们必须冲破

西方中心主义的禁锢
,

又要防止东方封闭主义
。

亚洲的崛起是东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大事
,

亚

洲社会学的崛起也离不开东西方社会学家的沟通
、

交流与合作
。

第四
,

努力推动亚洲各国社会

学家经常性的交流与合作更是当务之急
。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家的 目光将从较多地注视西方转

移到注视本地 区社会学的动向和发展
。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
,

亚洲社会学家面临的问题更为

接近
,

更容易互相借鉴
、

互相启发
,

因而互相交流将趋于频繁
。

正是本着这个意愿
,

我们在亚洲各国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筹办了本届大会
。

今天
,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
、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
、

雷洁琼教授因公务前往外地
,

不能亲临大会
,

他们专门给大会发来贺辞
,

表达了对亚洲社会学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

费教授
、

雷教授既是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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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
,

又是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主要领导者
。

中

国社会学具有注重社会调查
、

理论结合实际的优 良传统
,

中国社会学者对
“

只有在本国的土壤

里才能生长出中国的社会学
”
(费孝通语

,

lf)8 5) 抱有明确的信念
。

近十几年来
,

我们开展的小城

镇研究
、

城市家庭研究
、

农村改革和农民问题研究
、

社会结构转型研究
、

阶级和阶层研究
、

社会

指标研究
、

社会分化和人口 流动研究
、

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
,

等等
,

对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

赢得了社会的赞誉
。

目前
,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正值大好时光
,

我们有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做为学科发展的肥壤沃土
,

有一支素质较好
、

事业心较强
、

初具规模的专

职和非专职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队伍
。

相信有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必将为亚 洲社会

学的崛起作出积极贡献
。

出席本届大会的中国社会学者愿意虚心向亚洲各国同行请教
,

相互切

磋
,

合作交流
,

共同提高
,

增进了解
,

加深友谊
。

本届大会有 2 00 多位亚洲社会学家欢聚一堂
,

盛况空前
。

为了便于交流和讨论
,

大会组织

委员会经过磋商
,

拟定了六个题目
:

一
、

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 二

、

亚洲的传统文化

和社会结构
;
三

、

亚洲的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 四

、

21 世纪亚洲的社会保障
;
五

、

21 世纪

亚洲地区的家庭与生活品质
;
六

、

21 世纪亚
.

洲社会经济发展
、

人 口资源与环境问题
。

我们希望

通过对这些间题的讨论
,

能具体地展示和理解亚洲崛起的社会学意义
。

我们希望
,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将成为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崛起的奠基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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