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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引进、传播和展开．其历程
颇为复杂。一方面．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深受西方和日本早期社会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观念及当时
国内社会政治的影响：另～方面．社会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资源．对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变迁(如民族主
义思潮、社会改良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社会研究、国学研究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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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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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月出生于湖南华容。1999年于湘潭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0年入中山大学攻读中
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曾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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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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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本文主题
二 学术史
第一章 西方社会学的输入(1895—1903)
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的起点
第二节 西方社会学初入国门(1895—1901)
一、 概念和内容的介绍(1895—1897年)
二、 开始翻译(1898—1901年)
第三节 知识体系的集中输入(1902—1903)
一、 注重心理因素社会学的输入
二、 注重生物因素社会学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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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哲学与政学
二、 东学、西学之争
三、 会通与专门
第二章 思潮激荡中的社会学(1903—1911)
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的继续发展
一、 各种学说的引进
二、 对注重生物因素社会学的批评
三、 学科认识及对其他学科的影响
第二节 国学研究的新理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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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学与种族同化论
二、 社会学与种族革命论
第五节 清末改良思想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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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的较快发展
一、 心理主义学说的盛行
二、 社会学教育的扩展
三、 学科认识的进步
第二节 社会学与民初社会问题研究
一、 人口问题
二、 婚姻、妇女与家庭
三、 风俗、旧习与宗教
四、 其他
第三节 社会学与民初国学研究
第四节 民初调和论的主要依据
第五节 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纠纷
一、 与社会主义的离合
二、 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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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笔一般。。。。
2、略读。作者具体涉及几个方面：1。清末民初社会学传入的途径和对本土社会学发展的影响；2。传
入的社会学体系的内涵；3。当时知识界对该学科的认识；4。该学科对当时社会文化思潮以及其他具
体学科的影响；5。当时该学科已经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主题。内容看似十分丰富。
3、大致不差，在史料的蒐集排列上呈現以西方社會學概念進入中國為主軸，架構起對話、駙儷與引
伸的空間。但本書有個致命的缺點。
4、桑兵的绪说还是挺精彩的，但是这套书和绪说的目标差距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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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成熟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是自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这样说来，这本书所
记叙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前史”。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的“
群学”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学者尽管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社会学的人物著述，但对于这门学
科的性质及如何开展研究，并没有太清楚的认识，而且各人差别很大。作者知难而上，在广泛搜集材
料的基础上，对这个时期该问题的复杂状况，做了仔细的分析和评论。 作为桑兵先生主编的“近代中
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中的一种，该著作同样注意到了“知识转型”和“制度转型”的关联。这
个时期中国学者们讲社会学，并不只为学问的研究，还更多地把它当作评议时政、分析现实社会问题
的理论凭据和概念工具。而且它与近代中国的其他思潮，比如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有千丝万缕
的牵连。值此社会剧烈变动之际，传统士人“学政不分”的固有心结，为我们今天解剖社会学在中国
的发展又增添了不少的难度。所幸我们于此已经有了这样清晰的梳理，作为将来更进一步的基础。文
·章可@【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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