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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13 年，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建系十周年。同年
5 月，一直关注我系发展的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
生驾鹤而去。2003 年，陆老曾经在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
系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之后专门给学生讲话并题词。当
时，他提出加强学科建设要务必抓好教学。2006 年，当社
会学系经历激烈的全国范围内硕士点申请并获得二级学
科办学权之后，研究生能力建设问题也摆在了全系教师
面前。2011 年，在南昌年会期间，课题组主持人有幸在
《社会工作》杂志主编邹鹰先生的联系下，与陆老、郑杭生
先生小范围聚会。我们向陆老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提
炼社会学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模式。陆老说，去翻一翻费
孝通先生的《社会学初探》，或许能找到答案;陆老还说，
理论要取自经典，实践要扎根田野。这不禁让人们想起
贺雪峰教授与笔者交流时所提出的，在读书的基础上从
田野调查获得野性思维。

为了贯彻陆老这两句话的精神，我们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比如，将读书报告会制度化，要求学生不做读书报
告就不能取得开题资格。再比如，我们在教师科研项目
中，坚持让学生参与田野调查。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效
果。近年来，社会学硕士点不仅获得了一级学科办学权，
而且还成为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江西省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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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创新基地。然而，不能不看到，由于办学历史甚短，探索以能力建
设为本的教学模式的任务依然非常繁重。曾经主管江西财经大学全
校研究生教育的卢福财教授在听了社会学系研究生的读书报告会之
后，在鼓励之余，他还忠告说，社会学系，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生点做了
很多事情，但是应该对自己的教学模式进行反思性提炼。为此，我组
建了“RCP整合式教学模式”课题组。本书正是这一课题的阶段性
成果之一。

经过反复讨论，社会学系同仁认识到，由于社会学是近代以来西
学东渐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如何解读西方经典社会学文本，如何分析
近代中国社会学先驱的话语转换模式，如何继续跟踪西方理论前沿
等问题就成为我们探索以能力为本的研究生教学模式时应思考的首
要问题组。与此同时，从学科自身发展来看，1952 年之前与 1979 年
国家决定恢复社会学以来的学科史表明，社会学一直要面对大量中
国社会转型的热点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学一直缺乏冷静地梳理经
典理论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至今也已经非
常庞杂，出现了巴尔干式碎片化状态，有学者统计，其分支学科达到
了百余个。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扩招改革的进行，来自研究生实
践教学的大量现实问题也表明，由于没有深厚的文本分析能力、理论
驾驭能力，许多学生面对大量鲜活的现实素材缺乏分析能力。

因此，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要求考察经典阅读与课
程设计、知识整合之间的关系。它已然成为建构教学模式的基本问
题组之一。这样，基于反思性考察，我们试图克服办学中的短板，将
视野放大到文明史，试图从文明史的传承角度寻找创新教学模式的
思想资源。让课题组倍感欣喜的是，历史清晰地表明，阅读、知识整
合、学科基质三位一体，紧密互动。为此，我们初步提出了尚待进一
步检验的 RCP整合式教学模式，即阅读( Reading) 、课程( Course) 、范
式( Paradigm) 三环联动，是研究生能力建设的核心。

RCP整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学学科史的基本规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模式对于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研究生能力
建设具有独特的意义。由于办学历史较短，我系的一个基本特质就
是基于时空压缩性办学。所谓时空压缩性是指必须在短期内通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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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来消化西方社会学理论成果，消化国内同行学术成果。不仅
如此，研究生能力建设还得在确保应对时空压缩性问题的前提下，保
持高度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建立合乎自身特征的人才培养体系。
为此，课题组强调 RCP整合式教学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如何体现江西
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如何与财经类学科互嵌等问题。这些思考成果
充分地反映在社会学研究生点培养方案的课程设计当中，充分反映
在教学大纲的设计当中。

尹忠海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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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1932年，沃勒出版了《教学社会学》。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了

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反思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整体中的一部分的教

学活动，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比如，教学活动如何走出制度化

课程的“美德展览馆”困境，学校知识和实践知识如何勾连起来，学生

如何在一定情境当中反映自己的意志，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真正行动

者。沃勒的思考指向了知识、制度化课程与行动者的能力建设三者

之间的关系。①

1979年 3月 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坦率承认“社会

科学的研究工作( 就可比的方面来说) 比外国落后了”，尤其是“政治

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多年忽视了”，因而培养

人才要令他们做到“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②。

可见，邓小平赋予了阅读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在他看来，阅读是党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实现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

的重要途径之一。

然而，随着扩招政策的深度推进，研究生的能力建设问题越来越

突出。在社会学领域，邓小平提出的问题和沃勒当年提出的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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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莫琳·T．哈里楠．教育社会学手册［C］．傅松涛，孙岳，谭斌，谢维和等译，上海: 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25～26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180～181页。



未得到较好的回答。因此，有必要在面向知识与课程关系，理清中西

社会学发展路径差异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社会学专业研究生能力建

设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研究生教学和学科建设的关联度非

常高，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考虑到研究生学

科意识的培养本身就是教学要完成的基本任务，相关论述会牵涉到

大量学科共同体和学科意识方面的内容。

本书所说的“RCP”整合式教学模式是指将阅读( Reading) 、课程
( Course) 、范式( Paradigm) 三者整合起来，并以各自英文首字母命名

的教学环路。这一环路试图通过关注三者分工与连续性支撑关系，

来探索推动研究生能力建设的路径。这一尝试是基于国内外已有研

究，基于国内同行已有实践而综合概括出来的。

第一节 研究现状

社会学作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已然十分成熟。就已有研究而

言，许多学者十分重视阅读与范式之间的关联性。从培养功能来看，

研究表明阅读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与功能在于:

1．以阅读积累资料、拓宽视野，培养学科意识。费孝通( 1947) 提

出在学科分野日益细密的情况下，社会学既要以“和”的策略，像索罗

金提出的那样，能以宽广视野综合边缘学科，更要有自己明确的研究

对象。因而，当国家于 1979 年 3 月决定恢复社会学后，费孝通在培

养社会学人才方面，由此提出了“五脏六腑”说。其中，社会学理论的

培养、资料收集与阅读是这一模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①。苏国勋将

培养学科意识与经典阅读联系起来，认为阅读经典、研究大家治学路

径是培养学科意识，察变悉知的唯一路径，“舍此别无他途”。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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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驼，刘军强．费孝通与南开大学社会学的创立［N］．光明日报，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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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力建设而言，阅读经典、研究大家治学路径的功能包括有利于培

养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事实时所表现出的: ( 1) 想象能力。( 2) 穿

透能力。( 3) 批判能力。①

2．勾连理论与实践系统，培养连续统张力意识。芝加哥大学是

世界知名的社会学重镇，学术界公认这一重镇之所以成为一座高峰，

是和它合理的学术训练制度紧密相关，是理论界直接面对芝加哥的

工业化与城市化实践中各种问题的结果。本书第五章所提及的罗伯

特·帕克、E·伯吉斯等同事就在一张芝加哥的地图上绘制了青少年

犯罪、卖淫、精神病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位置。这张地图有一个同心

圆，这一圆形正是芝加哥位于密歇根湖畔。有趣的是，社会问题最集

中的地方正是商业闹市区的外围。也就是说，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取

向和芝加哥城市发展实践紧密相关的。只不过，在帕克那里被称之

为“人类生态学”( human ecology) 。其后，詹姆斯·S．科尔曼无疑是

这一重镇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认为，重建社会需要理论知识的

系统性创新;而知识是在理论与研究的密切结合中才能深入发展;科

尔曼在写给中国读者的《序言》中说道: “社会的原始基础正在消亡，

如果社会科学不能指导新的社会基础的创立，社会则必然建立在根

底甚浅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甚至重建社会有可能成为愚昧荒唐的

行动”②。因而，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连续统和经典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一致的。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也认为:

( 1) 经典阅读归根结底是要培养一种理论张力的敏锐感，进而培养能

阐释理论论争的性质之能力。亚历山大说，杰出的弟子之标志便是

能够对其先师的遗产中为解决的理论张力十分敏感。( 2) 理论是一

个包含了经验环境和形而上学环境的连续统。而在这一连续统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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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实证主义、预设与当前的争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 3页。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文版序［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 2页。



端则是观察、方法论假定以及一般预设、理论模型。① 亚历山大提出

了阅读在连续统之中的重要地位。

3．以对理论使命感的迷恋，培养学术共同体意识。就文化社会

学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一个传续颇强的学术共同体。正如霍

克海默所强调的那样，这一学术共同体十分关注一个基本问题:如要

掌握“理论的未来”，就要能够秉持持续的团队合作精神。这种传续

特征也体现在对研究生的培养当中。作为传承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

代表人物———当代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回忆阿多诺、马尔库塞

的研究精神时，就强调两人在二战之前和二战结束之后，都充满着某

种特别的理论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影响着研究生的学术取向。因

此，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史的研究者罗尔夫·魏格豪斯( 1986) 认为，一

个学派的形成包括几个比较固定的特征: ( 1) 一个研究机构。( 2) 一

个思想上超凡的人物。( 3 ) 一份引领共同体发展的纲领性宣言。

( 4) 坚持理论的理性特征和使用正确的语词，跟踪甚至创造新的理论

范式。( 5) 支持研究工作的出版物。但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独特历

史使得我国还难以按照这一标准来建构学术共同体。② 虽然魏格豪

斯所概括的法兰克福模式难以被绝大多数中国高校效仿，但其观点

实际上指向了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当中的范式建构问题，指向了

课程社会学的当代发展实际。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解释思想的过程

也是“探索迄今尚未被勘查过的思想领域”③。换言之，法兰克福学

派的理论使命感是极其鲜明的。

在库恩那里，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探索、教育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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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预设与当前的争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 1～45页。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0年，第 4～5页。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0年，第 431页。



中形成的共同信念。因而，这一共同信念也和一定的培养传统紧密

相关。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在 1952 年进行学科调整时，社会学被取

消，直到改革之初才恢复。所以，要在培养传统中找寻理论范式的创

新理路，确实尚不成熟。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研究生的培养失去了历史依附之所，失去了培

养理论范式创新的后座。恰好相反，从 1980年《社会科学战线》发表

的《社会学教学座谈纪要》来看，社会学者们依然关注新中国成立前

所保留的较为薄弱的培养传统①。其后，众多学者延续了座谈会中

讨论的一个主题———借助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等开门办学的方式来

获得理论创新的切入口。应该说这一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尤其是

农村社会学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定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令人遗憾的

是，将经典阅读、课程、范式结合在一起探索研究生能力建设的成果

依然十分少见。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年前由袁方、陆学艺等人组织召开的

首届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不仅关注理论范式，而且开始关注建立

中国自己的农村社会学课程。这样，理论和课程就被勾连在一起，成

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后，绝大多数已有的成果集中在某

一门课程的教学改革上，研究也更显微观。

如若要研究课程、知识选择与教学改革的关系，便不能忽视课程

社会学的重要参考价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课程社会学开始

在西方受到关注。课程社会学为西方社会学自身的教学体系改革提

供了理论支撑:

1．课程的结构功能。课程类型可分为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

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尽

管人们认识到，作为课程体系的支柱，优化课程结构时要充分考虑课

·5·

第一章 导 论

① 何玉麟，黄渭梁．社会学教学座谈纪要［J］．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 4期，第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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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各种类型及各部分的配合和组织。具体来说，是要规定组成课程

体系的学科门类，以及各学科内容的比例关系、必修课与选修课、分

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搭配等。但是，这种组合必然体现出一定的理

念和价值取向，反映一定阶层取向、地域取向以及高校自身的学科优

势。在课程结构中，理论传统、训练制度、培养路径、阶层取向作为隐

课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来自冲突理论的学者十分关注课程如何成

为复制主观层次结构的根据，并被一定的上层品味、权力结构所扭

曲，成为一种暴力的再生产载体。显然，对于冲突论，人们有理由保

持谨慎的选择态度。不过，冲突论为课程设计的平等取向提供了重

要依据。

2．课程的社会地位。课程是工业社会合法化和知识传递的基本

手段，创造了广泛而共享的文化基础。这一判断为本课题将理论范

式的传承和课程设计的目的论提供了科学依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以来，包括比蒂在内的大量学者认识到，在国际化大背景下，课程内

容日益受到巨大挑战，课程的社会地位在此挑战之下，受到了人们的

强烈质疑。考虑到社会学的西学东渐背景，西方社会学理论如何实

现本土化自然是题中之意，由此出发反思社会学研究生教学当中的

课程设计非常重要。

3．知识选择与分配。就学科课程而言，无论是布鲁纳的结构主

义课程论，还是瓦根舍因的范例方式课程论，抑或是赞科夫的发展主

义课程论，都绕不开知识的选择与分配。不过，有一种声音日益强

大，那就是知识选择与分配应该反映人作为社会的中心，课程内容应

重视个体权力和能力，甚至应该由个体来建构，个体来表达。同时，

杰克逊提出了隐性课程知识与显性课程知识的相互结合问题。在知

识选择与分配这一问题上，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教学大纲是课程知识

分配的指导性文件，其逻辑结构深刻地影响着学科建设。因此，将
RCP 整合式教学落到实处的首要问题就是教学大纲的编制。

总体来看，阅读、课程、范式可以构成多重组合、多重选择，已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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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阅读与理论范式、课程与知识选择 /理论传统 /

共享意义两类组合。从整合的角度来建构一种平等的 RCP 教学环

路的努力或许已经存在，但缺乏应有的研究文献来总结。至于以社

会学研究生能力建设为落脚点的研究文献就更为少见。本书拟以此

为矢的，做一些粗浅的尝试。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框架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学学科建设加快补课

进程。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党和政府进一步强调，要着力理论创

新。当前，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党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一部分。因

此，社会建设领域面临着补课与创新的双重任务。这一任务能否顺

利完成，其落脚点是人才的培养。本书的主题———RCP 整合式教学

正是以这一问题意识为主线索的。

( 一) 研究意义
1．切合了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探索现代治理体系的需要。2010 年

6月 6 日，国家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强调了培养和社会建设相关人才的重要性。2011 年 2 月 19

日，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建设和谐中国、幸福

中国。5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了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若干

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

理体系。如果把这些战略置放在战略整体性视野下来观察，不难看

出，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探索现代治理体系，需要在人才培养上下大工

夫、下苦工夫。相应地，需要探索有效路径以加强对作为社会管理方

面的专业人才有机构成部分———社会学研究生的培养。

2．符合在发展中省份推进学科又好又快发展的紧迫需要。1952

年，社会学被取消办学权。1979年 3月，国家决定恢复社会学办学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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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其后，社会学发展迅速，表现在学科建设上是相关的硕士点迅速

增加。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江西有两所院校获得社会学硕士

点办学权，2011年又获得一级学科办学权。同时，江西财经大学还获

得了社会工作( MSW) 专业硕士的办学权，成为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社

会学一级学科和 MSW办学权的高校，填补了江西省的办学空白。对

于江西省这样的发展中省份而言，面临着既要完成进位赶超任务，又

要维护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双重重任，但是，正是在这一进程当中，

如何巩固学科建设的既有成果，培养好能力突出的专门人才，以实现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紧迫。

3．全面强化阅读—课程—范式三环节互动关系的需要。已有研

究表明，社会学学科意识的巩固和加强、理论敏锐感的培养、学术共

同体的构建皆需要强化阅读。它们不可避免会成为构建范式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并不会因为课程的社会地位而在知识选择和

分配中保持始终如一的以及统一的认识，由此必然带来课程结构的

多样性、知识体系的多样性。体现在理论范式方面，课程必然会包含

丰富的范式信息。固然，这种多样性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

但是这也给学生将阅读、课程、范式整合成为创新的环路带来严峻的

挑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和国际社会的一些
NGO组织提出了“能力建设”概念。其后，中国政府把能力建设纳入

人力资源意义的国民素质教育。由此，能力建设成为教育创新的题

中之意。本课题的价值在于贴近大战略的新态势，贴近实践的紧迫

需要，整合阅读—课程—范式环路，为研究生能力建设提供一定的建

设性看法。

( 二) 反思性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2002年，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开始筹建。筹建之初，中国社会

学会已故会长陆学艺先生曾经于 2003 年在江西省社会学学会会长

王明美研究员的陪同下，参加了第一届本科生的见面会。在见面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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