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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者研讨上海社会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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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13年沪江大学创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中国的社会学历经百年风雨。11月21日，“百年社会学——从沪江大学

到华东师大”纪念研讨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资深社会学者齐聚研讨上海社会学传统与发展。 

  追溯百年历史从沪江大学到华东师大 

  1913年，上海的教会大学沪江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沪江大学建立的“沪东公社”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前身。

1952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并入华东师大，为社会学的发展播下学术种子。 

  沪江大学率中国之先以学系的建制开启全新的社会学学程，逐步开设了包括人类学、理论与应用社会学、社会调查与社会问

题以及公民学在内的诸多课程，紧随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并呼应上海地方乃至中国社会的实情。 

  创系之际亦启动了社会调查。在广东省潮安县归湖镇溪口村（学名“凤凰村”）进行田野调查，成为中国人类学史以及农村

社区研究史上的典范。对上海东北角（今五角场地区）的沈家行所进行的研究，则从城市边缘侧写上海城市化的进程，通过了解

该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习俗、传统与宗教信仰等发现地方变迁的动力。 

  1917年设立的沪东公社，以师生社会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形式服务地方，开展针对妇女、儿童和工人的教育、医疗、法律社会

工作，作为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与宗教学学生社会实践的场所，发机构社会工作之先声。这既养成了学生的全人人格，又真

正地实现了大学的社会功能。 

  尽管建国初期社会学专业被取消，身为教会大学的沪江大学亦被分拆，华东师大以初创之姿接纳并保存了大学与专业的精神

载体：教师与书籍。沪江社会学传统亦虽断而未绝，以破碎却更为本质化的状态坚韧地存在着，直至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曲折而

顽强的建立与重光。 

  校友学者汇聚论社会学责任与未来 

  对于社学会的传统、责任与未来，沪江大学校友和资深社会学者都给予厚望。“20岁在沪江大学读社会学，我用一个甲子认

识了社会学的重要性。”原虹口区区委书记卢丽娟今年已是86岁高龄，她说，虽然在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时间不长，但却对自

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到的知识也在后来的工作时间中得到了很好地应用，无论是为服刑人员寻找出路，还是对残疾人婚姻的

料理，都无处不在社会学的影子。“里弄街道干部也该学习社会学，既把实践工作上升到理论层面，也用理论指导实践。”卢丽

娟颇有感触地说。 

  上海市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强调社会学重要性，中国社会工作大有可为。他举例说，一些国外监狱每五

个犯人配备一名社工，为其提供现在乃至将来的帮助，而我国则较为缺乏，这也意味着还有上升和发挥的空间。 

  华东师大校党委书记童世骏说，该校社会发展学院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年轻有朝气，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人口学

与民俗学五个学科构建了“大社会学”的完整框架，历史悠久的学缘脉络和综合发展的学科优势亦是有目共睹的，能够很好地将

“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的理念贯彻于教学与科研。他希望参加论坛的学者们能共同回首社会学百年的历程，展望“大

社会学”学科背景下更远的未来。 

  在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校友联谊会成立，吴铎教授出任校友联谊会荣誉会长，桂世勋教授、罗国振教授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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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问，今后将邀请校友返校为学院发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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