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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学研究

李 沛 良

编者按
:

还有三年香港主权就将回 归中国
,

本期特发表香港 中文大学社会 学教

授
、

香港 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沛 良博士的这篇系统介绍香港 的社会发展与社

会学研究状况的文章
,

以供各方读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社会学同仁 了解
。

本文原发表于

1 9 93 年 12 月在台北举办 的
“
两岸三 地社会 学的发展与交流

:

民间的学术文化与展

望
”
研讨会

,

现征得作者和该会主办者 的同意后刊于此
。

本刊并希望 台湾
、

澳门地区及

其他国家的学者也能为本刊提供本地社会学研究情况的文章和信息
,

以便交流
,

增进

了解
,

共促社会进步和社会学研究的繁荣
。

争

一百五十多年来
,

香港是一个由英国人统治的华人社会
。

其社会学的萌芽与成长
,

约有 4 0

年历史
。

各方面的情况
,

可参 及
e ( 1 9 7 7

,

一9 5 7 )
、

T~ 少 ( 19 8 4 )
、

黄绍伦 ( 1 9 9 2 )和 肠
。 & 乙。 赵

( 1 9 9 3) 等著作
。

本文将集中讨论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并分析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受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所影响
。

香港社会学之学术研究的发展
,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 1

.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移植时

期
; 2

.

70 年代的本土耕耘期
; 3

.

80 年代开始的繁衍期
。

每个时期的社会学研究
,

都与当时的政

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系
。

社会学的移植

5 0 年代以前的香港
,

鲜有社会学研究
。

1 9 1 1 年成立的香港大学
,

当时是唯一的高等学府
,

也没有社会学的传授和研究
。

50 年代开始
,

在香港开拓社会研究的是一群来自西方的学者
。

由于 1 9 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

当时西方学者难以踏足中国大陆
,

于是转而到香港进行社会研究
。

他们大多是来自英
、

美的社会 人类学者
,

例如 E
.

N
.

为以

~
、

H
。
沙 召山吩 r 、

材口“ 改
。 尸邝“ ~

、

J ` 御“ 月口尹“
、

7改泛尸以￡岁
、

材盯孙呛 了b洲` ,
、

B山硒叨m E
.

Wd dr 和 aJ ~ W改溯 等
。

香港既是一个由英国人

统治的社会
,

西方学者来香港做研究
,

就较容易获得政府的安排和协助
。

同时
,

集居于市区租散

布于新界农村地区的华人
,

也为西方学者提供了适合于研究中国人的场所
。

在 5 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
,

西方学者大多选择新界的农村地区进行田野研究
,

应用历史文

献和通过参与观察及非形式访问
,

深入观察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和生活
。

研究的课题
,

包括宗

族制度及家庭组织
、

社区权力结构
、

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
、

风水及阴阳五行等传统观念
、

经济生

活的变化
、

饮食及医疗的行为等
。

(参 了d刊幼 19 6 9 ;

oT p l e夕 1 9 6 9 ;尸比心
~

1 9 76 )
。

他们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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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受西方学术界重视
,

但对于 日后本地社会学者的影响不大
。

( T 翻~ 1 98 4 )

香港在 50 年代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商埠
,

城市区域范围小而且生活平淡
,

农村地区面积

广阔但生活也是宁静的
。

自 60 年代开始
,

自中国大陆来港的移民骤增
,

新兴工业随之而涌现
,

城市范围也迅速向新界的农村地区伸展
。

( D叨 , 叮 19 71 ; 乙翻 ,

及
。 口邓己 5众皮切台 1 9 7 9 )在此时期

,

有些西方学者开始从农村社会研究转移到工业与都市社会的研究
,

例如 3 筋阮甩 E
.

IV d dr

( 1 9 8 5) 研究工厂的内部组织与工人行为
,

O 视入a 。 了动~
(1 9 7 7) 研究新市镇的政治结构与民

间组织
,

aJ 耐 5翻坛ff ( 1 98 1 )研究妇女就业与家庭关系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

由于此后本地社会

学者的研究大多关注工业都市化的过程
,

这些西方学者的成果也就较受注意
。

刀。 r ba
ar E

.

W a
dr 是最早到香港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

,

对本地学术界的影响也较大
。

1 9 5 0 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
,

她曾多次到港
,

研究渔民的社区生活
、

儿童的社会化
、

传统戏剧的

仪式与伶人角色以及小型工厂的管理文化等
。

在其论文中
,

经常突出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中国人

的价值观念
,

例如对经济互助
、

教育进取
、

勤奋工作
、

克己自制
、

家长主义
、

个人面子和人情关系

的重视等
。

(W
a r d 1 9 85 ) W

a
dr 又根据其对香港华人生活的长期观察

,

阐扬 乙改厄一 tS ar
u ss 的意

识模型 (

~ ~
勿。 己els ) 理论

,

认为社群 内各人的行为都会依据三个共同建立和分享的构思
:

1
. “

接近模型气枷加以妞
亡加心以 )

,

即他们对自己社群所实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的构思
; .2

“
意识形态模型

”
(讨耐咭拓以 切 。 J刁 )

,

即他们对大社会的士绅或文人所奉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

理想的构思
; 3

. “
观察者模型

”
(动 ,

脚仍
,

加。己el )
,

即他们对其他社群所依循的社会文化体系的

构思
。

W
a r

d 强调
,

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研究
,

应从社群所建立的意识模型出发
,

从他们的观点理

解生活的规律和变化
,

进而分析各个意识模型的关系
,

并且比较各地社群的异同
。

W a
dr 曾于

1 9 7 9一 8 2 年间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 系任教
,

对本地年青学者发生较大影响
,

其文集也被翻

译成中文
。

除了上述的田野研究以外
,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期也有西方学者 (以美国为主 )来到香

港
,

深入访问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

力求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家庭生活
、

政治组织和社会经

济结 构
,

其 中包 括 Eazr
V呀

e l ( x 9 6 9 )
、

W心l必m aP 而 h 和 M
a rt 动 W h少t e ( 1 9 7 8 ) 召气” J

~
Wal d er ( 19 8 6 )等社会学者

。

他们大多获得在 19 6 3 由美国多所大学合资创办的
“

大学服务 中

心 ”
的协助

,

包括安排访间移民和提供大陆报刊及其他文献资料
。

移民报导的正确性虽有疑问
,

但在当时别无他法的情况下
,

他们的著作是有价值的
,

因而倍受西方学术界的重视
。

至于本地

社会学者
,

由于偏重香港社会的研究
,

反而较少引用当时西方学者的中国大陆研究成果
。

除了西方学者以外
,

香港在 1 9 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期间
,

也接收了一批来 自大陆的

中国籍的移民学者
。

他们于 50 年代初期
,

在香港成立多所高等学府
,

包括新亚
、

崇基
、

联合和浸

会等学院
。

在基督教会资助下成立的崇基学院
,

于 1 95 1年首先创办社会学课程
。

联合书院和

浸会学院
,

皆于 1 9 5 6年开办社会学课程
。

至于新亚书院
,

则于 1 9 5 9年引进社会学课程
。

曾于

2 0 世纪前期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学教育
,

( 尺动 9 197 8) 也就随着这群逃难学者移植于香港土

地上
。

可惜的是
,

当时在上述学府任职的社会学者
,

人数不多而且忙于教学
,

加以经费不足
,

鲜

有进行实地研究
。

本土的耕耘

60 年代中期
,

香港的社会学教育获得扩展的机会
。

当时的香港
,

需要专业人员协助工商业

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

再加以中文中学学生的人数众多但却难以进入以英文为授课媒介的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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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大学
,

于是政府在各方面的要求和压力下
,

决定在 1 9 6 3 年合并新亚
、

崇基和联合三所书院
,

成

立以中文为主要授课媒介的香港 中文大学
。

中大成立以后
,

除了使三个书院的社会学资源集中并得到政府的大量资助以外
,

还在美国

尸. t

sbu 咭 h 大学的华裔社会学家杨庆荃的协助下进行课程的改革
,

安排美国学者来授课并推

荐毕业生到美国留学
。

( Z
沼` 1 9 8 7) 当时

,

杨氏有感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式微
,

决定协助香港培

训人才
,

为将来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播下种子
。

为了开拓本地的研究
,

中大三所成员书院的社会学系于 60 年代中期分别成立研究单位
。

崇基位于新界
,

遂成立
“

农村研究中心
” ,

以一个受工业都市化影响的农村作为个案
,

进行深入

的 田野研究
;
联合位于市区

,

于是成立
“

都市研究中心
” ,

以抽样调查方法研究城市的家庭生活

和邻里组织
;
新亚较重社会心理研究

,

于是成立
“

社会学实验室
” ,

以实验法来观察和验证小群

体成员间的交往模式
。

这三所研究单位
,

采用不同的研究策略和选择不同的研究范畴
,

起着互

补的作用
。

然而
,

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
,

就是为社会学学生提供实地研究的机会
。

可以说
,

其教

育使命超过研究使命
。

香港社会学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

是政府于 60 年代中期资助一项大规模的抽样调查
。

60 年代初期
,

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潮
,

人口急剧增加
.

同时
,

香港亦进入经济转型期
,

除了

传统的转 口贸易以外
,

制造业开始兴盛
。

香港不再是一个平静的小港 口
,

而是一个人 口密集和

工厂林立的繁忙都会
。

种种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浮现
,

社会服务的需要也不断增加
。

香港政府为

求搜集有系统的资料
,

以制订各项社会政策
,

决定于 1 9 6 6 年拨款资助一项为期 3 年的
“
香港市

区家庭生活
”

调查
,

由香港中文大学成立
“

社会调查研究中心
”
来承办这个香港社会学史上首项

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研究
。

该研究在 1 9 6 7年中以间卷方式访问了近 4 0 0 0 名已婚成年人
。

研究

的课题很广泛
,

主要是从交往形式及功能强度两方面分析夫妇的关系和他们跟老年父母
、

子女

及其他亲友之间的互爱互助程度
。

(M故he “ 1 9 7 2) 研究的负责人是专程自美国请来的社会学

家 尺况坛八 M故人̀ 左
,

可能是当时没有合资格的本地学者
。

上述的家庭生活调查于 60 年代末期

结束以后
,

数量化的抽样调查研究日益流行
,

本地学者也逐渐成为香港社会学研究的主力
。

从 70 年代开始
,

香港的经济继续发展
,

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

政府于是扩大对高等教

育的资助
。

当时已有 20 年历史的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和刚于 1 9 6 7 年成立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

得 以陆续增加社会学教师人数
,

并且相继成立硕士和博士课程
。

社会学师生人数的增加固然有

利于发展研究工作
,

稳定的政局和 自由的学风也是重要因素
。

香港虽然在 1 9 6 6一 67 年间经历

了一次大暴动
,

但此后政局相当稳定
,

加以政府不但对经济领域施行
“

积极不干预
”

政策
,

(乙in
,

Z之`
,

& S t’, ” 优山 1 9 7 9) 而且对学术领域也保持同样态度
,

使得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得以发展
。

一项关键性的变化
,

是中大在杨庆堕的推动下
,

于 60 年代末期将三所书院的社会学课程

合成单一学系
,

且将前述的农村研究中心
、

都市研究中心和社会学实验室合并
,

成立规模较庞

大的
“

社会研究中心
” ,

并获得香港政府
、

亚洲基金会
、

哈佛燕京学社和岭南大学基金会等机构

资助
。

中大社会学系及社会研究中心的发展
,

还在杨庆笙的引荐下获得美国华裔学者陈郁立和

沈爱丽的协助
。

社会研究中心以社会学研究为主导
,

但也兼顾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

包括经济学
、

心理学
、

地

理学
、

政治学和人类学等
。

大部分的研究是在香港进行的抽样调查
,

例如研究香港人的生育态

度和行为
、

小贩活动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

小工厂的管理及其经济作用
、

贪污的成因及其控制
、

拥

挤的居住环境与华人的健康及适应方式以及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和社会成因等
。

最庞大的项目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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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动员近 20 位社会学或相关学科学者的力量
,

在香港的一个人 口急增的新市镇
,

进行一系列

的文献分析
、

田野观察和抽样调查
,

以理解一个华人密集的工业化社区如何在当时政府所推行

的西方制度架构中成长并发挥各项社会功能
。

( K动召 口拍 J 及
e 1 98 1) 其时

,

香港政府为了解决

人口剧增而带来的居住和就业问题
,

决定在市区边缘建立多个公共房屋和工厂林立的新市镇
.

可见
,

社会研究中心的上述新市镇研究
,

除了学术价值以外
,

也有其实际意义
.

香港社会研究中心的多项研究成果在香港社会引起广泛注意
,

使本地社会学者的研究力

量获得社会的承认
。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
,

是社会研究中心集合了九名社会学者
、

一名人类

学者和一名心理学者的力量
,

在广东进行人民公社调查
,

探讨这个崭新的集体组织的经济建设

和社会生活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

(李沛良
、

刘兆佳 1 9 8 1 )研究结论之一
,

是认为这个

推行公有化和具有广泛权能的大型组织原则上可以推动农村的建设
,

但不可过份强调权力集

中
、

地方自足和平均主义
,

应重视专业人员并根据当地农村社会的特点来设计具体内容
.

该研

究亦根据公社的经验
,

提出
“
组织集约

”
(份万彻

“ 比山佩 一 吞吐`玛奴 )的概念
,

作为推动社会改革的

工具
。

由于现实的限制
,

这项研究不一定能够深入理解农村公社的运作
,

但它却标志着香港的

本地社会学者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关注及对实地研究的开拓
。

7 0 年代初期
,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员也在香港积极展开实地调查
,

研究的课题有贫民

的社会服务与住屋需要
、

青年人的社会态度
、

工人的生活质素
、

香港人 口的特性和增长情况等
.

(石肠户服心 1 9 7 1) 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数量化的抽样调查方法
。

总括来说
,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香港社会学研究处于移植期
,

以西方的社会学者及社会人

类学者为主力
。

他们大多采用田野考察或深度访问的方式
,

研究香港农村的生活
,

也有涉及工

业都市的发展和从新移民中获知中国大陆的变化
。

他们极少在香港的高等学府任教
,

来港的目

的是为了搜集资料
。

70 年代是本地社会学界的耕耘期
,

在高等学府任教的社会学者并始拓展

实地研究
,

以香港的工业都市研究为主
,

大多采用数量化的抽样调查方法
,

同时也开启了对中

国大陆的实地调查
。

寸

多向的繁衍

80 年代
,

香港的经济继续增长
,

社会生活和政治形势变得来愈来愈复杂
,

社会学界也因而

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机会来发展学术研究
。

首先
,

香港的经济结构再度转型
,

由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高科技工业
。

( sT ha

L u k 1 9 8 9) 同时
,

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

由于中国政府决定于 1 9 9 7 年收回香港
,

引发出一度

令人优虑的人才外流问题
,

尤其是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的外流
。

政府为了配合经济转型和应付

人才流失的间题
,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

不但扩充两所大学 (港大和 中大 )
,

而且设立第三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并加快其他高等院校的扩展
,

如浸会学院
、

香港理工学院
、

香港城市理工学院

和岭南学院等
,

这些院校 皆设有社会学课程
。

于是全港社会学教员的人数得以显著增加
,

其中

不少是学有所成的年青学者
,

成为香港社会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

时至今日
,

中大的社会学系仍是香港最具规模的学系
,

有教师 19 名
,

全是华人
。

至于香港

大学的社会学系
,

有 12 名教师
,

约半数是华人
。

浸会学院的社会学系也有一定的力量
,

有 14 名

教员
。

树仁学院在 1 97 1 年开办的社会学系
,

规模较小
,

约有 4名教员
。

至于其他高等院校
,

虽

无社会学主修课程
,

但却开设多项科目
,

如两所理工学院的应用社会科学系
、

岭南学院的社会

科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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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9 9年初
,

中大社会学系为了举办
“

港台社会学者交流会
” ,

发信收集上述 8 所院校的社

会学教员名单及其学术背景
。

从复信的 79 人中
,

1
.

6成已有博士学位
,

共 48 人
,

其余有 o1 人

是博士学位候选人
,

有 21 人已取得硕士学位
。

2
.

华人占 9成
,

共 71 名
,

其中 41 人已有博士学

位
,

10 人是博士学位候选人
,

20 人有硕士学位
。

在 8 名非华人中
,

7 人已有博士学位
,

1 人已有

硕士学位
。

3
.

根据他们的最高学位
,

超过 5 成 (共 42 人 )取自美国
,

次为英国 ( 12 人 )
、

香港 (9

人 )
、

加拿大 (6 人 )
、

澳洲 (6 人 )
、

德国 (2 人 )和法国 (2 人 )
.

4
.

在各院校的分布中
,

以中大人数

最多
,

共 24 人
,

他们除了在社会学系任教外
,

也有在商学院
、

教育学院和医学院等任教
。

总括来说
,

在现今香港的社会学学术界
,

大部分是华人
,

他们多曾在欧美留学并 已经或即

将取得博士学位
。

香港高等学府的社会学教员在质与量方面的共进
,

大大加强了社会学研究的

力量
。

再者
,

中大
、

港大
、

浸会和科大均设有社会学硕士或博士课程
,

有助于社会学研究的推进
。

研究经费方面
,

也有显著增加
。

香港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
,

使得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源
,

也

使得社会对科技知识有更大的需要
。

于是
,

政府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增加对高等院校的拨

款
,

并且于 1 99 1 年初在
“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
”
下成立

“

研究资助局
” ,

以加强资助和监

察各个高等院校的研究工作
。

结果
,

多项大规模的社会学研究相继得到资助
。

社会学学人的质量与研究经费的增加固然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
,

但他们所受到的学术

压力也促使研究数量的增加
.

近年来
,

各个院校除了加强教学工作以外
,

也日益重视研究的表

现
。

研究著作的质量成为教员的实授和升级的重要标准
。

再者
,

香港的政制改革
,

促使影响力

日增的民选议员和政治团体
,

不断要求政府增加其办事的透明度
。

受政府资助的高等院校就不

得不急于加强其教研质素
,

极力争取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

结果
,

各院校之间的竞逐 日渐加强
,

而

每所院校的内部竞争也随之而增加
。

在此压力下
,

社会学者在教学之外
,

必须加强其研究的质

与量
。

种种的原因
,

使得本地社会学的研究
,

自 80 年代开始即由耕耘期转入繁衍期
,

积极向多方

面发展
。

在众多的领域中
,

以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发展最快
。

80 年代或以前
,

社会学者甚少注意政治研究
。

80 年代初期
,

中英为香港前途所举行的谈判

和英国于 1 9 9 7年如期归还香港的决定
,

引起民间的政治团体与政党纷纷涌现
,

政治争论与政

制改革的问题
,

成为全港大众媒介最关注的事项
,

也成为老百姓的热门话题
。

百多年来所养成

的政治冷感积习
,

逐渐加温融解
。

在此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下
,

政治研究就迅速成为香港社会学

最昌盛的研究领域
。

高等学府的社会学教员及其研究生
,

皆有不少从事政治课题的研究
,

例如

香港政局稳定的因素
、

香港社会的法律文化
、

香港人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
、

非殖民地化和权

力转移的过程
、

新政治领袖的酝酿和冒升
、

民间政治团体的形成和策略以及政府公务员的角色

转变等
。

(参 丈刀“ 1 9 8 2 ;
李明笙 1 9 8 7 ;工召“ a

耐 K uan
1 9 8 8 ; W胡9 a

dn L u i 1 9 9 a2
;乙召“ “ 几己 Z

减翅泌

199 3) 香港大学于 1 9 90 年成立的
“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 ,

也不断进行与政制相关的民意测验
。 。

另一项获得广泛研究的领域
,

是香港华人的经济行为与工业发展
。

长期以来
,

香港是一个

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
。

而且香港人普遍相信
, 1 9 9 7 年以后香港的繁荣安定及民主 自由

,

跟其

经济力量及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贡献
,

将有很大关系
。

香港的社会学界自然不能忽视经济结构与

行为的研究
,

不但要研究中国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 〔金耀基 1 9 8 5 ; W俪 9 1 9 8 8) 更要理

解香港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

例如劳资冲突
、

本地劳工的短缺和工作态

度
、

外来劳工的社会适应
、

妇女的就业机会与模式
、

雇主的企业重组策略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政

策及其社会影响等
。

(参 乙改
少
in 19 7 9 ;

hC
e u n g

, ` t al
.

1 9 9 1 ;
肠

u
鳍

a

耐 hC iu 1 9 9 1 ;

hC 触 a

dn 么留 i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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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3; Lul’ a . d h C翻 19 9 3 )也有社会学者
,

研究邻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的工业文化与工业发展

的问题
。

60 和 70 年代的香港社会学流行家庭研究
,

当时的理论取向偏重核心家庭的内部结构和

交往模式
。

( C人翻gn
a 那d P心

~
1 9 7 4 ; W胡 9 1 9 8 1 ) 8 0年代的香港

,

家庭研究虽不及政治与经

济研究的普遍
,

但未受忽视
。

只是研究范围有所伸张
,

较多注重分析扩大的亲属网络以及研究

家庭与政治经济发展及社会服务的关系
。

(李明堕 1 9 8 7 ;
李沛 良 1 99 1) 全球的妇女运动与性别

研究的兴起
,

也使香港社会学者 日益重视妇女角色与家庭转变的关系
。

(hC eu gn
,

et 以
.

1” 1 ;

Z沼亡 M
.

K
.

1 9 9 2 )

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也是香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主要领域
。

(参 sT an g l ” 2
,

19 9 3 ; Won g

a

dn L iu 1 9 9 b2
; 19 9 3) 研究的课题包括社会阶层的结构及测量方法

、

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社会

流动 比率及渠道
、

社会流动的自致与先赋条件
、

个人的流动经验及社会的开放性对其道德和实

用价值的影响等
。

新近的一项研究
,

是比较在香港与其他东亚国家兴起的中产阶级
,

研究他们

所具有的价值与抱负以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参与
。

也有香港社会学者到中国大陆的城市
,

实地

调查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情况
。

近年来
,

普及文化与青少年行为的研究也受到注意
。

香港的物质生活虽然不断改善
,

但政

府及民众也觉察到青少年 日益不满社会现实
,

而且看来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玩乐取向
,

反叛

行为也颇多
,

有必要进行社会学调查
。

研究的课题包括青少年的自我评价和道德观念
、

家庭及

学校的适应行为以及 闲暇活动的需要和模式等
。

(参 hC eu gn
a

dn T a 明 19 84 ; N g 1 9 8 4 ;
对

魂n

1 9 9 2 ;

hc eu gn 1 9 9 3) 社会学者也尝试理解在香港 日渐兴起的大众传播和普及文化的特性及其

对青少年或其他民众的社会和政治取向的影响
。

(参 hC an 1 986 ;

hC
a n 1 9 9 1)

除了青少年问题以外
,

香港的犯罪率也随着现代化而增加
,

与此相关的不少社会学研究也

应运而生
。

政府便曾在 70 年代中期资助一项大规模的学术研究
,

从社会控制的理论角度
,

调查

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家庭及社会成因
。

( 万9 1 9 7 5) 此后还进行了不少与贪污
、

吸毒及其他犯罪问

题相关的研究
。

(参 丈沼` 1 9 8 1汀翔~
1 9 9 1)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更于 19 8 6 年成立犯罪学课程

,

以加强教研工作
。

在人 口研究方面
,

香港社会学界在 70 年代较注重节育行为的调查 ( N宕 198 1) 及内部迁移

的研究 ( hC ` 1 97 5 )
。

80 年代中期
,

1 9 9 7 年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
,

一度引起香港人移民外国的

浪潮
。

另一方面
,

中国大陆的人继续移入香港
,

而越南难民又不断涌进
。

于是
,

香港的社会学界

兴起了移民的研究
。

大部分是研究外移的模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

并且追踪移民外国的香港

人
,

研究他们在外地的社会适应问题
。

此外
,

也有研究香港新移民的背景及其社会生活
。

(参

K
~

9 1 9 8 9 ; W
〔脚 9 1 9 9 2 ;

aL m a

dn L l’u 1 9 9 3 )

医疗社会学的研究在香港也受重视
。

(参 肠
` 19 80

,

1 9 8 5 ; L瓜
, ￡ t at

.

1 9 9 3) 研究的课题包括

中西医疗服务的评价和应用
、

基层卫生服务的发展
、

职业意外的成因和善后
、

精神健康的社会

因素和应付生活压力的社会文化机制等
。

老年人的健康与社会支持以及爱滋病的态度及行为

等
,

也有研究
。

最后
,

值得介绍的是香港的社会指标研究计划
。

自 1 9 8 8 年开始
,

中大
、

港大和香港理工学

院联手进行两年一度的主观
“

社会指标
”
抽样调查

,

以追索香港的社会变迁和 问题
。

( L au
,

et

以
.

1 99 1
,

1 9 9 2) 研究的项 目包括生活满意情况
、

社会间题的态度
、

房屋与社会服务的需要
、

社会

压力与精神健康
、

宗教信仰
、

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
、

政治态度
、

法律文化
、

消费与大众传播行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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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就业与工作价值和社会意识等
。

为求补助这些主观指标的效用
,

中大社会学系最近成立 了
“
社会资讯系统

” ,

搜集香港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
。

总括来说
,

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
,

香港社会学研究由以往的耕耘期转入繁衍期
,

得到较充裕

的人力和经费
,

朝着多方面发展
。

总结与前瞻

梦

香港社会学 自诞生而成长已有四十多年了
,

它的际遇与香港社会的政治
、

经济变化息息相

关
。

本文侧重分析社会变化对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影响
,

但也附带介绍社会学教育的发展
。

至于

学术界以外的研究
,

如政府部门
、

市场或民意调查机构
、

志愿社会服务组织以及政治或压力团

体等所做的社会调查
,

在近十多年来的政治变化和经济演进的影响下
,

其数量也如雨后春笋
,

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

综合来说
,

1 9 4 9 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执政后
,

来 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学者
,

把社会学教育移

植于香港
,

继续传道授业
,

社会学在香港这片由英国人统治的土地上才诞生
。

来 自英美的社会

学人则在香港开拓研究
,

以求理解中国人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变化
。

50 年代和 60 年代
,

可以 说

是香港社会学的移植期
,

社会学知识分别从北方的中国大陆和西方的欧美流入香港
。

当时
,

本

地社会学的教研力量单薄
。

至于来 自西方的学者
,

鲜有参与社会学教育
,

但在学术研究上表现

积极且颇有成果
,

大部分以田野观察方法研究新界的农村社会或利用文献材料和深度访问移

民的方法研究中国大陆的社会变化
。

7 0 年代是香港社会学研究的本土耕耘期
。

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
,

香港面临急促膨胀的人 口

和随之而增加的对房屋与其他社会服务的需要
。

香港的经济也开始起飞
,

在传统的转 口贸易上

添加制造业的兴起
,

社会的经济资源及其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而增加
。

香港中文大学因此而建

立且获得美国华裔学者的协助
,

大力发展社会学的教研工作
; 历史悠久的香港大学也开始加强

其社会学的教研力量
。

政府及学术界
,

为求解决人 口增长和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问题
,

开始推动与都市化和工业化

相关的社会调查
,

例如家庭生活
、

节育行为
、

民间志愿组织
、

青少年犯罪
、

小型工商业的运作以

及房屋及新市镇发展等研究
。

同时
,

70 年代的本地社会学界也有较多的力量承接社会研究的

使命
,

开始展开耕耘的工作
,

以抽样调查研究居多
。

香港政府对学术界的不干预
,

也有利于社会

学研究的发挥
。

从 80 年代开始
,

香港再次面临大变化
。

经济结构由劳力集约的制造业转型为服务业和高

科技工业
。

政治形势的变化更大
。

中国政府决定于 1 9 9 7年收回香港
,

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

经

济转型带来人才的需求和政治变化带来人才外流的优虑
,

促使香港政府动用其丰富的财力
,

大

力扩展高等教育并大量资助学术研究
。

各院校的社会学教员及研究生数量大增
,

使香港社会学

的学术研究进入繁衍期
。

同时
,

政府积极推行
“

政制改革
” ,

民间社会 日益政治化
。

香港市民对

政府资源运用的加强监察
,

也使各个高等院校 日益重视研究成果
,

求取政府和社会的较大支

持
。

校内外的压力
,

加速了社会学研究的繁衍
。

社会政治化加上经济转型
,

使当代的香港社会学以政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的研究最昌盛
,

次

为经济动力和企业组织的研究
。

此外
,

家庭的扩大亲属网络
、

妇女角色和两性关系的转变
、

老人

的需要和社会支持
、

青少年的心态与普及文化
、

犯罪与治安问题
、

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
、

人口 的

移入与外移问题
、

个人健康与医疗服务以及社会指标与社会发展等研究
,

也有显著的发展
。

当



今的香港社会学研究
,

可说是以政治经济为主导的多向发展
。

除此之外
,

亚太地区在近年间的经济起飞
,

对香港社会学的发展也有影响
。

亚太地区已逐渐抬头
,

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新中心
。

经济实力的增长
,

将会带动学术及文

化地位的提高
。

处于亚太地区核心位置的香港
,

其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是充满机会的
。

以往的香

港社会学研究
,

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潮的影响
,

可以说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中心的边缘社会学
。

随

着亚太地区的近年变化
,

香港社会学界已逐渐加强其与邻近地区社会学界的联系
。

除了举办和

参加多项国际性或区域性的研讨会以外
,

愈来愈多的香港社会学者先后与 日本
、

南韩
、

台湾
、

新

加坡和 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者合作
,

进行比较研究
,

例如官僚贪污的模式和成因
、

新中产阶级的

兴起和影响
、

工业结构的转型与劳动市场的调整以及政制模式与经济发展策略等研究
。

种种的

学术交流和合作
,

将有助于东亚社会学的成长
,

有机会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的社会学研究中心之

一
,

不用困守于西方社会学的边缘位置
。

除了加强与邻近地区的联系之外
,

香港社会学者也注意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
。

其实
,

社会学中国化的间题
,

早于 20 世纪上半期即受到中国社会学界注意
。

( K in g 1 9 7 8 ; w 训9 1 97 9 ;

韩明漠 1 9 8 7) 早期的香港研究
,

偏重应用西方概念和验证西方的理论
。

( Z沼` R
.

19 9 2 ) 8。年代以

来
,

香港学者与台湾及中国大陆学者的交流
,

使得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再度获得关注
。

1 9 8 0 年

台湾首先在台北举办
“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

研讨会
。

随后
,

香港学者于 1 98 3 年
、

1 98 5

年
、

1 9 8 8 年和 1 9 9 3 年相继组织四届的
“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

” 研讨会
。

这一连串的研讨会
,

有各

地 的华人社会学者参加
,

并且出版论文集
。

(杨国枢
、

文崇一 19 82 ;
乔健 1 9 85

,

19 91 ;
黄绍伦

1 9 9 1) 社会学应该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

引发 了各地华人学者的深思和建议
。

(萧新煌 1 9 86 ;
费孝

通 1 98 8 ;
李明方

、

黄绍伦 19 9 2) 近年来
,

更有人提出成立全球性的华人社会学会
,

以加速社会学

植根于中国社会
。

近十多年来
,

除了印证西方的理论以外
,

也有不少香港学者尝试发掘香港社会或中国文化

的特质
,

从而建立新的概念和命题
,

对当前 的社会现象提出更合适的解释
。

例如
,

金耀基 ( K in g

1 98 1) 提出
“

行政吸纳政 治
”
的概念

,

解释百多年以来香港政局能够维持稳定
,

乃由于殖民地政

府利用议会与咨询委员会的行政架构
,

委任社会的精英进入决策阶层
,

因而吸纳和化解了本地

的政治力量
。

随后
,

刘兆佳 (加
“ 1 9 8 2) 根据其城市家庭调查的资料

,

认为香港的政治稳定
,

是由

于
“
功利家庭形态

”
使得市民在剧变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经济环境中

,

可以通过与其家人及其他

亲友的互助获取所需
,

尤其是经济的需要
,

不用向政府施加压力
。

1 9 4 9 年前后
,

有不少上海工业家移民香港
,

带动了香港制造业的发展
。

黄绍伦 ( 1 9 8 8) 以深

度访问法研究这些移民工业家
,

提出
“

企业家庭主义
”
的概念

,

指出他们虽然在企业管理方面较

松散
,

由于以家庭作为经济进取的单位
,

成员间的亲切维系和互相信任
,

使他们勇于创业和不

怕冒险
,

所办企业得以在激烈竞争和变化多端的环境中获取骄人的成就
。

早期的香港家庭研究
,

颇受西方理论的影响
,

偏重家户的内部结构
,

并且认为工业化会不

可避免地带来核心家庭的增加
。

( W
忆脚9 1 9 75 )上述刘兆佳及黄绍伦的分析

,

显示现代社会的家

庭研究
,

要注意家户与其他亲友的维系
,

也要分析其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李明堕

( 1 98 7) 更进一步怀疑西方的理论
,

认为没有足够资料证明香港家庭趋向核心化
。

他提出了
“

折

衷扩大式家庭
”

概念
,

指 出香港人为求适应地狭人稠和生活紧张的现代都市环境
,

当会普遍成

立自主权较高的核心家户
,

但不会放弃亲戚关系的维持
,

并且愿意承担义务
。

香港的交通和通

讯发达
,

也有利于在不同地方居住的亲戚维持紧密接触和互相帮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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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 良( z 记 ` 1 9 8 2) 曾在香港进行多项中
、

西医疗服务的调查
,

并将香港的情况与其他中国

社会比较
,

提出
“
层序性医疗多元形态

”
的理念模式

,

以分析各个医学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共

处和交往
.

李氏强调
,

每个当代社会都具有多个医疗健康传统
,

即既有现代科学医学
,

也有各

种传统医学
。

科学意识形态的兴起加以学术及政治权成的倡导
,

现代科学医学常据有
“
结构优

势
” ,

在财富
、

权力和地位各方面皆高过传统医学
.

但是
,

民间的传统习惯和字宙观
,

却使得各种

传统医学仍具有颇大的
“
功能强度

” ,

其服务广受信核和应用
.

民族主义的兴起
,

有利于传统医

学的复兴
.

在学术及政治权成的重新支持下
,

传统医学的
“
结构优势

”
似乎提高

,

但种种的政策

和措施其实是让现代医学以
“

科技研究吸纳传统医术
”
并

“ 以行政架构吸纳传统医师
” .

上面几个树子
,

说明香港学者不甘于全盘接受或依附西方的社会学知识
,

尝试从实地研究

中褪出切合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概念和命题
。

换言之
,

由
“
依附研究

”

转向
“

切合研究
”

( z记亡 .R

1 0 9 9 2) 是香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趋势
。

能够在西方社会学之外建立切合中国社会实况的社会学
,

是应走的路向
,

当有助于理解和

改善中国人的生活
。

但是
,

社会学中国化不等于孤立化或特殊化
。

费孝通 ( 1 9 8 8) 经常强调
,

中

国的社会学研究要从实际问题出发
,

是对的
。

但是
,

这不是说社会学研究的成果
,

只能用于中国

社会
.

大部分的香港学者是在中国社会成长的华人
,

但也曾留学欧美
.

他们既关心中国人的社

会生活和问题
,

也相信社会学知识应有普追性
。

如何两者兼顾 ? 常见的做法
,

就是把中国枕会

的结构和文化特质概念化
,

使之适合于分析其他地区的社会
。

上面介绍的几个例子所提出的概

念和命题
,

更不但切合香港的实况
,

而且可以用来分析其他现代社会的发展
。

再举一例
,

我于

1 9 9 3 年 10 月在香港及苏州的第四届
“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会

”
上宜读论文

,

分析中国人的

风水
、

缘份和容忍等传统观念并将之概念化为
“
能动宿命观

”
和 “
宿命能动观

” ,

用愈是理解在现

代化过程中宿命主义与能动主义的配合
,

如何影响个人的社会适应及经济进取行为
.

我的做

法
,

是从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出发
,

但力求对普遍性的社会学知识有所贡献
。

香港与其他地区

的华人学者
,

大都有同一志愿
,

就是使普遏性的社会学知识为中国社会服务
,

但也歼使中国社

会的研究有助于普遍性社会学知识的演进
。

(文崇一 19 91 ; 〔汤翻 1 9 9 1)

要使社会学研究切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对全球社会学有所贡献
,

就要注意理论范典和研

究方法的应用
。

当今的香港社会学界具有浓厚的实证社会学 (尸比 . 初亡 SOC翻勿妙 )传统
,

颇受结

构功能论及理性选择论的影响
,

而且偏重抽样调查和数量化的变项分析
。

这种方法论有利于收

集系统性资料
,

以验证假设和理论
。

但是
,

社会学的使命也要深入观察社会行为的动机和社会

交往的过程
,

从而发现新的及适当的概念和命题
.

因此
,

除了抽样调查和数量分析以外
,

也要多

作个案的田野观察
、

深度访问和定质分析并要加入象征交往论
、

日常语言分析及现象学等逢释

社会学 (加叮户砚以俪 S 叱翻甸卿 )的范典或方法
.

费孝通在前述的第四届
“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
”

研讨会中
,

以
“

个人
、

群体
、

社会
”

为论文题目
,

回顾其一生的学术历程
,

语重心长地指出
:

社会是实体
,

社会行为是发生在社会所规定的各种

社会角色之间
,

但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
,

也是实体
,

有其主动性
。

换言之
,

具体的个人
,

是有其

理斌感觉和打算的
,

他的行为不全受社会制度所支配
.

个人固然很难跳出社会的掌握
,

而同时

社会的演变也依靠着个人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
.

因此
,

社会学的研究
,

不可
“
只看社会不见人

” .

这些见解
,

在西方社会学界也常出现
,

但费教授在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十载的学术生涯和生活体

珍
,

最后郑重地提出要重视研究人的心态
,

就值得后辈学者再三反思
。

要研究人的心态
,

就不能

单凭数量化的实证社会学研究而忽视其他研究途径
,

也不能只偏重理性的社会行为和制度而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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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人的感情和愿望
。

此外
,

中国社会的历史资料丰富
,

也可为社会学研究提供大量材料
,

可惜
,

香港学人在这方

面的研究住君动阮以g e l 9 78
;
张德胜 1 9 8 9) 仍属少数

.

中文大学于 1 9 9 1 年接收前述的
“

大学服务

中心
” ,

储存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献及当代资料
,

广受外国学者重视
,

但本地华人学者仍少应用
,

实属美中不足
。

香港也有不少历史文献
,

可以用来分析百多年来的殖民地政治格局及其与民间

社会的关系
,

香港社会学者却偏重当前的政治改革及社会经济变化
,

也是美中不足
。

比较研究也是急需发展的
。

各地社会的相互比较
,

可以显露本地社会的特质
,

也可推进社

会学知识的普遍性
。

近年来
,

香港学人相继与亚太其他地区的学者合作
,

比较不同地域的华人

社会与非华人社会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发展

,

应有助于中国社会学与普遍社会学的并进
。

香港
、

中国大陆
、

台湾
、

新加坡及美国的华人社会学者
,

于 1 9 9 3 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
“

华人社会

阶层研究
”

研讨会
,

是一个有意义的开始
,

也许可以带动 比较研究
。

除了社会阶层的研究以外
,

家庭网络
、

两性关系
、

企业管理
、

教育取向
、

神巫观念
、

环境保护及医疗制度等也是值得比较的

大间题
。

但是
,

比较研究的发展
,

尚属初阶
,

有待加强
。

现今的世界
,

正处于大变动的巨流中
。

现代化由欧美蔓延到全球各地
,

尤其以亚太地区的

发展最为瞩目
。

在此大时代的变动中
,

香港及邻近地区的学人应掌握机会
,

运用其社会学想象

力
,

灵活应用各种研究方法
,

从比较的角度
,

理解广受关注和影响深远的大间题
。

社会学大师

矛坛众丫 及塔盯 ( 1 9 93 )曾对当代社会学的发展提出四项批评
: 1

.

狭陇的地域主义
,

缺乏比较各地

发展经验的研究
; 2

.

偏重琐碎向题和数量化的研究
,

不懂得追寻大间题和灵活应用不同的研

究方法
; 3

.

强调社会行动的理性因素
,

忘记人有感性的
、

非理性的心态
; 4

.

社会学分析的意识

形态化
,

只求批判或改革社会
,

但不能保持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态度
。

这些批评
,

值得

反思
。

再者
,

当今的香港与邻近地区的社会学者正密切关注现代化的发展
,

但西方学者已开始关

怀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
,

( aB
“

ma
n 1 9 9 2) 一种不满现代社会的流弊

、

反叛现代主义的约束和要

求个人 自由的理性主义正在抬头
,

并且 自欧美向全球各地散播
。

香港与其他地区的华人学者
,

也许要谨记 刀曰茗岁 的评语
,

展望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大变动
,

作出相关的现代化或后现代的研

究
,

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学的成长
,

能够相互配合
,

甚至领导全球社会的发展和普

遍性社会学知识的成长
。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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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成立

经国家教委批准
,

19 9 3 年 12 月厦门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社会工作专业
。

厦门大学哲学系自 1 9 8 5 年开始筹办社会工作专业
。

1 9 8 8 年创办社会工作与管理并开始

招收本科生
,

至今 已招收 6 届本科生共 10 7 人
,

已毕业两届 40 人
,

目前有在校生 67 人
。

除本科

生外
,

该 系还不断拓宽培养方向
,

走多渠道办学的道路
。

自 1 9 8 8 年以来
,

该系将原来的党政干

部基础理论专修科改为社会工作与管理
,

目前该专修科在校生有 24 人
口

19 9 3 年该系还招收了

32 名社 会保险与管理专业的自费大专生
。

最近
,

经国家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会批准
,

该系成为全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 自学考试的第一个主考 (包括命题 )单位
。

目前
,

厦门大学哲学系已组建了社会工作教研室
。

该研究室现有教师 7 人
,

其中副教授 4

人
,

讲师 2 人
,

助教 1 人
。

为了搞好教材建设
,

社会工作教研室 已与厦门大学出版社商定出版一

大社会工作丛书
,

在三年内先出第一批
,

共十种
。

这将是国内一套比较系统的社会工作教材
。

冲

(胡 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