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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

一康宝忠

木 桥

香港大学的社会学讲师黄绍伦先生前些年在 《中国解放前社会学的成长》 一文中曾说
:

“
康宝忠是在中国大学里教授社会学的第一位本国教授

” 。

其实
,

客观地说
,

他首先应是我

国最早拥有自己论著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

而且也是一位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

由于他去世

太早等方面的原因
,

今 日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他了解甚少
,

往往只知其名
、

致使他被长期遗

忘和埋没
。

康宝忠
,

字心孚
,

号蝶庵
,

又号速① 公
,

陕西城固县人
,

生于清朝光绪 10 年 ( 1 8 8 4年 )
。

其父寿桐
,

曾官四川彭县
、

绵阳
、

什郁等县知县多年
,

长于文笔
。

康宝忠即生于四川父亲的

任所
,

在家庭的熏陶下
,

他自幼养成了勤奋读书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

并且逐步树立 了经世致用

的学习观点
,

后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
,

年甫 2 0即克服重重困难东渡 日本 自费留学
,

探求救国

真理
。

据台湾近年出版的 《清末各省官
、

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 等资料所载
,

康宝忠是光绪

29 年 (1 , 03 年 ) 4月到达 日本的
,

过去史学界流行的看法认为陕西第一位留日学生是后来曾领

导过陕西辛亥革命的井勿幕
,

但他到日本的时间是光绪 29 年冬天
, ② 因此

,

应当说康才是陕

西第一位留 日学生
。

康宝忠初到日木先后在同文书院和经纬学校补习日文和篆础课程
,

光绪 32 年 ( 19 0 6年 )考

入早稻 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

专功法政
。

宣统元年 ( 1 9 0 9年 ) 7 月毕业
。

康宝忠留日期间
,

正值孙中山 1 9 0 5年创设同盟会于东京
,

鼓吹武装反满革命
。

是时
,

他

以满腔热情率先加入
。

据建国前出版的 《西北革命史征稿》 等资料记载
,

他入会后曾任同盟

会总部评议员和陕西分会首届会长等职
。

为了发展组织
,

他曾与同志创设同盟会 的外 围 组

织

—
“ 明明社

” ,

专门审查介绍西北各省人士入会
,

为推动西北地区的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

著名国民党人士于右任就是他和胡汉民推介加入同盟会的
。

这期间
,

章太炎正被 孙 中 山 迎

往 日本主编革命刊物 《民报》
、

章在办报之余
,

还开办
一

了一个 “ 国学讲习会
” ,

为一些留 日

学生讲解补习 《小学》
、

《说文解字》 等
“ 国粹 ” ,

康宝忠对于国学比较感兴趣
,

是经常听

讲的10 余人中最认真的一个
,

因之很受章的器重
,

故被人 目为章的高足
,

助章标榜国学
,

并

因此加深了他和章的私人关系
。

宣统元年
,

康宝忠学成归国
,

参加了清廷的留学试
,

得法政科举人
,

授七品小京官
,

分

发邮传部
,

改充大清银行学堂总教习
,

后为监学
。

辛亥革命爆发后
,

他前往南京
,

参加新政权的筹建工作
。

据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
,

曾拟任他为内务部长
,

但他辞而不就
,

只担任了孙中山大总统府的秘书
,

于此同时
,

陕西军

政府电举他为临时议会参议员
。

出席议会第一日即讨论建都问题
,

他因受章太炎的影响
,

在

① 连同帅
。

② 参见 《 民国人物传 》 第三卷 (井勿幕传)
,

也是由四川赴 日的
。

陕西派姆留学生始于19 04 年
,

故康与井成为陕西

籍最早的留日学生
。



主持会议中力主定都北京
,

因此受到革命同志的批评和责备
,

但他坚持错误认识不改
,

反而

通电辞去参议员
,

并发誓终身不为政客
,

这表明他和章太炎一样
,

思想已渐荒唐
。

未儿孙中

山让位于袁世凯
,

曾任交通部次长的于右任复来上海继续主持 《民主报》 ,

因于的关系
,

康

宝忠同张季莺 (也为孙中山的秘书 ) 都来该报作记者
,

旋又与曹成甫 (曹谷冰之父 )
、

于右

任创设民主图书公司
,

以利开发 民智
,

之后他还同于右任等人创办过上海中国公 学 和 《 雅

言》 杂志 (月刊 )
,

以他为校长和主编
。

1 9 1 5年康宝忠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

主讲中国法制史
,

次年北大开设第一班社会学
,

由

他主持讲援社会学
、

伦理学
,

前后凡 3年
。

1 9 1 9年 n 月 l 日在授课休息时
,

竟于笑谈之中逮

逝
,

年仅 35 岁
。

其遗著有 《伦理学》
、

《社会学讲义》 、 《社会政策》
、

《殖 民 政 策》
、

《中国法制史 》
、

《速君讲演录 》
、

《廖居诗存》 等近 10 种
。

由于种种原因
,

他尽管是同盟会的西北元老之一
,

而且参加了创建 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

府的活动
,

甚至在临死之前还被推选为北京各公
、

私立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总干事
,

挺身而

出参加了
“ 五四 ” 运动

,

但总的讲
,

他在政治上并无独当一面的建树
,

值得我们怀念的倒是

他在社会学方面为我国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

章太炎早年作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
“ 国学大师

” ,

曾翻译过一些外国理论著作
。

1 9 0 2年

他曾一字不漏地将 日本社会学家岸本龙武太的 《社会学》 完整地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
,

这也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社会学全译本
。

受章的影响
,

康宝忠对社会学也发生 了浓厚 的兴 趣
,

因

此
,

他在留日期间曾悉心研读了不少的日文社会学书籍
,

系统地掌握了社会学知识
。

社会学在清末传入我国后
,

人们主要是自己阅读学习
,

各大学校根本不开这门课程
,

更

谈不上应用
。

直到 1 9 0 8年才有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了这一专业
,

之后杭州的之

江大学
,

广东的岭南大学
、

上海的沪江大学
、

东吴大学也相继开设 了这一课程
,

但无论哪种

大学
,

讲授社会学的教师无一例外地都是外国人
,

形成了外人独霸我国社会学讲坛的依附局

面
。

康宝忠为北京大学主讲社会学
,

首先开了中国人设班讲授社会学的先河
,

其本身意义就

是很大的
,

它标志着社会学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已经开始成长了
。

由于时代的局 限
,

在中国当时还处于咀嚼消化的时候
,

康宝忠讲援的社会学原理不能不

在很大程度上受外人的影响
,

但他绝不以照搬外人观点为满足
,

而是辛勤的劳 动
,

亲 自动

手编写讲义教材
,

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参于其中
,

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学生使用的东西
,

这是

需要我们加以肯定的
,

而且他讲课十分认真
,

娓娓动听
,

因此深受学生的欢迎
。

他的学生之

一
、

日后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在 《当代中国社会学》 一书中曾回忆道
: “

先生所授课程
,

’

讲

解详明透澈
,

探得学生信仰
” , “

先生所编社会学讲义
,

文笔典雅
、

涵义深湛
” 。

正因为这

样
,

他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社会学人才
。

1 9 8 6年 12 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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