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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郑杭生教授

中心问题变成自己的研究议题，包括每年组织编写社会发展报告、组织各种实地调研活动。我觉得郑先生

给我们学术界留下了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就是这种始终把握时代脉搏的精神。

第四方面，注重本土化理论的构建与发展。郑先生学贯中西，对西方学理有很深的基础。这样的人更

亲自进行本土化理论建设，并且身体力行，这个很重要，这些理论在学术界乃至对别的学科都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第五方面，郑先生践行勤勉无私的育人精神。在育人、培养学生方面，不仅是在社会学科，甚至在整

个教育界，我觉得郑先生做得都是最成功的老师之一。我们也听郑先生的很多学生谈起来，包括郑先生自

己也谈起来，包括电脑怎么用，郑先生有时都亲自教。对自己的爱徒，郑先生谈起来如数家珍。郑先生培

养的学生可以用“群星璀璨”这样几个字来描述。郑先生满意的学生，既有 30 多岁、40 多岁的人，也有

50 多岁、60 多岁的人，各个年龄段都有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他培养的一些 30 多岁人不可忽视，这

些人将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未来很有名的学者。

总之，郑先生成功的经验以及留下最有价值的事情，对于每个有事业心的学者和教师来说，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龚维斌 a 

郑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跟郑老师结缘 20 多年了。我是人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1991—1994 年在人大

读硕士，郑老师给我上过两门课，一门是社会运行导论，还有一门是社会指标概论。我接触社会学大概是

1989 年底 1990 年初。当时我在安徽教育学院教师进修班里进修，我是学英语也是教英语的。当时为了离开

原来的单位，改换一个环境，同学建议我选择社会学。坦率地讲，我当时也不太知道什么是社会学，就找

了几本书，比较来比较去还是人大郑老师《社会学概论新编》吸引了我，也是在同学的推荐下报考了人大

社会学系。

非常感谢郑老师把我这个学历出身不是很正规、不是很合格的学生收到系里面。我记得 1991 年 4 月底

来参加复试的时候，郑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谈谈什么叫社会。我大概就把教科书上的概念给背了一遍，

郑老师有点不满意，说你自己有什么理解？当时，确实没有更多的理解，因为过去学外语的，就会背。郑

老师看出这一点，当时很严肃地说：“我看你的简历，你一直学外语，恐怕你背诵不错，你讲的都是书面

语言，没有自己的思考，今后思维方式要转变一下。”这句话当时不仅触动了我，严格讲还是有点受打击的，

我就担心他不录取我。当然好在后来他还是很宽容地把我录取了，虽然不是他直接指导的硕士，但是在他

的教育下不断地向前走。

人大社会学系 1994 年开始招博士。1994 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报考郑老师的博士，但是当

时我们系里有老师以及外面的老师也要报考郑老师的博士，考虑到他们实力都很强，而我的理论功底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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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仅仅三年赶不上来，而我在农村生活时间比较长，对农村有一些生活体验，所以就报考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很幸运地被陆学艺老师录取了。

去年和今年两位老师先后去世，我感到非常难过。郑老师去世消息传来时我在法国，是我儿子给我发

的短信，说郑爷爷去世了。我不太相信，就上网上搜了一下。确认后，马上给洪大用教授发了个短信。我

原来在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文化部担任主任，后来成立了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这两个部门都是在郑老师的关

心帮助下向前发展的。我也请同事代表国家行政学院相关的同仁表达我们的哀思。

从 1997 年到现在，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工作了 17 年时间，国家行政学院的社会学、社会管理、社会治

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凝聚了郑老师的心血。2010 年 8 月，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我们国家行政学院邀请

陆学艺老师、郑杭生老师等著名专家学者来为秋季开学典礼上院长的讲话稿征求意见。我印象非常深的是，

郑老师在这个稿子里面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关于什么是社会管理当时我们有个界定，但是他觉得少

了一个东西，他认为社会管理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增进社会认同、减少社会分歧。我觉得这个观点很

重要。马凯同志也很认可这个观点，就在讲话里把这个观点讲出来了。这个讲话推动了国家行政学院乃至

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社会管理学科发展。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者一个独立的学科走上了新的

轨道。后来，我们不断组织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的同仁进行社会管理教学科研工作研讨，很多次研讨会郑老

师都亲自出席，给我们讲话，给我们指导。

这些年来，我实际上是一个游走在社会学边缘的人。因为行政学院机构设置和我从事工作的性质，不

可能纯粹进行社会学研究和工作，但是我的兴趣一直还是在社会学方面。我到行政学院 17 年，有 11 年时

间是在政治学教研部。当时社会学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是没有太多地位的，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机构设置

也不完全。我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机构，当时我们的老主任有点意识，说社会学可能在干部教育培训

里面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就把我招去了，但是又没有合适的位置，就把我放到了政治学教研部。我从 1997

年到 2009 年，前后将近 12 年时间一直在那里。2008 年，魏礼群院长来了以后，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发展，

成立了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把我调过去担任主任，我在那里工作了近 5年时间，去年 12 月份我又调到现在

的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我在行政学院工作的三个部门跟社会学都有关系，却又不是纯粹的社会学。正是因

为这样，我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一直受惠于郑老师的指导。

我认为郑老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恢复重建社会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 1990 年读社会学，那时候能够找到的书很有限。我选

来选去，为什么选人民大学？觉得郑老师有他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对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社

会学对象到底是什么，专门有一本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来论证。他和苏国勋老师论战，也是讨论

社会学对象到底应该是什么、应该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所以说他为社会学做了很多基础性、奠基

性的工作，为了社会学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第二，为社会学保护和正名。我们国家 90 年代初政治上有一些波动，当时有一种担心，社会学在这场

风波里还要不要发展，要不要生存，户口还能不能立下来？当时社会学学科是“命悬一线”。郑老师坚持

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创维护发展学派、良性运行学派，在报纸上撰写文章为社会学正名，使社会学

能够继续生存、得以发展。这是功不可没的。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是不应该被社会学界忘记的。

第三，促进社会学健康发展。在新时期社会学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们有一批出国留洋的学者，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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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特别是欧美等西方社会学先进的理论、方法、概念、范式引进来，这对我们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发展有着

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好像只会讲洋文，把社会学的话语权让给了西

方人。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我在行政学院是给领导干部讲课，如果我用他们那一套语言的话干部不接受，

而且听不懂。干部们都是很实际的，“你就说中国问题在哪儿？该怎么解决？”我们有一些研究、有一些

杂志在这方面，借鉴有余但是本土化不足。我注意到这些年，郑老师一直在对中国社会学进行反思，其中，

有几句话讲到了我们心坎上——他讲我们要开发传统但是要超越传统、要借鉴国外又要跳出国外、要立足

现实但是要提炼现实。这几句话概括得非常好，使中国社会学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他也是身体

力行，这些年来他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有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

实践结构论等等，他还在践行自己提出的这些理论，深入基层、深入社区进行实地调研，为解决中国现实

问题出谋划策。

第四，为提升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奔走呼吁。今年我最后一次见郑老师是 8月 30 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

魏礼群院长主持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地位讨论会，当时李强老师、陈光金老师、洪大用老师都参加了这个会。

事情的起因是魏礼群院长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认为社会学现在在学科分类里面属于法学下面的一

级学科不科学。中国发展到这个新阶段，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等需要社会学大发展，社会学人才要大培养，

社会学理论要大繁荣，但是这样的学科分类不利于社会学发展。魏院长是我的老领导，曾经也找我交流过，

我也提了一些意见。后来中央领导有了批示，他说要开个研讨会，跟我讲是不是请郑老师来一下。过去他

跟郑老师有接触，但是不是特别熟悉，我就给郑老师打电话。郑老师说他 8月 30 日在广东省珠海出差，计

划 8月 31 日回来。他说这个事很重要，就提前回来。那天早晨 7点多钟我开车到他家接他，他告诉我头天

晚上飞机晚点，大概是凌晨3点钟才到家，几乎没有休息。郑老师当时已经生病了，但是他从来没告诉我们，

而且还在为社会学的发展奔走呼号。

我们今天站在这儿回忆这些事，一方面是对郑老师的追思和缅怀，另一方面也希望与在座的各位，特

别是年轻的同学一起共勉，把郑老师开创的事业更好地向前推进。

追求至善之境

——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杨  敏
a

从 2001 年成为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到先生辞世，13 年时间里我一直跟随先生从事研究工作。正如先生

本人所说，先生与我合作的最大成果是两个理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在今天的追思会上，我仅

简单谈谈与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相关的二三事。

第一，先生推进了社会学宏观理论走进应用领域。在先生的倡导下，宏观理论对社会学应用研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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