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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說選舉前一定幫我們搞好，材料已經

運進去了。那我們也別閒著，先把路修起

來。嘿嘿嘿。」

「呵呵，呵呵！老伯您真了不起。為

什麼婦女們不出去找工作呢？還有那麼多

年輕的姑娘們。」

「唉，他們也想去呀！可是現在，能

找到的工作都是工地上的力氣活兒，女人

們幹不了啊。還有咱村都是逃難過來的，

都沒上過學呀！所以，學校建好後，我讓

沒結婚的找不到工作的都去上學，不管男

娃女娃。」

此時，應該是下課了。遠遠望去，

從教室裡走出來的人高高低低很有意思，

大的有十五六歲，小的只有五六歲。很明

顯，這是學校建好後的第一批學生，自然

也只有一個年級：一年級了。

「唉呀！老伯，你現在可是我最佩服

的人了！下次再來，我給學校帶些書來。

對了！老伯，您讓那些結了婚的女人也去

上課吧！讓他們好好學數學，再多認幾個

字。」

「婆娘們上學有用嗎？又找不到工

作!」

「有用，有用的老伯！只要她們能

念報紙，能算加減法，過段時間我來給她

們安排工作。你記得嗎？你說的那個大人

物。他給我說，他這輩子吃過的最好的

飯，就是在咱村兒吃的烤魚烤雞！哈哈，

哈哈哈。」

「好，好的！我聽姑娘您的。」老村

長對依琳娜的話從來都是深信不疑。

「翻，翻，翻過來！好……寶貝！

爬，爬，爬呀！」

西奧趴在地毯上，一邊說一邊賣力的

示範著。

第28章  機會來了（第2節）
依琳娜和彼特爾看著和瑞恩對臉趴

著，賣力地示範著的西奧，感覺可愛又好

笑。

自從知道依琳娜和孩子要回哈利維

雅，達圖爾莊園這棟別墅裡就換了新地

毯，樓梯也鋪了厚厚的地毯，西奧規定，

誰都不可以穿著鞋子進這棟別墅。

示範了好一陣子，心滿意足的西奧坐

在厚厚的地毯上，一邊擦著額頭上的汗，

一邊對著坐在旁邊的彼特爾和依琳娜說：

「依琳娜，你現在手上有這麼多的事情，

還要去醫院上班，太辛苦了。多騰出點兒

時間看孩子多好呀？」

「那些事情我基本不用管，您看，

孩子我也基本管不著。我有個毛病，不能

閒著，一閒著就胡思亂想睡不好覺。後來

我問我爺爺怎麼辦？他說他也一樣，他睡

不著的時候，就到院子裡頭耍大刀。那我

就到醫院裡頭耍小刀了。呵呵呵，爸爸你

別說，我爺爺還真聰明，真的非常管用。

醫院對我非常關照，助理就給我安排了三

個，一般我每天只上一兩台手術。當我站

上手術台，面對血管筋絡，我的精力就會

異常的集中，每次做完手術後，我吃飯也

香睡覺也好。第二天，一定是神清氣爽。

爸爸，我建議您也應該找一個和您現在的

工作不同，又能讓您集中精力的事兒，試

一試、做一做。」

「你這麼說，那就隨你好了。彼特

爾，和醫院打招呼，每天最好只安排一台

手術，晚上絕對不加班！哈哈，至於我

嘛，就不用了，現在陪我孫子滿地爬，這

事就最合適！哈哈，哈哈哈，來來來，在

練一會兒。」

彼特爾和依琳娜靠在一起坐在柔軟的

地毯上，看著一老一少，都在賣力的努力

著。

「爸！馬上就要投票選舉了，外面熱

鬧的很，你不活動活動，比劃比劃？」彼

特爾打趣的問。

「我又不去和他們爭總統，現在，

我愜意的很！爬，爬，爬呀！特朗德來找

我、我支持，勞雷爾來找我、我也支持。

反正鷹教早就準備了兩邊的錢。我給他們

提的都是，他們要支持彼特爾和托馬斯進

眾議院，亞歷克斯回國防部。」

「爸爸。您就不擔心他們打您的主

意？」

（二八八）

浙大教授趙鼎新辭職風波背後
2024年3月，知名社會學家趙鼎新的一

封辭職信引發了中國學術界的廣泛討論。他

表示，要辭去在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所有職

務，原因指向3月19日該系內部召開的一場

會議。這次會議在其不知情的背景下召開，

會上宣佈成立「社會學系學科建設工作小

組」，進行「站位更高」的改革。

會議召開一周前，70歲的趙鼎新於3月11

日卸任浙大社會學系系主任。此時，距離他

全面推進浙大社會學系改革剛過去五年。66

歲決定全職回國前，他已是芝加哥大學終身

教授，是有國際影響力的社會學家。

邀請趙鼎新回國的時任浙大副校長羅衛

東2018年表示，浙大文科整體實力不算弱，

主要問題在於缺乏赫赫有名的領軍人物。這

種學者到處都在請，浙大給出的條件並非最

好。學者們更看重的，往往是加入一所高校

能否實現學術理想、能否有用武之地。

打造一個能與西方主流社會科學話語體

系對話的社會學系，是趙鼎新來浙大時的理

想，也是中國高校文科改革的一次實驗。從

國際排名看，實驗比較成功：在QS世界大學

學科排名中，浙大社會學從五年前位列150名

開外挺進到前100名。今年3月發佈的2024年

泰晤士高等教育榜單中，浙大社會學被列為

A+，位居中國大陸前三，與北京大學和清華

大學並列。但另一邊，浙大社會學系在國內

第五輪學科評估中的結果並不理想。

辭職風波後，仍擔任浙大社會學系學術

委員會委員和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

的趙鼎新接受了採訪。他坦言，短期內同時

提升國內、國際排名並不現實。多位受訪學

者表示，浙大社會學系改革的得失，也反映

出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面臨的挑戰。

「牆外開花」與「牆內香」
2012年，趙鼎新以訪問教授形式開始

在浙江大學短期工作。同時期，芝加哥大學

北京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聯合主辦

中國政治社會學講習班，趙鼎新是籌辦人之

一。尋找報告人時他發現，國內社會學研究

的議題很窄。「講習班主要聚焦於民族主

義、國家、全球化等大問題。找對口的研究

者上課時，任何議題外國學者很好找，國內

學者相對稀缺，這是我沒想到的。」趙鼎新

對回憶。

他產生了一個想法：在國內搭建團隊，

將研究視野拓展，「做大國的學問」。當

年，主管文科的時任浙大副校長羅衛東邀請

趙鼎新來浙大創建人文高等研究院。於是，

趙鼎新主動提出要在浙大社會學系進行改

革。

浙大的社科類院系中，社會學系根基

不算深，1999年由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系合

併而來，2009年劃入公共管理學院。趙鼎新

到來前，全系正副教授、講師加起來只有十

幾人。對趙鼎新來說，這恰恰為改革提供了

空間。2019年，他全職加入浙大社會學系，

任學科建設首席專家，2021年11月起任系主

任。

他首先做了兩件事，一是大力引進在海

外頂尖學校畢業、經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青

年學者。校方為此也投入了真金白銀，「在

每個人才上都投資了一千多萬，還提供了住

房優惠條件」。短短五年，社會學系新引進

30多名青年人才。二是改革評審考核機制，

對新引進海歸青年學者，長聘評審考核要求

是85％的學術成果為國際發表，15％為國內

發表或課題。

具體而言，考核優先級中，社會學金字

塔尖上的是兩個國際社會學頂刊《美國社會

學評論》和《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一篇

獨作論文算5分，其他六個學術影響力也很強

的國際期刊，發表一篇獨作計2分。此外，在

人文社會科學類期刊（SSCI期刊）上發表一

篇普通一區的英文論文算1分。SSCI期刊通常

被分為一到四區，一區分值最高。在另一所

國內雙一流高校社會學系任副教授的張瀟對

說，這套標準「在國內可以說是最嚴苛的之

一，老師的壓力會相當大」。

能拿到更多分數的是專著。「如果能

由西方頂級的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質量很

高的英文專著，就計10分，基本長聘就能過

了。」趙鼎新解釋，這套標準是為了「鼓勵

青年學者把一些最為關鍵的學術成果推向海

外頂尖學術雜誌和頂尖大學出版社」。據他

介紹，浙大社會學系近幾年的發表情況「已

經比當初設想的好」。目前，系裡老師在國

外知名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兩部著作，有6部著

作已簽訂發表合同。

從一開始，浙大社會學系改革採取的就

是「牆外開花牆內香」的策略。另一方面，

據趙鼎新稱，校方對社會學系引進國內頂尖

人才的力度不太滿意。趙鼎新反覆嘗試從國

內高校引進具有「長江學者」等頭銜的資深

教授，至今沒有成功。

一位熟悉浙大社會學系的學者對坦言，

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規模不大，一共只有幾十

位頂尖學者，一般其所在學校都不會放人。

對尚在創業期的浙大社會學系來說，這帶來

了一個後果：較難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

項目。

浙大社會學系官網顯示，該系現有全職

教師45人，2018年前入職的教師有十幾人，

部分手裡有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或省級課

題。2021年9月，該系首次獲得國家社科基金

重大項目立項2項，分別來自趙鼎新和社會學

系教授菅志翔。新引進的青年學者，主要學

術成果以海外期刊論文和英文出版物為主。

「從某種程度上說，趙鼎新在浙大的改革只

能選擇『牆外先開花』這條路。」前述學者

說。

不過，張瀟認為，如果浙大社會學系

採取一種相對更均衡的策略，強調國際化的

同時，也讓部分學者將重點放在本土，可能

對學科的長遠建設更有益處。清華大學社會

學系在2000年復建之初就是「兩手抓」，採

取多元化人才佈局，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

系原主任李強的帶領下，短短幾年內，就聚

集了沈原、郭於華、景軍、王天夫等多位出

身於國內，或在海外有求學或任教經歷的學

者。「學科建設要兼容並包。」

趙鼎新沒有放棄「牆內香」的努力。

依照社會學系改革的考核要求，在國內頂刊

上發表一篇論文，分數也等同於在少數國際

一流期刊上發文。他原本的計劃，是讓年輕

學者在預聘期六年內逐漸適應國內環境。目

前，全面改革進行了五年。

六年後，他們能適應嗎？在社會學學

科，國內最有份量的兩個刊物是《中國社會

科學》和《社會學研究》。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教授、社會學系禮任教授劉思達在《中國

社會科學》上發表過兩篇論文。第一次是

2007年，他27歲。第二次是2023年，他仔細

閱讀了當期及之後的連續幾期，發現幾乎所

有論文的作者都是正教授。

他表示，當下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根本

問題，是現有學術發表和評價體系過於論資

排輩，浙大社會學系在體系裡還沒有一席之

地。「這幾年常聽後輩們談起在國內發表之

難，實際上，國內的文科都面臨同樣的挑

戰。」劉思達對說。

2021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復系20週年

之際，趙鼎新寫了一篇文章。他指出，中國

學界不僅是個學術共同體，還是一個與各種

人脈和資源密切相關的關係網絡共同體。

三年後，趙鼎新對說，他改革的真正目

標，是建立一個「以學術為中心」的生態。

長聘考核的終極指標只有一個：學術質量和

品位。2019年，浙大社會學系成立學術委員

會，委員以北大、清華、人大、中科院、斯

坦福大學等學府的社會學系教授為主。「在

系這一層級，是否過長聘，最終由學術委員

會來判斷。如果你文章質量高，差一點分數

也沒關係。我們2019年引進了一位非常優秀

的外籍青年學者，去年轉為長聘副教授，他

在浙大期間只發了數篇文章，考核分數並沒

有達到，但學術委員會所有人都說他的研究

意義重大，難度也很高。」

趙鼎新坦言，發展好一個學科，需要

長週期、連續性的支持，但在這方面，改革

面臨了一些阻力。「比如雖然校方對人才經

費投入很大，但社會學系日常運營經費嚴重

不足，使我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在外面募

捐。」

目前，在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官網上，

趙鼎新已被移入「榮休教師」欄。而在社會

學系的青年學者中，對未來的疑慮、擔憂仍

沒有散去。「現在競爭太激烈，全國範圍內

只有極少數人能發國內頂刊。我們很清楚自

己將來要在國內的學術體系裡活下去，不可

能和國內完全脫節。」 一位不願具名的浙大

社會學系青年學者對說。

未來，浙大社會學系將何去何從？趙鼎

新說，目前，他與浙大校方仍有如下共識：

浙大社會學系的建設目標按照國際一流標準

不變。「我更關心的是系裡的學術氛圍和文

化，這是看不見的東西，也是建設一流社會

學系的關鍵所在。」對於浙大社會學系下一

步的改革方向，社會學系一位負責宣傳工作

的老師對說，目前還沒有更新的規劃或政策

發佈，「各方面沒有變化」。

「社會學系還可以這樣搞」
將趙鼎新到浙大改革的時間點，放到中

國社會學整體的發展脈絡中考察，可以看到

更深遠的變化。自1979年重建以來，中國社

會學內部的學術評價體系大體經歷了兩次轉

向。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陸遠長期關注

學科發展史，他對介紹，第一次轉向發生在

2005~2010年間，有海外求學背景的青年學者

開始大量回國任教，在海外有影響力的華人

學者也逐漸加深與國內學界的交往，各高校

社會學系在考核時逐漸增加了對國際期刊發

表的重視。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努力和國際接

軌的轉型期，努力融入國際主流學術體系，

成為中國學術界的迫切願望。社會學只是大

潮中的一分子。

2017~2018年前後，這種情況達到頂峰。

「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六七年前，一個老師

的研究水平很高，但他在評正教授時需要

向評委會解釋：為什麼一篇國際論文都沒

有。」陸遠說。反之，在部分高校，如果一

個學者在職稱評審時拿出二三十篇英文文

章，評委會可能連看都不看，「數數」就給

過。但不可否認，對英文論文學術價值的判

斷，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第二次轉向在2018、2019年前後開始，

中文期刊發表逐漸得到強調。這也是趙鼎新

開始浙大社會學系改革的時期。近兩年，這

一趨勢愈發明顯。陸遠所在的南京大學社會

學系，國際化程度在國內相關院系中位居前

列，近一半老師有海外求學背景。但目前想

要晉陞，最硬的三個指標是論文數量、國內

一流期刊論文和國家級課題。

2002年，教育部開啟學科評估，由各高

校自願參加。2016年 「雙一流」建設開始

後，學科評估結果和「一流學科」的評定有

著密切的捆綁關係，因此，成為多數高校學

科發展最重要的「指揮棒」。

張瀟參與了其所在社會學系的第五輪學

科評估申報工作。他透露，院繫在上報學科

建設成果時需要填表，表格主要包含論文、

課題或項目、專著、教學、獲獎等。論文最

多上報40篇，且中國期刊論文不少於二分之

一。包括國家社科基金等在內的國家級科研

項目課題是必選項，「有多少填多少」，著

作最多報10項。

多位專家指出，這種現實還導致中國

社會學過度重視定量研究。前述青年社會學

者說，定量研究效率高，「出成果」快，在

學科內部有更高的「話語地位」，但如果量

化分析流於程式和表面，就會變成「定量八

股」：先有幾個假設或模型，然後放一段數

據，最後推翻或論證假設或模型，只是把一

個常識性的現象用一種看似「專業」或者

「科學」的方式表達出來，而需要花費大量

工夫去調研的定性研究則比較邊緣。

在浙大社會學系，趙鼎新鼓勵青年學者

多開展定性研究，在人才引進上，圍繞歷史

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宗教族群社會學等國

內相對薄弱的領域佈局，對中國當前重大社

會問題以及一些前瞻性問題展開系統研究。

「我鼓勵年輕人去做『十年磨一劍』的學

問，尤其是一些非常重要但目前國內學術體

系下較少資助的工作。」趙鼎新說。

38歲時，趙鼎新從昆蟲生態學轉向社會

學研究，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社會科學和

自然科學不一樣，既沒有像牛頓定理一樣的

共同法則，也沒有像進化論一樣的覆蓋性法

則。社會科學中，不同的人可以去研究差不

多的事情，但卻因為對人類生存方式的理解

不同，而採取多樣的視角、分析手法和敘事

方式。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公共管理學

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薛瀾對指出，學術發展的

模式不能千篇一律。教育部學科評估的初衷

是在一定標準下，讓多數學校推動其學科建

設盡快趕上來，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是有必要

的，但到今天，很多學校已經發展到一個很

好的階段，下一步需要在共性發展的基礎上

去強化個性。他建議，可以考慮先在少數幾

所學校進行試點，在不顛覆現有學術體系大

框架的前提下，獲得更多個性化的探索空

間。

趙鼎新說，他在浙大社會學系的改革，

就是為了在國內現有學術體系內提供另一種

可能性，讓人們意識到「在中國，社會學還

可以這樣搞」。「多樣性最重要，就像集郵

一樣，我希望再多集幾種類型的郵票。」

「社會學中國化」2.0版
在學科建設之外，趙鼎新選擇加入浙大

社會學系，還出於一種學術野心：他希望培

養一批年輕人，既帶著中國視角和中國問題

意識研究，又能和西方主流的社會科學話語

體系形成對話。「不是特意去強調一些西方

世界『沒有』而中國特殊的東西，而是在本

體論、認識論層面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

話語體系，這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目標。」

趙鼎新對說。

社會學是研究具體情境下社會過程和現

象的一門學科。以中年之齡的「局外人」身

份突然闖入美國社會學界的趙鼎新發現，無

論是中國留學生還是華人社會學者，只要在

美國做社會學研究，即使是研究中國，都會

有意或無意地把「美國的時空框架」作為前

提，而不是想辦法突破它。「這是我最不滿

意的。」趙鼎新說。

何謂「美國框架」？多位在美任教的

社會學者對介紹，如果研究中國問題，美國

社會學一流刊物所「期待」的文章「套路」

是，研究現象背後有一個因果機制，該機制

不僅能用於中國，也能用於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