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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代表作，该书取自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
所讲的&ldquo;乡村社会学&rdquo;一课的内容，而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
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
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
虽然事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本书作者费孝通（1910&mdash;2005），字彝江,祖籍江苏吴江。
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先后任云南大学、西?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务长。
1949年后历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
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
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
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ldquo;麦格赛&rdquo;社会领袖奖等奖项。
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民族与社会》、《生育制度》、《行行重行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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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字彝江。
祖籍江苏吴江。
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务长。
1949年后历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
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
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青黎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
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麦格赛”社会领袖奖等桨项。
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拼朱《民族与社会》、《生育制卿》、《行行重行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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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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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
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
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
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
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
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
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
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
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
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
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
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
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
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
简单化。
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
人间的特殊语言，所谓“行话”。
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
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
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
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
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
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
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
”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
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
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
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
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
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
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
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
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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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是从作者费孝通过去一年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
一部分。
《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和作者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
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
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
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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