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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亲历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目睹了近百年来国内外风云变幻，矢志富民强国，从实求
知，以自已的学术理论推进社会进步。
从早年学术作品《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到晚年《行行重行行》等，无一不在思索传统中国社会与
未来发展问题。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不同文明的交融与冲突
渗透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
两名美国学者的观点，成为西方思想界借以解释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常用的理论工具：一是塞缪尔‘亨
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二是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站在纵向历史传统与横向世界格局交汇点上，亦提出自己的见解。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费孝通先生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倡导的“文化自觉”。
　　费老明确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1997年1月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的讲话中。
费老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
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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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自觉——我国现代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与西方的“文化冲突论”截然不同的新思想
。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和研究“文化自觉”理论的萌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编者特约请费老的女儿费
宗惠，费老的女婿、秘书张荣华编了这本《费孝通论文化自觉》。
本书在将费老有关“文化自觉”的著述尽量全部收录的同时，还收录了少量费老用这一思想反思自己
的学术生涯，观察思考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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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创学术新风气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人文价值再思考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现代中华文化从反
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关于文化交流必
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
全球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
衡问题”的谈话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论性的思考对美好社会
的思考“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个人·群体·社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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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今天提供大家的那篇讲稿，不仅是想为我写的那本《江村经济》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定个位，
而且也想借此说明这篇序言的作者，马老师，对这门学科发展上的贡献。
我想把我今天的讲稿和60年前开始动笔的那本《江村经济》和马老师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三者连结起
来，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门学科发展的一段经过。
用以引出人类学在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出现的新突破。
　　我在这篇讲稿里一开始就声明，我这本《江村经济》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
马老师在序言里对它的评语，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
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用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
当时我还是个初入门的年轻小伙子，既没有这眼光，也没有这雄心，甚至我在江村调查时并没有想到
会写成一本书。
我是在我姊姊的好意安排下到江村去养伤的。
从插在这本书里的相片上还可以看出我当时扶着手杖，病容满面，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
我是凭着从当时留我寄宿的农民合作丝厂给我的深刻印象和启发中想为这“工业下乡”的苗子留下一
点记录而开始做江村调查的。
　　这棵无心插下的树苗，得到了泥土和雨水的滋养居然成活并长大了。
论文写成，又印成了书出版，马老师还为它写了序。
序里写些什么，我只是在伦敦回国前从出版这本书的书局送来该书的校样上粗粗地看了一遍，说实话
印象并不深。
当时占着我心头的是国内抗日战争。
我记得船过印度停泊时才知道　　我从西贡上岸经河内回归祖国。
到达云南的昆明后，接着我就遵循马老师的主意，在滇池边上继续搞农村调查。
其后，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发生，我开始投身民主运动。
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学术工作上只完成了《云南三村》的中英文稿，英文本的名称还是用了和马老师
同桌吃饭时他建议的Earth.bound China。
中文本《云南三村》直到1990年才正式出版。
闲话不说了，总之我对这本《江村经济》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
这次为了要准备这届研讨班的讲稿，才用心细读此序，似乎开了窍。
我现在的想法，认为马老师写这篇序的目的，似乎并不完全在评论我这本书，而是想借这篇序吐露他
自己心头蓄积着的旧感新愁。
　　我在讲稿里已说出了我这一点体会，不必在此重复。
他当时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心头十分沉重，所以说“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
临着最终的毁灭”。
他介绍我时强调我是个“年轻爱国者”，他对我能有机会成为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者，用
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为人类服务”，竞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甚至他表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
不耐烦”，他用了“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许多人类学者。
他还自责“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
这些话我现在看来正是一个寄寓和依托在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权力下失去了祖国的学者的气愤之词
。
但是为了表达他的信心，他紧接着又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
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为达到这个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　　我重复这些话是要指出马老师在
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之后，接着他很明白地表示要把人类学的研
究从野蛮人的田野拉进文明人的社区里去。
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步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上他是立了功的，但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他在
一生中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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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那些以“文化领导人”、“掌握着优势文化”自居的人还坚持着先进和落后之分，实质就是上一
代的“文野之别”。
这条鸿沟看来一时还难于跨越。
这是我体会到马老师的内心的新愁。
　　我自问自己怎么会似乎毫不经心地跨过了这个“文野之别”的呢？
马老师的这篇序又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序末的一段话里说：“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
，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
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是可以理解的。
但本书中没有显示出这种迹象。
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作者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
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
”他替我所作的答复是归根于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上的差别，即他所说的道德态度上的基本差别。
中国人在马老师看来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心存民族偏见和仇恨。
马老师这个概括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证。
我常自己审察自己总觉得我们传统文化中对异民族的偏见不能说没有，但是和欧美相比是有差别的。
我在讲稿里已提到过欧美人类学里反映出来的“文野之别”历来被认为是文化本质之别，甚至在30年
代还有人怀疑土著民族的头脑是否具备欧美白种人所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
西方人类学的学者中否认“野蛮人”有逻辑思想的为数不少。
这个问题到了马老师的时代还要由他挺身而出极力争辩，巫术并不是出于缺乏实证的逻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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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一种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有意于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
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自然也会特别敏感，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
到了耄耋之年，在即将跨入2l世纪时，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反
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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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构建众美交融、和谐共处的全球社会的新理念，我国学者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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