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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率先在农村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
，同时也解放了自己。
在农业大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工副业逐步发展为主导产业，农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农村面貌日新又日
新。
农村的昌盛，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城乡协调发展呈现了美好的前景。
民富国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
盛世忧事，怎样保证国家长盛不衰，党、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着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认为这个“
三农”问题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的聚焦点，是当今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重大、最基本
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历史和现实问题，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进行了或正在进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
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等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
这是明智的战略思考和实践。
为反映我国“三农”在现代化进程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新趋势，记录和检视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实践与农民观念的变化，《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应运而生。
　　2002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性地出版了《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
南七都》一书，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我们遂决定筹划以“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为主题出版丛书。
我们将这个计划向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报告，他十分赞同，希望扎扎实实地做好选题和调查研
究工作，打好丛书出版的根基。
他带头，为该丛书做了两件实事，一是将他1981年以来有关乡村考察的文章选编为《志在富民》一书
，作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的一种；二是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写了《总序》。
他在《总序》中说，计划组织出版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社会学等学科
发展的需要，是一件好事，我积极支持和参与。
”他认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可以为社会学专业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个舞台，坚持数年必有成效
。
丛书的出版可以打破常规，条件成熟可以同时出几本，也可以成熟一本出一本，要努力适时地反映不
断变化的农村实际，提高考察报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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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项羌，这个曾经盛极一时、建立过强大西夏王朝的民族，如今又是何种状况，应当何去何从呢
？
翻开《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或许能给你想要的答案。
《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作者徐平教授在对羌村这一典型社区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实践调
查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详细描述了分析了羌村人的经济生
活模式、社会构建和运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精神世界的构造，进而联系羌族历史上从游牧到农耕
的巨大变迁，以及羌村现实生活的变化，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适应带来社会进步“的理论假
设。
在文化适应和文化交融都更为剧烈的今天，人们如何更好适应急剧变化的世界？
羌村人的故事，或许对我们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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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平，1962年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
1979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1987年考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教授，专攻“边区开发”。
199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工作，长期从事西藏及其他少数民
族地区的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工作。
现任中共中央学校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出版有《羌村社会》《西藏农民》《活在喜马拉雅》《西藏农民的生活》《西藏秘境》《东方大族之
谜》《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江孜》《帕拉庄园》等三百多万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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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月：河坝地玉米松窝匀苗除草。
到周围荒山上去割“蒿子”（事实上从春到秋，有时间有劳力的家庭天天都割），用来喂牲畜踩圈粪
。
小麦防病防虫，施化肥壮实。
　　六月：收获小麦。
玉米除二遍草，逐棵施清粪灌溉，收获春洋芋，抢种一季迟玉米。
翻耕小麦地，抢种红苕（即甜薯）。
　　七月：旱情正重，连续灌溉几次。
早玉米施化肥攻苞。
迟玉米除草、灌溉。
　　八月：收获早玉米，紧接着翻地、上长粪（底肥），再种上秋洋芋或红苕。
二季玉米地里上粪除草、灌溉。
摘花椒。
　　九月：收高半山玉米，种秋荞。
摘苹果、打核桃，收获黄豆，种秋荞。
　　十月：挖红苕，种冬季蔬菜，主要为萝卜、圆根、白菜，收获二季玉米，翻地上长粪（底肥）播
种小麦。
　　冬月：收获荞子，挖秋洋芋，经营冬天蔬菜。
砍足一年用的柴草，建新房、杀猪。
　　腊月：继续砍柴烧炭，杀猪建房，举办婚礼、做生，打扫卫生，准备迎接新年。
　　事实上，羌村人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只有二三月的春耕春播，五六月的抢收抢种，八九月的秋收。
由于总体上人多地少劳力充足，再加上亲朋之间互助帮工，每个忙季最多只需10天左右。
农忙之外的大量农闲时间，就造成找副业的机会。
妇女在家经营农业、看管家庭、饲养牲畜，男子农闲出门找副业，农忙回家干农活，成为羌村人的一
般生活模式。
　　二、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　　从生产工具上看，羌村人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人畜力利用阶段。
除磨面、照明、提灌实现电气化，运输部分实现机械化，1988年始有自来水外，大多数工作还是靠人
畜力完成。
　　翻地：大多用牛耕地，俗称二牛抬杠。
犁高二尺三寸，拖杆长七尺，铧分鸭嘴鸡嘴二种，视土地板结程度而定，多用双牛牵曳，部分使用单
牛和人力。
山坡陡地和种“预留行”时多用人挖，使用尖锄或平底锄。
　　播种：种玉米、土豆，用刨锄挖窝子，逐棵丢撒种子；种小麦、荞麦，人跟犁后撒播；种黄豆杂
豆用点锄子挖窝下种。
红苕栽苕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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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不仅从经济基础看到社会结构，而且更进一步进入到人们的意识形态，这在我国的人类学和
社会学著作中还是少有的。
　　　　《羌村调查》在这一系列（民族）研究中是走在前面的，同时在方法上提供了一个范本。
　　——费孝通（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作者的知识面相当广泛，从一
个社区研究，联系到有关的许多学科，竟把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以至语言
学和统计学的各类知识，融汇贯通，互相配合，从而得出比较有根有据的结论。
特别能把羌族的历史和现况相接合，做出了比较妥善的分析研究。
　　　　我认为作者在羌村对精神生活的调查论述特别精彩，他获得了人们详述的传说、故事以及山
歌、情歌等详细内容，从而看出他调查研究的深入程度。
　　——林耀华（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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