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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了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的首本著作《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一一苏南七
都》（刘豪兴等著），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认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是一个好的选题，进而计划组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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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持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但从哪里人手呢？
我是从农村人手的，并一直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为社区研究的主体。
我重视并坚持农村研究有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但主要的一个是由农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到了21世纪中叶，城市化水平达到70％，16亿人口中仍将有近5亿人口在农
村。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农业和农村即“三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
中国要强盛，首先要使农村不断有大的变化，农民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
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植根于农村这个乡土社会。
这是中国的国情。
因此，我认为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农村社会，认识农村经济，认识农民生活
及其人生态度。
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也只有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出发，才能科学地处理和
解决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开始，我一直把研究农村作为己任
，并为之奋斗了近70年。
但是，我还不能说，我已认识中国社会了，我只是向认识中国社会这个目标接近了一步。
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有所认识、有所发现，继而又在新的破题和调查中走
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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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一个乡镇社区——吴江市七都镇正在变化发展的经验事实为依据，通过对地方性的发展经验进
行概括总结和理论分析，展现了七都镇以发展电缆光缆支柱工业，推动全镇工业化进程，一、二、三
产业协调发展，农村政治稳定的生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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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豪兴，广东信宜人。
1965年复旦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1979年春夏转向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
1982年参加费孝通组织的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社会调查，此后20余年坚持对江村进行追踪考察，为系
统研究江村的社会变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发表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论文10余篇。
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概论》（主编）、《农村社会学》（主编）、《人的社会化》（合著）、《乡
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合著）等。
　　冯月根，1962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市。
1989年考上苏州农业学校，1991年毕业分配进七都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1996-1997年在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进修1年。
1997年起任七都镇党政办公室秘书，2002年任七都镇副镇长至今。
主要研究苏南农村社会经济和费孝通富民思想，发表论文10余篇，合著《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
南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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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七都社区概述　　第一节 七都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一、七都的地理环境　　七都
镇位于江苏省吴江市西南隅，北濒太湖，南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隔河相望，东与吴江市横扇镇、震
泽镇毗邻。
西与浙江省湖州市织里区接壤，地处长江三角洲之腹地。
七都镇东北距吴江市区的松陵镇30公里，距苏州市50公里，东至上海市120公里，西达湖州市40公里，
南抵杭州120公里。
　　七都镇行政区域总面积103平方千米，镇区面积为4.76平方千米。
镇政府驻地吴溇集镇。
镇域内2条一级公路纵横南北，南接318国道，北连环湖公路；境内沪苏浙高速公路设有东西两个出入
口；水陆交织，交通便捷。
七都镇内河港密布，利于水路交通和农田灌溉。
镇区濒临太湖，可遥望太湖洞庭诸山，自然景色秀丽，人文景观众多，是游览胜地。
七都地势平坦，自北向南缓缓倾斜，地面高程为吴淞基面3.1—3.7米。
全镇现有可耕地76 786亩。
七都地区，古时为沼泽地，苕溪水夹带泥沙东流，日积月累，形成平地。
七都镇又是水网地区，水域面积32 534亩。
境内湖河港汉纵横密布，水质清纯。
七都镇地处中纬度，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区。
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
无霜期长达225天。
日照较长，年平均日照2 071.1小时，年平均气温15.7度，年平均降雨量1062.5毫米。
七都土地肥沃，盛产稻麦油豆和茄果蔬菜，蚕桑发达，水产丰富。
素称“鱼米之乡”、“蚕桑之地”。
　　二、历史沿革　　七都历史悠久，相传春秋时期，七都地域为吴越界首。
史载吴越五次水战均与七都有关。
　　据明弘治《吴江县志》记载，七都之名源予宋代的都图设置，今七都镇区域在明代，分属六都、
七都，自吴江设县起，一直为吴江辖地。
清雍正四年（1726），析吴江县偏西地置震泽县，七都隶属震泽县，属于震泽县七镇之一。
宣统二年（1910）设吴溇镇。
辛亥革命后，震泽县并入吴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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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过去多以一个村作为微型社区发展研究，或以一个县（市）跨地区进行面上调查，还没有以
一个乡镇社区为研究对象作深入调查研究。
七都镇变迁的全貌调查研究是一项有益的尝试，也是苏南农村研究的最新成果。
七都当代社会发展和本书的总结，为了解、认识苏南农村发展过程有所启示。
　　我们多年坚持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科学研究机构与基础
组织相结合，是社会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套方法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体现，如今在这本书里也得到了体现。
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实践和新的创造，为促进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共同做出努力。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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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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