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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藏社会认读》包括生命基础、器用智慧、民生智慧、文化拓展、青藏畜牧社会和精神表达、
青藏社会的生态性同构等八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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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文，中国社会学家。
满族，北京人。
1924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8～1929年先后获文学士和理学士学位。
1938年起，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川大学等。
1949年后，历任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印度研究室研究员。
1979年后任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学会顾问。
1984年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长期致力于社会学、人口学、人口统计学、社会调查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河北定县的社会调查中，搜集和整理了有关社会风俗、文化娱乐、卫生教育、农村人口、家庭手工
业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为李景汉所著《定县社会概况》一书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强调通过中国社区史、社区志的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
著有《定县农村工业调查》、《衡山师古乡社会概况调查》、《生命统计方法》、《农村社会调查方
法》、《农村社会学导论》、《社会调查概要》（合著）等。
译著有《社会学原理》、《生命统计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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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幼犊被留作种牛，人类便半钟爱半恐怕地在青藏高原上先只取毛绒，后，不取和取不到牦绒之用
了。
牦种牛实质上处在野生状态，实质上是另一种类的野牛。
牦种牛由于赢得了可能全面发育自己身体的机会，并秉执对草原的尊重，它们往往是牛类中的庞然大
物，人类的一些日常性质控制牛类的可行方法，在成年牦种牛那里失去了效用，至少失去了人类畜牧
作业智慧在牛群中所得到的那种得心应手和心理愉悦，最后甚至带上了对牦种牛的敬畏——畜伤人的
恐惧和必要不必要的临场迥避和保守。
在和人类结缘互生的时段上，青藏高原上的牦种牛们，实质上文化地和人类只保持一种源于它们自己
生理需要实现于人类控制的牝藻群中的人所期望的牛类媾合方面的合作。
余外，它们离群上山，去爱它们所喜欢的高寒草场，去构建它们那样的同类构成的雄性社会，去听咯
咯的唇齿相磨声。
牛中的这部分存在在很长的时段内保持着与牧人的这种合作。
它们是牛类社会中善趋边辟的自由牛，喜欢大方地和人类合作，甚至是强力地。
　　在青藏高原上，牛类和人类的相处，结缘于牦牛品类时，总是很社会契约地存在。
被阉的犊畜在成长中由于人为的缺失使体性和体格都发生了在人类功利主义地利用他类生命的准度上
变化，变得易于驭使和取力。
取毛皮，取肉角，取骨髓⋯⋯。
　　牦牛如此又成为驮背高手，以耐力和山川皆行而著名。
牦牛除了生有漂亮、威风、对称的犄角外，还是偶蹄大畜。
偶蹄是一种方便，是一种百万年以来被习成的体型智慧。
日常可见的森森腹豪使它们极善卧息霜雪。
在日常生息中，由于腹毫和偶蹄牦牛偏爱高寒山地草原，隆肩臀塌体脊的牦牛，感觉上敦厚温实，它
喜欢人类少想的奇寒。
处于野生状态的牦种牛，独自向人迹罕至的高寒山地后，与别的同类共同构成极高山地上的雄性牛类
社会，直到来夏去牝牦牛群。
牦牛如此与人类社会若即若离，由于漂亮的犄角和稳健的偶体及巨大的体能，使它们与人类的合作，
从没有发展到羊那样的驯顺程度。
　　与牦牛相比，犏牛更喜欢温热的山地。
犏牛，在它们的品类起源上，总是一种混血初始。
犏牛总是雄黄牛和雌牦牛结合的所生牛种。
结果母犏牛富有生育能力，产乳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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