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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作者来看，此书中社会学界的知名学者基本都囊括在内；从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质量上看，尤其是对费老思想和学术成果进行反思的文章，结
合当下学界的研究进路和学术风气进行研究，使人耳目一新，也使对费老的纪念不再流于形式；同时
，读者在这些对费老回忆的文章中，也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学乃至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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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教授在《乡土重建》这一论题下，当研讨到“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时，提出所
谓“绅权”的问题。
这是一个既老又新的题目，费孝通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发人深省，现在我们就来检索一下这些看法的
儒家思想渊源。
（一）从官僚到绅士费老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绅士，是战国末年封建社会解体，大一统的秦朝专
制皇权确立之后才逐步产生的。
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具的一种人物。
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是政权不再像金字塔一般地从上逐渐一层层地分下来，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
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是所谓“朕即国家”。
但皇帝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不可能事必躬亲，还不得不雇用一批批助手，这就是官僚机构和官僚机构
中大大小小的官吏。
可是官僚和封建时代的贵族不同。
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
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而贵族则不同。
贵族与皇帝是一家人，他们在一定的血统结构中分享政权。
官僚老了，退职了，回到家乡，成了绅士，绅士并没有完全退休，他在家乡还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绅士与绅权在中国历史上，大小官僚，这些做官的在专制皇权下并没有太多的好处。
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帝是不好侍候的，做官是有风险盼。
有时候就可能被抄家，被斩头，甚至被灭满门，连丫环、侍从都不得幸免，但为什么人们还是争着做
官呢？
费老的回答是：“做官是得到安全和保障的必要手续。
”他说做官“有一点像防疫针，在打针期间可能有反应，可是反应受过，就可以免疫了”。
⑧一个人、一家、一族、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之中有人曾经做过官，有了保护伞，就可能得到一定的
安全保障。
退任的官僚，“衣锦还乡”之后，成了地方的绅士。
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官僚加绅士，就是士大夫，就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
绅士在地方上并没有政治上的权力，他还是要在政治上服从地方上代表皇权的父母官。
可是他们有免役、免税的特权。
他们也有势力，有政治的免疫性；在政治愈可怕、苛政猛于虎的时候，绅士的免疫性和保护作用的价
值也愈大。
也就是说绅士有一定的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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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收入了这两次学术会议的论文和部分追思文章。
上编为“追思费老——费孝通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的发言、“费孝通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
术研讨会主题发言和追思文章，下编主要为“费孝通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三个分组
会上提交的论文，共计10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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