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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事实使我们对乡村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必然，农业、农村和农
民曾一度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我国政府2004~2010年连续七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强调这一议题在我国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国内学术界对乡村的关注似乎要更早一些，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
究可以算作学术界对乡村进行研究的一种典范。
但凡对中国社会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正是他采用人类学的田野民族
志方法对开弦弓村展开的功能论分析和研究，后来的《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等一系列研究著作
也都是在继续探索和深究中国的乡村社会，以达到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可以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生是与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密不可分的，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
时也常常会提到这一点。
这也足以看出，中国乡村研究在费孝通先生眼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那么，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毕生关注给我们后辈学人带来何种启发，给我们留下了哪些
学术资源，同时又给我们提出了怎样的努力方向？
我想这应该是当今学界关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一直在努力。
　　我们学院的社会学系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关注中国的乡村社会，他们坚持“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真
实社会，基于乡土本位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注重对中国乡村社会开展多种维度的调查与研究，成
立一年就有了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的授予权。
赵旭东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之后，又进一步强调“乡土社会”研究，这明显可以看出对费孝通先生学术
脉络的继承。
他先在系里开设了“乡土社会研究讲座”，邀请海内外的学者担任主讲人，交流最新的学术信息，分
享彼此的研究成果；而后又在系里成立了“费孝通图书馆”，培养学生们热爱读书、善于读书以及将
读书所得与实际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能力；而且社会学系非常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每年假期
都会安排学生去乡村进行调查和研究，让他们在接触社会中逐渐学会认识社会。
　　另外，提到社会学专业我们还必须感谢费孝通先生，因为正是他主持了社会学在我国的重建工作
，他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时刻想着“志在富民”，这样的学术关怀和
对一门学科以及一个国家劳苦百姓的深切情怀确实值得我们当今学人去学习，因此，从了解费孝通先
生的学术研究开始，不失为一种培养学生的良好途径。
　　为了纪念费孝通先生的百年诞辰，赵旭东教授在去年又组织他成立的“公正读书小组”阅读费孝
通先生的十六卷文集，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我们学院的大力支持，我们也愿意用课题的形式来资助他
们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读书小组的成员们经过十六次读书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阅读、思考和写作的
承诺，并且刊印了八期内部刊物《公正小组通讯》，上面记录着他们每次读书会讨论的内容，可以看
出他们的用心，其中的部分内容我们将会在本书中看到。
　　同时，赵旭东教授还指导社会学系2010届的三名本科生分别做了关于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都汇集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书中。
　　因此我觉得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不仅是对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的真诚纪念，而且
将为我们学院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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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术生涯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半个历程，对于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的变迁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影响。
尤为重要的是，他的很多研究都切实关注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
费孝通有关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洞见和研究无论从社会理论的意义上，还是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意义
上，不论是其学术性研究还是富有洞察力的短文，都堪称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
这些研究和文字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可以凭依的思想来源和讨论的出发
点。
通过对费孝通学术思想形成的经历、乡村调查的足迹及其文集全集的回顾与阅读，对他有关中国乡村
社会变迁的理论进行细致的梳理，本书试图在认识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去认识乡土中国的社会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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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费孝通一再否认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上的深厚功底，但是在耳濡目染之间，在与有着浓
郁中国文化浸染的师友的交往中，费孝通也在不自觉地运用着中国文化里有助于思考的丰富的观念和
范畴，这中间受到深谙国学的潘光旦先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潘光旦对孔庙大成殿匾额“中和位育”四字的不断引述也在影响着费孝通的思考，可以说，“致中和
”的儒家理想作为一种深度的心理表征已经嵌入费孝通自己的思考框架之中。
这种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费孝通年轻时起便孜孜以求的西学的分析传统之不足，这一点也许是理
解费孝通一生的思想时最值得关注的。
　　在费孝通晚年，曾有一次专门以其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为题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
民的认识过程”。
在这次演讲中，费孝通所关注的是他一生研究中国农民的学术历程，在这个学术历程中，农民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农民问题的承载者，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注意到了在一种紧密地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乡土
社会的文化下农民的生活是如何开展的。
这种牢牢地扎根于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其一方面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农
民也在通过副业的形式从土地以外寻求生活上的富足。
可以简单地说，在一种乡土社会的时代，守在土地上的生活与离开土地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的
关系，并且生活的核心是在土地上，土地尽管无法完全用来维持人们的经济生活，却有着经济生活之
外的吸引力，借此在吸引着人们尽管离开了土地去讨生活，也愿意在一定的时期返回到土地上，继续
依赖于土地生活。
　　这种依附于土地的生活显然在1911年以来的政体转变中逐渐地趋向于一种失衡，也就是守土与离
土之间的平衡在被渐渐地打破，现代性的启蒙不仅仅是人们思想的解放，更为重要的还是社会的解放
，伴随这种解放的是原有被称为“传统”的社会秩序的解体，这种解体的核心就是土地不再以生长五
谷而展现其独特的魅力，而转变为人们要去开发并使其发生使用方式转变的对象。
这种人与土地关系的转变不是乡土社会的时代所能够完全应对的。
首先，通过教育的普及以及学历社会的拉动，大批的农村人口离开了土地，其次，耕种被看成是一件
不光彩的事情而被污名化了，人们谈“农”色变，甚至还有学者专门造出“三农”这个专有名词来指
代农村存在的各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却不问这问题背后的原罪究竟在哪里。
尽管随着各类惠农政策的出台，“三农”问题似乎又逐渐有缓解的可能，但“农业”、“农民”和“
农村”这三者终究变成了官员们以及学者们要不断加以超越和改造的对象，这种改造来自于自上而下
的现代性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农村的一切都需要加以改造以及不断重建。
我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在意识形态上有意将农民置于所有职业之上，保持一种对乡村的信任与放任，
采取一种官不下县的无为统治，并依赖于地方政治中的长老和士绅的非制度性的权威，并以此让乡村
的治理假手于这些长老和士绅。
　　随着现代国家建设在全球的蔓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通过具体开展的项目而逐渐地渗入了乡村
社会。
与此同时，教育的全民化拓展也使得传统的乡村士绅和精英阶层快速地离开乡村，并沿着新的社会流
动方向而不可能再回到乡村之路上去。
知识阶层不再是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民间精英，而是转而成为了远离乡村社会
却可能对乡村社会怀抱有一种改造理想的远距离的看客，他们自身摆脱农村和农民身份的束缚的历程
使得他们虽离开了乡村却深信他们自己仅仅是彻底改变乡村模样的有责任的鼓动者。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无法真正设身处地从农民的立场上去看待各种的变化，很多时候是持一己之见地
去把外部的东西，其中包括法律、科技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送到乡下去，结果却只能是因为无法适
应地方性的需求而逐渐淡出乡村社会的场域，只能是劳民伤财，无功而返。
　　经过差不多一个多世纪的与西方世界的亲密接触之后，我们的乡村社会及其文化也在发生着各种
各样的改变，乡村的形态也在逐渐转变之中。
乡村各类留守人口的持续增加，乡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由原来一家一户分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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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涌现出来的集体合作社式的乡村生产方式，由于乡村越来越多的人彻底搬离开乡村所带来的空心
村现象，以及一些地方开展的由分散的村落居住向集中的社区居住的新农村建设的最新尝试等，这些
都在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在当今条件下“乡土社会”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否还有其适用性？
这样的社会未来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尽管费孝通在其晚年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所提出的“乡土中国”概念在面对日新月异的乡村社
会变迁时的适用性的问题，但是，从一种最初提出此概念的理想型的意义上来看，这个概念适用性的
涵盖性是可以超越一定时代的限制的。
“乡土社会”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社会的类型，这种社会类型跟以土地为生的农村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尚没有发明出来一种生存的方式，可以使人的生活的最终环节不依赖于土地，
因为人的机体赖以生存的营养最终是从土地上获得的。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社会都可能是属于“乡土社会”这一社会类型的，只是不同的社会对于土地的直
接依赖性的强度存在高低上的差别，由此也体现出乡土社会特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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