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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费孝通，1910年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
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而后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写出了《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同》、
《乡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1957年，却因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使其在反右派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
沉寂了20年。
     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1980年，领衔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
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肯黎奖章。
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的变化，费孝通又敏锐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进行
专题调查，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等系列文章，受到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术界和高层决策人
士的普遍重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的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
先后对我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提出既符
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
     费孝通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
的长篇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
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本书为其晚年思想集中纪录，主要表现了其走访西部，对我国西部开放的思考和思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

作者简介

方李莉，女，江西人，1956年生于贵州省六盘水市。
199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获博士学位，同年被录取到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8年博士后出站，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
现任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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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人类的天性就是这样，吃饱了就要求要吃得香，还要有环境美，要享受音乐，要观看舞蹈，要欣
赏绘画。
这比解决吃饱穿暖来说高了一个层次，我是属于一个人们还在苦苦追求吃饱穿暖时代里产生的人物，
所以，我在高一层的文化艺术的追求方面，发展不大，但我也接触一下，就算是一个边缘人物吧。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讲话的时候说，我在艺术领域里也有一些朋友，也有过一些接触。
主要是解放初时，我做过一些民族工作，当时党中央让我参加民族工作访问团，这个访问团怎样和少
数民族接触呢?周总理教我们要通过艺术来接触，所以又组织了一个民族文工团，向他们学习，和他们
一起跳舞，一起唱歌，少数民族很高兴，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一家人了。
这就是“美人之美”，他们觉得美的，我们也觉得美，这样就有了沟通的基础。
这是很重要的，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一个人生下来，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各美其美，都觉得自己好看，这还不够，还要能“美人之美”，
能理解别人的美，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才能打破，才能沟通相互之间的感情，成为自
己人。
这是周总理的创造，让我们通过艺术来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
这种方法到现在也还有用，现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要相互理解，相互团结，就是要能够“美人
之美”。
外国人以前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觉得中国人不美，身材不漂亮，不高大，不健壮，但现在看看奥林匹
克比赛，我们的成绩还不错。
人其实也是艺术品，那些运动员表演的技术，运动的技能，人的精神状态，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这
种表现的结果，改变了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
当时周总理就是通过打乒乓球使得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并最终走向了和解。
这里面是有学问的，艺术是解决人类冲突和隔阂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
现在全球一体化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必须同处一个地球，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但即使如此，要大
家的文化都一样是不可能的。
美与不美的看法还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这是由一个民族的历史所决定的。
就像中国从仰韶文化开始，就不断地形成了自己民族的审美观，我们的文化基础养成了我们对美的看
法。
但这并不限制我们欣赏人家文化的美，其他民族的美我们也可以喜欢，比如我们也喜欢西方的音乐、
西方的绘画、西方的舞蹈，甚至包括他们的服饰和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文化借鉴嘛。
但我们不要光是借鉴别人的东西，也要把自己好的东西拿出去，得到别人的欣赏。
在这一方面要好好的发展，现在我们有条件了，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下一步我们要宣传我们
的文化，要让人家认识到我们的美，我们文化历史的可贵，要用这些东西去打破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
。
这就要我们能发展出中国好的文化传统和艺术，把老祖宗给我们的传家宝继承和发扬出来。
甘肃就是蕴藏着这些传家宝的重要地方之～，我们要好好利用和开发它们，为我们国家服务，为我们
的中华民族服务，为取得世界人民的认同做努力。
我是一个研究文化的学者，对艺术虽然没有很深的研究，但通过当年做民族工作，组织民族文工团，
认识到艺术在沟通各民族和各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体会的。
同时，对艺术在今后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是有认识的，只是我不是专门搞这一方面研究的专家
，所以在这方面不能做很深入的研究，但我可以敲敲边鼓，出点力量，通过您们的研究来达到我的希
望。
把全世界文化的隔阂消除一点，让中西文化能互相见面，互相理解，互相欣赏。
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要有历史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基础，在这一方面西北地区的基础要比东南地区好
，这不仅仅是要有些古代的文化遗产，还要有群众的基础，文化艺术是生长在群众之中的。
西北各地民间的歌舞、民间的美术、民间的各种艺术活动比东南各地丰富得多，比香港更是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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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我们的很多西北女孩子还在学香港，赶时髦，但时髦并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是要有很深厚的
文化底蕴的。
为什么克林顿到中国来第一步要到西安，他看中的是西安的古文化，是中国早期历史上许多代皇帝的
古都，有世界著名的许多重要文化遗址，在那附近有黄帝陵、半坡遗址、兵马俑、武则天墓等等。
他觉得这些东西了不得，那里有秦汉的文化、唐朝的文化等。
首先是他有这种认识，所以，他要先到西安。
还有以前日本的一个首相，到中国来第一个地方到的是敦煌，说明了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有认识
，也认同，觉得那是中国人创造的了不起的文化。
但对于这些文化和艺术，我们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发扬出来，就像是敦煌的丝路花雨的舞蹈一样，我
们不但要继承还要创新，让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重新发扬光大。
这就要培养人了，我们做政府工作的人就是要想办法为这些人创造条件，奖励他们，让他们发挥出他
们的艺术才能。
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
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
们将要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
为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
事情。
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
未来文化的基础。
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不要只限于敦煌，敦煌只是甘肃省的一个地方，也
不要只靠祖宗吃饭。
外国人帮我们发现了敦煌，我们就只限于敦煌了，我们要把眼光放开阔一点，在丝绸之路上面，还有
不少丰富的人文资源未陂发现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还有很多的宝贵财富我们可能还没有发观；第二，这些宝贵的人文资源还要靠
我们去保护、开发和利用；第三，要提高群众的认识，知道这些东西是珍贵的文物，不能乱破坏。
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重要性讲出来，宣传出来。
在西北地区二十年内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在这发展的过程中文
化的地位。
甘肃有那么多珍贵的文物却没有一个好的像样的博物馆，因为建一个博物馆要很多的钱，等我们的经
济发展了，建一个好的博物馆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提高文化，复兴文化。
甘肃应该有一个这样特殊的责任，因为你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人文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要好好的利
用这块土地。
甘肃的地方和气候也适合古文物的保存，因为天气干燥，东西不容易腐坏。
总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要丢掉了对人文资源这一领域的保护、研究和整理，这是我们这些从事
文化艺术研究工作人的责任。
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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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由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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