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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想，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天然地是跟反思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精神的追求与现实的物质生活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遥远了，现实逼迫着人们不能
不去反思当下生活的意义以及改变的可能途径。
因此，相比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6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更加知道什么是欲望以及当这种欲望无法得到
满足时的个体内在的精神张力。
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60年代出生的人更加知道理想的说教与实际的生活之间的距离。
我确实清楚地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因为被人揭发偷捡了一个从副食店柜台上滚落下来的
茄子而受到了班里同学们的集体批判，随之便是开批斗会，大家齐声高喊“要斗私批修”，现在想来
，这样的行为又是如何的幼稚！
因为如果细细地去想一想，对于那时的极低收入的人而言，一个茄子就可能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家一天
的菜肴，如果是这样，将落在地上的茄子捡起来带回家去又如何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呢？
也许是那个曾经有着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造就了我们出生在60年代人的反思精神，没有这些生活
的刺激，反思的动力无论如何是不会涌现出来的。
而与此同时，做学问的方式也会因为生活的境遇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家境富裕者很少肯于反思
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差距，因为说白了，这样的差距根本就不存在，反思也就自然没有了可以
反思的对象。
这些人在学问的追求上也许是更加地乐于发展和承袭知识而不大肯于做些反思或者推翻既有的知识体
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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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人文田野丛书》系列之一的《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分册，内中具体收
录了：《乡土中国与“学习”概念》、《乡村生活的“损蚀”》、《作为家园的土地》、《民俗的易
感染性》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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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念群教授将他数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医疗史的心得编辑成为一部四十余万字的著作，并将其命名为《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①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尽管我不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在我快速地浏览完整部著作之后，自己深深地感受到，这部著作的出
版可能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或者说人类学的亲密的结合。
如果不是时间的阻隔，我们实在无法体会到杨念群笔下不断地加以“浓描”的“病人”空间的成长跟
社会学调查中所自我标榜的“从当地人的观点看”的浓描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融通，这种融通的基础便是在用叙事的手法讲出一个
又一个富含文化理解与自我反省的故事。
记得最初读到念群兄的相关研究是在北师大的一个读书会上，那是他有关1920年代北京城区生死空间
控制的研究，这是一项极为精彩的有关社会史角度的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后来的节缩本在1999那一
年的《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这项研究从一定意义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现
代人与人的关系中对于人的控制往往不是直接的约束，而是间接地通过对社会空间的控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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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承蒙王铭铭教授的提醒，使我有机会把自己过去10年里所写过的和已经发表的文字加以梳理并编集成
册。
这五个部分的15篇文字中大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文，特别对于各篇文字的原始
出处加以说明：第一部分“农民的理性”中的三篇文字中《乡土中国与“学习”概念》曾经以《（乡
土中国）与“学习”概念的回忆》为题发表在赵汀阳主编的《年度学术2006：农村与城市》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之中；《农民的理性》是由三篇短的文字组成，曾分别以《农民、公民与意识形
态——由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所想到的》、《现代‘病人’是怎样产生的？
》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7-8期）、《中华读书报》（2,006
年4月21日）以及《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ll-12期上）；《历史、回应与反思》一文曾经以《历史
·回应·反思——由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所想到的》发表在潘乃谷和王铭铭主编的《田野工作与
文化自觉》（上卷，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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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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