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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逝者如斯，忽已临花甲之年。
诸生从我历年的讲演、访谈和文章中选出若干汇为一集。
出版还是不出版？
问题虽没有哈姆雷特的那么严重，但于我却着实犹豫半年有余。
这些被我遗忘许久的访谈、讲演稿重新结集出版，有无必要，对读者是否有欠尊重？
我不确定。
于是诸生邀来出版社的朋友，说此一问题最好交由出版社来判断。
诸生将文集分为三部分：一谈研究方法，二谈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是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
的“三农”问题。
经他们这一分类，我也对近几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认识。
远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针对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应该”，我们转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
题，于是强调以实证为方法。
后来才发现，“应该”的背后是“普世说”！
而“普世说”背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
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研究中国问题，不“应该”以“西方为中心”，而“应该”以“中国为中心”。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近代中国的难题。
他说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中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并用“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解决了“古一今”和“中一外”矛盾的长期纠缠。
但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古一今”和“中一西”
却重新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当然，“方法论”背后说到底是个民族自信问题。
幸赖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上所取得的辉煌，才多少医治了我们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让我们获
得了些许平视（但愿不要走向“俯视”他人的另一极端）西方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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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曹锦清先生继《黄河边的中国》后，持续对中国观察、研究与思考的成果汇总。
文集由22篇文章组成，其中的大部分都已发表，且讲演稿居多。
根据文章的内容和关注角度的不同，文集被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研究的方法”，全面而系
统地阐述了中国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部分“重新发现传统”，既是作者从历史中汲取资源
分析当下中国，亦是作者从新的角度诠释历史；第三部分“中国转型转向何方”，是作者以学者身份
对转型中国发表的看法。
本书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曹先生浓厚的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而“三农”问题则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问
题。
借助于走出书斋，深入群众、深入农村的研究方法，曹先生对许多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十分新颖和深
刻，极具启发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研究中国>>

作者简介

曹锦清，著名社会学家。
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
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单位现象研究》、《
平等论》、《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
其中《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当下农村社会的最权威、最流行的
作品，并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5年其英译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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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对东西文化的思考与论述　中国的和平传统：一个历史的考察　和谐社会
：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启示中国转型转向何方　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新
农村建设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承包制小农与国家　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还是土地私有化
　扩大内需，没有简单药方　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代跋：思想为何放弃职守——知识精英阶层责任缺
失的社会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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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出现了好多问题，大量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圈占，
很多农民失去土地。
他们认为如果产权清晰，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一直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还有许多人鼓吹要把土地私有化，要把林地私有化，要把耕地私有化
，要把宅基地也私有化。
他们说如果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不能私有化，作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备的。
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和土地的产权不清有关系，这种观点我认为也是食洋不化。
第一，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1982年开始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按照人口来均分土地，这
一制度是不符合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但这是农民唯一能够接受的公平原则。
所以改革开放的起点，真正的起点是农村制度的变动，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动。
这种土地制度不是按照市场的原则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也不允许土地私有化，而是按照人均来加以分
配。
当时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点来说只能做这样的制度安排。
土地直到目前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所以在统计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只统计有城市户籍的
人口而不统计广大的农民工。
我们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是不承认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的，为什么？
因为给了农民一亩三分地。
土地不能私有化，宅基地不能私有化，是因为考虑到庞大的农民工这个群体。
根据中国第五次农村普查，出乡打工的农民工1.3亿，其中出省打工的5600万，在乡内打工的估计
有3000万-4000万或更多。
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目前只能游走在城乡之问，能够介入工业化而无法完成城市化。
与其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还不如说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只能采取这样的制度。
如果土地私有，谁会失去土地？
承包制的小农，他们能够稳定自己的土地吗？
一个大的天灾，一个大的市场波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负债就可能使农民失去土地。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断发生。
譬如雍正年间，河南发生旱灾，因为旱灾，所以农民的土地非常便宜，农民为了明天的粮米不得不出
卖土地。
结果大量的土地转移到当时有钱的晋商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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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土地直到目前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所以在统计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只统计有城市户籍的
人口而不统计广大的农民工。
为什么？
因为给了农民一亩三分地。
土地不能私有化，宅基地不能私有化，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目前只能游走在城乡之间，能够介入工业化而无法完成城市化。
与其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还不如说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只能采取这样的制度。
如果土地私有，谁会失去土地？
一个大的天灾，一个大的市场波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负债就可能使农民失去土地。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
战略问题。
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地分配。
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
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小康社会”的提出，到“和谐社会”的建构，这不仅是我们对发展目标的重新厘定，而且表达了
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责。
“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两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
目标。
所以我讲必须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其真正地学会自我管理，学会民主化。
使农民成为有组织能力的公民，这个历史任务要通过农村的组织化来完成。
因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体并不完全是政府，而应该是农民自己。
农民只能通过组织起来才能够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曹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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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研究中国》：继《黄河边的中国》之后，曹锦清教授对“三农”问题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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