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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星编著的《中国社会学文选(上下)》分为四编。
第一编前两节主要展示民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传统及其现代转型的分析路向，后一节则是对改革开
放30多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总体性分析。
第二编主要是对30多年经济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是社会学努力面对经济改革这个总体性问题与经济学
家潜在对话的成果。
第三编主要是对政治治理的目标、机制、渊源及后果的社会学分析。
第四编为“社会生活与社会阶层”。
这部分是最具“社会”本身特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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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应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主要著作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
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气”与抗争政治一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
题研究》等。
周飞舟，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主要著作有《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以利为利：
财政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等。
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缺席和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及教育》、《组织变迁的
社会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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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编 现代中国社会的形成
 编前言
 1.1 中国社会的传统品质
　 乡土中国
　 宗法制度下的婚姻与家族
 　中国人的面子观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1.2 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与出路
 　乡村建设理论
 　基层行政的僵化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1.3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第二编 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
 编前言
 2.1 农业改革
　 小城镇，大问题
 　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
 　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
 　低层政府干预下的软风险约束与“农村合作基金会”
 2.2 非国有企业改革
 　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以乡镇企业为例
 　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
 　逃避、联合与表达：北京“浙江村”的故事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
 2.3 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
 　为什么内部市场机制会失败——对一个国有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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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上所讲，都是指出中国问题让大家认识，以下当讲怎样解决问题，也就是要讲建设。
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
种由社会演成的习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
我常说，人类的生活必是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须靠有秩序，没有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
西洋社会秩序的维持靠法律，中国过去社会秩序的维持多靠礼俗。
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仍要如此。
中国将来的新社会组织构造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完全不是靠上面颁行法律。
所以新礼俗的开发培养成功，即社会组织构造的开发培养成功。
新组织构造、新礼俗，二者是一件东西。
此其理前已说过，于此姑再分二点来说：第一点：因为中国社会的崩溃，让中国几十年来乃至最近的
未来，没法子建树起来国家权力；虽然从种种方面看，强大的国家权力在中国是个必要，但是建立国
家权力的条件在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国权都建立不起（其故前面已详）。
国家权力既不能建立，则法律没有来源。
我在从前讲《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时曾说，中国的地方自治有四个特点与西洋不同，其中一点即说
中国在最近的将来要有的地方自治不是西洋的地方自治，也可以说不叫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在中国不会有，因为须先有国家才有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出于国家的许可，是从上演绎下
来的东西；而此刻的中国把国家最低限度所应当做的事情都已做不到。
所谓最低限度的事情就是，国家要一面挡住外来的侵扰，不许外人来杀人放火，一面在国内亦不许任
何人杀人放火；不许家里各自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切问题必须依法律解决。
而现在的中国则各地乡村自己要武装自卫，土匪打破了乡村，算土匪走运，乡村打退了土匪，算乡村
走运，国家问不了许多，这算什么国家？
！
各自以武力解决问题，此种事实完全证明没有国家。
所以假定将来的中国乡村能走上自治之路，此自治亦必不是从国家法律系统演下来的，而是从下面往
上长起来的，故不得叫做地方自治。
——与近代国家中的地方自治完全不同。
这些话都是说明，假令中国社会将来开出一个新组织构造的路子来，一定不是从国家定一种制度所能
成功的，而是从社会自己试探着走路走出来的，或者也可叫做一种教育家的社会运动，或也可说社会
运动者走教育的路开出的新构造。
大家听我说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或者要问：国权不建立，中国不能统一，还能有办法吗？
我的回答是：中国的转机在统一，中国亦将要统一；但统一与否不在国家权力之能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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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学文选(套装上下册)》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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