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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交代清楚。
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
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
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
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
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
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
，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
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
好的教育方法。
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　　而主要是在
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
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
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
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
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
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
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
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
”“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
”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
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37年。
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
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
实，谁也收不回去的。
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
番新的意义。
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
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
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
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
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
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
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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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
。
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
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37年。
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
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从头读了一遍。
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
而今老矣。
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
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奉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
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
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198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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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
相同的社会。
当前的世界人，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
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
生育制度是个新名词，因之我得先说明一下这名词的意思。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作者简介

　　费孝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生于江苏吴江。
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费孝通社会学文集》、《乡土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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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
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后记生育制度　第一章�种族绵续的保障　
第二章�双系抚育　第三章�婚姻的确立　第四章�内婚和外婚　第五章�夫妇的配合　第六章�社会结构中的
基本三角　第七章�居处的聚散　第八章�父母的权力　第九章�世代间的隔膜　第十章�社会性的断乳　第
十一章　社会继替　第十二章　世代参差　第十三章　单系偏重　第十四章　以多继少　第十五章　
续绝　第十六章�亲属扩展附录派与汇（代序）个人·群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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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乡土中国　　重刊序言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交代清楚。
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
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
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
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
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
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
，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
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
好的教育方法。
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
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
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
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
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_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
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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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
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
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
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北大知名学者撰写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旨在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
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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