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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庆真的《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与乡村社会》就要出版了，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说明他当初选
择的研究方向是有价值的。
博士生面试时，李庆真给我的印象是带有农村孩子特有的实在与吃苦精神，或许正是这种精神让他选
择了在社会学专业中并非显学的“社会变迁”方向。
作社会变迁研究是辛苦的，不仅要阅读社会学专业的学术文献，还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付出的代
价可能比一些显学研究还要多一点，而回报往往明显不如显学。
作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又比一般社会变迁研究更加辛苦，因为不能坐在书斋里头，依靠文献写出论文
，必须走入田野，付出的成本更加多。
今天李庆真博士学位论文能够得到资助出版，我真有些“苍天有眼”的感觉，也感觉到充满功利的学
术圈子中还有些希望。
曾经有一位朋友谈到中外社会科学的最大差异是什么时，一针见血说“缺的是思想”，我想我们更加
缺乏的是对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对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关注，因此今天的社会学几乎失去了对重大社会
问题的话语权。
李庆真的论文虽然谈不上关注了重大社会问题，但是他实实在在地关注了中国的农村，关注到了曾经
对农村有重大影响的一个阶层，就是乡村知识群体。
他透过对乡村知识群体命运的研究，道出对中国农村命运的关怀，也许这种关切只有长期在农村生活
，真正了解农村的人才能够拥有。
李庆真的这一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传承比较注意。
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前辈对当年中国农村作过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学术高度今天未必能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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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上，乡村知识分子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
因，这一群体较少有人关注。
历史上，他们被称为“乡绅”。
并以其独特的身份、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社会的变迁也使得这一群体经历了裂变、衰落和转型等变化。
历史的辗转无法隔断知识的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当我们回望乡村走过的历程，当我们思考乡村的孩子十年寒窗苦读越过“农门”不再回头，而我们当
前又面临乡村发展内应力不足、乡村整合力弱等困境时，乡村知识群体再一次走入我们的视线。
本书以变迁中的村庄为个案，以知识群体的群体特征和公共行为为主线，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这一群
体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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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庆真，男，1974年7月出生，安徽宿州人。
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教师。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青年社会学、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研究等。
在社会科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等重要学
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作者曾参与“中国社会变迁调查”、“西北五省、区城镇集聚效应研究”、“广东省人口城镇化”、
“广东省人口迁移与流动”、 “东莞市适度人口发展及对策研究”等重要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目前在主持国家社科、厅局级关于乡村社会整合和乡村社区建设主题的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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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深入、持续地进行，我国乡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是
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虽然固有的乡村传统在部分领域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但现代性的气息和日新月异的城市文明，以
不可阻挡之势，伴随着乡村传媒的普及和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而深入到乡村，并以一种强势
文化之势改变和更替着乡村固有的传统和文明，从而开始了一场被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称之为“现代化
”和“城市化”的革命。
然而，在“城市化时代”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声音的背景下，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是如下两个问题：一
是在城市文明逐渐或即将消解甚至淹没乡村文明的时代，乡村发展的出路就是趋同城市化吗？
如果这样，继续关注乡村问题还有没有现实的意义？
二是在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下，乡村的发展有没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空间？
如果有，其自主性来自哪里？
如果没有，中国乡村的发展是否需要自主性空间？
从乡村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我们能够找到乡村自主性空间得以存在的基础吗？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笔者通过查阅已有的相关文献和探索性研究，初步形成如下看法：就第二个
问题而言，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表明，由于中国的乡村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特质，
因此，笔者认为，乡村的发展是需要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空间。
这种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空间在传统乡村社会是以“乡村士绅”和“乡约”①的公共行为得以实现的。
虽然，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内、外力的冲击下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这一自治机制在不同的社会背
景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乡村的历史表明，除了在国家政权下沉到乡村的最底层——以生产
队和人民公社为基础的集体化时代乡村自主性的空间被以集体化生产、生活形式取代以外，乡村的自
主性空间在不同的社会时空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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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生匆匆一瞬间，不辞岁月三十年，转眼已经走过了我人生最可珍贵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已步入中
年。
而在我脑海里留有最多的还是青年时代的愿望和理想。
出生于三十年前中国农村的我深刻地记忆中学时代艰苦时代磨练的意志和立志“长大后如果我能出书
我一定要把我们农村中学大批落榜的有志青年的心声写出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的愿望。
而后，我自己一直在逆境中求学，终于能够有资格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是
未能如愿实现中学时代的梦想。
本书虽未能真正地以记忆方式描述那个时代特殊的知识群体的心理和个人成长的生活经历，但是将其
扩展为一个特定的群体放在中国乡村所经历的不同时期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来研究，既拓展了其研究的
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心里一定程度上得以慰藉。
此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修改基础上得以形成，在前期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前辈和同辈的指
导、帮助和支持。
在这里，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导师李若建教授对我的培养和教导。
李老师学识渊博，学风严谨，对我学术的成长和科研能力的培养给予了较大的帮助。
其宁静致远的做人风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以言传身教的形式教会了我如何去做人和做学问。
言传身教中，导师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都让我受益终生。
学业上，我平时写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选题、设计、调查和撰写等每一个环节李老师都给予了我
耐心的指导。
李老师的指导既能高屋建瓴，把握全局，又能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这些都对我学术的成长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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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与乡村社会》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
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出版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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