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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这一代特有的大量的社会变迁引起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进化及实际改造计划的社会学理论。
我们下面所要讲的并不特别注意于实际计划的讨论，而是偏重比较普遍或比较基本方面的社会变迁，
这些自然并不是对于某项特殊的问题而发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变迁的性质，为什么社会要发生
变迁，为什么有些状况会阻碍变迁，文化是怎样生长的，文明怎样会发达到现在的地方。
讨论这些问题时，就得牵涉到发明的性质及其数量，以及人的意志及其本性与发明的关系。
这些变迁是由于人类的社会遗产所引起的呢，还是由于生物的人性所引成的?如果人性及智能都不变，
那么由末次冰期以来的巨大进步有产生的可能吗?我们更愿讨论在这许多变迁里，人性的适应是否圆满
，人性对新状况的适应是否较旧的更善，以及社会失调的数次及程度如何。
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除引用社会学的研究外，犹须采取其他科学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
学等的材料。
　　读者自愿知道对于此类广阔的问题如何可用科学的探讨。
普通俱认为科学方法着重事料的证实。
事料搜集的极为重要自难否认，但是所搜集之事料务须与题材有关，必有所欲证实的前提。
所以构造假设实须和搜集事料同时并举。
事料之随意搜集和研究每于学理之推求，无所助益。
人类时常有想知道的事，知识的要求有如经济的要求。
尤其在科学始昌的时候，所要求的常过于所可供给的；而且所要求的又常不属于专门及单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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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费孝通先生的五部译着，这五部书均为西方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着作，曾在西
方学术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费孝通的译本亦曾影响了一代致力於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学子。
其中《社会变迁》曾作为“汉译世界名着”於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论》则被列为“外国
民间文学理论着作翻译丛书”之一於1987年出版；《人文类型》於1991年出版修订本；《工业文明的
社会问题》一书曾作为“内部读物”於1964年少量印行过；《非洲的种族》亦於1979年由译者重译後
出版。
我们现将译着按翻译时间的先後分做上下两册汇编在一起，作为《费孝通文集》的续篇予以出版。
　　由於这五种书翻译的年代不一，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因而在人名、地名等的译法上与标准的
译名有较大出入；还由於时代的关系，书中所用计量单位均为英制单位，这也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此外，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将译着中原有的索引和与正文关系不大的对照表、换算表等进行了调整和
部分删削，为了尽量保持译着的原貌，除了重新校勘外都不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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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原序第一编社会遗产及人类的先天本质第一章　社会遗产第二章　人的先天本质第三章　人的文
化及心理本质的混淆第四章　文化因子及心理因子的区别第五章　生物因子的过于重视第六章　几个
社会学概念的重行考究第二编社会进化第一章社会进化的概念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生物因子及文化
因子第三章　初期文化发展的记载第四章　物质文化的累积及分异第五章　发明天才及文化第六章　
文化生长的速率第七章　人类的生物变迁第八章　文化变迁及生物变迁的相互关系综　论第三编文化
惰性及保守性第一章　文化滞留的种种观念第二章遗俗第三章　文化的效用第四章　发明及传播的困
难第五章　特殊利益第六章　传统的力量第七章　习惯第八章　社会压力第九章　不快的遗忘第十章
　心理特质及保守性综　论第四编社会失调第一章　文化落后的假设第二章　工人意外灾伤的抚恤第
三章　以赋税家庭国际关系商会代议制政府及阿利重纳印第安居民为例第四章　发生文化落后的原因
第五章　文化各部的关系第六章　物质文化是现代社会变迁的根源综　论第五编文化及人性间的调适
第一章　穴居人在现代城市中的学说第二章　缺乏调适的证据：神经病和疯癫第三章　缺乏调适的证
据：社会问题第四章　改变人性对控制社会进化第五章　如何能得较好的调适综　论下篇原序导言提
要第一编科学和社会第一章　进步的黯淡面第二章　乌合之众的假定及其必然的推论，国家绝对第二
编现场研究第三章　初步调查第四章　霍梭恩和西方电气公司对于访问的实验进一步的说明第五章　
缺勤和转业第六章　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对人必须没有仇恨或怨气附录一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研究所
工业研究部从1926年到1945年的研究工作附录二人名、地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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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遗产　　孩子们一人世，便生在一个自然环境里，也就是所谓自然遗产里。
各种动物都是这样。
但人类却还生在一个社会的遗产里。
①这遗产并不像财产一般的仅留给某某指定的人。
它是属于社会的，凡是社会里的孩子都可以享用。
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又是人类自始至今经营社会的结果，所以又称它为社会遗产。
它和自然遗产，如土地、水、空气、草木、走兽等不同。
社会遗产是人类社会努力的产物，不是未经人工的天赋物产。
若有一群孩子，产生在一个没有人迹的荒岛上，他们虽然也能和低等动物一般的活在自然环境内，但
决不能有社会遗产的享用。
所以社会遗产并不和自然环境一般广被。
人的环境可以说是具有两部：自然环境，包括空气、热力、土地、水、泥土、湿度、草木、五金等；
和社会遗产，包括建筑、技术用具、社会组织、言语、艺术、哲学、科学、宗教、道德，及风俗等。
　　依社会学及人类学者的用法，社会遗产和文化一词的意义很相近。
泰勒（Tylor）曾下文化的定义为：“当个人为社会一分子时所得到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
、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含有整个性的丛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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