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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与超越：中国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是关于“三农”问题的社会学专著。
通过对农民心理和行为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对农村社会结构乃至中国社会宏观制度背景及形成
这种制度的国民素质的分析，向读者揭开了中国农业社会宏大而传统的历史画卷。
 以此为基础，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尤其是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便是一个涉及社会传统，对传统
的态度以及如何变革传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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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导论：“三农”问题与中国现代化第一篇 传统农民的心理和行为第一章 农民起源的人类学考察
第一节 自然和地理条件第二节 农民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章 农民的社会心理特征第一节 社会心理
学基础第二节 中国农民的社会认知第三节 中国农民的情绪和情感第四节 农民的社会动机第五节 农民
的社会人格第三章 农民的行为特征第一节 行为科学概论第二节 中国农民的行为特征第三节 农民的组
织化和社会化第二篇 社会转型与农民现代化第四章 社会转型及其对农民的影响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涵
义和表现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转型及其表现第三节 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第四节 社会转型对农民心理和
行为的影响第五章 中国农民的现代化第一节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探讨第二节 现代人的观念标准第
三节 农民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第四节 农民现代化的途径和办法第三篇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第六章 现代
社会与社会的现代化第一节 现代性与现代化第二节 社会现代化及其内涵第三节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七章 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和问题第一节 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
农”问题第三节 现代化转型与农民的社会分层第八章 农村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思路第一节 关于农村现
代化的理论研究第二节 农村现代化的经济思路：农业现代化第三节 农村现代化的产业思路：农村工
业化第四节 农村现代化的社区思路：小城镇发展战略第五节 农村现代化的政治思路：农村民主化第
六节 农村现代化的制度思路：制度理性化第九章 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与途径第一节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
制度背景第二节 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第三节 农村现代化的途径与措施第四节 或然结论与前景参
考文献附录一、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附录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
题的若干意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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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业经济作为发端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产食经济形态，是由采食经济在长期的演化中逐渐形成
的，它作为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形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相对于采食民族的领先状态。
农业文明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采食时期那种群体内个体成员之间严重的相互依赖大大下降了，或者
说变成了不必。
采食经济条件下，不仅需要男女在狩猎和采摘方面的分工，即使是捕猎大型动物，就像狮子捕获水牛
一样，不是群体是断难获得较好收成的，这样合作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一旦社会进入产食状态下，婚姻家庭制度的逐渐形成，农业生产即可以由一个家庭，或者最多由一
个家族的成员来完成。
相对于现代分工社会中不同职业对于专门技艺的要求来看，农业劳动对于专门技术的要求则低得多。
土地规模的限制，群体合作的必要性的限制以及家庭和家族利益的限制，使得农民在很大程度上，长
期处于家庭共同体这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进而形成农民关注自己眼前的个体利益，涉及家庭共同体的
局部利益，立刻可以到手的眼前利益，而缺乏对作为一个权力、观念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的公共利益、
公共意识，涉及邻里、乡村、社群，亦即社区的整体利益以及在一定风险基础上需要成本预支的长远
利益等的关注。
　　农民意识的这种小农特征，决定于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体所有制，农民生活和生
存状态的严重低下，国家权力对于农民的间接性以及极度薄弱的农业基础。
如果一个社会，不断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重要性，而无法使人看到，这种利益与农民个人利益究竟
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人们便不会以牺牲个人或个体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国家和集体利益；如果
不断强调组织、社群和社会团体的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而无法使人充分享受或者感受到，组织、社群
和社会团体，对其成员个体利益和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人们也不会牺牲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局部利益，
以维护这种整体利益；如果不断强调长远利益的重要性，而无法有效地让人们逐渐而真切地享受到长
远利益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人们同样不会牺牲眼前利益，而去指望并不十分可靠的长远利益，在人的
基本生活条件，尚没有得到充分改善的社会中尤其如此。
所以，农民身上的小农意识，无论我们如何去批判甚至致力于纠正它，若不能对这种观念和意识赖以
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加以调整和改变，农民的基本生存状态不能有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小农意识将会
在农民的心理和行为中长期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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