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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讨论生育文化的书，原本不在我的研究兴趣之内。
回国后，我一直在做婚姻、性爱方面的题目，这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较小的、容易掌握的题目，不喜欢
那些没有研究条件、没有研究手段、也无法界定范围的大题目，因此就很少涉及国计民生。
最近经过反省，想到学者的公民义务，开始朝这个方面努力。
然而我至今仍认为，学者的主要任务，是尽自己在学术上的本分。
把自己兴趣内的题目做好才是本分，虽然我们也不能拒绝尽义务。
　　现在在中国出版的每一本有关生育文化的书，都要在两个入的研究之外拔到它的位置。
其一是贝克尔（Becker，G．s．）的人口经济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应该把自己看成世界学术大家
庭的一分子。
其二是费孝通对生育制度、生育文化的讨论，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学术传统。
假如别的人可以不必提的话，那么提到这两位实在是必不可少的。
贝克尔把生育行为纳入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这个领域里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而费孝通把
人们的生育动力归结于制度的力量，并且总结出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与欧美人不同的一面（接力模式与
反哺模式），由此论到了中国人对待生育的态度为什么与英美人有很大的不同。
这两位卓越的学者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社会学家，都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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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费孝通教授对后辈耳提面命时，说过一句带点哲学意味的话：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
费孝通说要“出故事”，不是说让我们去编些故事出来，而是要我们去研究人与文化的始终，有头有
尾地去说明问题。
    以前做独身、同性恋的研究，多少还是些老的故事，因为这些研究在国外早有人做过；而这次的研
究就是个新的故事了。
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就能够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克服文化差异的壁垒，去了解与自己不同的文
化群体及其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至高无上的目标是真实。
而恰恰是这一点，总是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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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山西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博士，现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银河是当代中国最富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妇女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研
究、性社会学。
她的许多理论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性作用。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
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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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村89户人家除了3户放羊和出外打工外，全都或多或少承包了几亩土地。
具体说，平均每户承包9．5亩土地（中位值为10亩，众值为12亩）。
这仍是一个以农为主的村庄。
除种粮之外，部分村民近年来最大的一项收入来自养蚕。
全村有36户人家养了蚕，占总户数的40．4％。
养蚕的收入从每年100元至1600元不等。
多数养蚕人家每年都能收入五六百元。
全村有53户人家养了猪，占总户数的59．6％。
其中大多数只养1头猪，最多的一户养了3头。
养羊的有43户，占全村总户数的48．3％，羊只从1只到30只不等。
全村大多数人家都养鸡，计82户，占92．1％。
在生产商品化极低的时代（现在也不高），鸡蛋成了人们换零花钱的主要来源。
可以这样说，鸡蛋是南山头村经济生活中少数几宗上市场交换的物品中不小的一宗。
　　村里人的居所有三类：一类是两层小楼，大多是土坯墙木梁瓦顶，二楼只堆放粮食农具杂物，并
不住入；另一类是平房，一般都是早年兴建的，已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有些窗棂还雕成古色古香的
图案，但已被经年日晒雨淋烟熏火燎搞得古旧不堪；第三类是少量窑洞，因为这里是黄土丘陵地带，
窑洞是方便省钱的居处。
从住房情况看，虽然房子质量很差，但村民住的比起城里人尚属宽敞，全村平均每户拥有3．6间楼房
，1．6间平房和0．3间窑洞。
有66户人家有楼房，30户有平房，14户有窑洞。
这三个数的总和不是89户，原因在于不少人家既有楼房也有平房。
村民在盖房上最是不惜工本，只要有了钱就想盖房，有些旧房子还能住就另盖新房，盖好就把旧房闲
置在那里。
城里人看了一定会觉得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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