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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作者简介



作
者
简
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

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

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

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1945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

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

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

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

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

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作
者
简
介



第贰章

内容简介



1，《乡土本色》。该章大抵是全书的总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一章中，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的，这“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

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最普通的谋生方法，因而也最明白泥土的可贵。

其二，不流动性。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并不是说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而是说在人与空

间的关系上是不流动的，安土重迁，各自保持着孤立与隔膜。

其三，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这种人口流动性缓慢的特点使乡村生活很富于“地方性”特点，聚村而居，

终老是乡。所以，乡土社会是个熟人之间的社会，这才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一章描述了中国

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全书的基础，后文差序格局，礼俗社会之根源，都在于此“乡土性”。

内
容
简
介

《乡土中国》一书收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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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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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

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2，《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这两章说明了一个问题——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绝不能

说是“愚”的表现。文字是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阻隔的产物，但在乡土社会中，“面对面

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其实，还有更多的不需要声音和文字

参与的“特殊语言”可用来作象征的原料，如表情、动作等，它们比语言更有效。“所以在乡土社

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说话都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

内
容
简
介

《文字下乡》说的是传情达意

的空间之隔，《再论文字下乡》则说

的是时间之隔，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

和社会的世代之隔。由于乡土社会是

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一个人所需的记

忆范围本来就很狭窄；而同一生活方

式的反复重演，也使得语言足够传递

世代间的经验而无需文字。



3，《差序格局》。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

上的意义。“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指的是由亲属关系和地

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中国人独特的“私”的个性，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差序格局”。不

同于西洋社会有如捆柴的团体格局，费孝通在书中将中国的格局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

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内
容
简
介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

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

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

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每个网络都

是以“己”作为中心，每个网络的中心

也各不相同，这就是一个差序格局。



4，《家族》《男女有别》。这两篇讲的都是中国传统感情

定向的问题。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

事务也很少，主要是生儿育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

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可以沿着父系这一方面扩大。当其扩大成为

氏族和部落时，其功能显然不只于生育，而赋有政治、经济、宗

教等复杂的功能。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家是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

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所以，对于两

性之间的感情，中国人就矜持和保留得多，纪律排斥了私情，这

在“男女有别”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内
容
简
介

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浮士德式的恋爱精神，在乡土社会中是不容存在的。因为

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文化观，男

女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这便是男女有别的原则，即干脆认为

男女之间不必求同，不必了解，在生活上加以隔离。



5，《礼治秩序》《无讼》

讨论乡村社会中人们如何基于宗

法制家庭的感情进行道德判断和

约束。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人

治”而不是“法治”。“所谓人

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

‘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

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

范的性质。”在乡土社会中，人

们的社会关系的调节不是靠法律

来调节，而是靠“礼”这种社会

规范来调节。

内
容
简
介

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它正

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配合适

应的，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

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在整个社会营造

一种合适的统治秩序。“在乡土社会中，

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

折狱。”这也正是讼师在乡土社会中没有

地位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之下，

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

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体平等主义的。

现行的司法制度，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

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



6，《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和《名实的分离》，讲的是四种权力。关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

该书在《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和《名实的分离》三篇中分别加以阐述。

费孝通认为社会权力共有四种形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在社会合作中所

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在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四是在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时势权力。

内
容
简
介



第叁章

作品思想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57026150042010006

https://d.book118.com/45702615004201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