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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
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
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
行观察的结果。
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
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此外，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
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
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
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
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
在欧洲某些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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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根据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编写而成的
学术著作。
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
作者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阐明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
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江村经济》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
重要的帮助。
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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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江村经济序《江村经济》中译本前言第一章 前言第二章 调查区域第三章 家第四章 财产与继承第五章 
亲属关系的扩展第六章 户与村第七章 生活第八章 职业分化第九章 劳作日程第十章 农业第十一章 土地
的占有第十二章 蚕丝业第十三章 养羊与贩卖第十四章 贸易第十五章 资金第十六章 中国的土地问题附
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乡土重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乡村·市镇·都会论城·市·镇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损蚀冲洗下的乡土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地主阶层
面临考验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形式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节约储
蓄的保证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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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把双方的争议看成一件经济交易是完全不正确的。
财礼并不是给女孩父母的补偿。
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方亲属的一部分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嫁妆送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
方父母增添了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
究竟女方的父母增添多少嫁妆，是较难估计的，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
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新的家中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
尖锐而热烈的协商本身具有双重的意义。
它是母爱与父系继嗣这两者之间斗争的心理反映。
就像人们所说的，“我们可不能随随便便地把女孩子给人家。
”从社会学方面看，它的重要性在于，这些聘礼与嫁妆事实上都是双方父母提供新家庭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是为每一家物质基础定期的更新。
应当明确，从经济观点来看，女儿的婚姻对女方父母是不利的。
女孩一旦长成，能分担一部分劳动之后，却又被人从她的父母手中夺走，而父母为了把她抚育成人，
是花了不少钱的，所收下的聘礼并不属于父母，这些聘礼要作为嫁妆陪嫁；此外，还要加上一份至少
和聘礼相等的嫁妆在内。
新娘婚后将要在她丈夫家里生活和劳动，这对她父母来说，是一种损失。
再说女儿结婚后，她的父母和兄弟又对这门亲戚承担了一系列新的义务，特别是对女儿生的孩子将承
担更多的义务。
在现实生活中，不论父方还是母方的亲戚，都对孩子感到兴趣，但由于是单系继嗣，因而孩子对他母
亲方面的亲戚承担的义务较小（四章五节及五章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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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乡土重建》继续《乡土中国》，加入《观察》社的《观察丛书》。
这两本集子虽则是同时写的，但性质上却属于两个层次。
在《乡土中国》里，我想勾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接下去应当是更具体地把这结构，从各
部分的配搭中，描画出一个棱角。
关于这工作，我也在尝试。
就是我在《观察》周刊所发表过的从“社会结构看中国”那一套，但是牵涉太广，一时还不能整理出
一个样子。
这里所做的其实是第三步工作，就是把这传统结构配人当前的处境里去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
的结症，然后再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来，希望有助于当前各种问题的解决。
现在我把第三步的工作倒过来先做，至少是先发表了，总不免有一点乱了步骤。
其实我所规划给自己所做的工作早就超过我的能力。
如果为了我自己打算，最好是等自己的思想长成了，好像树上的果子结得熟透了，再摘下来，给人家
尝，不至于生涩难堪。
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做，反而愿意这样生涩涩的拿出来，甚至给人吐弃了也甘心，那是因为我相信，思
想这个东西是社会性的，不但得之于社会，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长，并不能关了门让它坐大。
我承认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文字是少数人用来下酒消遣的，是一种娱乐，这个时代我想是过去
了。
我承认历史上也有过一个时代，文字是被视作威权的，是载道的，是经典；从文字的玩弄里，像符咒
一般，可以获取权力和利益，支配别人，这个时代我想即使还没有完全过去，也快要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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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英国人类学泰斗　马林诺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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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村经济》于1981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该学科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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