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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近谢幕，时时回首反思多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走过的道路，迂回曲折；留下的脚印，偏缪杂呈；
究其轨迹，颇有所悟。
趁这次老友会聚，略作自述，切盼指引，犹望在此生最后的尾程中勉图有所补益。
　　对“社会”历来有两种基本上不同的看法。
一是把社会看做众多个人集合生活的群体。
严复翻译sociology作“群学”。
众人为群，一个个人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体，通过分工合作来经营共同生活，满足各
人的生活需要。
人原是动物中的一类，衣食男女，七情六欲等生活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的演化，得之于个人的生物遗
传。
在这些方面人和其他动物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生物界演化到了人这个阶段出现了超过其他动物的智
力。
人被生物学者称之为homo sapiens，sapiens就是智力的意思。
凭此特点人在其满足需要上具备了超过其他动物的能力。
人和人能通过共识和会意建立起分工合作的体系，形成了聚居在一起的群体。
　　严复把sociology译作群学，以我的体会说，是肯定活生生的生物人是构成群体的实体，一切群体
所创制的行为规范，以及其他所谓文化等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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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的生与死》辑录了费孝通先生1988-2003年的部分与文化议题相关的重要论文，分上、中、下三
篇，系统地展现了作者对人和文化的生与死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
这些文章高瞻远瞩，胸怀全球，既有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忧患，更有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自信。
上篇回首反思了作者在学术园地耕耘的曲折历程，有感有悟地进行了深层的文化思考，体现了他的文
化观和人文价值观。
中篇是在反思、补课基础上对首次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及其思想的主要论述，为扩展社会学的传
统界限提出了特别重要的“人文思想”和使社会学成为成熟学科的重大课题。
下篇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起篇，重点论述了21世纪的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和创建和而不
同“美好社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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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11～2005.4）生于江苏吴江县城。
1920年入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
1928年夏天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高中，秋天入东吴大学医预科。
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
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
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
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
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
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5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
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
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
克赛赛社区领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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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功能主义确是主张一件事物的功能是它对人生活发生的作用，这里所说的作用又被认为是这事物
当地当时对个人需要的满足。
个人的需要持续的时间和包括的范围也就成了人文世界的时间和范围。
因而被认为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可以不讲历史。
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马老师在他的著作里可以说确是没有历史的分析，但这是出于他所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在他进行田野作
业这段时间里社会变动不大，其次当地居民并没有文字去记下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还是靠个人的
头脑里记下的上辈人口头传下来的传说。
这就使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传说分不清，以致这二者之间在时间框架里互相融合了。
传说有它当前的作用，满足当前的需要，并不一定符合已过去了的事物发生当时的实际。
在了解当前的人文世界自应当把二者分开而着重在当前发生作用的功能。
这就出现了他强烈否定所谓“遗俗”这一类“失去了功能的事物”，因而他被认为不注意在客观时间
中发生过的一般所谓“历史”了。
　　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在功能的分析里，一件人文世界中的事物都可以存在时间框架上的
多重性，即我们习以为常的过去、现在、未来结合在一起的情况。
上面我已说过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可以因当前的需要而和实际上过去的情况不相符合，而且在当前决定
个人行为的心理因素里还包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
早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前言”里我也说过以下一段话：　　“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
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
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
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
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　
　我全部引用60年前的话，因为这段话里我表明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的三分法，不能简单地运用在
分析变动中的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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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代宗师、学界泰斗畅论文化的生灭与人类的发展　　费老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政治活
动家，但在我看来，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个不断进行思考
的思想者。
绝对不可以认为，写出一本书就是一个思想家，其实写出一本书也不见得是学者，学者必须是通儒。
通儒的标准就是一个有系统思想并能打通学问边界的人，费老是通儒。
　　——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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