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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功，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文化、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
方法之一。
一直以来，中山大学都非常重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传承和应用，并坚持不懈地总结和在全国人文
社科界推广。
　　2004年春天，笔者和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健先生谈起中国的教育问题时，自然谈到当今大学
教育理论与现实怎样更好结合的问题，以及大学生如何更多地参与社会实践并更好地服务社会的问题
。
信力健先生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很感兴趣，觉得有必要在大学生中进一步推广。
我们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设立一个基金，鼓励全国的大学生更多地深入实践，更加有效地认识和了
解社会。
　　此后不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信孚教育集团共同发起成立了开放式教育基金“中国田野调查基
金”，目的在于为优秀的在校大学生提供田野调查研究经费资助。
这一理念得到了社会热心人士的积极支持，目前已有信孚教育集团、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新
疆航铁送票有限公司及东陶机器广州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出资资助。
基金每年设立一定金额的资金，为优秀的大学生（包括全日制三、四年级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
提供资金，以求让他们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对所研究的地域、村落、社区有深刻的认识，并形成学术
性研究成果。
基金鼓励深入的、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有详尽资料为依据的分析研究；鼓励调查者在田野调查
中的社会参与；鼓励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在已有的或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创新成果，旨在推
动学术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培养有潜力的多学科学术人才。
从目前情况看，基金已经连续支持了三批学生共60余人从事田野调查，调查点分布在广东、湖南、江
西、北京、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等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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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研究者深入调查点实地参与现场为特征的田野调查，是人类学资料收集的主要途径和取得第一手原
始资料的前置步骤，也是社会学收集实际资料最普遍而有效的方法。
《中国田野大调查》记录了一批批大学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敏锐的感触、新颖的角度，通过
对个案的深描，对田野资料进行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上的探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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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农村的家族观念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冲击而消亡，在湖村，田姓人口占全村人口的半数，田
家的人也自然有理由成为湖村的支书。
2002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前也的确如此，而第三大姓的马家人，则是湖村的一个村民小组组长。
本来这两家相安无事，可就是在选举会场，马家组长指责选举不公平，田家支书和马家组长发生了口
角，进而两家动起了手，在这次家族冲突中，马家人处于下风，由此也引发了湖村村民的上访之路。
　　由于矛盾已经升级为家族矛盾，吃亏的马家自然不肯罢休，但是与以械斗等暴力手段解决家族矛
盾所不同的是，马家村民选择了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家族尊严，传统的家族观念与法律巧妙地结合在了
一起。
在马家精英的带领下，他们以全村取得副产品收入的几百亩水田流失，以及村财务不公开等问题为由
开始上访。
也因此，马家争取到了周姓以及一些小姓村民的支持。
　　起初的上访是从基层政府开始的，然而上访村民并没有达到目的，即收回几百亩水田，以及村财
务公开。
同时，田家一派也因为马家精英不罢休的上访和活动导致村民反对声音的不断扩大而加强自身的组织
化建设。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湖村形成了两派对立的雏形。
　　在此阶段，上访村民的规模并没有达到高潮，而双方也都似乎在酝酿着力量。
马家派处于主动地位，在自发活动的同时，不忘联系外界媒体参与互动，济南《农村大众报》于2003
年初就披露了湖村丧失水田的事实。
但是，尽管田家派居于被动，基层政府却站在他们一边，这样马家派基层小范围上访就显得步履维艰
。
　　此时马家派就显得有些骑虎难下了，马家精英随即选择了越级进京上访。
但据马某回忆，当他到了北京，才发现问题的棘手，因为与许多上访者反映的情况相比，他们的情况
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并且，他不愿自己因上访而像一些人那样最终沦为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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