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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整合与社区和谐：兼析王阳明南赣社区治理及意义》是就“社区整合”进行研究；系统论
证“文化整合”概念，并通过历史案例研究中国传统社区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探讨传统社区文
化创造转化之途径与模式，使其能与当代和谐社区建设目标一致，希冀能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特别是
社区发展理论积累知识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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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自荣，男，1967年出生，湖南邵阳人。
中共党员，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人选，湖南省湘潭市专家人才，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参与国家项目1项；现已在《社会学研究》、《
孔子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2部；获湖
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1项，湘潭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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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于文化在社区中的整合作用，贝拉使用的“忆旧共同体”这一概念能较好地给予体现。
忆旧共同体是指有一定历史且不忘其过去的社会共同体。
“为了不忘却过去，一个共同体必然不断诉说它的故事，它的构成性经历；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
便树立了许多体现和表征过共同体意义的男女楷模。
这些集体历史和典范个人的故事，构成了作为忆旧共同体核心的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忆旧是对过去的怀念，是对历史、对典范人物、典型事件的怀念，而历史、典范人物、典型事件都
是文化，因此，是文化引导人们对过去的怀念。
 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强化着忆旧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忆旧共同体内成长的人，通过倾听共同体的故事，参加把共同体规范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各种礼仪的
、审美的和伦理的实践，了解或掌握了使共同体得以存活的忠诚与义务的范式。
体现为故事、礼仪等实践的这种传统，并非是一种不变的信仰，而是在适应社会大环境的过程中，不
断作出新的阐释，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如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区、民族社区、宗教社区和血缘社区等忆旧共同体内存活的传统，并非简单的
复旧，而是一种融合着新因素的复兴。
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不仅不会削弱传统的影响力，反而使其更牢固地与社区共存，忆旧共同体因之不
仅联结着过去，而且面向着未来。
 对于社区记忆以及人情等文化因素在社区整合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社区研究者（如贺雪峰等）也给予
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相关结论。
这些研究指出，在当前的社区整合中，虽然利益成为其起作用的主要因素，但人情（价值情感、文化
）、关系仍然是社区整合的主要动力。
贺雪峰把这类情感、关系因素称为“社区记忆”。
“社区记忆”是分析村庄传统的较有影响力的概念，它指的是“村庄的活的历史而非死历史，是村庄
过去的生活为村庄今天的生活留下的影响力”。
他认为社区记忆较强的村庄，有相对活跃的宗族活动、相对繁多的传统仪式等特征。
也就是说，社区记忆较强的村庄，文化观念在社区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赵凌云曾以浙北湖州的芦溪村为个案研究社区整合的整合机制，其研究指出：人情中利益的关
联是社区整合的基础。
他研究了芦溪村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关系，在这三者关系中，经济精英和普通民众虽
然有利益上的关联，但并未实现整合。
用其话来说：“利益上的相互关联并不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和睦”、“由于人际关系的缘故，企业主与
普通村民很难直接建立起合作关系。
”而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能实现整合都是由于“人情与利益关联”的社会整合
基础。
对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整合的原因，其写道：“‘转制’之前村干部对‘红帽子’企业的多年支持
，成了企业主所欠的沉甸甸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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