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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仁们新近编辑出版了一套“社会和谐与发展丛书”，我谨向他们表达诚挚
的祝福。
众所周知，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引发了各种新的研究热点，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也层出
不穷，社会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相对于改革初期社会变迁集中在农村而言，进入21世纪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一轮的所有
制改革所导致的结构性变迁，更多地是在城市的领域中演化的。
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能够成为热门研究，确实是形势所致，水到渠成。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地处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地区又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城
市建设最先进的地区之一，这为他们研究城市与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赋予了天时地利的优势。
该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80年代。
那时，中国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刚刚得以恢复和重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前身--复旦大学分校，便首
先开设了社会学系。
20多年来，经过不断地努力和探索，该系在发展上具备了“规模效应”，“系”、“研究所”、“学
术杂志”、“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流动站等结合成一体，”培养了众多的社会学研究和应用型与
理论型人才，逐步确立了其在学校文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本着“社会学的研究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的原则，该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承担了一批国
家和上海地区的重点研究课题，为国家和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出谋划策。
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社会学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可以说，这套丛书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结晶，对于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建设以及中国社会的健
康而和谐地发展都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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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江村作追踪研究的一部分。
它将依据实地调查资料，描述乡村工业化以及与之互动的社会过程，旨在说明文化变迁的动力、特点
和问题。
    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已为世人所瞩目。
在短短的十余年问，数千万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以一种独特的离土不离乡的方式投身
于工业生产。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结束了以往三十多年乡村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大大加快了商品经济的进程，同
时还引发了整个乡村社会的变革。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妨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是继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在东方一个历史悠
久的农业国度里放生的又一次产业革命。
    大批破了产的农民涌进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高速运转的机器和高速膨胀的都市碾压
出一个代价无法估量的新文化。
这是西方产业革命的历史缩影。
然而在中国，姗姗来迟的产业革命却在乡村里悄然无声地兴起，并获得了勿庸置疑的成就。
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如此大量的农民如此迅速地改变传统的谋生手段？
有哪些社会条件在激励着乡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
又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中国农民参与工业的方式？
以工业为主的乡村经济结构对农民的生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问题似乎可以无限地伸展开去，但研究者却不能不止住脚步，将自己限于某一特定的视角和研究范围
，以免流于空泛。
    本书将以文化变迁的观点，从一个具体的村庄出发，探讨乡村工业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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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关宝，男，1949年2月生，上海松江人。
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
八十年代师从费孝通教授从事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潜心于城市社区发展研究。
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点学术带头人。
曾先后赴英、美、法、日和加拿大等名校作学术访问、演讲。
主要著作有《中国城市改革》、《Small Town in China》、《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国海员》等，
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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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研究区域2.3　研究方法的特点从20世纪初以来，无论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学，追踪
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重，以致二、三十年代蔚然成风。
例如费教授的第一位导师雷蒙德．弗思（R?Firth）教授，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Mead
），以及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Redfield）教授和林德（Robert Lynd＆Helen Lynd）夫妇等都重新回到
他们曾经做过研究的社区进行再调查。
这种状况标志着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在此之前，人类学、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资料大多是琐碎的、参差不齐的。
这一点在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当人类学家漫游世界各地，抱着获得独家资料的企望在那些未被研究过的民族或特殊社群中作考察时
，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地记录并忠实地报告该社会生活的所有面貌。
报告虽是瑰丽多姿的，但这些资料的分散程度不免使人想起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著名的“文
化使碎片与补丁”的定义来。
“碎片和补丁”固然可以让后来者读到许多民族志，同时也为研究社会的一般理论提供人类社会的各
种实例。
然而这类资料对于动态社会过程的理解来说，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具体资料的时效性很快就会失去，它们充其量只能显示社会变迁的可能性的某种预测。
但若对某一确定的社区在不同的时期以同样的精确性作反复研究，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在有时间跨度的比较中能获得社会过程的成因，其成果价值远远超出那些孤立分散的研究。
费教授对追踪研究的高度重视可以从他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
但为什么在他回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对江村作重访，以致葛迪斯得出他的兴趣发生转移的估计
呢?答案固然有战时的无奈以及中国政权更迭之初从事民族工作的需要等因素，但据我看来，最关键的
因素还在于费教授的执着的信念和对一种他自称为“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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