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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70周年，于2006年11月4日-5日在江苏省吴江市举办了“纪念费孝通江村调
查70周年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从乡村发展与变迁
等角度开展了深入的探讨。
从费老师想的是，农民怎样怎样能够成为广大农民实现富裕生活的空间。
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斯密认为，只要把市场放开，市场中的企业生产者们就会加足马力把这一财富
机器开动起来。
本文集为该研讨会学术论文集，收入文集的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既有以江村为主题的专题调查和实
地研究，也有对费孝通教授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思想某一专题的新诠释和再探讨，既有对国内其他
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也有社会学、人类学相关理论与方法论的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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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再阐释　宗族与家族：两个不同的
概念与指称范围　主体人类学、田野反思与民族志　不仅仅是祝福——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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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主越发言　　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老“文化自觉”概念的一点体会　　一、引言　
　近来，国内学术界纷纷关注文化自主性问题。
在笔者看来，文化自主性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近年来费先生反复讲过的文化自觉问题。
1997年，费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曾写道：　　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
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
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
　　人文学科就是以认识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为目的，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自觉”。
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
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
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　　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的意思。
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从社会学视角立论，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是由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即所谓道德
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
它是一个民族一国家自我证成的根本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文化自主性，就是做到文化自觉，这是一个民族一国家自尊、自重、自信的体
现。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觉既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他民族之问的共处之道，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多
民族、多种文化之间的共生之道。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做到文化自觉，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骄矜；既拒斥“民族虚无主义”，也反
对“我族中心主义”；而要秉承“合而不同”的立场处理好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一国家之间的相互关
系。
在这个问题上，1993年费孝通先生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中以恢宏的气度、豁达的胸怀、简练的语
言高度概括了他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未来发展的途径和光明前景的看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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