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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社区研究的范本
《江村经济》再读’

韩蕾蕾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民族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江村经济))(英文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软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

文。作者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

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该书1939年在英国出版，

其徽型社区研究开启了文化人类学的新篇章，被列入“国际社会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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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江村经济》简介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教大学学习时撰写的

博士论文，作者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

察，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旨在说明这

一经济休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作者

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此书自1939年在英国出版后多次重印，列

人“国际社会学丛书”，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之一。1981年，英国皇

家人类学会因该书在人类学上的成就而授予费孝通赫青黎奖章。

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

济》一名。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

属关系的扩展、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

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冶金及中国的土地问题。另有人类

学家B.K.马林诺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

明”。B。K.马林诺斯基对这一研究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敢

断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

考察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l3“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

可以被看做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幻该书详尽的资料

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了解中国农村提供了

重要的帮助，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

二、对《江村经济》的认识

    首先，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社会人类学开创了新天地。传

统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

与野蛮，而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这一特性使得

人类学“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如英国社会人类学者到英国各

殖民地去研究当地的“土著民族”，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则主要研究

分布在北美的印第安人，后来扩大到拉丁美洲的“土著民族”。但

是，“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

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

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人对

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

文化的研究。费孝通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一员，在本乡本土进行

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农村，也就是离开了欧美人类学对

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人了对先进民族的研究，在研究的方

法上跨越了一大步，也证实了马林诺斯基的预言:“未来人类学的

研究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

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稗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

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3〕

    其次，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去理

解文化，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教给我们一种理解文化的方

法一 “主位”和“客位”的观察方法。“主位”是指被调查者自己对

事物的看法、分类和解释.“客位”是指调查人员等外来者对事物

的看法、分类和解释。对同一事物.两者看法可以截然不同。例

如，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一个部落的牛群，雄性死亡率总是高于雌

性。当地人民认为“公牛生来体弱”，调查者则发现是因为小公牛

出生不久，即不许停留在母牛的旁边吃奶所致，实际上成为当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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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杀牛禁忌下淘汰雄性保证雌性存活率以便牛群更好繁殖的一

种机制。又如《江村经济》中“溺婴”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的三、四

十年代，农村中的“溺婴”是比较严重的，很多人也许会认为那是传

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在作怪，往往把“溺婴”看成是农村中重男轻

女观念的反映。实际这是与农村中土地资源的紧缺分不开的。通

过费孝通的考察，江村现有的土地已受到相当重的压力，这是限制

儿童数量的强烈因素。因此，在观察各种文化现象时，切忌单方面

的考虑，应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使“主位”和“客位”得到

有机结合。

    第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地考察的方

法。实地考察就是深人到调查现场，利用参与观察与观察访问、座

谈等方法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以便对调查对象做深人解剖分析的

调查研究的方法。在人类学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费孝

通运用实地调查方法开展社区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获

得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写出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

制度》和《乡土中国》等一批著作。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坚持

的仍然是实地调查，“我紧紧追随我们民族在本世纪内的现代化过

程，一边调查，一边记录，以便认识它，思考它。’心〕“我一生学术研
究的中心课题是认识中国社会，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

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趋势。’心〕在《江村经济》一书，费孝通运用

了多种调查方法:宏观与微观、主位与客位、参与观察与访问、座谈

与走访等，体现了多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为民族学者在社会实地调

查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最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从微型社区研究人手，以资反映中

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概况。费孝通的目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

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

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这就需要微型社区的研究方法，“微

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

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

究。’fls〕正如费孝通的益师吴文藻先生所教诲的，社会学工作者“要

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

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

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有实际的基础自然容易加以观察

和叙述。’，〔叼江村作为一个微型社区，是费孝通整个学术旅程的开

端，通过这个社区只是部分地了解中国农村社会，要全面地了解中

国农村，就必须寻找不同的农村类型进行调查，用类比法，“从局部

走向整体，逐步接近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1。〕费孝通对中国社

会的认识也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微型社区的深人研究而获得的。

    总而言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通过朴实无华的语言，从

社区经济着眼，用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微型社区反映广阔社会，

不仅创新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启了民族学研究的新篇

章，而且还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随着本书的

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带人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

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

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

系。对于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典型的职业描述以及完美

的农历节气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人的

确实的资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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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angCunEconomy，whoseEnglishnameispeasantLifeinChina。wasFeiXiaotongsdoc-
toralthesis，whichwaswritteninl938atUniversityofLondon.AccordingtothesurveyofeastChi-

naandKaixiangongVillageatsouthbankofTaiLake，FeiXiaotongdescribedthesystemofChinese

Peasants.consumption，Production，distributionandtradeandsooninordertoexplaintherelation-

shipbetweenthiseconomicsystemandspecificgeographicenvironmentandsocialstructureofthe
community.ThisbookwaspublishedinEnglandinl939，itsminiaturecommunitystudyhasinitiated

anewchapteroftheculturalanthropology，and it
tlon.

wasincludedinInternationalSociologicalCol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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