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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域外随笔》

内容概要

《费孝通域外随笔》主要内容：费孝通教授是著名的社学、人类学学者，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说，他“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写的文
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他还说，“我和文学无缘，我是圈外人物⋯⋯至今
实质上尚在文学的圈外，未敢探头越墙相望”。
从书中读者可以了解作者如何通过“人人可以看到的事”，表达自己对厚重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思考
；可以感受作者对亲友、师长一往情深的思念；可以领会一个社会学家眼里观察到的，对域外社会生
活多姿多彩的描述。同时，读者也能从中欣赏到费孝通别具一格的写作风采，一览“匠心别见，趣味
盎然”的优美的费氏散文随笔的韵致。

Page 2



《费孝通域外随笔》

精彩短评

1、有點悶，但是不錯的社會學隨想。欣賞他在細節觀察的精神。
2、费孝通行文总是比较罗嗦，特别是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写评论好。
3、虽说有的地方打上了意识形态的印记，但费老还真是细致自审的观察家，看他写英伦留学记，感
叹人家才是真正的在做学问，反观我们自己这么多年学术功利化官僚化越来越严重，我只希望在我们
这一代上演的悲剧不要再遗留到下一代了
4、《留英记》道出留学外国和学术圈内的各种潜规则，也给读人类学研究生的准备工作指了一条路
5、当时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或许不比现在大。
6、从此我喜欢上了社会学
7、07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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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域外随笔》

章节试读

1、《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第47页

        你说：每一个人重要的是在知足。文化是客，人生是主；人生若是在追求快乐，他必须要能在手
边所有的文化设备中充分地去求满足。满足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内在的。像我们的老乡，一筒旱烟，
半天旷野里的阳光，同样地能到心理上的平静和恬适。你说你并不一定反对用＂开末尔＂来代旱烟，
太阳灯来代旷野里的阳光，可是若是为了要去创造＂开末尔＂和太阳灯而终天要关在大厂房里听烦人
的机器声，满心存了阶级斗争，人家在剥削自己的心理，那才未免太苦了，未免主客倒置，未免对不
起人生了。

2、《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人情与邦交

        别人的尊敬也好，白眼也好，总是身外的事。做人最怕是看人眼色，若是一个人一举一动都要以
别人的褒贬来决定，最多不过是个讨人喜欢的奴才罢了。不管舆论固然会变成狂狷，可是太随和，才
是孔子最看不上眼的乡愿。

不在表面上认真，要认真得在骨子里。可是要有这一点本领，不管是好是坏，一定得充分有自信，自
己是自己的上帝的人，才有

3、《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在东非的昆明

        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机械生产和都市罪恶，有人说不但应当分，而且可以分。有人说非但可以
分，而且非分不可。我怕的是白天文化没有生根，晚上文化却已深入。至少，我想，要有西方这样的
大工业，四五十年还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造成一个罪恶中心，一两个月就得了。

4、《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在东非的昆明

        在中国总好像从军就得是军校出身。做买卖的赚钱，平时赚钱，战时赚得更凶。念书的念书，开
了战，头也埋得更低。我们似乎从没有想过军事中同样是要有組织力的经理，有昆虫知识的专家。军
事若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一定比人类学更是包罗万状，无所不需。

5、《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第47页

        我当时似乎给你说动了，可是当我经过了这次旅行，我不能不希望你也赶快来一趟。这世界会告
诉你人生的另一道路。若再容我最简单地说就是在动里，在创造里，在理想的外形化过程里，在永远
不会厌足的追求里，一样是有人生的乐趣，......何必不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在生里，在动里，在不厌
里，在追求里去体会另一种死后绝不能再得的乐趣和境界呢？

6、《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第46页

        我们小的时候，伏在屋角里看蚂蚁搬家，看它们忙忙碌碌地衔泥筑窝。引诱我们童心的岂不就是
宇宙里含着的那股创造力。我们有时故意地用了我们超越蚂蚁的力量，给那些小生命来一个无妄之灾
；一投足，一举手之间，把它们所创造下的一切捣乱成稀烂的一堆；我们觉得高兴了。这高兴也不就
是出于我们在和蚂蚁的较量比力之下，所发现自己超越的力量？我现在刚被蜿蜒疾驰像一条长蛇似的
火车载到了这世界最大的都市中心；在摩天高楼的顶上，俯视着细长的街面上来往如小甲虫的汽车，
童时的情绪又在心头复生。这时，可是，我开始了解蚂蚁在孩子手下时所具的慌张和惊骇了。我认识
了一个超越的力量，我确有一点慌张和惊骇；但不仅如是，当我记起目前的一切不过是人类的创造时
，一种骄傲和自大安慰着我，我也是人类的一个，不是么？这些不过启示了我自己潜在的力量，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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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域外随笔》

怎能不使我兴奋和高兴呢？

7、《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这是在战时

        不但在吃住上，士兵的待遇已超过了普通平民的标准，而且在士兵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不惜工本
。电影院、读书室、娱乐场、礼拜堂和公墓。公

8、《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第2页

        为都市中人民做一些生活指导的工作，是目前极迫切的课题。
费孝通先生认为，除了政治改革，还要做到文化的转变，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而文化看成人民的生
活习惯和生活态度，也许就可以扩大一些我们可努力的对象。

9、《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第3页

        文化应＂下流＂
＂文化＂常被许多人看做是文人们的专利，是一个民族的装饰品。但在文化人类学中却刚刚相反，文
化指人民的生活习惯，一种行为方式或是一种生活态度，没有被社会上一般人所接受时决不能看成这
民族的文化。文化中＂化＂字就包含普遍性的意思。
倘若＂下流＂是指一种行为方式或一种生活态度之从一部分人传到另一部分人，则并不包含坏的意思
，则文化本身不下流是不成的。

10、《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第1页

        这短短的时日中，我看着一个都市的兴起。我又有不少机会，和在工厂里，在农村里做调查的朋
友接触，听到各色各样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知道成千成万抛弃了家乡进入这新都市来生活的人。
于是我心里有一点慌张。
都市的外形已经具备，可是在这一切物质条件已赶到了20世纪的场合下，住的是哪一种人？人挤紧了
，若是不明白怎样挤来挤去，各得其所，一定会闹乱子的。都市不只是一套建筑和街道，而是一套生
活的习惯和做人的态度，有了都市的习惯和态度，这套建筑和街道才能利用来增进我们生活的幸福，
不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陷阱，成为人间罪恶的渊薮。

11、《费孝通域外随笔》的笔记-第47页

        你说：做人是一种艺术，这艺术的基本是在迁就外在的文化，充实内在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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