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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变迁》

内容概要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 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 农村社会经济和广大农民的
思想、心理、行为、思维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本书根据大量史料和实地调查 对此作了深入、细致
的分析，特别是对“苏南模式”和 “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 提出了许多启人思索、令人信服的观
点。 政策制定、经济管理或社会科学研究 诸多部门的读者，通过本书都将对中国沿海农村社会与经
济的走势有一个较全面、清晰的了解。
――厉以宁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 历来是中外学者所关注的重大课题。 本书首次
系统考察了近代以来尤其是1949年后， 随着江浙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 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发
生的明显嬗变。 这无论在社会史领域还是在社会学领域， 都称得上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研究。 本书
的出版， 填补了社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对认识中国近代社会、认识中国农村， 都将具有积极的意
义。
――蔡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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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晓虹
1957年出生于杭州。自1977年起先后考入南京医学院医学系、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和南京大学历史系，
并分别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
已出版专著《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1997）、《现代社会心理学史》（北京，1993）； 译著《萨
摩亚人的成年》（台北，1990）、《社会学习理论》（台北，1995）、《人格，文化的积淀》（长春
，1989）、《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贵州，1991） 等。另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和《读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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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统及其对农民行为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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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俗：神圣化了的传统
四、乡民的心态
第三章 接触现代：压力、困境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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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镇企业：现代性的熔炉
三、“浙江村”：以特有的方式进入城市
四、江浙农民社会心理的实态分析
五、有关江浙农民边际性的若干说明
第六章 结语：比较与前瞻
一、周庄与虹桥：两种模式及相关的比较
二、江浙农民精神世界的未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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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得挺对挺好的 有幸在生活中认识了混在北京的他们 真的很了不起
2、坦白说，问题很好，但读来无甚启发
3、哼。
4、典型的中国式的研究，虽然研究方法和自己平时学到的不太一样，但并不其成为一个好的研究。
5、“院里老师的书你看过谁的？”
“⋯⋯”
滚去看书！

恩，作一篇博士论文真的很辛苦，做好心理准备吧，慢慢学研究方法吧。

变迁分析借鉴。
6、文笔不错，流畅易读。周将“乡土关系”或曰“乡土性”（即农民的定居方式，土地对农民的束
缚）视为理解传统中国农业文明最重要的要素，其重要性超过了血缘或地缘。周自问“为什么土地改
革以及自1949年起的一次比一次更为剧烈的革命以及极端的阶级意识取代或冲击了传统的血缘关系，
却丝毫未能改变中国农民的传统性？”（42页）答案正是农民的定居农耕。人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
社会在农村的基层单位”（180页），对于农村而言是总体性的，它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是经
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的统一体。这一组织形态恰好和城市中的单位制形成对应。但是对人民公社
（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研究远未达到对单位制的研究深度，这是城乡之间的“东方学”吗？
类似现象：文革总的而言是一次城市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农村受间接影响（202页）。
7、2016/11/18、11/22

8、基于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以小见大的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
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全面考察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对江浙地区农民心理演化进程的影响，并对
比研究苏南与温州不同发展模式带来的农民心理特征的差别。无论是具体论述还是研究方法，都很受
益。
9、关于农民的社会心理有一些概括～
10、传统及其对农民行为的塑造（礼俗：神圣化了的传统；乡民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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