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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社会研究》

内容概要

认识中国社会，是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要旨。《怎样做社会研究（经典珍藏版）》分“社
会调查自白”（代导言）、“社会研究的意义”、“社会研究的方法”、“社会研究的领域”、“社
会研究的通讯”、“社会研究个案的书前书后”六个部分，比较系统地辑录阐述了作者开展社会研究
的大部分文章。作者打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界限，把二者融会贯通，并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体现了崭新的中国学派的社会研究方法。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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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11～2005.4），生于江苏吴江县城。1920年入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1928年夏天
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高中，秋天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
位。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
，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
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起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
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
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
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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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社会发展与社会学（代序）
社会研究的意义
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社会研究能有用么
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
真知识和假知识——一个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自白
为社会学说几句话
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从三访“江村”说起
开展社会学研究
要从根本上懂得社会
迈开社会学研究的新的一步
谈社会学的建设问题
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
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
泰安讲话
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讲话
社会科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贡献
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社会研究的方法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社会研究的程序
杨宝龄的《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根宗派之客民》
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
介绍萨斯著《初民艺术和手工》
社会研究的关键
伦市寄言
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变迁
书评
显微镜下切片素描
亦谈社会调查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趋势
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
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作
农村调查的体会
怎样去了解中国社会
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
谈谈我是怎样搞调查的
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
再谈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
怎样找问题
社会调查概述
民族调查工作不能脱离实际
江村五十年
从“江村”到“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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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风气和田野工作
深入社会深入生活
方法论与古代文明
社会研究的领域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深入进行民族调查
民族调查
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
瑶山调查五十年
开发大西北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区域经济浅谈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
农村调查
我国农村发展战略
谈小城镇研究
一生中的两篇文章
小城镇调查
小城镇研究的新发展
家庭调查
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
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积极加强精神卫生工作
社会研究的书前书后l、
《中日战争目击记》译文前言
《野蛮人之性生活》书后
《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
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
《昆厂劳工》书后
《非洲的种族》译后记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图册序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选译》前言
《盘村瑶族》序
《瑶族风情歌》序
《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序
朱著《乡村工业与小城镇》序言
《人文类型》重版前言
《外访杂写》前言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后记
《行行重行行》前言
《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序
编后语
珍藏版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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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933-2003之间七十余年的各种讲演稿，总体能看看出作者的学术生命里程，很大程度上他所说
的57年之后、79年之后的第二、第三次学术生命都是（半）官方的宣传机器了，从而也能看出作者研
究的偏向所在了，总体而言，他的研究视角方向还是偏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当代社会学的前沿方法
并没涉及。正如现在对于社会学科班出身还是普通外专业的学生，一贯的推荐书单都会包含《江村经
济》，但事实上真的适合吗？
2、从农村研究到小城镇研究和城乡关系的研究，这一步步的逻辑缜密。故城乡协调也从来不是自上
而下的，不断反复互相激发。
3、有时候我是把费孝通当成中国的拉扎斯菲尔德。
4、主要由费老各时期的演讲稿组成，从中可以对中国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的诞生以及成长过程有个
了解，对社会学的价值和意义有个概念，没有太多得专业知识研究理论方法，作为培养兴趣或是了解
中国社会学历史来讲，好书！但如果作为教科书来说的话，我只能说会令你失望的！
5、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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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社会研究》

精彩书评

1、主要由费老各时期的演讲稿组成，从中可以对中国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的诞生以及成长过程有个
了解，对社会学的价值和意义有个概念，没有太多得专业知识研究理论方法，作为培养兴趣或是了解
中国社会学历史来讲，好书！但如果作为教科书来说的话，我只能说会令你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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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社会研究》

章节试读

1、《怎样做社会研究》的笔记-第619页

        乡镇企业是内发性的。

看苏南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能跨出农业，在农村里办工业，有两个有利的条件： 第一是这地区
靠近现代工商业的大中城市， 有所依托；第二是这个地区有掌握科技的人才和在现代工厂里当国工人
的老手帮主它们。

农民内发的要求结合了外援才能办成工厂。

所以靠近城市的农村比较容易发展工业。

2、《怎样做社会研究》的笔记-第4页

        研究切忌价值先行

（1）在没有研究明了一个文化的结构，而任意批评这个那个文化特质是“文明”是“野蛮”，是件
最容易的事。但这种“容易的事”是社会研究的大忌。因为当我们批评这个文明，那个野蛮，我们已
自作聪明，把研究的线索切断，把探讨的门户关闭了。若是我们一进瑶山就认为他们的杀婴是件野蛮
举动，我们何必再去推求他们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在这方面说，社会研究者在研究初步时最好放
弃批评的态度，脑子里不存什么价值问题（P4）。
（2）若是研究者是有其他目的——研究者并不是永远不能研究之外的目的——他可以根据他的立场
来讨论文化的价值问题了，只能透彻了解一个文化的结构才能加以“批评”（P4）。
（3）我们在这里并想来讨论文化的价值问题，但是想借此说明社会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应杂入价值问
题，而讨论文化价值不能不先有客观的研究材料。没有了解的批评是误会！
评论：我感觉我现在有一个能力挺重要，就是听任何人的东西，都能听出其中的好来。这是我费了很
长时间才领悟到的道理:只有同情的去理解对方，才有资格评论对方。

3、《怎样做社会研究》的笔记-第485页

        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与农业相连的脐带并没有隔断。

小城镇是城乡网络中的一环，有上下、前后、左右的各种关系。

4、《怎样做社会研究》的笔记-第2页

        学问在田野

1、Park直接观察社会的方法
（1）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才有了一个外国教授Robert Park来讲学，这是1933年。他说，社会学的
资料在哪里呢，是在人的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在社会里边生活，没有一刻能离开它。他这一点提醒了
我：社会学不能只在书本里去找资料，那是第二手的材料，而是要同自然科学一样，直接观察自己的
研究对象。他说你们要下到“人”里边去。他还带我们到天桥去，叫我们去看看和未名湖畔所见到的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下子改变了我们对人文科学的整个的看法（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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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Park）对社会学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们直接去看社会，也就是要学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
方法，就是深入群众的生活，去了解社会活动的真情，然后去分析它的道理，多问几个为什么，要我
们多动脑筋。这同自然科学一样，你要掌握很多数据，然后看出里边的规律来（P2）。
2、Malinowski的田野工作：我的英国老师是Malinowski，他和史禄国一样也主张实地调查。他说我们
要进入不同民族的人的生活里边去，同他们一同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生
活。在当时他是开了一个新的为学方向，新的风气。在这一个风气里建立了现代人类学，它的方法就
是“field work”，我们叫做“田野工作”（P2）。
3、从“香烟论支卖”到农村的流通渠道：我再讲一件早年发生的小事。我当时是很喜欢抽烟的，第
一次去江村调查的时候到小店里去买烟，店主问我买几支烟？我说买一支烟行不行，他不卖，一盒都
不卖，要买几支可以。我觉得有意思了，这么一个有几百户人口的村子，为什么烟要一支一支零卖呢
？碰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没有放松，我问他，你们自己要抽烟怎么办？他说客人来了，我们一支一
支买。要多的，就叫航船去镇上代买。这是解放之前的事情，那时我们水乡一带，为什么市镇很发达
，成为周围许多村子的流通中心，是因为它有一套流通的渠道，一个航船系统。江苏水乡交通工具主
要是靠船，航船是专门来往于村庄和市镇之间的公共交通工具。航船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村
民们到镇上代买日用品，另一个是在农副产品购销上充当村民和商家的中间人。从这样一个制度中，
我看到了市镇在农村的流通渠道里边的作用。解放之后航船被取消了，靠单一的供销社供应，流通渠
道不畅通，再加上种种限制，于是小城镇萧条了（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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