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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原论》

内容概要

《社会原论:历史与社会研究》内容简介：时跨1999～2008年，多为浅薄地思想、艰难的写作。在学术
与思想两分的知识积累潮流之外，尝试在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的视域里观察自身和社会。本集文字分
“思与言”、“研究与评论”、“理论与方法”、“社会与人”，直指我们身处的社会和它的历史定
位，或直笔或回环，或学理或辞章，代序以“我史”与大历史书写的感召开头，中经家国社会的现代
和历史展开，最后落笔于“社会原论”代表人物和人群的内心。

Page 2



《社会原论》

作者简介

　　舒建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
、历史与方法研究、社会变迁。近十年发表相关论文为《中国农业发展存有结构性阻滞》、《凤凰涅
槃：多重误植的背景》、《待清偿与清偿过的权利》、《公共权利与当代中国社会》、《清开&ldquo;
三农&rdquo;壅塞的言路》、《近代早期的发展模式：英国的公田与公共权利》，《远流》、《从西欧
资本主义起源研究到近代早期农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犁、剑、书：乡土中国的历史意蕴与现
实图景》、《物质与人情：盐、鳕鱼与巴斯克人》、《物权法与社会有机团结》；编著为《（历史研
究）五十年总目》（合编）；译著为《经济政策制定：联邦模式的利与弊》、《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学
习的动力》、《中国的政府、腐败与犯罪》、《贫困、微型信贷、圣雄甘地：对捐赠者的教益》、《
世界贸易组织、环境和生态批评》、《波兰地方权力的新社会伙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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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历史的身外第一编  思与言犁、剑、书：乡土中国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图景一  从资源到权利：改革
、物权与新社会文化的粗成二  自有资源利用模式及其扩展的世界史三  乡土中国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图
景四  乡土中国更宽广的世界清开&ldquo;三农&rdquo;壅塞的言路一  社会一体化理解的难题二  乡村硬
叙事：一张白纸与层累的漫画三  农业是一种生业：综合叙事的可能性四  直接叙述乡村：田野、日常
生活和客观历史五  斯人在彼处生活物权法与社会有机团结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问题：20世纪末的留言
一  现有的农地制度与适度规模经营二  粮食收购制度与农产品的商品化三  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及其影响
待清偿与清偿过的权利公共权利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二编  研究与评论历史的宽容&mdash;&mdash;社会
历史研究的方向一  历史语境中的宽容二  公共领域：对希腊城邦民主制和马克斯&middot;韦伯的祛魅
三  转型期研究的新气象&mdash;&mdash;流民社会与福利国家四  &ldquo;西方病&rdquo;：当代美国大
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五  一币之两面：希特勒、罗斯福与&ldquo;凯恩斯主义&rdquo;六  内含历史的
生态背景的养成近代早期的发展模式：英国的公田与公共权利一  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模式的不足二  开
放与集体使用的农田状态：公田三  共有的习惯：公共权利四  在地生活：公田耕作与公共权利行使的
状况五  多样化&ldquo;资料&rdquo;的获得与丧失附录一：译词与解释附录二：度量衡从西欧资本主义
起源研究到近代早期农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一  是否有一个规范的经济叙事？二  从经济产权、法律
权利到习俗权利三  从&ldquo;起源&rdquo;研究到近代早期农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历史与社会的缠绕
：近代早期历史的功效与折扣引言  图书馆里的风景一  近代早期经济发展与近代知识建构二  欧洲中心
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成立远流一  共同的市场经济优势二  非市场经济优势？三  汪洋之中一条
船&mdash;&mdash;马尔萨斯危机与新大陆四  远流与近事第三编  理论与方法社会研究认识论：经典研
究导读从调查误差的来源及其有效规避来看总体研究设计&mdash;&mdash;福勒《调查研究方法》简评
第四编  社会与人凤凰涅槊：多重误植的背景&ldquo;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rdquo;论坛弁言一  乡土中
国、文化自觉的前世今生二  文化自觉先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省与多样现代性的呈现三  全球化的冲
动与乡土中国的复归&ldquo;中国农村研究的杜润生传统&rdquo;之开场白物质与人情一  农耕社会的物
质：水土与杂草二  渔猎社会、商业社会的物质：盐、鳕鱼与巴斯克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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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乡土中国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图景　　江山千古秀　　日月一时新　　北京前门大街拆迁工地
围墙断口有许多对联，用油漆书写在石材上。其他的对联时兴、喜庆氛围较浓，而&ldquo;江山千古秀
，日月一时新&rdquo;这副对联却颇有深意。乍看上去，即刻就会出现的推土机与断壁残垣与&ldquo;
江山千古秀&rdquo;明显有视觉反差，但&ldquo;日月一时新&rdquo;似乎也给了拆迁必要的审美支持
？&ldquo;拆北京&rdquo;确实是乡土中国之一部分的真切反映。①那个用白石灰水书写的&ldquo;
拆&rdquo;在中国的符号意义太复杂了。与其说拆掉了砖头水泥，不如说拆出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盘根错
节的社会历史、财产关系和人际关系。拆后的重建又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权力和经济关系。那些房子的
住户有些是主人，有些是客人，闭合院落分割的空间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住户。在快半个世纪的历史里
，人们刚刚养成了一个屋檐下共处的策略和心态，忽然这些全都被拆没了，都要为拆迁补偿的金钱而
战。有人甚至拿出了民国时期的地契。财产上溯及既往的权利、住了几十年房子的权利，住了几十年
的生活，拆迁时政府公务车、警车、救护车、大铲车、铁锤等一起出动的撼力以及大大小小的暴力全
都纠结在城市拆迁工程中。房子拆完、补偿金分完后，新的建筑又换了主人，有些人可能还会回来，
但物是人非。每个人都有自家的公寓。新的财产关系开始了。公寓是中国城市居民新财产关系的主要
载体，但&ldquo;公&rdquo;寓也直接提示人们目前这种财产权利状态的局促。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
后期之前，城市里就有公寓楼，但因为都是政府分配居住的，所以并没有发育出不动产的概念。此后
，由于商品房的出现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将分配居住的房子卖给个人后，不动产观念自动生成，随之而
来的产权要求使一系列的城市建设与土地使用政策捉襟见肘。政府已经习惯了对土地在内资源的行政
调配与市场管制，尤其是在土地国有的城市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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