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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乡村中国：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的

理想与现实

赵晓峰

摘要： 村 ， 村国 社 在发展中 常重视社会 将认识乡 展调 究的美中 农 会学 非 调查 坚持 中国作为开 查研

。 类 较 ， ，好理 社区研究 区域社 型比 研究 论 论上 索 穿梭想 从 到 会研究和 社会学人在认识 和方法 不断探

于“ 中 社个案 的 会”与“社会中的个案” ，研 之间 为实现 过 型 研究认识 国社会总体究 通 微 社会 中 图景

了 。 ， ， ，标作出 重 案例 可以连接经 理论 通过 析与概 进性知识的目 要贡献 同时 研究 验和 分 括 获取累 和

， 。 村 ， ，进 传承 农 社会 立 中 实 验 历史发展的突发性知识 推 理论的 与发展 学研究 足 国 践 基于调查经 在

络 形脉 中 成的“经验— 较理论 与重构比 —经验”和“经验— 论提炼与理 创新—经验” ，条循 路两 环进

村 ， 本 ， 力 。可以为认 改造乡 中 推进社 发展 提升 识 法论识和 国 会学 土化 国家软实 提供认 论和方 支撑

关键词： 识中国认 村 学农 社会 村社 调农 会 查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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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一 。 二十 二十 ， 村中 农 展 形 的 个 是 查 从 世纪 社国 社会学在发 中 成 重要传统 开展社会调 年代起 农

会学 。调查 的成研究 果不断涌现 1925 ， 溥年 美 家 用国社会学 葛学 利 1923 东 州年亲身 市凤凰到广 省潮

村 料短暂调研 材的 ，结合 1918~1919 料学生调 的材年其 研收集 ，正 撰 出式 写 版《 村华南的乡 生活——

义 》一 （ 大 ，族 周家 主 社会学 书 鸣 1998）。到二十 三十纪世 ， 本 汉、年 社 杨开道代 中国 土 会学家李景 、

笙、 孝陈 相继推出翰 费 通等 一系列 村影响有 的农 社会学 。调查 在 殊的国际 和研究作品 当时特 政治环境

势国内政治形 下， 村国农 社中 会学 一调查研 始就承 着究从 开 担 “ 村以 识乡 中国何 认 ”的历 使史 命。长

来期以 ， 村 会农 社 学 ，始 不忘终 使命 根在扎 田野 村调研的开展农 了丰 。基 硕的研究成础上取得 果
①
本

村试图 国的文 从认识乡 中 视角对 村 会农 社 学 ，研究的成 分析和再阐释 从 想与现 穿调查 果进行再 理 实的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批准号：20ASH010）

资助。

①
通常认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设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和民俗学四个二级学科。本文受研究者阅历和论文篇幅所限，

主要关注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当然，近些年国内人类学学者一直在努力将人类学与社会学区分，希望

能够将人类学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以拓展学科的发展空间。同时，特别说明：本文主要关注质性研究的作品。



认识乡村中国：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理想与现实

- 2 -

找 村 心、 未来。梭中 农 社会 发 的 现状及寻 中国 学 展 初

一、从社区到区域：研究单位的上移

村社区研 在 学 展 上占 轻究 中国农 社会 发 史 据着举足 重的地位，也 中国社会 积累形成的是 学发展中

术 。学 资重要 源 在 会学中国社 界， 藻 ，导 究的学者 先生 他提倡将社 研究作最早倡 社区研 当属吴文 区 为

。 ， 藻对解中国 体状况 开 社 学实证研究的 要 区 究 奠基 区理 社会整 和 展 会 主 方法 作为社 研 的 人 吴文 社 研

寄予厚望究的价值 ， 对以此达成 中 实总 关怀希望能够 国现 体性问题的 和理解（ 群齐 ，2014）。然而，吴

藻 一文 的社区 种抽象的文化研研究只是 究，该研究中的“社区” 一尚 成 个研 单 的 念不能构 究 位 概 ，他

本 也人 没有相 的关 。二十 二三十 ，一 了一品 世 纪 年 机 社区研究社区研究作 留 世 代 些研究 构推出 系列 的

作品， 大燕京 学社会 为代以 学系 表，如 1927 锦撰年陈焕 写的《 村调进让 查》、1932 树庸撰写年万 的《黄

村店 的研究土北 》和 1934年蒋 昂撰写旨 的《 村家卢 》等（沈洁，2008）。①1939年， 孝通撰写费 的《江

村 济经 》 式出版正 ，标志着 区 成 和 功社 研究方法的 熟 成 。 夫马 评林诺 斯基 价该书为“ 类学理论和人 实

一工作发展过 的 个地调查 程中 里程碑”， 值主其价 要体现在“ 一 小村落通 个 的生活过熟悉 ，我们犹如

在显微镜下研究 个中国 影整 的缩 ”（ 孝 ，费 通 2006a）。 孝 来，看在费 通 “ ，无论 于 么 因 中国乡出 什 原

村落土社 的区 单位是 ， 三 村 大村起 以 几千从 家 可 到 户的 ”（ 孝费 通，2006b）。 村落 来通 乡过 研究 认识

村 ，中国 也 。就 研究的理论成为社区 旨趣
②

，由此 社区研究将“小村落”和“大国家” 来。关联起

村落 一 ， 较 ，传 里的 是 个 清晰 具有 强的独 性和封 的社会 位统社会 地域界限 立 闭性 文化单 自然 为成

究研 者 一 。认识中国的 个 想理 的微型社会 ， 一 、 ，但 中 是 个 悠 的国家 不是 国 历史文化 久 地域广阔 同区

大社会的差异域间 极 ， 村落个 研 代表 社单 究是否能够 整个中国 会，一个“小村落” 描述能否的 反映“大

社会” ？呢 ， 村落 大 ，弗里德曼给出 答案是 的 他认 的整体 不 以 现文明 国的特 社的 否定 为 功能 性 足 呈 点

， ， 大 。 ，的 影 认识 将 移 做更 范 其实 中国学区不是社会 缩 要 中国需要 研究单位上 围的研究 界 早就很 开

村越 庄 究始关注超 社区的研 单位。1928年， 大 了杨开道等 京 学社会学系的 生开展人带领燕 师 “ 调清河

查”， 了《一推 镇调查 尝出 个市 的 试》《 》 （萧子清 市集的经济研 等河 究 系列作品 扬等，2019）；1934

年， 堃杨 完成庆 《 研邹平集市 究》；1936年， 义 写李有 撰 《 村山西徐 会组织沟县农 社 》。但是， 这由于

， ， 了 术 。些 公开 在 放后没有 影响 其学 传播作品多没有 出版 或是 改革开 再版 严重

， 村落 本 来 村 。从 区到区 究 弗里 张以宗 而 作 基 单位 研究农 会 界社 域研 德曼主 族 非 为 社 他提出在学

。 东 东 ， 村落生 远影 分 建和广 等 区 宗族是超 在的产 深 响的宗族 析范式 在福 中国 南地 越 存 单位，既可能

①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创建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也做了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撰写出一系列研

究作品。比如，在该系任教的农村社会学家乔启明先后推出《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农

村社会调查》《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等作品。

②
民国时期有影响的社区研究作品还有杨懋春（2001）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和林耀华（2015）的《金翼：一

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等。限于笔者阅历，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所列举的作品可能挂一漏万，希读者谅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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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 ，与 重叠 又 大 小 村落。或可能 于 于 丰 、 权力 ，宗族内部 血缘关系 财产关 和 关系不仅 具有 富的 系 而

宗族且 ，与 间还存 着 姻 关系宗族之 在 联 等 由这些 杂复 系 族 络 可以 社关 所构成的宗 网 就 展示区域 会的全

。 ，时貌 同 子 ，通过族 为官 宗族还内 弟入仕 能 ， ，连起 系 并 支勾 与国家的关 在国家的 持下 在地方自治

单位获得 权 。 杂 ， 权力 长，自治 限 随着宗族 发展和 网络的 宗族自 的 续 甚至的 宗族 复 建构 治 持 增 能够成

力 。 陲 、为 击 组 量 边 社 利抗 国家干预的 织 受 会 灌溉水 和水稻种植等因素 ，影 会模式能够响 宗族社 自成

一 ，对 东 （ ，体 认 海和 的 会性质都 里德曼识中国 南沿 华中地区 区域社 有帮助 弗 2000）。

施坚雅则 堃 《 》 ， 川杨庆 的 集市研 上 结合 等在 邹平 究 基础 四 地的 ，研经验 建立起 析调 分 中国社会

市 理的 场 论（张青仁，2015）。施坚雅（1998）认为，农民 的生活 社会区 不是由他域的边界 所 的狭居住

窄 ， 。 村 本 心、而是 基 区域的边 国农 社会的基 单 是以集 中 包范围决定 由他所属 层市场 界决定 中 元 镇为

大括 约 18 村 、 六 。在内的 有 边 结构的基层市 共 场 域 边界 婚个 庄 具 正 形 场 同体 基层市 区 的 与农民的 姻

、 类 。 ，交往圈及 分会 庙会的 会等 织的 高 并且 基层圈和社会 秘密会社 董事 各 团体或组 活动区域 度重叠

市场区域的 、 、习度量衡 方言 惯、 民娱乐农 方式大 一 。 ，体 致 因 市场共 体 是 于农民与国此 基层 同 就 位

、村家 与 兼 独 性和庄 国家之间的 具 立 自主性的“社会”。 川 ，区和四 盆 关中地区与华南地 地不同 在 ，

对庙 会 农 宗族与庙 民具有远比 和基层 。 耕 、 、场 现实价值 主 人地关系缓和 旱灾害市 重要的 受自 农为 干

， 村 了村村 村村 办 。等因素 关中农 现 有 和 都举 庙会活 的 有 市 易和频发 的影响 出 都 庙 动 现象 庙会具 集 交

村 经民祈雨等 济社会功能， 村落庙会活动 与范围超越的人员参 ， 村落 心以 为 高度但与 中 的婚姻圈 重叠。

因此，庙与庙会 村 心就成为关 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农 区域 中 （赵晓峰、张红，2012）。此外，杜赞奇（2008）

出的提 “权力的 化 络文 网 ” ，丰 了 对二十 村 。分析概念 富 学 世 北 的 识的 界 纪上半叶华 乡 认

， 术 孝 大 ， 村落 小 （改 后 的费 通不 研究的领域 究逐革开放以 恢复学 生命 断扩 社区 将 研 渐向 城镇 城

乡接合部）研究、县 和经济发 究延伸域研究 展区域研 ， 了一提出 系列 究论断研 （ 孝费 通，1995）。沿着

研 上移的 路究单位 思 ， 域乡 （ 域镇 ）和县域研究 渐逐 兴起。2007年， 出吴毅 版的 术专著学 《小镇喧嚣

——一 乡 的演绎与个 镇政治运作 阐释》， 村落 ，析单位从 提 乡镇将分 升到 为人 了一个们呈现 小华中 镇

丰 又 杂 村复 治生态图富而 的乡 政 景， 了 对 村界 乡 政治的认识加深 学 （ 毅吴 ，2007）。王春光（2016）则

议 ， 、 了 ，建 要加 社会研 他 为 场化 工业化和 市 社 形 既为 注强县域 究 认 市 城 化形塑 县域 会 态 县域社会 入

了 开放性现代性和 ，又 了兼 和乡土性容 传统性 ，使 社会 史传 文 会体系县域 成为兼具历 统和现代 明的社 ，

、 、村落、 。 ，能 接起个体 家庭 乡 与更宏 社会 同 社会研 还 以 展社会学的够有效连 镇 观的 时 县域 究 可 拓

， 一 术 。 ， 村落 ， 大社 研 值 挖 的学 相 究 县域研 要 得多区 究传统 是 个 得 掘 富矿 然而 比 和乡镇研 究的难度

（狄金华，2009）， 采既能前者 够 用过程— 件分事 析方法，又 采够能 用结构—制度分析方法， 者则而后

， 对较少。适合制度性 析 致使 研究的分 县域 作品相

研究单 从位 区社 ， 少 三 ：一移到区域社会 具 价 是 助于 研上 至 有 个方面的 值 有 拓展社区 究的空间和

， 力 力。二 村落领域 增强 的生命 和解 将 放 会中社区研究 释 是 置到区域社 进行观察，村落 一不 整再是 个

，体 而是 一 ，的 部分区域社会 可以 杂 ， 对呈现 复 的社 系网络 文化结 使 究 局部的认更 会关 和社会 构 研 者

识更 近接 整体。三 子社 既 国家是区域 会 有 的影 又 村落 在 的痕迹有 存 和农民活动 ， 村落可 家与以连接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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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 但是 社会农民 无论将区域 的“区域” ，移 层级 区域上 到哪个 还是“ 大了 社区扩 的 ”
①
，仍

然是整体 组成部的 分（ 大才，邓 2010），一 类 一 。个区域 的建构 是 助 识整体的 部分 时社会 型 只 帮 认 同 ，

分 范无论是宗族 析 式，还是 共基层市场 同体范式， 不过是将 秩序形成的 变量都 区域社会 主要 进行凸显，

强调 中 关系或 社会因素 的宗族 ， ， 来或强 素中的市场关系 此 统合调经济因 以 其他 ，次要变 以将量 而难

其他 、 ， 了 力。经 社 和文化等因素 入 而 损 论的济 会 纳 分析框架 从 减 理 阐释能

二、从社区到类型与类型比较：异质性视角的引入

对 对村落 ， 孝 （弗 研究代表 费 通面 里德曼 社区 性的质疑 2006b）认为，《 村 》江 只是经济 走出社区

一 ， 来 较 。 村 ， 了一 村落究的 需 的是社区 的价值在于 它构 个理解 的研 第 步 接下 要开展 比 研究 江 成 社区

类 ， 村落 类 ，才理想 过更多 基 社 理想 型的建构 累 认 中 社会 的型 而通 的 于 区 和 积 可以达到 识 国 总体形态

。 较 ， 孝 对 村 、 村 、 村区比 的研 通和张之毅 农田 农业 行目标 沿着社 究思路 费 在 禄 易 手工业 玉 和商业进

较 本研的基础 区比 研究的经典深度调 上推出社 读 《 三村云南 》。二十 八十世 代开始纪 年 ， 究再次社区研

， ， 村落 ，起 的 究作品不断推 但 研 如兴 新 研 出 多为单个 的 究 （铭铭王 1996） 《 ： 村汉的 程社区的历 溪

》 （个案研究人家族的 和毛丹 2000） 《一 村落 ： 尖 村个 共同体的 关于 化的的 变迁 山下 的单位 观察与阐

》释 等。1988 ， 一 大陆学艺和 后主持 项持续至 的 型年起 王春光先 今 “ 村全 调查国百 ”，希 社区望承继

较 术 ， 类 村落 ， 村 ，比 究 学 统 通过不同 型 田 急 变 中的 态研 的 传 的 野调查 记录 剧 迁 各种 庄形 以此认识整

义 村体意 上的中国乡 。 此为 ，社会科学 出版文献 社出版有“ 村国百中 调查”丛书，其 陆学艺中包括 （2001）

《 村 》 。 ， 昉的 等 此外 蔡 和张晓 担任主 版有内发的 庄 山 编出 “中 研丛书国国情调 村 卷庄 ”， 中 括其 包

（潘劲 2016） 《 村：一 村 》 。 较 ，的 红林 京 社 变 等 从 到 重要的个 郊山 的经济 会 迁 社区研究 社区比 研究

， 村落 ， 村落 类， 类 ，贡 异质性视角 社区 将 归 的 直到所有献是引入 根据 性质的差异 建构不同 社区 型 的

村 类 找 ， 对 村 。从现有的 型中 到 考坐标 形成 乡 整体认庄都能 参 从而 中国的 识

， 较 村落 ， 了 一其 社 比 研究的贡献 经 究 异 性视 更 开 另实 区 已 超越 社区研 而 质 角的引入 是为学界打

大门扇 。二十 八九十世纪 年代， 孝 对通在 经济发 域展费 展区 开研究时， 苏继提相 出 南模式、 州温 模式、

权 、 、 ， 类 。 孝模式 侨乡 模式等 以模式研 的方式 型研究 生命 费 在 的 域民 模式 珠江 究 赋予 以新的 通 新 区

、 、 、 、经济发展模 研 发 的 济因 地 方位等自 人文 历史式 究中将区域 展 经 素从包括 形 资源 所处 然因素与

来， 较 （ 孝 ，社 素中 主要 量 研究 费 通会因 抽离出 作为 的分析变 进行比 1995）。

， 一 ， 村 ，历史时期 农 社会 研究试 鉴区域 会史的 究 法 区域不再看作同时 在这 学 图借 经济社 研 方 将

划， 长 。界 区 是 由 期 积 有内在相 域 区域经济 史的边 清晰的行政 而 经 历史文化 淀形成的具 似性的区 社会

研究者提出，“在‘国家’与‘民间’ 长的 中形成的 精英的期互动 国家的或 ‘话语’背后， 姓日常百 活

来所反映 间观念 地 认 意识动 出 的空 和 域 同 ，是在实际 史 变 的历 过程中不断 化 。 划不局 区从 限于行政 的、

网络状的‘区域’ ，视角 能重新解释 的社出发 有可 中国 会历史”（ ，瑜赵世 2006）。 ，从 域中可见 区 经

①
“扩大了的社区”是泛指，指超越单个社区的区域，包括乡域及介于乡与单个社区的小区域，介于乡与县之间的区域、

县域及超越县的更大的区域，比如华南地区、华中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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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尤会史的研 上受到海外中国 究 其是 德曼的 究和施 雅 基 市场研究济社 究 很 程度 研 弗里 宗族研 坚 的 层

。 ， ，的影 但 识 已 不再 于 研究发现 识整个中国 度响 是 他们在认 上 经 试图将基 区域社会的 提升到认 的高

类 ， 类 来 。 村， 、 、而 域视 型 型的建构 在中国乡 宗族 集 庙与庙是将各个区 为不同的 以区域 认识中国 市

， 、 、 ， 对是普遍 现象 只 受 自 经济 社会和文 等 们 存 价值会等 共存的 是 到 然 化 因素影响 它 的 在 不同区域

， 。 ， ，的 同 进而在 秩序的形成 演的 此 从 角 些研农民有所不 区域社会 中扮 角色不同 因 认识论的 度看 这

， 来 ， 村究均 响区域社会秩序 成的主 量 以此 他影响 量 而 炼理解中国乡是选取影 形 要变 统合其 变 进 提 区

。 ， 类 ，域 济 会 理想 学 建构各种 域经济社会 可以而非整体经 社 的 模型 如此 界通过持续 不同的区 型 就 逐

村 （ 、 ，识中 全 标 赵晓峰步达到认 国乡 社会 貌的目 张红 2012）。

二十 八十 ， ， 划 大 ， 择 村年代起 曹锦清等 提出 把 分为若 化生态 选 型 进行世纪 人 全国 干个文 区 典 乡

、 、 较 ， 对 （ ，调研 分析 和 成 国 会文 整 锦清等比 综合 进而形 中 社 化现实的 体性认识 曹 2001； ，曹锦清

2013）。2005 ， ， 村 。始 贺雪峰提 农民 视角 理 差异 他认年开 出 从 行动单位的 认识乡 治 的区域 为中国乡

村 力 ，又 村治理呈现的区域 异现象 地方经 水平和 政 动 有关 与不同农 区差 既与 济发展 行 推 量 地 的社会文

。 村， 一 、也 ，村落状 有 在传 家 第 层次 是 认同与行动 或宗化 况 关 统中国乡 庭构成农民 最基础的 单位 族

二 。 ， 二普遍 或 庭的最重 单位 随着现代性 入侵 农 层次的构成农民 的第 层次 超越家 要的行动 的 民第 行动

。 村落 划 ， ， 、位发生 要 化 和宗族演化的 体 农 行 单位 为单 重 变 从 具 形态 分 当前 民 动 可以归纳 联合家庭

小 族亲 、户族
①
、宗族、村民组、 村 类政 等 型行 （罗兴佐，2006； 雪峰贺 ，2018）。 位不农民行动单 同，

村 力 力 ，对 村 也 较大 。 村的 产能 和农 动的能 就会有不 乡 治理 响 有 差所在 庄 价值生 民集体行 同 的影 异 以

， 村 对 力， 村负债为 全 各 的农 都面 同样 自 策 而 负债 明级 例 国 地 的 上而下的政 压 级 却呈现出 显的区域差

。 ， 来 力 ， 对 心异 农民的 不同 组织起 自身 有差 官 政策的决行动单位 表达 意愿的能 就 异 其 地方 员实施 与

力也度的影响 有不同谨慎程 。 整体上从 看， 小民认同 单位越农 与行动 、 力 村体 动 越弱的农 地区集 行 能 ，

村 。 一 讲， 村 ， ， 、负 步 仅 级负 动 还会影响 水平 民间级 债就越多 进 不 是 债 农民行 单位的差异 农民负担

、村 力、 村 村 村 （ ，纠 生频 解能 与 意愿等乡 贺雪峰纷发 次 庄纠纷调 乡 精英参 庄政治 治理现象 2005）。

， ， 村 对随后 贺雪 整合已 农民行 的研究 果 庄 会结构差异的 角 乡峰 有的 动单位 成 从 社 视 论述其 中国

村 。 村 ， 较 ，一 力较 ， 一会 貌的 地 多聚族而 识 浓 致行动 是 种社 全 认识 华南 区 庄的农民 居 宗族意 能 强 团

村 ； 村 、 小 ， 小北地 存 个以血缘 础 彼此竞争的 亲 而不同 之间结型 庄 华 区的 庄多 在若干 关系为基 族 亲族

村 本力 ， 一 村 ；长 村 ，的 横是影 庄 会 序的基 量 是 种 裂 的 普 缺乏合纵连 响 社 秩 分 型 庄 江流域 庄 遍 超越家

的 位庭 农民行动单 ， 子原 化程度很高， 村于分散型 庄属 。 村 本 三 类各地 归至全国 的 庄基 可以 上述 种 型，

从 南北中国 景而形成 的理想图 （贺雪峰，2018）。 划南北中 的 分国 ， 了打 界主要 济发展 平破 学 依据经 水

划 东 东 ，丰 了 对 。 划中 分为 西或 中西 分 界 国 会区 认 中国的将 国 的 析传统 富 学 中 社 域差异的 识 沿着南北

， 杀 力（ ，分 农民自 机理 呈现 践中 舞有学者从 方面 该理论在实 的魅 刘燕 2014）。

，类 类 较 三 ：一 ， 类为 型与 型 要有 个方面的贡 是引入 性视角 构不同笔者认 比 研究主 献 异质 关注建

①
联合家庭、小亲族和户族是宗族在现代社会的三种演变形态，对农民的行动逻辑产生不同的影响。详细论述请参见贺

雪峰，2018:《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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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 、 较 、 ；二 类的 区 展社区比 研究 认 总 形 上的 社 构的型 社 开 在 识中国社会 体 态 价值 是将 区作为 型建

，原型 将进而可以 “ 大扩 的社区”也 类 ， 、 川型建 野中 南 族 四 盆地纳入 构的研究视 为挖掘华 地区宗 基

类 ；三 遴和关中平原庙与 会等区 会 型研 体价值 供 视 是为 选确定能 统层市场 庙 域社 究的整 提 新 角 够 摄其

的 键 量他变量 关 变 （如 单农民行动 位），从“一主多次” 类的维度构 各个区域的 型建和理解 社会 ，进而

。 ，类 类 较 ： 一，国社 态 思路 但是 研究仍有不足 其 区与区 会为描绘中 会总体形 提供新 型与 型比 社 域社

类 ？ 二， 村 ，的 型 够穷尽 随 中 乡 经济社会的 速 区 区 社会 程是否能 其 着 国 快 发展 不同社 与 域 间的差异 度

小， ？种取主要 摄其他变量 析方 应用逐步缩 这 变量以统 的分 法如何凸显 价值

三、个案中的社会与社会中的个案：回归案例研究

所如上 述， 社会是区域 “ 大了扩 的社区”，类 村落的建构基础是 社 或区域型 区 社会。因此，区域研

类 本和 型研 的 均 社区研究或究 究 质 是 “ 大了扩 社的 区” 。 孝德 认 费 通 究研究 弗里 曼 为 的社区研 试图描

了国社会总 犯绘中 体图景是 “ 类 谬最典型的 误人 学 ”， 较即 区的便是不同社 比 研究，也 是 方社只 堆积地

本区的样 ， 对进 中国社会的理不能增 解（Maurice Freedman，1979）。事实上， 一 判同样适这 批 用弗氏

。 ， 川 、 长开展的 族 络 究 宗族分析范 适 区 并 适用 关 流域宗 网 研 式 用于华南地 却 不 于四 盆地 中平原和 江

。 ， 、 类 本 。 ， 村 必等区 底 社区 区域 研究 研究 会 研究 须正域 归根结 和 型 的 质是个案 因此 农 社 学调查 视

。认识中国社会中 代表性个案在 的 问题

，个案是 认识作 整 的 会 或者说否能够 为 体 社 “个案 的中 社会” 一 ？命 能 成立作为 个 题 否 支持者认

为， 大的社会体社区作为更 系的局部，不仅有整体的“形”， 了而且 形成 体还在自身的 中融入 整 的“质”，

（ ，以考察局 着考察整体 王铭铭所 部就意味 2016）。二十 九十 来 术纪 年代 发展起 克隆技世 中期 的人工 ，

来了自 科 的角度给社会 研从 然 学 学 究带 启发。1996年，克 绵隆 羊“多莉”的诞生， 一味意 着 个普通的

一头 。 术 ， 一 本体细胞包 全部遗传信 果将 到社 域 的 个基 单含着 羊的 息 如 克隆技 套用 会科学领 社会中 元

。 ， （整体的全部构成 息 为此就包含 信 石英 2018） ：提出用 息论阐 其 的 会机制 既然个社会全 释 中 社 案

包 全 构 信息含社会中的 部 成 ， 研 整个社会通过个案 究就能认识 。当然， 一个体细胞可 隆出虽然 以克 羊，

本 ， 。 ，羊只 基 与羊之间 因此 社会全息论 野下的 研究让但是克隆 具有羊的 特征 羊 仍有差异 视 个案 学者

本机会勾 社 的 架构有 勒 会 基 。 本 讲从 体论的 度角 ， 本社 的 架构个案中包含 会 基 。 讲论而从认识 的视角 ，

“ 中的社会个案 ” 本 。值取决于研 能否 的方 接 社会的基研究的价 究者 用科学归纳 法认识或 近认识 架构

， 。 类 采 长从个案中直接认 社会具 度 人 学 究策略 将 查 究的时间拉 到然而 识 有难 取的研 是 调 研 1年

， 长 。 类 ， 采 较以 在 验 以 周 认 学中的 型 多案例比 分上 通过浸泡 经 中 期的观察 识社会 社会 研究 则 用 析的

， 对 较 ， 本 。研究 个社 社 研究 逐步 整体的社会的基 构 在这进路 通过 多 区或区域 会的比 归纳作为 架 个方

面，华中 提出的 和 验 具有实际操作 值乡土派 饱 经 法 价 。 术主 研 者在 学华中乡土派 张 究 正式开启 研究前，

应有 8~10个省，每省 1~2 村个 ， 村 于每 不低 15 村天的驻 调 历研经 。 村在驻 调研期间，研究者应关注

村 ， 对村 、 、 。庄 会的全息 经济 政治 社会和 化等各 面的情 整体调 研作为社 特征 需 庄 文 个层 况进行 研 究

来 ， 村 。村 对村 村者 调研归 后 均需 写 式 庄 民生 理 主要侧面在 撰 治模式 治模 是 人 活和 庄治 逻辑的各个 及

。 ， 村 村面相互逻辑 的全 研究 庄 问题并在 答问题的方不同侧 关系 面刻画 首先 者通过在 内部提 庄内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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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 村 。 ， 对 村式 深 理解 民 的自洽 庄治理 内 机 然后 研究者通 多 全入 生活 逻辑和 的 在 制 过 个地区 庄的 面

较 ， 村 ， ， 、比 究 就 中 同区域农 位不同 同样 策 法 实践研 会发现在 国乡 社会 不 民行动单 的政 律和制度在

过程、 与 面有差异机制 效果方 （贺雪峰，2020）。 终最 ， 较研究者通过聚 差异的 究焦 比 研 ，既可以深化

对 本 一 ，又 村 ，社会基 构 般 识 可以认识中 乡 差 从 抽离 区架 的 认 国 的细微结构 异 中 影响不同 域农民生活

村 ， 对 。和 庄治理 量 从而以多 型社 构 宏 理的主要变 个微 会的研究建 观社会的 解

， 村 较 ，峰提出的 单位的研究 即是 遵循上 与区域 研究思 的 础 为贺雪 农民行动 在 述 庄 社会比 路 基 上

、 三 村 类 。 ， 较 了一团结型 分裂 和 型 构 提供 由 研究为学型 分散型 种 庄 的 建 理论基础 此 多案例比 界提供

， 了 （ ） 。 ， 较认识中国社 重要 过 多 会 然而 通过 研究发现种 会的 方法 实现 通 个案看社 的目标 多案例比

力的理论 否具有是 解释 ，还需要 验回到经 、 判回到 个 进 断新 案 行 。该理论如果 够 的 案能 不断诠释新 个 ，

， 力。 ，村释新 象 有实践解 述 级负债的 差异 民行诠 的经验现 就说明其具 释 如上所 区域 即可以用农 动单

。 杀 ， 村 ， 力较 ，父权论 以农民自 南方区域的 庄是 结型社 族的影 特位理 解释 再 研究为例 团 会 宗 响 强 制

，子 对 子对丈夫 ， 村 尤 权征明 代 代 及妻 都表现出 附 农 年 其是 在显 亲 以 依 性特征 导致 青 人 青年女性 家庭

力 势、 杀 ； 村 ，村 小处于劣 成 高的群体 北 域的 社会 族结构中 为自 率偏 方区 庄是分裂型 庄内部 亲 之间高

度竞争，中 带领上有老年人需要 、 小下有 家庭过 比别人的 上不 差的“ 子日好 ”，导致 堪 负 中年人不 重 的

杀 ； 村 ， 少 ，成为该 域 群 中 区域 散 越家庭的 纽带 人际区 自 率偏高的 体 部 的 庄是分 型社会 缺 超 血缘连接

子 较 。 子 力 ，子关 括亲 的理 普 于 代经济 于亲代 代相比亲 在系包 代与 代关系 性化程度 遍 高 由 获取能 高 代

权力 势 ， 村 择 杀 （ ，家庭 中处于 导致该 域 农 年人更易选 自 为结构 优 地位 区 的 老 行 刘燕舞 2014）。由此，

， 了一 村 。以 民 动单 的 究 提供 个 乡 社会总体 的理农 行 位为基础 区域社会研 认识中国 图景 论视角

一 大 ， ，又是 个 年 且区域间 的 国 这既是学界 共识 是 普遍接中国 具有五千 文明史 差异明显 的 人们 受

。识 社区 究的常 研 和“ 大了扩 社区的 ” ， ， 小 大、研究 符合 会 论 张 够以 看社 全息论的理 主 能 见 以局部

， 本 。 ， 讲， 较 ，识社会的 此 从理论逻 经过 区域 研整体 帮助认 基 架构 因 辑上 不同社区或 社会的比 究 从

一 本 ，找 ， 对 ，数量的个 社会的基 架构 到 要变量 以统合 整体理 实定 案中归纳 主 就可 社会的 解 现“个案

中的社会”的研 目究 标。
①
进而， 能 运 建构如果 够 用 的“社会” 本基 个新个体的 架构认识每 ，验证“社

中的个案会 ” ， 。 ，成 意味 究路 中 总体图景 式 但是 正如人口立 就 着这样的研 径是认识 国社会 的可行方

术，隆技 由克 A 来细胞克的体 隆出 的A+虽然具 与有 B和C一 一 本 ，样 为同 个物种的 特作 基 征 但是

A+ 可 在 貌特 特却不 能 样 征和性格 点等方面与B和C ，相同 甚至与A也 。 ，有差异 所以会具 经“ 案个

中的社会” 到研究 “社 案会中的个 ” ， 本 ，现的目标 国社会总体图景 基 架构 是研究 实 是认识中 的 而不

丰 。 义 讲， 。 ，血肉 体 从这 意 个 研究可以回答 表 要 过 样的 认满的整 个 上 案 代 性问题 显然 通 这 路径实现

， 术 长 努力。总体图景 要依靠学 共 的 期识中国社会 的目标 需 同体 合作与持续

①
李培林以许多原型村落为分析基础，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和故事凝练抽离出来，将相关研究素材压缩成一个“羊

城村”，塑造出一个“典型案例”，勾勒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转型与变迁研究的基本框架，从而使“羊城村”成为通过个

案看社会的一个样板。具体参见李培林，2019:《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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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研究与理论创新：超越案例研究

孝 村以费 代 区研究和 曼的华南地区宗 网络为 的区域 究均是通的江 为 表的社 以弗里德 族 代表 社会研

， 。案 究 是个案研究并 都 域 会 究 上 研 区域社会个 研 但 非 是社区或区 社 研 述的个案 究将社区和 视为中国

村 本 ， 术 ，乡 社会的基 部分 通过 研 认识中国 图景的目标 从而构成 其学 旨趣是 微型社会 究实现 社会总体

本 。 ， 来，个案获 越案例 值 但是 案 究 可以直接与理 研 过 案 行理使 得超 身的价 个 研 还 论 究关联起 通 个 进

、 ， 村 一 。 （检 从理论上 国提供另外 究进论的启发 验或建构 为 认识乡 中 条研 路 格尔茨 1999） ，为 个认

以案研究可 超越“ 小 大地方捕捉从 世界” ，识前提 通过的认 “深描” ，对案所蕴 特有形个 藏的 态 个案

， 对 ， 。进行分 与 括 加深 理论的反 性 成 的 论认析 概 以 思 理解 进而形 新 理 识 在“ 见以微 宏” 下目标导向

， ， ， 本 义的社区 会研究中 个 代表 但是 下 个案不再和区域社 案的 性受到质疑 理论导向 研究的 是 体论意

， 一 对 。 ，上的宏观社会的 观缩影 主要作 析 象 个 研 是 性研究 而质性 究微 而是 为 个分 案 究 质 研 方法中的

计 义 本 。 ， 找 ，例 具 统 学 属 要求个案 性 通过个案 寻 典案 不 备 意 上的样 性 个案研究 具备典型 研究 型性 进

大化推行扩 理， 力 一炼 广解释 的从中提 具有更 般性理论（王宁，2002）、 大或修正和扩 “ 遍规则普 ”的

界边 （李培林，2019）。 个案研 得 走这使 究 以 出“个案”，成为“扩展 案个 ”研究， 大向 场从而走 宏 景，

（ 、 ，达到 法 构的研究 临 李雪扩展个案 进行理论重 目的 卢晖 2007）。

一从典 例出 究是 社 图景提供 释的科学活动型案 发的个案研 项为认识 会总体 可能性解 。 东渠 认为敬 ，

、 术、 、 纂 、 、 纂 类个 究可以 用人文 理 制 人口志 历史编 传 学 各 族案研 综合运 地 志 图 学 记学 语词编 等 民

，志 型方法 以典 案例的“ 化事件 ” ， 本蛰 ，过程分 伏的各种社 素 使 以在析 激活原 会因 社会建构得 各要

， 杂 丰 ， 一频 中持续进 现社会存在的复 和 富性 厘清 系 相继发 的素的 繁互动 行 从而展 性 特征 列事件 生 逻

， ， （辑 条 发现链条形 与 导 社 机制 结 呈现社会 景 渠链 成 发展中的主 性 会 最终通过 构化的方式 的总体图

东敬 ，2019）。虽然“ 社会 研究迈向 全体的个案 ” 仍 完整的图所呈现的 然不是 景， 个案研究成为但能使

一 。 ， 术 ：种 识整体 的可行 而 该路 中 案 究的学 价值在 理 个 发 的认 社会 途径 因 径 个 研 于 论层面 基于 案 现

， 大 ， 。理 化 该研究的 强论 进行扩 推理越成功 科学性越

， 对 一理论导向 案例 专题 通 业领域典下的 研究主要为 研究 旨在 过 某 专 型案例的“过程—事件分析

和 构结 —制度分析” 。 ， ，发现案 潜藏的 论 例 究的目标 不是 描 故 而 产例背后 理 案 研 深 案例呈现的 事 是

。 ， 一 ， 本 ， 一出 分 认识活动 逻辑和原则 表面 联 并知识 案例 析 需要遵循 共享的 般 挖掘 背后的 质关 与 般

， 对 ， ，识 系 使具体 以和现有知识形 照 推进 更新 并 知识体 中 得性知 建立联 的案例可 成 知识 在相关 系 获

（ ，进性位置 张静累 2018）。 ，案 产 既 以是个 研究的知识 出 可 “突发式” ，也可的 以是“累进式”的，

一但产出 是 种的知识都 “情境性理论”（ ，王富伟 2012）， 现在 识 入相关研其价值体 所产出知 能否嵌 究

术 。承脉络以及嵌入 程度的学 传 的
①

， ， 对 、 、因 例研究 与前人 出 理 进行 话 辩论 再此 案 需要在 提 的 论

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如阎云翔（2000；2006）基于黑龙江下岬村的长期考察，先后撰写出版《礼物的流动：一个

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深化

了学界对礼物流动和农民家庭生活等问题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认识乡村中国：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理想与现实

- 9 -

， 对 ， 丰 、 力 。释 化 们 关实 凝 经验阐释 新理论阐 的基础上 深 人 相 践的认识 练内涵更 富 能 更强的

， ， 。然而 下中 仍是 研 要理论 西 基于西方经济社 发展在当 国 西方理论 指导案例 究的主 方理论是 会

实践， 过分析 提炼出经 与概括 的“地 性 识方 知 ”。应该以什么 的样 标准， 态 认 西方持何种 度 识 理论在中

村国 查研究中农 社会学调 的“ 位指导地 ”
①
， 。 韦是研究者 回避 国社 的无法 的问题 受德 会学家 伯 价值

， 本 ，立思想影 从事社会学研究 要将价 立作为 方法论 则 研 中保持中立中 响 学者们 需 值中 最基 的 准 在 究

。 ， 。 （态 但 研 中 到价 非度 是 要真正在 究 做 值中立实 易事 周黎安 2019） ， ，认为 在中 研究中国问题的

三类：一 ， 对 ，西方 的功 是作 准 中国现象 的差异 从中发现理论 能可以分为 为分析基 通过 比 与该基准 中

；二 ， ，国的特 作为预 通过将 方 论 蕴含的发展指 套 践 析 为中色 是 测基准 西 理 中 向 用于中国实 分 认 国发

也终 基准所预展最 将走向这个 测的方向；三是作为价值基准，将西 述的 理方基准所描 状态视为 想状态，

， 。 ，然后根据 反观中国实践 认 任何与 生的偏 需要纠 的 题 中可见 如果将这个基准 为 其产 离都是 正 问 从

， 判 ，方 测 准 价值 使 烈的批 意 指向 忽视中 验具西 理论作为预 基 和 基准 就会 研究带有强 识和价值 国经 有

， 对 ， 。论价 与 去 话的可 通过调查研究真 地认识 社会 即的独特理 值 使理论 经验失 能 不利于 正 中国 便将

，也 村 。 ，方理论 为 析 准 会使西方理 导 会 调 研究 作 如西 作 分 基 论 向下的农 社 学 查 受到质疑 为中国学者

果将西 作方理论视 “地方性知识”， 其为 国实以 基准分析中 践， 较满 比 分析中 的就不能 足于从 发现中国

， 。特色或用中国 验证实 伪西方 应该有 于 国 展实践提出更 层 求 标经 和证 理论 而 基 中 发 高 次理论的追 目

对 ， ， 、急剧 界 难以成为 科学研究不 赖从 再到面 变迁的世 任何理论都 真理 社会 能依 理论到假设 经

、 。 村最 到理论的 进路 农 社会学调 研究更 以西方 为基准 开 辑验证据 终返回 常规研究 查 不能 理论作 展 逻

， ， ， 较 。 ， 长证 而应该扎根 野 通 案 和多 究 新 其中 学论 田 从实践出发 过 例 案例比 研 推进理论创 界在 期

：究中形成的 两个 统值研 以下 调查研究传 得重视

一是“经验— 较比 与重构理论 —经验” 。环研究传统的循 （黄宗智 2020） ，认为 应 有的理将现 论

， ， ，对 、对 、问题 从 验 据 发 根据精准的 验 同 派 理论 话当作 经 证 出 经 研究 现有不 流 的 进行取舍 改造和

推进，提出更符 际的概括合经验实 （新理论），再返 实践 验回到经验和 世界中检 。同时， 提出要打他 破

心 义 ， 心 ，主 认识论的屏障 承中华 的核 道 过与西 启 时 形成的西方中 继 文明 德观 通 方 蒙 期 “实用理性”

和“ 对绝 命令” 对 ， 找双 ， 一 ，金 则 行 比 同 引建立 个 语体系 以等黄 规 进 寻 方的共 性 以此为指 新型的话

。 ， 村具 瞻性 科学 中 有自主性 学 因此 理论导向 的农 社有前 的实践社会 研究推动 国建立 的社会科 下 会学

，又 。 孝 一 术调查研 回应理 研 的 值问题 要处理理 与 问 正 费 通究既要 论 究 价 论 经验的关系 题 如 将其 生学

本研 定位为究的基 追求 “志在富民”一 ， 义 较 ，社会学人不 从事 多案 还样 管是 狭 的案例或 例比 研究 是

义 ， 术 ，广 的经验 该沿着前辈学人 创的学 积极以 新回应 国 展 时代关从事 研究 都应 开 传统 理论创 中 发 的

， 对 。 ， 才 ，切 服务 民 活 往 需要 学 基于中国 性地理解人 群众 美好生 向 的 由此 社会 调查研究 能 实践 创造

各种“ 方性地 知识”， 东 。富 西 容 论构建更 方文明包 性的理

一 来， ，近 百年 党带领中国人民 是在不 应时代 持续推 理 创 与时俱进中国共产 正 断回 关切中 进 论 新

地为 命 提 理 指导革 和建设实践 供 论 。二十世纪初， 泽东 村年 视农 调查青 毛 就非常重 研究。1917 天年夏 ，

①
引号意在强调这种指导地位是值得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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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 长毛 以游学 式到的方 湖南 沙、 村 了一等五 个 调查研究安化 县农 开展 多月的 。从 1925年到 1927年，

村他先后基于农 社 调查经 写会 验撰 《中国 阶级的 析社会各 分 》《 对国 民中各阶级的 析中 农 分 及其 于革命

》 《 》 。 ， 泽东 义 本的 度 湖南 考 题报告 在 中 毛 将马克 基 原态 和 农民运动 察报告 等专 这些报告 思主 理与

， 找 了 。 来， 泽东 《践相 研 命 到 符合 和现实需要的指 理论 后 关中国实 结合开展 究 为革 中国实际 导 毛 在

村 》 ， 本 了 斗 力， 本 了于农 提道 他 然 从 中 解到阶级 争 社 动 是 书 中调查 中 虽 是 书 是 会发展的原 但 从 只取

“ 斗争阶级 ” ， 对 村 斗 来 村 （中国乡 阶 的认识则 自 查实 文献四个字 而其 级 争问题 农 调 践 中共中央 研究

室编，1982）。 泽东毛 指出， 大国无产阶中 级最广 、 忠实的同盟军是 民最 农 ，而组 民的关 织织农 键是组

耕 、 耕 、 、 、 。 权、 权、 权自 农 自 半 农 贫农 雇农和 工 为 将 民从 神半 农 益 手 业工人 他认 要 农 地主政 族 和

夫权 来， 力 。 ， 泽的束缚中 农民成为中 命可 在随 道四条绳索 解救出 使 国革 以依靠的 量 后的革命 路中 毛

东 对本本 义， ， ， 丰 ，坚持反 主 发 不断开展调查 究 持续 的阶级 农民理 最 带从实践出 研 富党 认识和 论 终

， 了 。 三十中国人民以农 革 得 利 立 中 和 共和国前 实领 民 命的方式赢 胜 建 华人民共 国 中华人民 年的建设

， 本 类 。 ， 小 一践 基 上沿 命时 级理 理理 导 改革开 提出让 部分用革 期形成的阶 论和分 治 论作指 放后 邓 平

人、一 来部 地区先分 富起 ，最终达 富裕到共同 。21世 初纪 期，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 的想 提出，党

村 大 ， 村 。 十六 ，政 发 重 调 现 党的 届五 出 要积极推 乡统的农 策 生 整 富人治 象日益增多 中全会提 进城 筹

， 义 村， 、 术、 。 来，社会 养 懂技 会经 农民 近年 随着脱 攻坚战发展 建设 主 新农 培 有文化 营的新型 贫 的

， 扶 、 心 ，入开展 政策成 党 国 在新时期送福 下 弱 民 系的 得深 精准 贫 为 和 家 利 乡 改善与贫 农 关 核 举措 取

了 效果良好的实践 。 ，从中可见 长 ， 。共产党在 期 中 关 的理 断中国 实践 于农民问题 论认识不 深化

二是“经验—理论 新提炼与创 —经验” 。的循环研 传统究 村 长 了中 社会学 展中还 成国农 在 期发 形

， ， 。经 出发 到理论提 与 到 验 循环 的 传统的研 推从 验 炼 理论创新 再 经 中 往返论证 研究传统 该 究成果首

《 村江 经济》。 孝 （费 通 2006a） 本 ， 一 ， 类这 书 成熟 领 是基于人在 中 没有用 个 的理论统 全书 而 学的经

了 。 ， 村 ， 了 村观察提出 诸多理 创新点 他打破 研究主 关 种 业的理论认识 出验 论 比如 当时农 要 注 植 提 农

。 ， 绅 ， 了种 业 手工 成 此开始 他 中国 士研究 出 农经济是由 植 和 业共同组 的新观点 由 在后续的 中 提 民家

计 ： ，又 。 本 义论 农 收 括种植业 括手工业的收入 主 国家 经济危模式理 民的家庭 入既包 的收入 包 资 转嫁

， ， 了 村 ，剩的工 品 中 市场倾销 严重 击 业 农 家庭 业机 将过 业 向 国 打 中国乡 手工 使 民 失去手工 收入而走

破产向 （ 孝费 通，2006c）。二十 八十世纪 年代，随着社队企 型业转 ， 了乡 快速 会镇企业获得 发展的机 ，

一 。 ， 孝 。 义家就能够 农就业收入 正是 此 费 通 重视乡 的发展 着 会农民居 获得 份非 因 非常 镇企业 随 社 主

， 了 大 。市场经济的发 农 入 构 生 重展 民的家庭收 结 发 变迁 到 2015 ，工 农民家庭年 资性收入在 可支配

。 ， 计 力，入中所占的 已经 营性 可 式理论具 的解释 中国革收 比重 超过农业经 收入 由此 见 家 模 有跨时代

。 双命 发展的 没有使 庭完全 靠 业 依靠工业 农民 庭 农 收 的兼和 实践 农民家 依 农 或 家 依靠亦工亦 份 入 业模

， ，又 ， 了 对支 城镇化发 中国农业的 化发 西方 城式 既 撑着中国的 展 支撑着 现代 展 从而打破 理论 农民 镇

。农业现代 路的认识化和 化发展道

村 ， 。二上述两 农 社会 查研究 能及时 结 的 动实践 不断推 理 同种 学调 的传统 总 新 生 进 论创新 者相 的

，一地 是以方 “改造中国”为“认识中国” ， ；二目标 具有 标导向 是将 放在的 明确的目 实践 理论创新

首位的 ， 人 实践的价重视中国 民生活 值， 中提炼理论从实践 ，使理 更契合 实际论 中国 、富 特色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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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是 迷 理 能够洞悉知识 生 验 理 的循 发 论能够与不 信 论 的 产逻辑 在经 与 论 环往复中 展理论 使理 时

回应时代关俱进地 切。二 的差 在者 异突出表现 ：前 派者是革命 的思维， 义始终明确 思主 立场坚持马克 、

， 本 ， 义 ， ；观点和 法 要求 现象看 马克思 中 化 中国革命和建 实 是方 透过 质 推进 主 国 为 设 践服务 后者 改

， 丰 ， 、 ，良 的思 足 展的 富实 地提出并不 承 发 关理派 维 要求立 中国持续发 践 创造性 断传 展和完善相 论

。城 有序发展为推动 乡社会 服务

五、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在理想与现实的穿梭中迎来时代机遇

来以近代 ， 本 义中国逐渐卷入 界资 主 体系世 生产 ，经济、政治、社会和 化 方 受到严重冲击文 诸 面 ，

入 的 潭陷 总体性危机 泥 。 一 村 对为 个 绝作 农 人口占 多数的国家，“ 村中国乡 向何处去” 系着中国的关 出

， 。 漱溟 村 ， 村 村和发 社会 泛 梁 为代表 派 深入农 开展乡 设运路 展问题 引起 各界的广 关注 以 的乡 建设 建

， ： 、动 参与式 行动研 发 西 文化的输入 国 兴 命 民 自救 破通过 观察和 究 现 方 内 起的维新革 和 族 运动都在

村坏乡 ，只有“ 一设 个新的 构造建 社会组织 ——即建设 礼俗新的 ”才 本出路是中国的根 （ 漱溟梁 ，2011）；

孝 ， 村 ， ， ：为 学院派 通 展农 社会学调查 断总结 新理论 为 只有以费 通 代表的 过持续开 不 提炼 分析认 在

， ，才 （ 孝 ，发 家 工业的同时 推 以 基 的 土工 推 复兴 费 通展 庭 动 农民合作为 础 乡 业发展 能 动中国经济

2006b）； 泽东 义 村 ， ： 本表的马克思 则从 取资 出 基 问题是以毛 为代 主 者 农 调查中汲 源 研究提 中国的 农

， 。 ， 子 村 ，解决农民问题的 键是解 地问题 见 当时 知 分 展农 社会调查 识民问题 关 决土 从中可 的 识 开 认

村 ， 了讨 村 ， 了 讨 未来。 村是 论 的发 是 乡 建设派 多观点乡 中国 不仅 为 乡 展问题 还 为 探 中国的 提出的诸

对 21 来 村 村 ， 了 本世纪 新农 兴实 学 研究推动 学 土化的发展以 的 建设和乡 振 践有启发 院派的 中国社会 ，

而在“ 一救亡图 倒 切存压 ” 势 ， 泽东 村 了 义的 内形 下 等 的 调查研究推动 克国际国 毛 人 农 马 思主 中国化

， 找 了一 。的 史 程 为 到 路历 进 中国革命 条正确的道

二十 八十 ， ， 孝 一 子 村，世纪 年 会学学科的恢 展 费 分 重 开代 随着社 复发 通等 批知识 新深入农 展乡

、小 计 ， 村 。企业 城镇 民家 模式等研究 改革开 的乡 发 理论指 到镇 建设和农 为 放后 展提供 导 90 ，代年

轨， 了 术 。 ，国社会科学开 与 学 范 改革 随 学理论的中 始 国际接 开启 规 化 的新时期 着西方社会 批量输入

村 。 ， ，农 社会学调 究中 的重 让 论 于是 以 为基准 分析中国查研 经验与实践 要性逐渐 位于理 西方理论 经

、 未来、 判 。 ， 一 ，验 预测 批 中国 研究开 占 主 位置 当然 在这 期 认 乡中国 现实的 始 据 导 时 社会学人在 识

村 了 少 ， 村 。 ， 来 ，国的 然 推动着农 发展 但是 整 社会中 道路上依 取得 不 成果 社会学的 体 看 学和其他社

一 ， ，未 村 一 ，对会科 论 后于实践 中国乡 发展提供 成熟的 解释框学学科 样 理 研究滞 发展 能为 套 理论 架

力 。 力 ， 术发展经 的 释 限 这反映出学 在 冲 和 科规 的中国 验 诠 有 界 西方理论的 击 学 范化发展 压 下 缺乏学

自信和文 识化自觉意 ， 村将农 社会 查研 于西 架 思考学调 究的发现置 方理论框 下进行 ，关注中国经验“证

实”抑或“证伪”了 ， ， ， 力 。什 而非从 经验出 识生产 角 致 发现经验的理 价么 调查 发 从知 的 度 于 论 值

。 讲 ， ，唤 国 会科 展 故事 诠释 变新时代呼 中 社 学快速发 如何 好中国 中国经验 “理论输入”为“理

论输出”， 力软实提升国家 ， 对 大人 的重 挑战是社会学 需要面 ，也 大论创新的重 机遇是推进理 。 些年近 ，

本 讨 ， 术 术 。有 会学 土 问题的 日 增 反映出社会学 的 自 意 正在关社 化发展 论 益 多 人 学 自觉和学 信 识 增强

村 本 ， ， ， 本会 土化发展 足中国实践 开展 持做 经农 社 学需要回到 的初衷 立 持续 调查研究 坚 中国 位的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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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推进研究 理论创新

势来讲，一 义就当前的形 是广 社区研的 究
①

较 。 义社区比 入新时 广 社 研究旨在以和 研究进 代 的 区

。 ，村落局 社 认 中 社会 的 济社会快 区和区域社 发部 会研究达到 识 国 总体图景 目的 随着经 速发展 社 会在

：一 权 义 ， 权力、 术生 面国 的 入和社会 济的快速推进 使 场和技质的变迁 方 家政 建设 持续深 主 市场经 市

， 习 ， 。代性因 进人们 生 生 影响并改变人 的 形 他 的日 辑等现 素渗透 的 产 活 们 生产生活 惯 塑 们 常行为逻

村 ， 村 本 ，经济的发 庄中就可以 最基 这消 雅 场共随着农 市场 展 农民在 满足 的消费需求 解着施坚 基层市

力同体 释理论的解 ； 义 权力对随着社会主 新 化传统 成和国文 的形 家 宗族、 训庙会等 有 会 织的规旧 社 组 ，

对 力 ， 对 力。宗族网 和 们 影 在下 有 逐渐失去 的诠释 另络 庙会活动 人 的 响 降 这使已 的相关理论 现实社会

一 ，村落 来 ， ，方 区和 开放 高 系和地缘 要性持续下降 社 交面 社 区域社会的 程度越 越 血缘关 关系的重 会

大 ， 权力 ， 村往方 人际关 发生重 化 庭 构和代际伦理 序 社 性 正在式和 联模式 变 家 结 秩 不断调整 乡 会 质 发

生质变。由此，村落 域社会的 征处于不断 之中社区和区 趋同性特 加强 ，“一主多次” 未析思的分 路将在

来 。 ， 来讲，村落 料 丰 。遇 时 从认识 下中国的角度 社 和区域 的研究 富遭 挑战 同 历史和当 区 社会 材 日益

较 ， 一 ， ， 了 。这为 过 研 抽象 般性框架 建 的 论 识巨 国 机遇通 比 究 构 更具包容性 理 认 变中的中 社会创造 新

二 村是理 的农 社会论导向下 学 研究调查 需要持续 应中 时回 国发展的 代关切。时代课题 新是理论创

力。的原动 、 计 、大随着人 智能 云 据等工 算 数 新兴 术 ，快速发 中 正 与世界发达国 同技 的 展 国 在 家 步进

术 命入技 革 与 类人 会变社 迁的 代新时 ， 村 进入而中国乡 已 “后乡土社会”（ 龙益陆 ，2017）的发展阶

。 ， 村前 农段 当 社会学 心， 村 ， 村 ， 本研究 将 中国 改造 进社会学 土化发调查 要不忘初 认识乡 乡 中国 推

作为展 历 命史使 ：一方面承继“ 验经 — 较理论 与 构比 重 — 验经 ”的循环研究 统传 ，从实践出发，关注

村中 乡 经 现 的悖论国 验与西方 有理论之间 ，不 发展理论断重构与 ，推 识的 内涵进知 累积和理论 的扩容，

构 包容性和为 建更具 普遍性的社会学理论贡献 国智慧中 ； 一 面继续另 方 坚持“ 验经 —理论 炼 创提 与 新

—经验”的循环研究传统，立足中国实践，进 分析行 与概括， 议断 论 题不 提出新的理 ，凝练新的理论

， 本 。框架 形成基 践的 着中于实 土化理论 随 国在全球化 一 心 ，的位置进 向中 转变 这些体系中 步从边缘

看似“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就会 力为国家 实成 软 重 组成部分的 要 ， 本以不 的 输同 语言文 向外 出，获

术深远得 的学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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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Rural China: The Ideal andReality of Rural Sociological
Research

ZHAOXiaofeng

Abstract: China’s rural sociolog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insisted on understanding rural China as

a good ideal fo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From community studies to regional social studies and typological comparative studies,

sociologists have been exploring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shuttling between “society in case” and “case studies in society”,

making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realizing the goal of recognizing the overall pi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micro social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case studies can connect experience and theory, acquire progressive knowledge and sudden knowledge

through analysis and gener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y. 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and

investigation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of rural sociology has formed two circular routes of “experience - theoretical comparison and

reconstruction –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innovation – experience”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ch can provide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rural China,

advancing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and enhancing the country’s soft power.

Keywords:UnderstandingChina;Rural Sociology;Rural Social Survey;Cas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