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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中国社会学界、人类

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学术著作，本文作为一篇读后感并未从著作内容本身

做思考和分析，而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角度，分别从微型研究方法、实地研究法角

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与评论，并指出其对传统人类学的两大突破。费孝通先生在社

会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突破对中国社会学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每一位社会学

学习者的反思与敬佩。 

【关键字】农村  微型  实地  发展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是 1936 年由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

家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撰写的一篇博士论

文，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一本经典学术著作，并被著名人类学家

马林诺夫斯基成赞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一一一一、、、、从从从从微型微型微型微型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看看看看《《《《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江村经济》》》》    

笔者从本书题目的变动着手，以微型研究方法角度看《江村经济》。 

最初，本书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博士论文，题为《开弦弓村，一个中国农村的

经济生活》，没有读过文章的人可以依靠文章的题目大胆的预言文章内容，即文

章描述的对象是一个中国农村——开弦弓村，讲述的内容是该村的经济生活。 

后来，该文章由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样一个

题目，对于读者来说，不便于妄加猜测。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北有大

兴安岭、南有西双版纳，西有青藏高原、东有沿海平原，森林草原、沙漠高原、

长江黄河、平原海洋，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养育着 56 个民族的炎黄子

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56 个民族世世代代以农业作为生活来源的基础，而不

同的地理风貌、环境气候又注定在这片土地上成长壮大的农民生活的千姿百态。

一本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的书，应该会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著，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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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讲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千姿百态。 

再后来，这本书的中文译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江村经济——中

国农民的生活》，也就是现在市面上、图书馆里常见到的著作。从题目可以看出，

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叫“江村”的地方的经济情况，并以此为例向读者展现中国农

民的生活。 

哪一个题目更适合这本书，相信任何一个完整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跟笔者有

一致的看法。本书基于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一个叫开弦弓村的农村生活的实地调

查，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阐明了江村这一经

济体系和特定地理环境、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农民

的生活》这一题目并不适合该著作。而《开弦弓村，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毫无疑问，是最直接反映著作内容的一个描述性题目，它是对著作内容最精炼的

描述性概括，但这种描述性的概括仅仅反映了该书表面的内容，而又未挖掘出作

者想以此表达的真正涵义。所以费孝通先生将其中文译著命题为《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这本书命题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笔者认为其背后具有丰富

的涵义，它反映出作者是从细微入手，利用微型研究方法，选取江村为例向读者

介绍中国农民的生活。在社会学意义上，江村即为一个有效的微型社区研究样本。 

费孝通先生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对开

弦弓村的家庭、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

农业、土地、养蚕业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并说明了开弦弓村的经济体系

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会结构的关系，进而探讨了这个社区的经

济动力和问题。作者的目的不仅限于描述、概括、分析太湖东南岸的一个村子，

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中国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当然仅仅通过“开弦弓村”

的特点概括整个中国农村的特点是远远不够的，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是通过一

个个微型社区的深入研究和比较研究获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的题目就是

对微型研究方法最好的诠释。 

 

二二二二、、、、从从从从实地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实地研究法看看看看《《《《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江村经济》》》》    

实地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访问等收集资料的方法去收集基本信息或原始资



料，然后依靠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和抽象概括从第一手资料中得出基本结论。它需

要依靠研究者本人对现象本质和行动意义的深层描述，最适用于对少数有代表性

的或独特的个案或社会事件进行详细、深入的考察，特别是那些只有在现场自然

情境中才能更好解释的群体事件、社会过程和态度、行为。
2
《江村经济》一书，

作者所获取的资料都是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作者深入农村

社区，对其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实地调查。具体过程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这

里主要讲前两个方面）： 

第一， 选点。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

自己的调查地点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里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同时，

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该能提供人们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
3
因此

作者选择了一个村庄，即开弦弓村。其原因包括：1、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

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工厂逐渐代替了家庭手工业，从而产

生一系列社会问题。2、开弦弓村一带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展水平很高，将为

研究中国突击为题提供很好的场地。3、该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网状分布的

水落使城乡之间有着特殊关系。
4
 

第二， 进入现场。实地研究法强调进入现场时，需要得到“局内人”

（insider）的认可，通常采取以某种程序或仪式进入、“局内人”推荐、“关键

人物”帮助等方式。
5
作者在选择开弦弓村的时候，便考虑到了自己具备的这种

特殊的便利条件。开弦弓村属于吴江县，而作者本人就是吴江人，这就首先决定

了作者在语言上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因为中国各地方言差异是进行实地调研的

实际困难之一。其次，作为同乡人，作者可以很快的适应当地生活，融入到当地

人们中去。再次，同乡人的身份，不会使当地人产生戒备心理，保证了调查结果

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另外，作者还充分利用了自己姐姐个人的联系，作者的姐姐

负责当地蚕丝业改革，通过他姐姐可以获得村民、村长的支持与配合。 

第三， 抽样。包括三种适用于实地研究的抽样方法：定额抽样、滚雪球抽

样和特异个案。在《江村经济》中，作者选定村子以后没有再进一步抽样，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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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第四， 资料分析 ——审查、编码、分类整理。国外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分析

实地收集来的资料时，已经发展出专门的定性研究电脑软件，如 Ethnograph、

Nudist、SALT 等。 

第五， 撰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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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从传统人类学看从传统人类学看从传统人类学看从传统人类学看《《《《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江村经济》》》》    

马林诺夫斯基在本书的序中写道：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

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与传统人类学相比，它实现了两大突破： 

第一， 使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从简单的野蛮社会过渡到复杂的文明社会。 

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远离文化中心的，处于“未开化”状态的土著

民族，按照西方的传统是对“他者”，即“异文化”的研究。比如英国著名人类

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对非洲苏丹地区“努尔人”进行的研究，美国女人类学家

玛格丽特﹒米德在对太平洋上萨摩亚群岛的土著部落“萨摩亚人”研究等。传统

人类学家克服各种困难，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在一个陌生的、未开化的地方，克

服各种困难进行长达一年甚至更久的实地研究，他们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障

碍，其次还有文化差异、地域差异、生活习惯的差异等等，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

内完成研究。而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则是自己的家乡，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这使人

类学的研究方向从简单的野蛮社会过渡到复杂的文明社会，成为传统人类学的一

大突破。 

第二， 他开创了人类学本土研究的先河。
7
 

俗话说“知己难于知人”，费孝通先生研究的不是传统人类学家所关注的原

始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不是外来人，而是一个公民对自己

民族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是一个公民对自己家乡的观察结果。这里没有语言

障碍、没有口音差异、没有文化差异、没有生活习惯差异，有的是一个研究者对

被研究对象的真实、客观的描述和分析，有的是一个中国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学、

人类学事业的贡献。如果作者不是当地人、不了解当地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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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深刻的以第一手资料描述一个中国农村全部生活状况。当然，由于作者是当

地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将自己的主观意向带入调查过程中，对事物的

描述可能不如一个外来人对陌生文化的研究那么客观和直接。但是这一新的突破

却为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为后人详

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同时，它也不满足于复述静止

的过去，它有意识的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

响下的变迁。并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是解决实际困难的必要条件。当然，这本

书带给后人的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费孝通先生在社会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突

破。他对中国社会学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每一位社会学学习者的反思与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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