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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魁阁精神　重视乡土研究 （代序）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几所大学迁至云南昆明。费孝通先生创
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工作地点选在昆明呈贡县城

的 “魁星阁”，简称 “魁阁”。时值烽火连天、国土沦散、物资和书籍奇缺、

资金严重匮乏，但就是在这艰苦的年代里，费孝通先生带领一批学术精英和青

年才俊，为中国的富强而忘我工作，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学者团体，开展了

一系列社区调查工作，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经典之作，他们的道德水准和

科学风范，被世人赞誉为 “魁阁精神”。

概而言之，“魁阁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自由研究的风气甚

浓。费孝通先生对研究工作的重心虽然有一连串的计划，可是对于研究的题材

并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他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发掘，而且完全根据个人的兴

趣，绝不强迫他们去做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二是尊重个人的表现，开展公开

的辩论。费孝通总是鼓励青年学者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自己发表，以磨炼自

己。而他总是极诚恳地站在旁边指导他们、帮助他们，从诱导思想到改正写

作，他热望别人成功，认为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在魁阁，研究者选定

自己的课题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见，公开征求别人的意见，

每个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中肯的批评。费孝通先生虽然身居领导地位，可

是也一样接受青年朋友的批评。三是注重乡土社会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外辱内患的危亡中，开始有知识分子 “自上而下”莅临呈贡魁星阁，关注中

国乡土社会研究的案例，无论是最早发现呈贡魁星阁的陶云逵，还是租下魁星

阁作为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工作基地的费孝通，以及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先后在
这里工作过的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许光、李有义、胡庆钧等学

者，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对农村政治经济生活、基层社

区、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城乡关系、农村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调

查研究和深入探讨，产生的成果主要聚焦于乡土社会，如费孝通的 《禄村农

田》，史国衡的 《昆长劳工》，谷苞的 《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张之毅的 《易村

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的研究》《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的 《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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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的摆》和 《内地女工》，胡庆钧的 《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形成

了魁阁聚焦于乡土社会的研究风范。在这一批深入的人类学实地研究成果之

上，基于那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费孝通先生又于２０世纪四五十年
代先后撰写了 《乡土中国》《中国士绅》等作品，这一系列理论著作奠定了社

会学、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关注中国乡土社会及其结构，注重 “上下关系”、

差序格局等的研究理路和风格，开创了中国学界重视农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传

统。四是伙伴精神或者说团队精神。魁阁的每个研究者都是这个团体的忠实伙

伴，他们有同甘共苦的精神。由于经费困难，“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营

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板字到用油印机都须自己动手。魁阁出版的油印报

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写、自己印的。正是由于这种伙伴精神才使 “魁阁”

的学术研究坚持下来，并取得卓越的成就。五是 “传、帮、带”的培养方式。

费孝通先生在魁阁团队的培养中功劳卓著，魁阁招纳年青一代的学者，费先生

的目的就是为了 “培养新手”，而魁阁培养年轻学者的方法就是 “传、帮、

带”，“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在魁阁，费孝通先生给自己的定位是 “魁

阁的总助手”，召集讨论，帮研究人员写作，甚至帮助他们刻钢板和油印等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经魁阁的培养，产生一批成
果，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者。

“魁阁精神”示范了高水平学术集团形成应有的学风、学术环境和具体路

径，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启发和鼓励，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中国学人，至今

仍光芒闪耀，令后学可望而不可即。今云南大学政治学人周俊华及其研究团队

在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完成的新作 《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这个团

队２０１３年已在呈贡校区完成 《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变

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一书，并获得云南省第１８次优秀社会
科学成果三等奖］，正是在魁阁精神的启发下师生共同完成了关于云南少数民

族乡村政治的研究成果。

该书洋洋二十多万言，选择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壮族、傣族、白族、回

族、佤族、藏族、彝族聚居的十几个村社为研究对象，对村社基层政治组织、

村民自治、政治关系、权力结构、权威类型、政治生活运行状况等主题进行实

证调查研究，分析了民族村社政治生活的诸多问题，并尝试提出了建构和谐村

社政治生活的思路和途径。毫无疑问，该书是研究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乡村政治

的一个可喜可贺的重要收获，丰富了学界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

了解当下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提供了诸多个案。作为俊华的博导，看到

其长期执着于学术探索，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致力于培养一个个年轻学

子，内心是欣喜的。俊华邀我为 《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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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仓促阅读书稿，只能浮光掠影浅谈一些粗略印象。总的来讲，这本书有以下

几个颇值得注意的突出特点：

其一，师生共同探讨，注重田野调查。在研究过程中，俊华作为研究团队

的主持人，召集研究团队积极探讨，结合不同团队成员的兴趣专长，有意协调

引导少数民族研究生独立研究他 （她）自己本民族，田野调查点就选取自己

所熟悉的从小生长于斯的民族村社，通过科学分工对云南的壮族、傣族、白

族、回族、佤族、藏族、彝族等７个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生活某些方面或主
题开展专项调查研究，以掌握的第一手实证数据为描述和分析问题的依据，然

后经具体讨论修改定稿形成专项研究报告，呈现出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

基层政治生活的状况。从主题的创意、田野点的选择、问卷的设计及修改、调

查报告数据的统计、研究报告的撰写等诸多环节都是师生共同探讨完成，传承

着魁阁民主、自由、平等、参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乡土研究的精神和学

风，是魁阁精神在呈贡校园的延续，为今天呈贡大学校园师生共学共勉、自由

研究的学术空气增添着氛围。

其二，《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以民族政治学的理论成果为基

础，综合借鉴了国内外乡村政治研究的成果。国内外民族政治学的体系化论著

以及近些年来学界对少数民族政治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俊华及其研究团队研

究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同时，

《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注重从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政治的相关研

究探寻基本的研究理路，从国内学者对乡村政治的众多研究成果获得启发。例

如，由于研究者热爱自己长大的村落、生活场景、文化和传统，对家乡有深厚

的感情，理性与感性交织的认知和思想，能够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亲身经历、体

验、观察、民族情感和调查便利等优势，使研究更能接近研究对象本身，对民

族村社政治生活的描述更加真实、生动、细腻和准确，较多地体现了政治人类

学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其三，我以为 《变迁中的少数民族乡村政治》重视乡土研究，聚焦村级

治理，对建设美丽乡村意义重大。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关键取决于乡村建设的

成败，这已成为不争的共识。而乡村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便是文化价值，乡

村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任务也应该是文化建设。毋庸置疑，乡村政治也正是

文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俊华及其研究团队重视乡土研究，将

研究视角聚焦于村级治理，以认真、热情和严谨的态度，每一个专题都立足于

实际基层政治生活的系统深入考察，历时性地梳理不同阶段的乡村政治发展，

客观描述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并尝试性地做出分析和形成结

论。这种探索对于破解如何推进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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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将不无裨益，从更长远看对建设美丽乡村意义重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 《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已完美无缺，至

全至善。世间学问从来没有止境，学术研究亦不可能穷尽，但任何的苛求都不

免失之天真，更何况，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变迁中的云

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是为发挥研究团队的资源优势，选择云南７个少数民族
的１５个村社，并就其村社政治生活的某一方面或主题进行调查研究，其研究
的民族村社只是云南千万个民族村社中的代表，研究的问题也只是农村基层政

治生活的局部，存在微观性和有限性，就每一专题研究的问题而言，疏漏和认

知的局限也可能在所难免。对此，相信读者自能识别分辨。但我不想求全责

备，以致向俊华带领的年轻团队提出过分要求，团队也需要成长的时间。在

此，我衷心地向俊华及其研究团队表示祝贺。这部 《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

乡村政治》的形成来之不易，毕竟，在调查经费缺乏、学习工作都很紧张的

情况下，要花费时间跋山涉水去调查十几个民族村社，精神是可嘉的。尤其作

为这些研究团队成员的导师，从策划研究任务，培养研究生的研究素质和能

力，构思主题和研究步骤，设计调查问卷，一直到派出调查者，安排吃住行，

完成调查任务平安归来，撰稿、修改、编排、出版等具体工作，俊华都花费了

较多的心血，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也包括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这是培养人才的

辛劳，是传道授业的可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一代一代的教师不断成长起

来，魁阁精神也在师生之间、在校园、在田野调查中延续着。因此，一部学术

成果的学术意义及价值，不仅在于学术研究的成果，更在于探索学术的研究

过程。

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于云南建水正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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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选择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壮族、傣族、白族、回族、佤族、藏族、

彝族村社，对村社基层政治组织、村民自治、政治关系、权力结构、权威类

型、政治生活运行状况等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分析了民族村社政治生活的诸多

问题，并提出建构和谐村社政治生活的思路和途径。

一、研究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生活的意义

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生活是我国农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简言之，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离开乡村政治视野，国家关于农村的各项发展战略，农村的经济改革和文化发

展、各项政策和具体措施都将难以贯彻执行。

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政治

建设。中国共产党的 “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提出要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不仅取决于

国家政权的制度设计，而且也取决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实施。对少数民族乡

村政治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摸清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

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影响制约因素，基层民众的政治

素质、政治心理、政治参与能力、政治需求和利益趋向，从而为农村政治体制

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依据。农村基层社会尤其是 “村”处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末

端，研究社会末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国家宏观的政治体系、方针政策、经

济文化建设等辐射、推进到基层的时候，实效究竟如何、可及性的大小等

问题。

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主要通过少数民族村社政治关系表现出来。“少数民族

政治关系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基本架构。”①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

中，基于社会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以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政治权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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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① 政治关系是人类社会政治的一般本质内容，其他政

治现象则是政治关系的外化和具体形态的表现，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必

然要表现为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和变化。同样，少数民族政治关系是少数民族

在政治生活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有着复杂的机理结构，且处于不断变化发展

中，是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最为真实的写照。因此，研究分析少数民族的政治

关系对我们了解、把握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的全貌有着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

二、学界相关乡村政治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政治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研究理路

２０世纪以来，国外学者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
角和方法对中国的乡村政治及其地方秩序进行研究。如美国学者孔飞力在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１７９６—１８６４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１９９０
年）中指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根基，这就是由名

流 （士绅）操纵的政治生活，名流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

务。美国学者黄宗智则在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１９８６年）中对村
庄社会变迁的国家政治环境进行了独到的解析，分析了现代化所导致的国家权

力的扩张对新型的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认为考察中国农村政治结

构，应该考虑一个涉及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美国学者杜赞奇

在 《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的华北农村》 （２００８年）一书中，探讨
了村落中的政治权力与文化网络的脱节过程，分析了２０世纪初国家在基层乡
村合法性丧失的原因并提出了 “经纪”模型，指出国家代理人的权力异化导

致农民的反抗，农民所凭借的力量是由 “权力的文化网络”所编织起来的跨

村民间组织。美国学者萧凤霞在 《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

（２００１年）一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通过培植和拉拢地方精英并把
这些地方精英吸纳到国家势力控制范围，利用他们的关系网络来控制乡村社

会，从而使得国家行政权力不断延伸下去，村庄也就成了被国家控制的政治单

位或 “细胞组织”，从而造成了农村社区国家化的倾向。英国社会学家迈克

尔·曼在其 《社会权力的来源》（２００２年）中分析了村落共同体秩序的价值，
认为村落推动了国家权力和政治生活。威廉·韩丁的 《翻身：一个中国村庄

的革命纪实》（１９６６年）和 《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 （１９８３年），
如此等等，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乡村政治的研究体现出几个基本的特点，一是

·２·

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

①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３页。



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综合运用于中国乡村政

治研究，使分析具有敏锐、广阔、细致、入微等特点；二是既有宏观的自上而

下的纵向层面的结构分析，又有横断面上的深刻解剖和挖掘。这些研究的方

法、理路可以说影响、形塑了国内学者研究乡村政治的某些风格。本书也注意

吸纳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个案研究中，

在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有所借

鉴，力求通过研究者的亲身观察体验、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对村社政治生活

既有理论性、实证性的分析，又有具体入微的细致描述。

（二）国内学者对乡村政治的众多研究成果给予我们理论指导与启发

国内学者关于乡村政治的研究成果众多。如费孝通先生早期的 《江村经

济》（１９８６年）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经典之作，其后的 《乡土

中国》（１９８５年）、《中国绅士》（２００６年）也都是乡村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
贺雪峰 《乡村治理与秩序———村治论文集》（２００３年）、《新乡土中国》（２００３
年）、《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２００３年）、《乡
村治理的社会基础》（２００６年）对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徐勇的
《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 （１９９２年）、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１９９７年）、《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２００３年）对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
系统研究。吴毅的博士论文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２０世纪川东双村的
表达》（２００２年）从影响２０世纪双村权威和秩序形态的三大基本变量即现代
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入手，描述、分析了该村的政治权威和秩序的变迁。于

建嵘在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２００１年）一书中认
为乡村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乡村市场

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行政权力将逐渐

退出乡村政治领域，乡村社会将会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

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此外，张乐天的 《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１９９８年），王晓毅编的 《血缘与地缘》（１９９３年）以及
张静的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２０００年），于建嵘的 《岳村政治：

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２００１年），吴毅的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

秩序》 （２００２年），王庆五、董明磊的 《治理方式的变革与江苏农村现代化

———江苏省村民自治区域比较研究》（２００３年），王铭铭的 《溪村家族：社区

史、仪式与地方政治》（２００４年），尹焕兰的 《村民自治面临的社会焦点问题

透析———对全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的追踪考察》（２００４年）等等，成果很
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

学术界围绕乡村政治研究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如吴理财的 《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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