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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大学社会学教材

总　　序

　　社会学在中国内地恢复重建已将近３０年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社
会学学科也在不断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一天天发展进步。正是急剧的社
会变迁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最大的舞台。社
会学也在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在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规律、制定社会政策、解决社
会问题、创建和谐社会等诸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进入社会学领域以来，笔者就深深地被这一学科的独
特视角、研究方法以及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所吸引，２０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醉心于
社会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８０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５
年中，笔者就从一些国外的和国内早期的社会学教材中获得了许多的收益。９０年
代中期至新世纪初在华中理工大学（现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几年
中，曾出版了《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独著，１９９６年初版，２００１年第２版，２００５年第３
版）和《社会学导论》（主编，１９９７年）两本专业基础课教材。出版社反馈的信息表
明，这两本教材受到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已发行

１２万册。
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出版社盛情邀请笔者组织编写一套“大学社会学教

材”。这对笔者来说，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一方面自己才疏识浅，对
社会学的许多领域了解不多，难以胜任这一工作；另一方面，自己日常的教学、科研
以及指导研究生的任务也比较繁重，时间和精力上也有一定困难。虽几次推托，但
终究经不住出版社的盛情邀请，只好勉为其难地担当起这套教材总主编的重任。

客观地说，目前国内的社会学教材已有不少。但除了“社会学概论”、“社会学
研究方法”、“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统计学”等主干课程的教材版
本相对较多外，其他分支社会学的教材往往很少。同时，许多教材由于编写和出版
的时间较早，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教学的需要。另外，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
家中社会学教材种类繁多的状况，国内社会学教材可选择的余地实在太小。这些
状况为这套教材的编写提供了现实的需要。

这套“新编大学社会学教材”的编写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面性。即希望经过５～１０年的努力，编写出覆盖目前社会学系所开设
的３０门左右的专业课程的教材（其中，专业基础课教材１０本左右，专业选修课教
材２０本左右），以增加社会学教师选择教材的空间，同时改变目前少数专业选修课
找不到教材的局面。

二是规范性。这种规范性一方面体现在全套教材的整体规划和单本教材的具
体设置都是依据社会学学科的内容结构；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每一本教材的编写
要求是以现有的、成熟的、社会学界普遍采用的体系、框架和知识点为依据。

三是本土化。尽管社会学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会涉及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学
家以及西方社会学理论，但我们更加强调在教材的编写中要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
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要以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材料来向中国的学生介绍社会学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研究领域。

笔者深知，要达到上述目标，需要全国社会学界同行的大力支持。我们真诚希
望有更多的有经验的社会学教师、研究者加入到这一工作中来，成为这套教材的编
写者。

如果有更多的学生从这套教材中获得了对社会学知识的了解，打开了认识中
国社会的窗口，那么我们的工作和努力就获得了回报。我们期待着！

风笑天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于南京大学

·Ⅱ· 家庭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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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社会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农村社会学一直占有重要的研究地位。这一方面
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对多数，农村问题始终是
社会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由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老一辈社会学家
在农村社会学领域尤其是社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创立了独特的“社会学中国学
派”，使得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得以在１９７９年社会学恢复后保持延续并率先取得研
究成果。在学科建设方面，农村社会学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２０多年里发展迅
速。２０多年来，全国重点大学的社会学系都把农村社会学列为主要课程。全国各
地的农业院校对农村社会学也非常重视，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
大学的社会学系都把农村社会学作为重点发展学科进行建设。与此同时，“农村社
会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迄今为止，已有多种“农村社会学”教材
出版，这些教材不仅涉及的内容广泛，而且与现实联系非常密切。从这些教材的编
写框架和编写主题中能够看出，农村社会学的教材编写基本是与我国经济建设和
社会转型同步进行的，编写者在反映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现实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尝试，为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作出了
巨大贡献。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在十五
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小康，
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
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三
农”问题的重要举措。２００４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
下发了《关于２００４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
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在２００４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
征农业税改革试点，以切实减少农民负担。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又进一步在全国范
围内取消了农业税，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２６００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２００７年２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重视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
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好‘三农’问题，不断开
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

应该说，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取消农业税，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业”，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指导思想的调整和创新，为农村的改革和
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主题和研究
领域。本书作者所编写的这本《农村社会学》教材，可以说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尝试。总体上看，这本教材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教材的编写以“三农”为主要理论框架，围绕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个基
本要素，以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发展指导思想的调整、创新和农村变动较大的一些领
域、问题为主要线索安排章节和结构。因此，教材在编写方面没有完全依照社会学
概论等教材那样，以基本概念来罗列章节内容，而是针对“三农”目前的状况，选择
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和代表性的内容进行章节安排。比如，教材在“农村工业化”
一章中专设了“新农村工业化战略”，以配合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

第二，教材注重对农村现实状况的考察，特别是注重考察在国家新的农村发展
战略思想指导下，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及其特点，因此，尽可
能地引证农村社会变迁的实证材料，包括引用较新的统计数据和其他材料。

第三，教材编写中突出农村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特点。作者认为，农村社会
学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农村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因此，全书的理论分析与经
验描述都力求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体现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点。

第四，教材比较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同时，也吸纳了国内社会学界对农村社会
学的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的阐述和分析上，尽量做到兼具本土特色，突出
了农村社会学的本土研究特点。如“农村的婚姻与家庭”一章，基本上是对中国传
统农村婚姻与家庭的描述，同时借鉴了国内该领域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既反映了
农村婚姻与家庭的变化和趋势，又反映了农村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新进展。

第五，教材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读性。如每章均开设
了阅读专栏，增设了一些插图，安排了思考与讨论题。这对启发学生的求知欲、扩
展其知识面、深入探讨和研究专业领域的知识有很大的帮助。

这本教材的编写者都是在高校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的年轻教师，他们中的多
数都从事过农村社会调查。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大家能够把调查的经验与理论
相结合，在创新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认为，这本教材在科学性、实用性、启发性
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我依然相信它会受到广大教师
和学生的欢迎。

风笑天
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于南京

·ⅱ· 家庭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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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导　　论
———家庭社会学：概念、方法及其意义

　　 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ｐｌａｃｅ　ｌｉｋｅ　ｈｏｍｅ．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家相提并论。

———《绿野仙踪》，１９３９年

当我们呱呱落地，来到人间的那一刻始，就有人将我们抱在怀中，帮我们沐浴，
给我们喂食。及至慢慢长大，就有人用最素朴的方式、语言，教给我们基本的生活
技能、社会交往与互动的原则———无论之后我们会漂泊到世界的哪一端，无论我们
经历了多少变迁，我们的一生都与某个群体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群体可以
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这个群体———家庭，却赋予我们难以磨灭的、不可变更的
记忆和经历。

家庭，不是自天而降的神秘之物，它是历史的产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
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史前的蒙昧时期，人们没有“家庭”这一概念，家庭尚未出
现。家庭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美国社会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在《家庭论》里指出，在传统社会中，家
庭———或者更准确地说，亲属家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
护家庭成员抵御不确定性。

家庭组织中的利他主义，要多于其他组织中的利他主义；即使是利己的家庭成
员，也会在利他家庭成员的行为引导下，把利他成员的利益合并到自己的行为中
去。

家庭，影响着人们的人格和气质，从儿童到成年的整个过程，甚至成年后我们
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家庭都对我们产生重要的影响。家庭生活都是一个经常变化
的主题。一方面是迁移和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家庭的瓦解和重组，这些
都可以让我们遭遇到一些我们所不熟悉的生活方式。①

家庭社会学，是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家庭社会学对

① 【加】大卫·切尔著，彭铟旎译，《家庭生活的社会学》，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２页。



人类婚姻、家庭进行研究，揭示其演进、变化以及规律，帮助我们适应那些发生在我
们生活中的变化。开展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缔造幸福人生，是
十分必要和迫切的。①

第一节　家庭和家庭社会学

家庭，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诗经·小雅·蓼莪》上说：“无父何怙，无母何恃。”②“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③人一出生就离不开家庭、离不开父
母。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长年漂泊在外，历尽磨难和诱惑，正是回家的念头
支撑着他，使他克服了一切磨难，抵御了一切诱惑。最后，当女神卡吕浦索劝他永
久留在她的小岛上时，他坚辞道：“尊贵的女神，我深知我的老婆在你的光彩下只会
黯然失色，你长生不老，她却注定要死。可是我仍然天天想家，想回到我的家。”

家庭自从诞生之日开始，就成为生活在其中的成员之间联系的纽带、社会的细
胞。

那么，“家”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家庭社会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一、什么是家庭

（一）关于家庭的概念

社会学家潘允康在其《家庭社会学》一书中追根溯源，分析了家庭的词源根基。
我国古代的《说文解字》中有：“家，居也。从宀，豭省声。”《易·家人》释文：“人所居
称家。是家仅有居住之意。”这是从居住的角度解释什么是“家”。有关“家”字的甲
骨文考证说，“家”字，象征房子底下有一只猪。原来“家”字的本义最初就是养猪的
地方，引申之则为畜牧点。因为这个时候畜牧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保证。
所以一群人居住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家”。

在国外，起初有些人甚至把家庭理解为“奴隶”。比如，在拉丁文中，家庭称

·２· 家庭社会学

①

②

③

邓伟志、徐榕著，《家庭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怙”与“恃”互文见义，皆是依赖、依靠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父母，你（子女们）又去依靠谁

（什么）呢？

父母双亲啊！您生养了我，抚慰我、养育我、拉扯我、庇护我，不厌其烦地照顾我，无时无刻不怀抱着
我。



“ｆａｍｉｌｌａ”，“家庭”在罗马人那里，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奴隶。“ｆａｍｉｌｉｕｓ”的
意思，是一个家庭的奴隶；而“ｆａｍｉｌｌａ”，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

也有人认为，家庭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生理结合。哈夫洛克·霭理士在《性心
理学》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婚姻，是性的关系的一种。”叔本华、弗洛伊德及其
当代追随者们认为婚姻是“肉体的机能”，家庭是“肉体生活同社会机体生活之间的
联系环节”。

侧重于婚姻方面解释家，比如社会学家罗威说：“家庭是以婚姻为根据的社会
单位。”《中华大字典》中则说：“有夫有妇曰为家。”

有人认为，必须同时说明婚姻和血缘两种家庭关系，才能说明“家庭”二字。马
克思、恩格斯说：“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
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①

各种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行为主义等）对“家庭”本身中心概念的
解释不同，没有一致的看法。② 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关于家庭的定义众说纷纭，难以
获得完全的赞同和认可。

以往的家庭定义都不免存在一些疑问。如果说家庭仅仅依靠婚姻和血缘来维
系，那么以领养关系或自愿组合而结成的生活共同体是不是家庭？如果说家庭是
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单位，那么自愿不育的夫妇是否组成了家庭？由于生物医学、遗
传技术的发展和生育模式的改变，造成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母与生物学意义上的
父母的分离，于是，通过试管授精、人造子宫生育的子女是否可以纳入家庭范畴？
人工授精的精子提供者的身份又如何确定？另外，家庭与共同居住的人群有何异
同？不存在婚姻关系的单人户或未婚母亲（父亲）与孩子的组合算不算家庭？

与那些宣称“家庭是一种普遍性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的传统社会学者不
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家庭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专制性的社会建构。从一个女权主
义者的视角来看，“家庭”根本就不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家庭将“抚育”理想化
的意识形态看做一种要素，这是因为在非个人化的、科层制的工业社会中它是稀缺
的。这种意识形态是我们在１９世纪反对过度工业化时所继承得来的。由于女性
在生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它特别强调女性的抚育作用，将女性与“家庭”联
系在一起。这种关于家庭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被认为是通过立法和执法的手段、由
国家代理机构强加到现代社会之上的。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就应该从那个所谓的
普遍性的“家庭”定义上移开，转向那些在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时间点上对家庭和家
庭关系的法律定义上来。这样的定义被认为是开放性的，会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
而有所改变。

·３·第一章　导论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０页。

邓伟志、徐榕著，《家庭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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