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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3 月 22 日，日本和光大学人际关系部 中生胜美 副教授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

学研究所会议室作了题为“街坊辈与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的学术报告，该所及其他单

位有关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参加并进行了讨论。 

· 1999 年 5 月 6 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教授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做了题为“韦伯论儒家思想的评析”。林先生研究韦伯多年，对韦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论述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演讲，引起了该所和其他单位师生的很大兴趣，大家就这一

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 1999 年 5 月 11 日，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戴维·阿伯特教

授访问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所，与师生们讨论了“当代社会学的困境与展望”。阿伯特先

生向师生们征询关于他主持的社会学系的改革方案，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的

交流。 

 

 

 

【新书】 

 

忘却的纪念 
                           ──介绍费孝通、王同惠合译《甘肃土人的婚姻》 

 

    费孝通先生既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又有着曲折传奇的人生道路。这部 30 年代由

王同惠、费孝通“在蜜月中完成”的译稿，在饱经颠沛流离、悲欢离合之后，于 1978 年又

被奇迹般的发现，以至于费先生本人已经无法记忆它是怎样度过如此多的劫难，存留至今。 

    这本书的经历，和这本书的内容同样重要。 

    本书译自比利时籍神父许让（Le P.L Schuram）的著作“Le Mariage Chez les T’ou-Jen du 

Kan-Sou”. 许让神父本世纪初期到甘肃、青海一带传教，对当地土族发生兴趣，撰写了本书。

本书 1932 年在上海出版，后来又在 50-60 年代在美国出版。目前出版的译文根据 1932 年上

海版译出。 

    在 30 年代，本书“并不能说是一本有名的著作”，许让神父“也并不是个著名的学者”，

费孝通先生“实在不知道同惠为什么翻译这本”著作。但是，当时不出名的著作，并不表

明没有价值。王同惠女士选择这本书来翻译，必有她认真的鉴别和评价。尤其在经过 60 多

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反过来研读这本书，感到它记录的关于土族的婚姻方面的信息，对于

今天的民族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退一步说，即使它只是记录了一些平常的信息，但时间

本身就足以使得这些信息增值。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难得到几十年前关于某

个民族的具体详实的记录。 

    本书探讨了当时土族中存在的“买卖式婚姻”“由服务或入籍以获得的婚姻”“变态

的婚姻”等婚姻形式，以及“离婚”“私逃”等多种婚姻现象。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他

的了解无疑是“不全面”的，但他的视角和分析，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学者潘乃谷、高丙中在 1992 年和

1994 年重返土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在一本书中，包括了相隔近一个世纪的学者对于同一民族的研究，这种超越时空的“对

话”本身就是饶有兴趣的。 

 

（于长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