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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中和位育》——迟到70年的回声 

 
在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由潘乃穆等姊妹编辑的纪念文集《中和位育》正式出版。 

潘光旦先生在20年代提出的“位育”这一概念，终于在70多年后的世纪之交得到了社会公众

的回应，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聚焦点。我们的思想界和社会公众就一直在重复这样的循环：一

代学人苦心孤诣，在方方面面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没等进入公众视野，

就已经被淹没在芸芸众生的急功近利和“时代精神”的慷慨激昂中。等到实践层面的各种波澜壮

阔的尝试尘埃落定，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代轮回，人们才可能“偶然”地发现那些沉睡多年

的思考，豁然意识到原来许多历史早已经隐含在前辈的预言中，唯事过境迁、音容已逝，留下无

限感叹。可是，在这种叹息声中，谁能保证一个新的轮回不会又在悄然进行中？ 

这本书其实不是一本常规的“纪念文集”，而是一种对几代人“心路”的重新体验。我们太

少时间这么“重温”前人的东西了，其结果是每一代人都浪费了不少脑筋和争吵，在不断“前进”

的幻觉中踏步。可是急迫的现实却不容我们这么劳而无功。作为久违了“天地君亲师”的国人，

读一读这类东西，可以重新习惯于文明的连续性和传承，感悟跨越时空的人心。 （于长江） 

 

 

【学术纵览】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9年学术工作简介 
 

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辑《研究论文》系列目录 

 

为加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1999年5 月

开始编印《研究论文》（Working Paper）系列，及时反映研究所工作人员近期的科研成果和正在

进行的研究工作，目前已经编印7期： 

ISA工作论文1999-001 马  戎：《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 

ISA工作论文1999-002 邱泽奇：《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 

ISA工作论文1999-003 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 

ISA工作论文1999-004 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 

ISA工作论文1999-005 麻国庆：《文化的复制与生产：宗族的复兴与祭祀空间》 

ISA工作论文1999-006 王铭铭：《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 

ISA工作论文1999-007 马  戎、郭建如：《中国居民的环境意识与环保态度的城乡差异》 

ISA工作论文1999-008 费孝通：《九十新语》（甲集） 

ISA工作论文1999-009 费孝通：《九十新语》（乙集） 

ISA工作论文1999-010 费孝通：《九十新语》（丙集） 

ISA工作论文1999-011 赵  斌：《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综述》 

ISA工作论文1999-012 潘乃谷：《潘光旦释“位育”》 

ISA工作论文1999-013 李建新：《倒金字塔理论与21世纪中国高龄社会》 

ISA工作论文1999-014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过的回顾与体会》 

 

二、学术讲座 

1、农村问题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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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讲   费孝通  教  授     我的农村研究                 4月17日  

第2讲   邱泽奇  副教授     我国乡镇社会组织             4月24日 

第3讲   刘世定  教  授     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5月8日 

第4讲   刘世定  教  授     我国乡镇财政与乡镇建设       5月15日 

第5讲   马  戎  教  授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5月22日 

第6讲   邱泽奇  副教授     我国乡村基层选举             5月29日 

第7讲   林毅夫  教  授     土地承包与农业发展           6月5日 

 

2. 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 

日本和光大学人际关系部 中生胜美副教授： 

            “街坊辈与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1999年3月22日）。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 

            “韦伯论儒家思想的评析”（1999年5月6日）。 

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戴维·阿伯特教授（Pro. David E. Apter）： 

            “当代社会学的困境与展望”（1999年5月11日）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Stephen Philion 博士： 

            “新社会运动理论与阶级”（1999年6月10日） 

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讲师刘新博士： 

            “美国人类学研究现状”（1999年6月24日）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杜瑞乐教授（Joel Thoraval）： 

            “当代欧洲的民族问题”（1999年6月18日）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町村敬志教授： 

            “全球化的地方基础——变动期的日本都市”（1999年12月1日） 

 

三、学术会议： 

 

第四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云南民族学院 

时    间：1999年6月23日至1999年7月2日 

地    点：云南民族学院 

 

第六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   

主办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时    间：1999年11月3日至11月6日 

地    点：江苏·吴江 

 

 

四、开设课程 
学期  姓名     课程内容        课程 

1998-1999学年 周  星 民俗学研究专题 研究生选修课 

第二学期 王铭铭 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生选修课 

 刘世定 乡镇企业研究 研究生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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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丙中 文化社会学 研究生选修课 

 刘援朝 语言社会学 研究生选修课 

1999-2000学年 马  戎 民族社会学 研究生选修课 

第一学期 邱泽奇 社会评估理论与方法 研究生选修课 

 刘世定 社会学与经济学 研究生选修课 

 麻国庆 亲属制度研究 研究生选修课 

 钱民辉 教育社会学 研究生选修课 

 赵  斌 传媒与文化研究 研究生选修课 

 王铭铭、麻国庆 人类学导论 全校本科生选修课 

 

五、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 
 姓名      学位论文题目 导 师 学位 

方卫华， 中介组织：制度变迁中的产权交易机构研究 马  戎 博士 

田  青 峪村：一个陕南村落民间庙宇重建 王铭铭 硕士 

胡宗泽 什里店：一个华北村庄的精英变迁 王铭铭 硕士 

包胜勇 建国以来河村医疗卫生体制的历史与变迁 马  戎 硕士 

杨贵凤 强制性制度变迁下的制度偏好改变 刘世定 硕士 

刘玉照 非正式占有的制度化：北园镇乡镇企业改制的个案研究 刘世定 硕士 

 

六、博士后出站报告 
姓名 工作报告题目 工作完成时间 备注 

张  思 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研究——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考察 1997.10.-1999.7.  

赵  斌 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 1997.10-1999.9.  

韩嘉玲 中国扶贫政策研究 1997.10-1999.10  

 

 

七、主要研究成果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12卷.  《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潘乃穆等编，               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13卷.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马戎、龙山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第17卷.  《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乔健、李沛良、马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8卷.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马戎、周星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文集、译著、编著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1-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芳草茵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费孝通，《费孝通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费孝通，《费孝通诗存》，北京：群言出版社。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钱民辉，《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空间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 

潘乃谷等主编，《潘光旦选集》（1-4卷），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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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译文 
（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费孝通，“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民族艺术》1999年第4期。 

费孝通，“筑码头闯天下：三访温州”，《瞭望》1999年第7-8期。 

费孝通，“圈外人语”，《读书》1999年第3期。 

费孝通，“我心目中的爱国者”，《读书》1999年第11期。 

费孝通，“推己及人”，《读书》1999年第12期。 

费孝通，“五十年国庆有感”，《群言》1999年第10期。 

费孝通，“大同向前看”，《群言》1999年第12期。 

费孝通，“小民族大家庭”，《群言》1999年第11期。 

费孝通，“回报社会的培育”《群言》1999年第7期。 

费孝通，“文化的传统与创造”，《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费孝通，“筑码头，闯天下”，《暸望》1999年第7-8期。 

费孝通，“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考：三访珠江三角洲”，《暸望》1999年第19、20期。 

高丙中，“第三部门的运行及其合法性问题”，《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

版社。 

高丙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族际文化共享”，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

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22-230页。 

金曦霞，“世纪金版与科教兴国”，《工商时报》1999年11月10日。 

刘世定，“城乡联营：ｗ乡合金钢厂调查”，《中国当代企业制度与企业家》，中国社会出版社。 

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 期。 

刘世定，“中国当代的企业制度：概括性描述”，《中国当代企业制度与企业家》，北京：中国社会

出版社。 

刘援朝，“族际交往的社会语言环境”，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北京

大学出版社，第255-309页。 

麻国庆，“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麻国庆，“拟制的家与社会结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麻国庆，“日本的家与社会结构”，《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麻国庆，“谈种：祖宗与子孙”，《读书》1999年第7期。 

麻国庆，“宗族的重构与祭祀空间：以闽北剧头村祖先祭祀为例”，《人类学与民俗语研究通讯》

1999年第1期。 

麻国庆，“宗族的重构与祖先祭祀”，《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 

马  戎，“促进学术对话，推动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马  戎，“导言”，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3

页。 

马  戎，“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马  戎，“民族与民族意识”，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

社，第3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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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马  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北

京大学出版社，第162-221页。 

马  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策研究案例之一：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发展模式”（合写），

厉以宁主编《区域发展新思路》，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第337-375页。 

马  戎，“罪与孽：中国的法制与德治概说”，《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9

年第6期）。 

马  戎，"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R. E. Gamer, ed.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pp.207-236. 

潘乃谷，“潘光旦释‘位育’”，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潘乃谷，“土族婚姻家庭的变迁”，《甘肃土人的婚姻》（许让神夫著，费孝通、王同惠译），辽宁

教育出版社，第159-232页。 

钱民辉，“吃饭的教育没饭吃？”，《社会》1999年第1期。 

钱民辉，“女性教育机会均等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4期。 

钱民辉，“运用评估杠杆 加强博士后管理工作”，《博士后》1999年第3期（总第23期）。 

邱泽奇，“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北京

大学出版社，第331-366页。 

王铭铭，“History，fraternity and reciprocity-the folk model of welfare”，Chinese Social Sciences 

Yearbook (1998)。 

王铭铭，“村落姓氏与权利”，《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 

王铭铭，“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民俗研究》1999年第4期。 

王铭铭，“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 

王铭铭，“共同体的命运”，《中国图书商报》1999年7月6日。 

王铭铭，“家庭危机与公共权力：台湾石淀乡生活史研究笔迹”，《中国家庭及其伦理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王铭铭，“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6期。 

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之一）”，《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 期。 

于长江，“个体族际交往及其社会心理”，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北

京大学出版社，第367-427页。 

于长江，“关于忠诚”，《IT经理世界》第16期，1999年 

于长江，“研讨会笔记”，《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会讯》第3期，1999年 

于长江，“知识经济不是‘人的时代’”，《IT经理世界》第22期，1999年 

于惠芳，“科研和学科建设”，《北京大学校刊》1999年6月15日。 

于惠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雏凤轻于老凤声”，《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第49期。
赵  斌，

“Mouthpiece or Money Spinner: the double life of Chine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Vol. 2. 

赵  斌，“Mouthpiece or Money Spinner: the double life of Chine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7 

Cultural Studies，Vol. 2. 

赵  斌，“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外国文学》1999年第5期。 

赵  斌，“依旧怀念一九九八”，《读书》1999年第9期。 

赵旭东，“本土心理学的启蒙观：开展本土研究的一些教训”，《社会理论学报》1999年第1期。 

赵旭东，“互惠、公正与法制现代性”，《北大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第100-145页。 

赵旭东，“农民、公民与意识形态”，《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7、8期。 

赵旭东，“为何对家情有独钟”，《中国图书商报》1999年8月14日。 

赵旭东，“我们为什么热爱祖国”，《金三角》1999年第1期。 

赵旭东，“想像中的社区”，《读书》1999年11期。 

赵旭东，“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11-12期。 

周  星，“村寨博物馆：民俗文化展示突破与问题”，《两岸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华民俗

艺术基金会。 

周  星，“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总结”，《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1999年第2期。 

周  星，“海洋民俗与中国的海洋民俗研究”，《韩国第３次国际民俗学大会》论文。 

周  星，“家之、德古、习惯法”，《西南中国纳西族、彝族的民俗文化：民俗宗教的比较》。 

周  星，“民俗、习惯法与法制”，《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台湾：丽文文化公司。 

周  星，“桥与文化的随笔系列：蓝桥与断桥、亲吻之桥与廊桥遗梦”，《文史知识》1999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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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简讯】 
   

第六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

究所3个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六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于1999年11月3日至11月6日期间在

江苏省吴江市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 

来自国内各省市、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许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

代表了国内和港台地区社会学、人类学各个学术单位。国内学者有费孝通（北京大学）、苏驼（南

开大学）、侯钧生（南开大学）、宋林飞（南京大学）、谢遐龄（复旦大学）、刘豪兴（复旦大学）、

蔡禾（中山大学）、风笑天（华中理工大学）、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友梅（上海大学）、

沈关宝（上海大学）、郭志刚（中国人民大学）、杨圣敏（中国民族大学）、彭兆荣（厦门大学）、

惠海鸣（苏州市）以及北京大学的潘乃谷、马戎、刘世定、王铭铭、麻国庆、李建新等，香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