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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发现和对女性经历的理解，通过对具体化的事实的分析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更深层次的认

识。在对故事的叙说过程中，我试图表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沟通与交流，展现农村女性的主动

性和潜能，让她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思想，因此我采用了“多声部”(multi-voices)的叙事策

略，除了我的客位描述和分析之外，也有女性对自己生活经历的主位陈述。 

胡：这样很好。我以为毕竟是“文人”，打造学位论文麽，最后一步总归是靠文本表述的。

只不过我们学科的特点是注重田野，所以你读了前人的文本之后进入自己的田野，然后又回到文

本来与他人对话——不但与国人对话，而且与洋人对话；既与学者交流，也与百姓交流——这才

会取得同行们的认同。 

 

 

《社会学人类学丛书》出版信息 

 

第 23 卷  书稿名称：《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 

         字数：14 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作    者：王俊敏 （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内蒙古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本书为作者在呼和浩特市多年从事民族居住格局的历史演变和民族关系现状实地

调查的研究成果。作者仔细查阅了近代百年来呼市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 4 个主要民族群体

在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特别对现在呼市各个城区的民族格局、

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交往等民族社会学的核心专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把国内外

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个案研究，系统调查分析呼和浩特这样一个有特色的中国多

民族城市，在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贡献。 

本文的基础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为马戎教授。在 1996 年

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后，作者返回呼和浩特市工作，并在近 4 年中继续开展这一专题的实地调查与

研究工作。由于作者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分析和目前实际情况调查研究两个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

夫，这本著作从社会实际调查资料出发、兼顾了历史发展轨迹，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学角度来研究

撰写的一个城市的民族关系发展史。 

    读者对象：研究工作者，研究生，国家干部，城市规划工作者，基层管理干部。 

 

第 24 卷  书稿名称：《中国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字数：20 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作    者：张敦福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副教授） 

内容简介：国内与国外广泛应用“区域发展模式”一词，但在应用中参照体系和强调的内容

差别甚大，本书在对国内外“区域发展模式”文献的广泛分析之中，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区

域发展模式”的定义、内涵、层次、应用范围整理出一个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并依此对现有关

于“区域发展模式”的文献予以归类分析，在此基础上对 21 世纪我国的各层次“区域发展模式”

提出一个整体规划设想。 

书稿价值及特点：目前我国对“区域发展模式”讨论甚多，但缺乏方法论的讨论与整理，有

的模式地域范围大至数省，有的小到几个乡镇，对“模式”的归纳方法各有强调，缺乏统一的规

范的方法。本书在方法论方面的规范化尝试与应用将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在学术研究上有重要的

价值，为地方政府规划区域发展也可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读者对象：研究工作者，研究生，国家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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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卷  书稿名称：《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 

字数：32 万字。北大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编    者：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作    者：派克教授和布朗教授是美国 20-30 年代最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内容简介：派克教授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布朗教授是长期在美国讲

学的英国人类学家，在 30 年代被邀来燕京大学讲学，系统地讲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基础理论、

研究方法和经典案例，为我国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学术基础，并为中国学者与

西方学者的交流拓宽了领域。他们当时的讲课稿经当时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记录整理并翻

译为中文，由吴文藻先生作序，在燕京大学学术刊物上印刷出版。他们被燕京大学邀请来华他们

的教学活动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历史上一件大事，具有深远影响。他们当时培养的一代学

生中有些人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大师级学术带头人。 

    书稿价值及特点：这本曾经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讲演文集重新整理出版，对于回顾中国

学术史和理解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具有特殊的意

义。 

    读者对象：研究工作者，高校教师，研究生。 

 

第 31 卷  书稿名称：《公家与会牌：从四十年代呈贡二村看传统中国》， 

     字数 17 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4 月出版。 

作    者：胡庆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内容简介：本书为作者 40 年代在云南地区几个村落进行人类学调查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当

地进行了长期实地调查，系统分析了两个村庄的社会组织、权力运作和社区中有影响的人物，以

及政府对于社区事务和权力形成过程的影响。作者借鉴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中国对于传统绅权的

观念，对于村庄级权利运作机制进行了生动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农村基层社会的组

织与权力结构、运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由作者在 40 年代亲自调查的基础资料具有宝贵的

史料价值，联系解放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来分析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与政治体制

变化，对于今天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 

    读者对象：研究工作者，研究生，国家干部，城市规划工作者，基层管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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