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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建设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学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 20 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1930 年我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1980 年在北京大学筹建社会学系时我又担任了北大的

教授，其间虽然跨越了 50 年，却一直与北大保持着很深的关系，这是因为燕京、清华、西南联

大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无法与北大分开。而从北大正式建立社会学系到今天，已经 20 个年头过去

了。回头看一看，70 多年来，我从青年时代选择了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一门学问，把了解认识中国

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实现“志在富民”的愿望作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因之这门学科的建设和

人才的培养成了我一生中一项主要的天职。 

回想在 1988 年北大校庆、1992 年建系 10 周年、1995 年建立研究所 10 周年和 1998 年北大

百年校庆这几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都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其主题都围绕着“开风气、育人才”。

今天我们已经跨进了 21 世纪，庆祝建系 20 周年，我想要讲的仍然是这个主题，而且我觉得在今

天这个主题已经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了。 

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它在学术上的发展始终可以作为中国文明先进的里程碑。在

新的世纪里，一个迅速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要全面进入国际社会，如果希望世界能够全面和

充分地认识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谈得到让别人来认识我们和

我们去认识别人，客观和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起点，人文和社会学科

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自觉”。从文化

传统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明这样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

的研究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明，为全人类的

明天作出贡献。 

21 世纪高等学校在培养目标方面要强调培养能够理解和研究人文世界的人才，中国人是一个

充分认识到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个人生命只是长河中的一滴水，一个人的生命总是要结

束的，但同时长出一个不死的和不朽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共同创造的人文世界，而且这个人文世

界是经久而不断发展的，人文和社会学科就是要研究这个历史上不断发展的人文世界。 

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人在集体中如何生活，社会文化人类学就是研究人在集体生活中创制的文

化。文化在哪里？就在生活在集体里的人的行为和意识中，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有孙的，

它凭靠一个个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去表现、改变和发展着，日新月异。我们作为中国人，应当

有意识地深入到中国人的文化世界中去，深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传

统和现在的发展。我们需要懂得世界上各国、各地区的社会与文化为什么彼此存在着不同之处，

抓住了不同层面的比较研究，我们才能够谈得到“文化自觉”。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

北大有这方面的传统，也积累了一些成果，现在要善于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在新的世纪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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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成就。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这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曾

经发生过的最大的一个变化，从一个工业化机械化的时期，进入到一个电子信息化的时期，进入

了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流空前加强，客观上彼此的依赖性也大大加强了。大家要在这

样一个新的世界和社会格局中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发挥各自传统文化中积累的人类智慧，来协调

彼此碰撞中的矛盾与冲突。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文化与

文化的关系，相互之间如何共处与协调，就要靠当事者各方的智慧和文化底蕴。在这样的大形势

下，我们要跟得上去，我们这个学科也必须要进入和适应这个新世界中的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

代的要求很高，对各个学科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我们这个学科能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

命？最后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因此我特别希望社会学、人类学年轻一代学者能在理性上把握

得住这个关键时刻。 

我一生中经过了“三级跳”，先是从“乡土社会时代”跳到“工业化时代”，但在工业化时代

尚未坐稳之时，信息时代已经来临。我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调查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第一

跳”，再继续下去调查与研究这“第二跳”，我受生命的限制恐怕没有条件了，而你们要去“跳”，

要去研究中国社会当前与未来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变迁之巨大和迅速，使社会学者紧跟时代的步

伐变得很不容易，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所面临的困难更大、任务更重，但不能不跟上去，否

则是要被淘汰的。我指的是我们人类要适应这种变化，就是要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知道如何变化

和将要走到什么地方去，这应当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者的任务和责任。 

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来成长的，人才是

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就成为无源之水、无

根之木。培养人才始终是我们工作中第一位的任务。 

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中国的社会学应该紧密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

当时当地有历史渊源的社会实际，而且应当为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服务的，同时我们提出了要用人

类学的方法来开展实地调查，强调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去做深入的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进行

分析总结，这样才能提高到理性认识，形成社会学的理论。 

北大在重建社会学的工作中贡献了力量，不仅首先选人员参加培训、备课，并最先筹备建系，

相继又建立了研究所。我从公职上退休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北大，还是为了要在重建社会学学

科中贯彻我一向提倡和遵循的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术为社会服务的主张。我反

对唯书、唯上，反对脱离实际和食洋不化的风气，我也认为学术领域必须有不同的观点，但必须

有相互尊重、相互容忍的精神，这样才能通过百家争鸣，繁荣学术。 

从我个人的实践来看，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社区为研究对象，用实地调查研究方

法，对于学科建设和培养年轻一代扎实的学风是行之有效的经验，而且可以突出北大办学特点和

学科建设的任务。 

社会学学科重建 20 年之后，我曾回顾和反省过走过的历程，因为“速成”的后果，这个学

科的队伍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基础不够扎实，水平也参差不齐，总体来

说都需要“补课”，需要“再加工”。要想建成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学科，培养人才特别是重视

学术骨干的培养还是第一位的工作，为此我仍寄希望于北京大学的校领导能够在这方面继续给予

这个学科贯彻上述宗旨继续发展所需要的各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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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初积极推动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后来又建议在北京大学建立研究所，目的就是要

加强联系社会实际的科研工作，通过与研究相结合开设的课程，进一步推进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现在系所打通之后，各方面之间的密切结合有了更好的条件，希望大家能够在课

程建设、教材建设、课题研究等方面携手合作，多下功夫，并且虚心向兄弟院校学习，加强协作，

努力使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在整体水平上迈上一个新台阶。 

当前我们还提倡要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这样对于我们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任务也

更重了。教师们首要的是能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教学，而创新的研究只有到实际中去，才

有可能创得出来。 

我还想强调的一条经验是教学相长，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建立学科的，我们的教师和学生

要以创新的精神来共同开创这个事业，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应当是合作关系和伙伴

关系，教师的责任不是简单的推销知识，而是要用自己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和智慧给学生迈进学

术殿堂开门、开窍。在研究工作中更是如此，师生是不能分离的。所谓教学相长就是互相启发，

我们要改革中国旧的教学方法，不要念死书，要学会从对社会实际的观察和调查中思考问题。我

希望师生携手，教学相长，把学科建设作为一项长久的事业来做，我们需要一代、两代甚至好几

代人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学学科打下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社会学在上个世纪中走过了非常曲折、艰难的历程，社会学在 80 年代得以重建并发

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有许多同学也许还不了解学科的这段历史，

我建议他们能够从课堂和阅读中了解这个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停止和重建的历史，让学生

们感觉到这个学科坎坷的命运，认识到他们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建和宏扬这个学科的历史责任，在

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时刻记得这一责任。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 20 周

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这一代老人已经或快要交班了，但是我坚信中国年轻一代的社会学、

人类学者将会把这一事业继承下去，使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学术

之林，并对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建立和平和融洽的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回眸七十年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20 周年庆祝会上即席讲话 

 

费孝通 

 

我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大会。这座楼（北大大礼堂即燕京时代的办公楼）我是非常熟悉的，

走进来感到格外亲切。我是 1930 年到这里来做燕京大学的学生的，至今已经 72 年了。触景生情，

真正感觉到了世界的巨大变化。那时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社会，可今天我们不但是独立的国家了，

而且参与了世界大事，在稳定世界大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 70 年前想不到的。 

我讲话一向有一个习惯，写好的稿子先发给听众，讲时就可以即席发言，补充和发挥稿子的

内容，比较随便，要查时也有文可据。今天也是这样，校报上已经发了我的稿子（见《北京大学

校报》第 971 期，社会学系 20 周年专刊，2002 年 10 月 28 日），我在这里随口做些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