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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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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一文
<

是闪烁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杰作 # 以此
为题编辑的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一
书$ 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费孝通运用唯物
辩证法 $理论与实际结合

<

坚持不懈研究
我国城乡发展道路的艰辛历程和学术成
就#学习费老的这些著作

<

领会其精髓
<

我
们在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 %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等方面$可以得到
许多深刻的感悟#

费孝通总结自己对中国城乡发展道
路的思考和研究$一个要诀就是%从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
和历史过程出发#他说'%我把自己多年来
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这些认识
不是随意想出来的或写出来的

<

而是随着
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近一百年的发展变
化
<

从实求知所得来的# 人的思想很难能
够超出这个时代的实践

<

我们做一切事情
都要从实际出发

<

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
一个框架

<

研究出一个发展的格局# 它是
一个历史的说明

<

说得对不对还得看事实
的发展# &

实地调查是费老思考和研究中国城
乡发展道路的出发点# 他最早到中国农
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是在

)&=+

年 # 当
年 $他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

<

在
吴文藻先生的启发下$ 开始探索用实地
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 # 这就
是著名的 %江村调查&(开弦弓村) 的开
始#自那以后直至其仙逝的近七十年间$

他持续追踪江村的发展$ 开创了二十六

次江村调查的惊人纪录 #

更为令人赞叹的是$ 这二
十六次江村调查$ 有二十
四次是在他已年届七十之
后进行的# 如果说江村是
他实地调查的一个点 $那
么实地调查的面就指向了
全国# 他的足迹留在大江
南北$遍布全国城乡# !中
国 城 乡 发 展 的 道 路 "中
%!附录'费孝通

)&*"

年以
来城乡考察足迹一栏 &向
我们显示$ 费老的城乡考
察走遍了我国除西藏 *台
湾外的全部省区# 正如费
老所说 ' %在我一生中所
思考的和对事物的看法 $

却是我靠扎扎实实的 $一
个个地方*一个个问题去研究$去落实而
得出来的# &

费老强调他研究中国城乡发展道路$

既注重%从实&$同样也注重%求知&# %求
知&就需要对事实*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
研究#费老对江村和全国广大城乡的实地
调查和历史考察$既是%从实&的过程$也
是%求知&即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

他在!江村经济"的第一章前言中说'

%对社会的改革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
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
能进行细致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
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
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

对情况适当的阐述# 这就
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 &这
表明他在实地调查之初

<

便
将 %从实 &与 %求知 &结合 $

而将 %细致分析& 作为由
%从实&达到%求知&必经之
路# 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
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出
版写的 %序 &中 $完整地转
述了费孝通上述前言中
的这段话 $并感叹说 '%我
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
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
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
实的描写 $ 时感令人嫉
妒# 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
箴言和原则$ 也是我过去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所主张

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
践它# &

费老开创了以乡村研究为起点探索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先河# 早在初访江村和
出版!江村经济"时$马林诺夫斯基便评价
说'%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
志着一个新的发展# 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
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
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作者并不是一个
外来人$ 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

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
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这
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

就# &费老从江村开始的中国城乡发展道
路的研究$实际上是开创了对世界上 %一
个最伟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的探索# 探索的过程是十分艰巨的$而探
索的结果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则是最
珍贵的#

费老指明我国要走符合国情的农村
工业化道路# 他明确断言中国不能也不应
重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早期工业化道
路'%欧洲工业化初期$集中于都市里的机
器工业兴起的同时$ 农村却濒于破产$农
民失去土地$ 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

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 资本主义国
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
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

这条道路促成原始资本积累$造成社会贫
富两极分化$农民被抛入贫困一极

<

涌入城
市的%农民工&同样被抛入贫困一极# 恩格
斯当年曾深刻揭露英国城市贫困状况'大
量失业$即使找到工作$也仅仅能拿到%勉
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 在伦
敦一个居住区$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
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
里# 住在这里的还%掺杂着小偷*骗子和娼
妓制度的牺牲者&# 显然

<

这条工业化老路
我们不能走#

费老勾画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
化道路# 他对自己在改革开放后争分夺秒
研究中国城乡发展写了一段概括性的话'

%我在这十几年里从农村体制改革后遍地
开花的家庭企业和局限在乡村小天地里
的小型社队工业

<

一直看到正在发展中的
大城市的开发区

<

上亿农民不同程度地离
农投工$ 广大乡镇已换上了小城市的面
貌$农村生产力大大发展

<

人民生活普遍提
高# 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已出现了城
乡一体化的宏伟前景# 也许这勾画出了我
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走出的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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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如果没有丰富可
靠资料的支撑$很有可能沦为空
谈# 自然$假如有魏晋时期文人
空谈*清谈和玄谈的本领$也不算
坏$甚至有可能如阮籍*嵇康那样
%谈&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不过$

此为特例$不好模仿的# 而且$这
魏晋崇尚空谈之风$还是受到后
人的指责$认为是带坏了士林风
气$让人变得浮躁起来# 时至今
日$这浮躁之风$似乎不仅没有消
失$倒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甘
于学术研究的寂寞和坐冷板凳
者$好像是越来越少了#

笔者在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
中$深切感觉到收集整理资料的
艰难$特别是如果想做一个比较
系统的综合研究$则资料的收集
整理更是难上加难# 也因此$我对
于那些甘于寂寞*长期以来从事资
料搜集整理$并最终乐于贡献于学
术界的人$总是报以极大的敬意#而
刘增人先生主持的这部煌煌巨制的
出版$更是让我惊叹和感动#作为从
事近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潮研究的一
员$ 多年来我一直盼望着有这样一
部巨著$ 一部可以将一百多年来所
有相关文学期刊一网打尽的资料汇
集$让我可以按图索骥$省却很多前

期资料搜集方面的时间和精力# 这
在生活和学术研究节奏不断加快的
今天$自然更加重要# 而且$让我欣
慰的是$从这部巨著的出版$感到
近年来的学术界$ 似乎有拒绝空
疏*回归实证的趋势$这是否算是
学术转型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严谨
而扎实的学术研究$才是正道#

这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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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
信息总汇"所收刊物多达一万余
种$可谓现有类似资料中最为齐
全者$是编撰者耗费五十余年之
时间精力而成# 不仅如此$这部
大书所收期刊中$很多都是从事
相关研究者极少能有机会接触
的$可以说是极为珍贵的资料#例
如创刊于

)"*>

年
))

月
))

日的
!瀛寰琐记"$ 该书不仅列出其准
确的创刊时间*创刊地点和停刊
时间$而且列出了其刊物设置体
例*主要撰稿人名单及后来改为
!四溟琐记"和!寰宇琐记"后的出
版情况和主要撰稿人名单等信
息$并配有封面图片$这对于很多
没有机会接触此类珍贵期刊者来
说$等于是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信息# 又如该书所收文学期刊$

不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且还
按照地域分布排列# 恰巧笔者正

在进行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门
派关系研究$ 而门派演变与地域
关系极为密切$ 所以此部大书这
方面的设计$ 无疑给我的研究提
供了很大便利#更令我欣喜的是$

在大致翻阅一过之后$ 仅从一些
随意看到的刊物信息$ 竟然也发
现了很多可以做的研究题目# 例
如对一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名单
稍作统计整理$ 即可以分析一些
作者的投稿情况$ 藉此可以看出
这些作者的创作特点$ 更可以进
一步论述其文学主张和门派传承
关系# 又如对一些最早的文学期
刊何时刊登原创科幻小说和侦探
小说信息进行分析$ 就可以设计
出这方面的研究课题,,

显然$这绝不仅仅是一部资料
汇总$其中蕴含有丰富的学术研究
的种子或萌芽$有待我们慢慢发现
和展开#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国
社会发生了多少巨变$学术研究又
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而刘增人先
生及其同事$ 能够有如此毅力$坚
持不懈$说是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也不为过吧# 刘增人先生自言%一
卷编就$满头霜雪&$此中甘苦$是
外人很少能够体会的#

我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

幸受教于刘增人先生$深感先生
学识渊博# 但那时不知道先生已
有这样宏大的学术理想$只记得
先生讲课极为精彩$不仅常有独
到见解$谈起文坛故实更是从容
不迫$似乎很多资料早已谙熟于
心$那时就深为叹服# 笔者后来
走上这条学术道路$如今想来和
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 后
来$虽然与先生不能常常见面$但
都在一个领域内$对先生的学术
活动自然清楚$更从很多学术同
仁那里听到对先生学术成就的赞
美$也很为先生高兴# 中国近现
代文学研究$不知从何时开始$似
乎就有所谓的%资料派&和%理论
派&之分$前者重视资料的搜集整

理$然后再进行理论阐释$似乎具
体的个案研究多一些#但如刘师$

其实也有很多宏观的综合性研究
成果$例如他和冯光廉先生*谭桂
林先生合作出版的那部 !多维视
野中的鲁迅"#后者则多是纯粹理
论的阐释$更多是宏观论述$虽然
精彩纷呈$但在我看来$有时不免
有空疏之感#其实$这不过是学术
关注重点不同$本无高低之分$但
似乎总有人对前者瞧不起$ 说他
们不过是%收集资料的&$言谈之
中很是不屑#不过$我很想知道的
是$ 很多所谓的以理论阐释见长
的学者$他们在学术研究中$难道
就真的不需要掌握资料$ 不需要
吸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么-

回想五四那个时代$ 无论是
鲁迅还是王国维抑或顾颉刚$无
论是陈寅恪还是他的弟子辈钱锺
书$ 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所为人敬
佩的$不仅是其学术见解$更有其
深厚的学术功底$而这功底$难道
不是建立在对学术资源的掌握之
上-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除了其
先天的禀赋$ 恐怕还是要后天付
出艰苦的努力吧#

在论文满天飞* 成果日日新
的今天$ 如果有更多的学者能够
沉下心来$像刘增人先生这样$积
数十年之力$出一部厚重之书$才
是值得提倡的#当然$大家都是红
尘中人$不可能饿着肚子研究$那
就各自斟酌*各自珍重# 不过$如
果我们对那些真正从事学术研究
者不能给予最大的尊重$ 那才是
学术界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