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 孝 通 教 授 的 讲 话

各位同志
:

我今天来没有想到要我讲话
。

我来是有两个 目的
:一个是来祝贺我们社会学研究所成立

0 1周年 ;第二个是来见见老朋友
,

很长时间
,

我们老朋友都没有见面了
,

这两个目的都达到

了
。

讲话不是我所想做的事情
,

现在既然把名字写上去了
,

我只好讲几句话了
。

我不想象胡绳

同志讲的那样大
,

关于社会学的整体问题
,

到底有没有社会学这个学间
,

这是个基本间题
。

我很同意
,

我们对基本 间题
,

不能放松
,

都得要想
,

都用脑筋想
,

我不在这方面讲了
。

我想起 10 年前
,

乔木同志
,

力群同志找我谈
,

要搞社会学
。

我当时很怕搞
,

我说老了
,

心有余悸呀
。

可后来许多老朋友都说我还年轻 (当时年轻
,

实际上己是70 岁 )
,

出来搞吧
。

所

以
,

我只有勉为其难了
。

当时我想
,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
,

应当不存在 问 题
,

小 平 同 志不

是说要补课么 ? 我想的问题是怎么把一个 已经停了的学科重新建立起来
,

这是我的任务
。

当

然
,

一门学科挥之可以即去
,

呼之不一定就来
,

要打断一门学科很容易
,

这个学科在人们脑

筋里消失了就不存在了
,

可是要长出一门学科不是那么容易的
。

这里要有条件
,

要有一套机

构
,

一个社会组织
。

学科的机构是什么呢 ? 我当时说
“ 五脏

、

六腑
” ,

有些 同志可能还记得

我这句话
。 “ 五脏

”
就是说

,

要成立一门学科
,

至少要有一个学会
,

社会上很多人支持这个

事情 ; 第二要有专门研究这门学科
、

发展这门学科的机构— 研究所 ; 第三还要培养人才
,

使得这门学科一代一代新陈代谢
,

学校里要有学系
,

从本科生
、

硕士生到博士生 ; 第四还要

有一个图书馆
,

现在我们的研究资料不够
,

没有图书不行
,

前人的知识
,

当前的情报
,

我们

都得要掌握 ; 第五
,

我们还得要向社会发表研究成果
,

要有刊物
、

出版社
。

这
“ 五 脏

”
全

了
,

学科成了
。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

10 年里这五个方面基本上都成功了
。

我们有了学会
,

有了研究所
,

不但有 中央的社科院
,

各省都有
,

市也有
。

有六个大学里现在 已建系
,

有的系 已经培养了博

士生
。

图书馆还差一点
,

我们捐了一批书来
,

后来福武直送 了一批书
,

好多书都是外国人送

的
,

现在自己著的书要到外国去找
,

外国图书馆里有我过去的著作
,

我们 自己已没有
,

这一

点还得要抓
。

还要有一个很好的资料信息中心
。

象我这样年纪的人整天 自己去找资料是很苦

的
,

要有一个综合古今中外有关信息的资料库
,

现在这样的资料库还不能说 已经建成
。

下一

个世纪是信息时代
,

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信息世界
,

我们要改革开放
,

要向社会开放就要有信

息
,

学科要有学科信息
。

我们社会的变化
、

社会问题
,

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
,

那你能搞出什

么东西来呢 ? 靠脑子里想是想不出来的
,

闭目塞听不行
,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
,

我们 10 年来在机

构上五脏还没有发育完全
。

现在戏台已经搭起了
,

主要间题是在怎么唱了 ? 唱戏嘛
,

各唱各

的
,

我们可以有儿大名旦
,

各显神通
。

现在社会学所达到的状况
,

从内容讲
,

我可 以说是不

发达的
。

我们中国人要了解中国的东西总要说出来呀 ! 中国特点是什么 ? 所 以现在社会学的

主攻方向应 当是丰富和提高它的内容
,

要靠大家去创造
。

以我自己讲
,

我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

还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

我 1 9 8 0年时说
,

我估计

还可以工作 10 年
,

好象身边还有10 块钱
,

我怎么花法 ? 我不能零零碎碎买花生米吃
,

我要买一



个大的东西
,

买个什么东西呢 ? 就是要有个中心工作
,

别的都是次要的
,

中心工作要保证完

成
。

我的中心工作就是学术工作
。

学术工作就是认识中国社会
,

怎么认识它 ? 就是搞综合研

究
。

怎样进行研究呢 ? 那就是先观察
。

要看得出道理来了
,

就要 比较
。

这一个村看完了
,

再看

那一个村
,

从不同的村比较出道理来
。

从点到面
,

我这种研究方法其实很简单
,

别无高论
,

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的
。

人的知识是从观察实际里边来的
。

有问题
、

有系统
、

有意识
、

有

范围
、

有重点地去进行观察
,

叫实地调查
,

别无其它新花样
。

可是这点常常是不很容易
。

你要

研究农村就要住到乡下去
。

从前我是有这个条件的
,

后来 80 年代没有这个条件了
,

不能长期

住到人家家里去了
。

我只能是请人家来
,

到单位去和人家谈话
,

最多到人家家里去进行访问
。

我住到农民家里面去进行观察
,

那是 3 0
、

40 年代的事
,

这样看到的东西比较靠得住
,

能听

到老实话
,

我用这个办法初步理解到
,

一个社会
,

一批人生活在一起
,

是一个什系
,

是一个

整体
。

把这个整体中各部分的关系分析清楚
,

再看它们怎样互相影响发生变动
。

这种工作不

必去管它什么学
,

我是这样进行研究的
。

我要看什么
,

`

我就看什么
,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

这

样搞了几本书出来
。

可是我们 40 年代只搞 到村一级
,

没有再上去了
。

说这些不是说我已经

懂得了中国
,

差得远哩 ! 可是我所写出来的确是调查过
、

亲 自看到了的
。

后来因为人家想知

道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是什么样
,

就要拿这些书来看看
,

越久越值钱
,

越久越要知道 根 在哪

里
,

就要看看这些书了
。

写得不好是我的责任
,

人家是要看的
,

要知道根
。

80 年代我还在继续这么做
,

可能没有以前深入了
,

也没有写几本大书或调查报告出来
。

我只是帮助学生们做研究论文
。

我帮他们找题 目
,

指导他们怎样去调查
,

还要给 他 们 改 文

章
。

后来力量越来越不够了
,

越做越粗
。

但我还是想努力做
。

这几年
,

从 1 9 8 4年 以来
,

我走

的地方不少
,

在国内除了西藏和台湾
,

我能到的省都跑了
,

西藏是医生不准我去
,

台湾是台

湾当局不让我去
。

江苏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

所以走得最勤
。

30 年代调查过的
“ 江村

” ,

我

这 10 年里跟踪追迹
,

今年看了明年看
,

后年再看
,

有空就去看
,

看它怎么变
,

一共 已有十几

次了
。

这次人代会开过后我还想去跑一趟
。

每去看一次总是看得到一些新东西
。

调查方法的第二条是 由点到面
,

一个到两个
,

两个到三个
,

搞出各种不同的模式
。

江苏

各个县我基本都到了
,

各个市都到了
,

乡当然不能都到
,

后来搞了一个全省的抽样调查
。

所

以
,

江苏的调查比较全面
。

沿海各省我还在浙江
、

福建
、

广东
、

广西进行过重点调查
。

这 10

年沿海正好是大发展时期
,

我 自己亲眼看见了
。

我只是想去了解农民是怎么富起来的
。

我要知

过他们怎么搞的
,

我要把它写出来
。

我只作一个桥梁
,

把一个地方的经验写出来
,

别的地方

觉得可以用就用嘛
。

我不是有意去出主意搞哪些东西
。

人家说我是提倡乡镇企业的
,

其实我只

是说在江苏搞乡镇企业搞得好
,

农民富了
,

至于别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搞
,

条件不同
,

搞法可

以不一样
。

后来我到温州去
,

看到了温州的样子
,

到广州去看珠江三角洲的样子
,

沿海发展

的确快
。

昨天有一个国际广播电台叫我讲话
,

我说我在 70 年代末
,

我比较熟悉的江村大体说

人均收入是一百块钱
,

那时候温州是五十块钱不到
,

在内地有些地方只有十几块钱
。

而现在
,

据昨天报上报道
,

浙江的一个县人均收入 已到了 1 0 1 0块了
,

浙江还不是最好的
,

上面提到的

江村
,

去年就超过一千块钱了
。

10 年左右
,

从几十元增长到一千元
,

从两位数到四位数了
。

这不是谁出的主意
,

是老百姓自己搞出来的
。

我们最多是给他些条件
,

帮他点忙
。

真正的动

力是历史要发展嘛
,

这一点是越看越清楚了
,

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是群众性的活动
。

群众要求
,

就自己长出来
,

你可以压它
,

但它还要出来
,

这就是所谓草根工业
。

这样看看
,

比较比较
,

我觉得大有意义
,

因为它是一条路子
,

这条路子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工业化
。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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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讲具有中国特点
,

什么特点呢? 要具体讲 出来
。

草根工业是我们在工业化上的特点
,

与

西方不同
。

以上讲的是沿海
,

到内地去看看就不一样了
,

问题很多
。

我就从沿海到边区
,

从内蒙古到

宁夏
,

到甘肃
、

青海
,

这一条线上看到了许多不同的间题
,

今天不去详细讲它了
。

所 以我说农

村发展要因地制宜
,

多种模式
。

都是要富起来
,

都是要发展经济
,

就是要提高生产力
。

富起

来就是富民
,

老百姓要富起来
,

不只看这个地区的总收入
,

看生产多少东西
,

还要看一个个

老百姓生活得多好
。

各个地方有不 同的办法
,

我的责任就是把各种不 同地方的不 同办法讲出

来
,

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做行
,

那样做不行
。

小平同志讲我们要提高生产力
,

要

翻两番
,

怎么翻呢 ? 人家现在就在那里翻嘛
,

老百姓
、

群众就在那里翻嘛 ! 我们要跟上去
,

讲出来
,

我们起的作用就在这里
。

人们在低级状态时盲目性都是很强的
,

逐步提高到 自觉
,

到有计划
、

有意识地搞
,

到形

成政策
,

这个过程很清楚
。

这 10 年的历史的确是要大书特书
,

特别在农村
,

是一个大变化
、

大发展
。

我所接触到的外国来参观的朋友
,

都承认这一点
。

比如福武直先生
,

他说 日本早就

应当照我们这种做法
,

现在 日本搞成这么大的人 口集中的都市
,

出了很多间题
。

其实这不是

人要这么做就这么做的
,

日本的条件不同
,

搞出来就不一样
。

我们是社会主义
,

它是资本主

义
。

它做不出这样的东西
,

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
,

80 年代这个条件下
,

才能出现这一场

惊心动魄的变化
,

这么快的经济发展
,

它也带来很多问题
,

不可能不带来间题
。

这些事情我

们都看到了
,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了
,

记录得不全面
,

不充分
,

是我的能力有限
。

不是我一个

人
,

是很多朋友
,

很多年轻朋友一起从 1 9 8 4年到 1 9 8 9做了这么一些事
。

今后怎么样 ? 每个人有他具体的条件
,

过去我爬山走路还可以
,

下乡还可以走
,

必要的

话还可以骑马
,

现在不行了
,

现在上楼都喘气
,

客观规律嘛
。

只能适应具体的条件做工作了
。

目的只有一个 我要了解中国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在座的朋友们关心的也是中国社会怎

样发展
。

中国的工业化
、

现代化道路究竟怎么走
。

我们要采取科学态度
,

要把它记录下来
,

把它分析出来
。

分析对不对
,

别人可以评论
,

记录应当白己负责
,

不要造谣生事
。

这点不容

易
,

搞过调查的人都知道
。

我们想写一本 《江村五十年》
,

讲了 3 年了
,

有几位上海大学社

会学系的朋友
,

到村子里住
,

去了好几次
,

最后来信
,

填的表格还得返工
。

科学论点不是填

了表格回来拿计算机一算就出得来的
。

不正确就重作
,

没有什么话说
,

不能急于出书
,

我希

望我活着的时候看到这本书能写成
,

就是我的希望
,

但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究竟能

不能出来
,

自己努力是一部分
,

天命是一部分
。

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不多
,

10 年快得很
,

一下

子就过去了
。

年轻人我很羡慕你们
,

你们还有时间
。

现在我有时间也不好用
,

用不到我所要

用的上去
。

但是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志趣
,

都是为社会学嘛
。

个人聚起来才有社会
,

个人要新

陈代谢
,

免不了的
,

可是社会的事业是大家创造出来的
,

它长期存在
。

当然也不是永远存在

的
,

但只要地球不毁灭
,

世界不毁灭
,

中国不毁灭
,

我们这个事业相信是要继续发展的
。

个

人只能做他的一部分工作
,

能做的工作不多
,

吹牛没有用
,

让人家说好没用
,

真的能有多少

成就是客观存在
。

客观存在的东西很讨厌
,

由不得你
。

妄自尊大
,

或妄自菲薄都没有用处
。

这几年我得到党的领导
、

很多朋友的帮助
、

鼓励
,

远远超过了我应当得到的份额
。

现在已经

开了个头
,

希望还能继续做好它
,

中间有曲折
,

有困难
,

可是事业还是有它自己决定要成长

的力量
。

我就讲到这儿吧
,

占用了大家的时间
,

谢谢大家
。

(据录音整理并经木人审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