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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价值表述》

前言

　　以前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时的两位同事于惠芳老师和高丙中教授，嘱我为北京
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主办的学术丛书“中国见解”的其中一辑写一篇序言，接收到文集的电子版
以后，认真拜读了各位社会学及人类学新锐学者们的大作，深受启发，也颇有感触，于是就不揣浅陋
地答应了写这个序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后流动站，大概是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建
站最早的了。自1987年建站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人或从国外学成归来或从国内一些高校及科研
机关博士课程毕业后，陆续到这里从事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民俗研究等相关的学术探索工作，
他们出站以后或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或分赴海内外各个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大家
都迅速地成长为各自岗位上的学术骨干，也都在各自的专业学术领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由于这个博
士后流动站曾经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使得大家感到受惠良多，特别是研究者同
行之间那些热烈讨论和相互切磋的记忆，更使大家非常怀念博士后研究这一段学问人生中难忘的经历
。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的应运而生以及大家共同创办的学术丛书“中国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也正
是为了能够使此种学术研究的精神和氛围得以继续和延展下去，并使得它能够为更多的学界朋友们所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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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价值表述》

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的各位作者，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着极为丰富的研究经验以及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规范的实
证研究，所以本书的出版将会对学科建设无疑是极大的推动，也将加强对上述研究领域的深层次讨论
和进一步研究。对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价值表述的重点关注与深层次探讨，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
所以，本书的出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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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直面社会事实，追求学术尊严(序言)(周星)
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
究(唐军）
事实与情理：一家国有企业的兼并纠纷案与社会科学观念(朱晓阳)
基于矿产资源开发的农村社区权力运作探析(张丙乾)
额济纳旗生态移民的环境社会学考察(色音)
“部落”的狂欢：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的民族志——转型期个体与国家之间“群”的兴起的公共领域意
义(陶庆)
中国当代一座博物馆-庙宇的民族志：从文化传统到政治艺术的双名制(高丙中)
人情关系网与校园人际和谐——一项关于高校教师小群体的经验研究(杨威)
我国博士后现状的浅析与解释——以研究型大学A为案例(于惠芳、葛军娜)
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藏族村落中的汉族移民身份认同叙事(李立)
从生活所迫到自愿选择——甘南夏河女尼出家原因的人类学调查(刘夏蓓)
文化多样性与宗教认同——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为个案(祁进玉)
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高志英)
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艺术人类学视角(方李莉)
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景观保护——三十年来我国古村落保护反思(刘夏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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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的组织主体与价值表述》

编辑推荐

　　“中国见解”释义　　用“见解”来自我标识，是因为我们大家来自中国特色的大社会学。北京
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作、人口学、民俗学诸学科的共同平台，而我
们的博士后人员来自更广的范围，除了这几个学科之外，他们还来自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教育
学、经济学、法学、哲学、文学、传播学。不管在博士生阶段接受过哪个学科的训练，大家在博士后
阶段的知识生产方式是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都可以用“见解”来概括。　　“见解”，是先看后说
，先调查然后有发言权。“见一解”，是对流动站的创始人费孝通先生的“从实求知”精神的传承。
许多成员的原有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字面意义上的“望文生义”，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申说。大家先
后从海内外的四面八方来到北大社会学系，共同习得了“见解”的方式。因此，“见解”是我们大家
的同质性的标志。　　“见解”，也是大家的自我期许。做社会研究，一定要见多识广。对于我们时
代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我们虽然身在其中，但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学术眼光在场。见证，亲历，才能
够有力地举证，自己的解说才能够自信而服人。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操之在我而能够为公器
，那是通过规范的遵守而达成的。社会研究有复杂的“见”的方法和“解”的理论，那是需要不断的
学习和长期的培训才获得的能力。“见而能解”，当然是一种个人才华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学术规范
的产物。　　“中国见解”既是“在中国”看社会的见解，也是“从中国”去看世界的见解，还是“
为中国”求真知的见解。　　“中国见解”，让我们共同期待⋯⋯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联
谊会本届会长　高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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