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帅容提要 ]本文在一个较大的学术发展脉络 中讨论社区研究
,

探讨社 区研究在当代社会

学中的定位
,

梳理社区研究受到的批评
,

分析它内在的问题
,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它未来发

展的方向
。

A b s t ar tC : T h iS Pa P e r P lac e s co m m u n iyt s tu dy in a la gr e r a e a d e m ie e o n te x t
.

It Pu rP o rtS ot st u dy

t he ep
s itio n of c o m m u n iyt at u d y in e o n te m Po r a yr s oc io lo g y

, s o rt o u t t h e v a ir o u s e ir t iq u e s t h at

ha ve 比
e n a im e d 歇 e o m m u n iyt tS u d y

, a n a lyz e jt s in n e r P or b le m 3
, a n d

, o n t h e b as is o f a ll th is
,

e x Plo er ist fu t u re d ier Ct io n
.

19 39 年
,

费孝通发表《江村经济 》
。

人类学大师马林诺

斯基 ( B
.

M ial no w sk i) 亲撰序言
,

称誉其为
“

人类学理论和实

地调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
(费孝通

: 19 86
: 1 )

。

不久前
,

费先生驾鹤西去
,

在他为我们留下的等身著作中
,

最耀眼的无疑仍然是 《江村经济》
。

19 20
、

19 30 年代
,

围绕中

国社会性质曾经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

也留下了卷轶

浩繁的各类研究文章
。

但是
,

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
,

试图去

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 (尤其是乡村社会 )的时候
,

往往发现

对我们帮助最大的仍然是《江村经济》这本小书
。

毫不夸张

地说
,

它己经成为 19 20
、

19 30 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最重要

的注脚
。

《江村经济》是体现费孝通社区研究 (社区分析 )方

法的代表作
,

它的成功
,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区研究方法的

力量
。

本文将在一个较大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讨论社区研究
,

英文版 《江村经济》
19 39 年在伦敦出版

。

费孝

通在 卷首 用 英文 写 道
:

“

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 。

(图片来源
: 《一生富

民的费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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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社区研究在当代社会学中的定位
,

梳理社区研究受到的批评
,

分析它内在的问题
,

在

此基础上试着探讨它未来发展的方向
。

一
、

社区研究的兴起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
,

社区研究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研究实践
,

但是
,

要明确地指

认出一个开端
,

却并不容易
。

大体上
,

可以将一批人类学社会学者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
“
田野工作

”

成果视作社区研究的开山之作
。
19 22 年

,

马林诺斯基发表《西太平洋上的航

海者))( rA go an ut 。 of ht e W es et m aP ic if C )
。

该书首开
“

参与观察
”

方法的先河
,

并将它运用到

原始岛屿居民的研究中
。

19 29 年
,

林顿夫妇合作发表 《中镇 》 ( iM dd let ow :n A st ud y in

co nt em op ar yr Am ier ca n C
ult

u er )
,

该书充满了 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
: 不同阶级的人早晨几

点钟起床
,

哪种阶级的太太烤面包
,

哪种买面包
,

谁拥有汽车
,

如何使用
,

多少人去电影

院
,

学校里教些什么
,

谁去教堂
,

牧师在教堂里说些什么
,

有多少女人结婚
,

夫妻为何离

婚
。

这是一幅社区居民建立家庭
,

维持生计
,

教育后代
,

参与宗教和社区活动的全景图画
。

同时代的雷德菲尔德 ( R e
苗 el d) 的《提波兰 : 一个墨西哥村庄 》 ( eT op st lan

,

A M ex ica n
vil

-

al ge )
,

沃纳 ( w
.

w a nr e r )的《扬基城》 ( Y an ke e 。
ivt )

。

都具有类似的特征
。

这些早期的研究

和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
,

以致常常被人们称作
“

功能主义社区研究
” 。

其代表人物马林诺

斯基认为
,

社会人类学者的使命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人的文化性
、

制度性的活动与人

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
,

研究文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
,

即
“

功能
” 。

最早的社区研

究
,

往往采用一种整体主义 ( h iol st i。 )的方法
,

对一个小而周全的社会单位进行详细的描

述
,

意在分析全盘的文化形态
。

在中国
,

最早的社区研究可以追溯到葛学溥 ( D an iel Kul p )在广东凤凰村的家族调

查
,

其研究成果《凤凰村 》发表于 19 25 年
。

不过
,

由于作者只是一个
“

业余人类学家
” ,

在学

术界引起的反响并不大
。

19 30 年代之后
,

留学欧美的费孝通
、

林耀华
、

杨惫春等先后发表

以单个的中国村庄资料为基础的社区研究作品
。

一时间
,

社区研究蔚然成风
,

影响之大
,

波及海内外
,

被马林诺斯基称誉为
“

社会学中国学派
”

( 《江村经济》序言 )
。

在费孝通看来
,

社区研究可以很好地达到分析
“

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
”

的目的
:

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
,

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
,

必须是具体的社

区
,

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 的生活
,

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 坐落
,

这就是社区
。

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
,

各制度配合的方式
。

因之
,

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

区研究
,

也称作社区分析
。

(费孝通
: 19 85

:

94 )

考察
“

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
” ,

需要从单个的社区分析开始
。

但是
,

单个的社区如何和

总体联系起来呢 ? 在更早期的人类学中
,

小的社会单位基本上被看作一个万物皆备于我

的完整单元
。

在费孝通那里
,

社区研究则是和比较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

费将单个社区研究

的意义主要定位在建立
“

地方类型
”
的贡献上

,

通过精心的选择
,

一个或者几个社区可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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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
“

类型
”

的代表
,

通过

积累众多的
“

类型
” ,

可以达到

反映 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形

态的 目标
。

所以
,

他会有这样

的论述
:

贾零通乘小船从庙港公社出发
,

到 开弦 弓村去探

望乡亲 ( 198 1年 )
。

(图片来源
:

《一生富民的费孝通》 )

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

一定时空 坐落 中去描画 出一

地方人 民所赖 以 生活的社会

结构
。

… …社区分析的第二步

是比较研究
,

在比较不 同社 区

的社会结构时
,

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
,

原则不 同
,

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

也不一样
。

于是产生 了
`

格式
’

的概念
。 ”

(费孝通
: 19 85 :

94
一95 )

在 19 38 年发表在《社会学界 》的一篇文章中
,

费思 ( R
.

iF rt h) 用
“

微观社会学
”

这个概

念来描述人类学 (社区研究 )对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贡献
。

六年以后
,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

这样说
, “

迄今为止
,

大多数人类学家的工作
,

都属于我称作微观社会学的范围
- - -

一即研

究大群体中的小群体或者单位 ;研究各种关系如何在小的地域
、

个人层次上运作… …我

认为
,

社会人类学家最有价值的贡献仍旧在于这一微观社会学领域
” 。

(转引自 F r e e dm an

197 9 : 3 8 8 )
。

马林诺斯基也好
,

费思也好
,

费孝通也好
,

都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理解小的社区研究对

于认识总体社会的价值问题
。

用 M ial on w isk 为费孝通 《江村经济》所作序言中的话来说
,

“

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
,

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研究整个中国的缩影
” 。

马林诺斯基

相信
,

通过对众多小型社会单位研究的耐心归纳
,

将出现一幅中国社会体系的总体图画
。

他预言
,

费孝通等人的努力
, “

将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
、

宗教和政治体系的全面

画面
” 。

(《江村经济》序言 )

二
、

社区研究的问题

在 1962 年纪念马林诺斯基的演讲中
,

弗里德曼 ( M
.

F r e e d m an )针对被称作为
“

社会学

中国学派
”

的费孝通
、

吴文藻等人的研究
,

提出了他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批评 ( F
r e e dm an

.

19 63
.

引自 F r e e dm a n 19 7 9 )
。

弗里德曼认为
,

即使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不因为新中国的建立

而中断
,

仍得以在 19 50 年代之后继续其社区研究
,

也不可能离马林诺斯基预言的美好前

景更近一些
。

在弗里德曼看来
,

那种以为通过社区研究可以提供总体社会图画的信念
,

是

“

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
”

( 19 79
: 3 83 )

,

是将传统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工具移植到复杂

社会的时候错误地将对总体性的把握也移植了过来
。 “

假如中国没有归服共产主义
,

他们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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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今天还在堆积地方社区的样本 ;在中国的民族志地图上
,

也许会增加更多面旗帜
,

但

是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可能不会比他们十年以前更接近马林诺斯基的评价
”

( 19 7 9 : 3 8 3 )
。

格尔兹 ( c
.

eG
e rt z )在 19 73 年发表的

“

深描
”

一文中
,

批评人类学者为沟通微观民族志

的
“

地方性知识
”

和宏大的民族景观的普遍真理而建立的两种模型
,

其中一种就是
“

琼斯

维尔即美国
”

式的
“

缩影
”

模型
: “

认为可以在所谓
`

典型的
’

小镇或村庄中找到民族社会
、

文明
·

大宗教或任何总括和简化现象的精髓这样一种观点
,

显然是无意义的谬外我们在

小镇和乡村里获知的是小镇或乡村的生活
”

(格尔兹
: 199 9 )

。

弗里德曼和格尔兹的批评虽然有其不同的出发点
,

但针对的都是小社会单位 (或者

小社会单位的
“

堆积 ,’) 作为总体社会
“

缩影
”

的观点
。

这是从方法论角度对社区研究的批

评
。

针对社区研究的另外一类批评
,

着眼于现代社会背景下社区本身的变化
,

这就是有

名的
“

大众社会论
”

( m as
, s co le yt )

。

其核心论断是
:

超出社区范围的城市化
、

工业化
、

科层

化和中央集权化等宏大力量所带来的垂直整合在社区中不断增强
,

破坏了社区中原有的

水平整合
,

这些宏观进程产生的社会组织变化剥夺了农村社区决策的独立性
,

并将它们

融人大众社会 中 ( V id i e h & B e n sm a n 19 5 8
,

S et i n l 96()
,

Gal lha e r & P a
面

e ld 19 8 0 )
。

这样一

来
,

地方社区不再掌握它们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命运
,

因此
,

通过研究地方社会关系本身能

够获得的解释力就严重受限
。

在这种认识下
,

研究兴趣 自然转移到区域
、

全国以及国际层

次
。

宏大的制度结构成为高于一切的关心点
。

对社区研究的第三类批评
,

主要是 自学科规范角度
。

瑞泽尔 ( iR tz e r 19 98 )用
“

麦当劳

化 ,’( M c D on al id az iot )n来总结过往几十年社会学的主流趋势
,

即
“

可计算性
、

可预测性
、

讲

求效率
、

以及通过非人为技术取代人为技术而获得的对反复无常的控制
” 。

以这种主流趋

势来关照社区研究
,

批评者会发现社区研究的核心概念总是难以操作化
,

可计算性无从

谈起 ; 以定量化达致可预测性之途也不可行
,

社区研究成果总是被人们指责为
“

印象主义

的
”

( K e n t : 19 8 1: 13 7 )和
“

特殊主义的
”

( S ta e e y
: 19 6 9 : 13 5 ) : 在大规模定量研究中盛行的团队

作业方式
,

在社区研究中实施起来倍觉困难 ;社区研究几乎完全依靠研究者的观察和访

问
,

非人为技术 (譬如计算机的使用 )几乎是空白
。 “

麦当劳化
”

的四个方面
,

无一适用于社

区研究
。

卡兹 ( Jac k Katz 19 8 3) 在他对
“

分析式田野工作
”

的讨论中
,

提出了所谓的 4 R
,

即

实证科学的四个准则
。

第一
,

社会学家必须避免影响和歪曲他们研究的世界
。

这是杜绝反

应性的原则 (t he inj
u cn it on ag ia sn t er ac ivt ivt )

。

第二
,

外在的世界无限的复杂
,

所以我们需

要选择资料的标准
。

这是效度原则 ( ht e p irn ic lP
e
of er il ab iilt y )

。

第三
,

选择规则应该清晰

地表述
,

以便研究同一现象的其他社会科学家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

这是可重复性 /信度

原则 ( er inl
c ab iil yt )

。

第四
,

必须保证研究对象是典型的
,

这是代表性原则 ( er p er se nt iat ve -

en s s )
。

衡诸这些准则
,

同样可以说社区研究无一达标
。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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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社区研究的新生

以上批评
,

分别触及到传统社区研究内在的不同方面的问题
。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
,

象

所有成功的科学方法或者范式一样
,

社区研究在经历了其创生之后的风靡一时之后
,

不

可避免地在 19 70 年代步人衰落
。

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
,

社会科学中理论方法的兴衰

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线历程
,

长期失宠的概念
、

理论和方法
,

往往能够在新的知识环境

中获得
“

复兴
” 。

譬如叙述之后有
“

新叙述
” ,

功能理论之后有
“

新功能理论
” 。

社区研究也不

例外
,

进入 19 80 年代
,

学者们观察到所谓的
“

社区社会学
”

的复兴
,

就是明证
。

功能主义在

19 6 0年代的衰败
,

是社区研究随后萧条的部分原因
,

19 80 年代
“

复兴
”

的社区研究有意识

地划清和功能主义的界限
,

抛弃了功能主义的很多信念
,

譬如有机体比喻蕴涵的各个部

分协调运作的信念
。

在这个意义上
,

复兴的社区研究是一次
“

新生
” 。

但是
,

必须承认
,

功能

主义和结构主义共享的
“

整体主义
”

信念直到今天也为很多研究者坚持
。

这一信念
,

用列

维
一
斯特劳思 ( eL vi 书 atr us

s )的话来说
,

就是
: “

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 -

一经济
、

技术
、

政治
、

法律
、

美以及宗教
- - -
一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 ;而且

,

如果不放在与其他方面的关

系中考察
,

任何一方面都无法被理解
。 ”

(玫 v i一 s tar u s , 19 6 7 : 35 8 )
。

邓普塞 ( K
.

n e

呷
s e y )明

确地将这一信念和社区研究联系起来
: “

为了理解一种特定的制度
-

一家庭
、

宗教
、

老化
、

阶级关系
,

等
-

一必须在作为一个总体的社区情景中去研究它
”

( D e m pse y
.

19 90
: 10 )在我

看来
,

正是这种整体主义信念
,

成为社区研究复兴的最重要的基础
。

重提社区研究
,

当然不是要恢复它曾
“

一度拥有的宏伟的涵盖一切的视野和明显的

万能应用性
” ,

而是要
“

在可以应用
、

可以拓展的地方
,

应用它
、

拓展它 ;在不能应用
、

不能

拓展的地方
,

就停下来
”

(借用格尔兹语 )
。

获得新生的社区研究目前势头强劲
,

它被作为

一种方法
,

用来研究任何社会学关心的问题
。

社区已经成为一个检验各种各样人类特征

的假设和命题的试验场
,

而不是对宏观社会进行概括的
“

样本
” 。

不过
,

对传统社区研究的

批评言犹在耳
,

新生的社区研究如要更健康地发展
,

必须正面回应这些批评
,

适当地处理

社区研究内在的问题
。

下文结合研究者们的相关论述
,

作这样的一个尝试
。

“

大众社会论
”

正确地指出了社区与外在宏大世界的日趋增强的联系
。

外在力量对

社区的影响
,

使得
“

小而周全的社会单位
”

越来越成为梦想
,

使得离开对宏大制度的认识

就不可能理解任何社区生活
。

来 自外部世界的垂直整合不断加强
,

这是社区研究必须正

面的现代社会变迁事实
。

不过
, “

大众社会论
”

所预言的社区内部的水平整合必然同时削

弱未必成立
,

美国乡村城市化的经验就提供了很多反证 ( iR hc a dr 19 78
: 5 69 )

。

至于学科规范方面的批评
,

需要超出既有的规范才可以回应
。

晚近社会学
“

麦当劳

化
”

碰到的问题
,

恰恰可以通过社区研究予以部分的化解
。

社区研究诸多不符合
“

麦当劳

化
”

社会学的特征
,

在其复兴过程中演化为一种
“

抵抗麦当劳化
”

的努力 ( Sm a ir : 1 99 9 )
。

具

体而言
,

可以将这种抵抗麦当劳化的努力总结为以下四点 ( Gor w :
20 00 )

:

第一
,

社区研究能

够将社会学的论述置放于一个具体的地点
,

增添了标准的麦当劳化社会学论点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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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维度 ;第二
,

社区研究能够在与更广大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将个人定位
,

说明宏

观趋势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
,

这也正是米尔斯
“

社会学想象力
”

和瑞泽尔所称的
“

艺术

创造性
”

( 19 98
:
科 )着力之处 ;第三

,

通过强调情境 ( c on t ex t )
,

社区研究促进 了对社会关系

的全盘把握
,

是对日益狭窄的专门化趋势的反动 ;第四
,

通过运用一种削弱研究者诫卖者之

间距离的叙述风格
,

社区研究呈现成果的方式使人容易接近
,

同时又不失其分析的锐利
。

最棘手的挑战还是来 自弗里德曼和格尔兹
。

假如社区研究不满足于只是将研究结论

局限在单个社区中
,

就必须作出方法论上的说明
。

迄今为止
,

社区研究并没有给出令人满

意的答案
。

这里
,

我想到了
“

扩展的个案方法
”

(
e x et dn ed 。 as e m e ht od )

。

这一肇始于英国曼

彻斯特学派的研究方法 ( e l u e

物
a n ,

M ax
.

19 5 5
,

v an v e l s e n ,

J a a p
.

19 6 7 )
,

经由布洛维

( iM hc ae lB ~
ay

,

199 1
,

19 98 )的努力
,

已经取得了引人瞩 目的成绩
。

扩展的个案方法毫

不掩饰自己沟通微观和宏观
、

独特和一般的学术野心
,

但是它的做法和传统社区研究不

同
。

如前所述
,

弗思将传统社区研究称作
“

微观社会学
” ,

它是一种建立宏观社会学之微观

基础的努力
。

扩展的个案方法则采取了相反的方向
,

它将社会处境当作经验考察的对象
,

从有关国家
、

经济
、

法律秩序等已有的一般性概念和法则开始
,

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

被广大的结构所形塑
,

用布洛维的话来说
,

它试图建立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
。

在我看

来
,

在处理微观 (部分 )和宏观 (整体 )的关系上
,

扩展的个案方法和传统社区研究虽然走

的是相反的方向
,

却有融合和相互借鉴的可能
。

格尔兹曾经这样描述他自己的方法
: “

我

们通过那些成就 ( ac ut ial
z e) 整体的部分看待整体

,

通过推动 ( m ot iv aet )部分的整体看待部

分
,

这样往返来回于这二者之间
,

我们经由一种持续的知识活动
,

试图使得它们彼此成为

对方的说明
。 ”

(转引 自 uB ~ ay 1 9 9 1)
。

通过关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的相互作用
,

时时

在一方的观照下考察另外一方
,

是走向融合的一个可能选择
。

社区研究更大的生命力在于和制度分析的结合
。

从表面上看
,

制度分析的兴起与社

区研究的衰落似乎是一个此长彼消的过程
。

但是
,

制度分析的最近发展及其碰到的问题
,

为应用和拓展社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

受涂尔干 ( E
.

D u r
k h e

im )社会学传统的影响
,

制

度对个体和群体行动的影响一直为制度研究所强调
,

而社会行动者如何理解制度
,

根据

他们自己的方案决定如何调动制度
,

当某个行动牵涉到不同的制度时如何做出协调
,

诸

如此类的需要往往被忽略
,

制度化过程更是一个被忽略的方面
。

新制度主义范式的理论

核心
“

限制中的选择 ,’( N e e 199 8 )
,

力图解决的正是这些被忽略的问题
。

晚近十多年中
,

关

于制度概念达成的一个初步共识
,

即由过去的决定社会实践形式和内容的限制
,

拓展为

包括一系列规则和受这些规则影响的实践
,

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依赖 ( I卜

ab ell
e Z (XX〕)

,

就充分地考虑到
“

选择
”

的一面
。

而所谓
“

选择
” ,

强调的是行动逃脱结构限制

而开放的多种可能性
,

其微妙精细之处
,

最适合用社区研究方法去揭示
。

参考文献

费孝通 著 《社会调查自白》上海 :

知识 出版社
。

19 85 年
。

口
3 0



专 题

费孝通 著 《江村经济》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 86 年

。

格尔兹著 纳 日碧力戈等译 《文化的解释》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9 年

。

B
u

rwoa
y

,

M i
e h a e l e t al

.

199 1
.

召̀入朋梦叩hy nU b
o u n
决 d

.

B
e kr e le y

.

U
n i ve sr iyt Of C al ifo nr i a p er

s s
.

B
u

awor
y

,

M i
e h ae l

.

19 9 8
.

hT
e e

xt
e n d e d e

as
e

m
e ht o d

.

nI OS
e 勿肠乒公跳

e o 叮 16

D e m p s e y
,

K
.

199 0
.

s
r n a l l t o叨 .n M

e lb o u
m

e :
o xfo dr U n iv e sr i yt P r e s s

.

凡 e e d m a n ,

M
a u ir e e

.

I 9 7 9
.

hT
。 s t “ dy of hC i ne

s e s o e ic .yt’
e s s

ay
s

.

S t a n fo 记 : S t a l

ifo
r d U

n
i
v e sr i ty P

r e s s
.

G al l a h e r ,

A
.

Jr
.

& P a
d if

e ld
,

H
.

1 980
.

hT
e

咖gn
e o m m u n

i.sy A l b u q u e r q u e ,

NM : U n i v
.

N M P er
s s

.

G l
a s s

.

OC 解ic t i n iCt ic s ,

er P ir n t e d i n C li
e
h

e s o
f

u br a n d o o m a n
d

o th e r e s s a y s
.

o xfo 记: B a s il B la e
k -

w e
ll

.

1 96 6
.

P
.

86
.

C l
u e

km
a n ,

M ax
.

19 58
.

A
n

两
` 众 of a s o e

耐
s it “ at 乙o n in oM de 二 uZ l u如记

.

M
a n e

h
e s te 二 M a n e

h
e s t e r

U
n i v e rs it y P

r e s s of r th e
Rh o d e s 一 U v in gs t o n e

I
n s t it

u t e
.

G or w
,

G汕
a m

.

2 (x x〕
. “

D
e v e lo p in g s

co i
o lo ig

e习 a详拟m e n t s ht or u

gh
c o

m m u n syt s t u d ies
” .

x
n nI t e

~
-

而耐 oJ
u nr 己 of so

。
妞 eR se cQr h Me

tho do lo邵几
vo .l3

,

no
·

.3

K
a tZ

,

J ac k
.

198 3
.

A th e o l y Of q u al ifa t i v e
m

e th od ol o
盯

: th
e s o e ia l

s y s t e !n s of a n a l y t i e al 五e ld w o r k
.

i n

OC
n et mP

o r田7 介 ld er s e

acr h
.

e d i t e d by OR b e rt E m e sr o n
.

Por s P e e t H
e
ig h t s ,

Il li n o is :
Wva

e l a n d P r e s s
.

K
e n t ,

R
.

1 98 1
.

A h众勿勺
产

of B ir t钻h E mp i ir
c
al DS

e勿 2催孚 A l d e sr h
o t :

oG w e r’

K u lp
,

D
.

H
.

19 25
.

hP
o e n 认 v i ll哪

,

OC
u n t理 L诉 i n so 以h hC i、 hT

e
S

o e
i
o
l
o
盯

o f aF m i li s m
.

N
e w

Y
o kr

.

此
v
i一 Satr

u s s
.

19 67
.

S t

cur
t u耐喇h orP

o
l
o
舒

.

N
e w Y

o kr :
D

o u b l e d叮A/
n e h o r B o o

k
s

.

yL
n d

,

R
.

& 师
n d

,

H
.

材艺己己距娜..n A s t u dy i
n e o n t

em p o r a yr A m e ir e a n e ul ot er N
e

哪
o kr :

H
a 二 o u rt

·

M al i
n o

ws k i
,

B
.

192 2
.

A卿anust
of

the 平 e s et nr 八双 2

彝
.

N
e w Y o kr :

D
u t t o n

·

R
e

曲
e ld

,

R
.

19 30
.

儿尸oz r

lan
,
A
Me

x
ic an

0 111卿
.

C h ie a g o :
U in v e o i yt o

f C h i
e
鳍

0
P er s s

.

R ie h a rd
,

R
.

0
.

19 7 8
.

Uht
a n iz iat

o n of ur alr aer
a s

.

I
n

H an d b o o几 of
e o n et 呷

o r山 , “ r
6an l诉

, e d
.

D
a v id S t er

e t a n d A
s s o e 二

R i t z e r ,

G
.

19 98
.

跳
e

腕oD
n
al d七at 勿 n th

e s
is

.

肠
n d o n : S a g e

P
u b l ie at i

o n s
.

Sm art
,

B
.

E d
.

1 999
.

R
e s i s t i n g cM D

o

anl d七at 必
n

.

助
n g d o n : S路

e
P

u b li
e a t io n s

·

s t a e e y
,

M
.

19 69
. “

hT
e m yt h 。 f 。 o m m u n i yt s t u d i e s ”

.

B ir t钻h OJ
u r刀砚 of s

o e 记肠群
.

2 0
.

S t e i
n ,

M
.

19 60
.

hT
e e e

liP
s e

of
e o

mm
u n

i妙 : a n
i
n t e甲 er t a t io n Of Am e ir e

an
s t u d ie s

·

irP
n e e t o n ,

N J : irP
n e e t o n

U
n
i
v e sr iyt P er s s

.

hT i er a u ,

I
s
ab

e
ll

e
.

20 00
.

nsI
t it

咖
n in 尸acr

t ic e
,

PaP
e r p r e s e n t e d a t C

.

K
.

Y an g C
o

nfe re
n e e

.

V
a n

V
e ls e n ,

J a a p
.

1 967
.

hT
e e x t e n d e d e a s e m e th o d a n

d
s it u a t i o n al an al y s

i
s

.

I
n

hT
e

C动 of U t 6 an A
n th orr

o
l
o
群

, e d i et d b y A
.

E p s t e i n
.

助
n d o n :

aT
v
i
s t o e k

·

V id i
e h

,

A
.

J
.

& B
e n s m a n ,

J
.

195 8
.

Sm以 l恤
n i n

~
5 s o e

ic .yt Pir
n e e t o n ,

N J : irP
n e e t o n

U
n
iv

e sr ity

P
r e s s

.

卢晖临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100 871

责任编辑
:
吴重庆

口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