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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 

本文为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是作者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作之一，刊于1935年社会学研究第66期，载吴文藻人

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1990年）。 

“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 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

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字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

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在

社会学文献中，这两个名词当然还有许多别种用法，但是在这里却是专以上述的分别为标准的。 

社区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１） 人民；（２） 人民所居处的地域；（３） 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

我们如果打开一张人口分布的地图来看，有的地方是地广人稀；有的地方是人烟稠密，凡是人口聚集之点，便是社区所在之地，所以说人

民是社区的第一个要素。社会学家说：“要明白什么是文明，只要看每平方里的人口密度如何。”所以我们可以从人口密度的地图，来看

出社区的大小和类型。 

社区的第二要素是地域的基础。我们一提到社区这个名词。立时就会联想到它的地域性，因为这是社区最显著的特征，社区的单位可大可

小，小之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这一切统可称为社区。不过若就文化的水准来说，社区大致可以简单地分为三

类，（１） 部落社区；（２） 乡村社区；（３） 都市社区。部落社区自然是指以游猎和牧畜为主要生业的人民及其文化而言。乡村社区

是指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生业的人民及其文化而言。都市社区是指以工商制造业为主要生业的人民及其文化而言。这三种社区代表

三种文化程度的集团生活，引起了三种相应的社会研究的科学。 

通常部落社会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市社区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实三者名称虽异，而其所

研究的对象则同是“社区” 。有人主张此种研究可通称为“社区社会学” 。本来民族学与社会学现已越走越近，在美国文化社会学与文

化人类学几乎是二而一的东西。 

社区一面固有它的地域基础，一面尚有它的社会心理基础。欲明白社区的真义，固然要着重地域基础的研究，但同时却不能像地理决定论

者那样将地域研究的基础，当做社区解释的基础。这其间是有很大的分别的。现在我们可进而讨论社区的第三要素，即是文化。 

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所谓方式系指居

民在其生活各方面活动的业果。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这样的文

化，可以分为四方面：一、物质文化，是顺应物质环境的结果。二、象征文化，或称语言文字，系表示动作或传递思想的媒介。三、社会

文化，亦简称为“社会组织” ，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与人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四、精神文化，有时仅称为“宗教” ，其实

还有美术科学与哲学，也须包括在内，因为他们同是应付精神环境的产品。精神的文化是文化的结晶，是各个特殊的文化系统相别的枢

纽，因为各文化中所谓之宗教、美术、科学与哲学，每每反映了该民族的生活态度，或纯粹主观的行为，而此态度与行为又系由极复杂的

情操与理想，或很不同的价值与判断所形成的。文化有其重心，但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文化其他方面如物质文化、象征文化和社会文化，

交互作用，互相维系的。 

这样的分法，完全是为了解剖文化而拟定的，并不足以代表文化的实体。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发生作用时，不是局部的，乃是

全部的，当然不容加以人为的机械的分割。以前的文化二元论者，主张将文明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以为这样可以代表事物的本性，其实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避免这种因袭的谬见，我们采取了现在的分法。并且以为这样的文化，显然不是一个玄学的范畴，而是一个经验的

名称；不单是主观的、抽象的，而还是客观的、具体的。再进一步说，博物院中所陈列的古物或标本，虽则是客观的、实在的，但只给我

们一个死的文化的印象；唯有在实际社区生活中切身体验过的，才是真实的活的文化。而这样的活文化，就是社区研究的对象。所以说，

“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 。 

我们这样不惮烦地解释文化，为的是要了解社区的中心含义。本题的主要概念“社区”既经详细说明，以下可就“现代” 、“研究” 、

“实地”诸名词，略作解释。 



“现代”一词冠于“社区”之前，重在明确社区的时间性，在针对“过去”而言。社区本是文化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一个历史的和地理的

范围。而社区时间性的认识，较之地域性的认识尤为重要，因为文化原为历史的产物。社区生活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是无从了解的。又

社区研究既然要从实地调查入手，则社区当然是属于现代的范围。所谓“现代” ，就中国历史言，是指海禁既开以后的一个时期，即从鸦

片战争的前夕，直到现在。说得远些，也可以回溯到中西文化开始沟通的明末清初，因为现代社区是由近代社会蜕化而来的。故仅为现代

社区的实地研究起见，不妨武断地说一句，至远只要溯到明末清初。无须再往前推，如果再往前推，那便出了近代和现代的范围，踏入历

史社会学的园地，而不是社区社会学的研究了。近来有的社会学家主张社会学只须研究现代文明。过去社会可让历史学家去研究，这不是

毫无理由的一种说法。 

“研究”是对“调查”而言的。通常所谓社会调查，大部以叙述社会实况为主体，至于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及社会各部相关的意义，是不

去探究的。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要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换言之，

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社会研究侧重于事实的解释。二者的着重点是不同的。但实际上，在学术上真有贡献的科学著作，总是叙述

与解释兼而有之。这些社区研究所应效法的。一般的社会调查固为中国目前之急需，而精密的社区研究在学术上尤为重要而有价值。 

“实地”是对“书本”而言的。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一样，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尤注重于沉浸

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染，去受陶融，同本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动作，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真象。文化的全相，才

能彻底地明了。像这样的真切的经验，决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因为书本上所记载的是人家对于实际生活的描述，而不是实际生活的

本身。这种间接获得的知识，总不及切身体验得来的真切。所以现在先进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总是极力提倡实地工作，就为这个缘

故。这亦是现代教育上的理想，使学生与实际生活亲密的接触，乃是世所公认的最完善的教授法。我们主张大学生，特别是主修社会学的

大学生，来参加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就含有这个意思。 

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了解以后，它的重要性也就不待言而自明了。兹故就三方面来约略的说明这种社区研究的功用，以引起大家的注

意。 

第一，如果实地考察的时候，充分地注意到问题的实际性，则社区研究的结果，虽不能直接帮助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至少可以促进问题

的正当认识，暗示解决的正当途径。自从东四省失守以来，政府方面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等重要机关，先后

设立，以谋国家的出路；社会方面也已相继响应，乡村建设的声浪，一时其言尘上，同时关心边疆问题的人，亦日多一日。这种空气是极

利于社区研究的。本来研究内地的乡村社区和边疆的部落社区，是研究社会学和民族学的人应有的特殊的任务，这时正可利用机会，本其

独特的训练，“到民间去”实地探查，“到边疆去”亲眼观察，根据目击耳闻的实在资料尝试系统的分析，编制精密的报告，以飨国人。 

不过有一点是研究社区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研究的范围固然要有史地的限制，而研究的着重点应从大处要处设想；换言之，须有整个的

眼光，从国家全盘的立场来看，同时又须脚踏实地，审慎明辨，看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连环性，譬如现在国内常谈农村问题的人，有的

热心过度的结果不免发生两种流弊，一是把农村问题当做独立的现象看；一是根据局部的经验，来概论全局。其实，不但讲农村问题的人

是如此，他如专讲边疆问题，或都市问题，或华侨问题的人，亦何尝不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好在研究社区的主要目的，不在控制社会，而

在了解社会，像这样片面的或夸大其词的看法，自然是应该设法避免的。 

第二，社区研究是获得实地工作经验最好的机会，亦是证实理论和运用技术最好的训练。上面已经说过，实地工作是现代教育的理想。使

研究生与当地人民亲密接触，而直接参加社区生活，乃是了解社会组织的不二法门。近十余年来，如民族学上的功能学派和社会学上的区

位学派，即是得力于实地工作的经验。功能学派和社会学上的区位学派，他们之所以能开创新的学派，即是得力于实地工作的经验。功能

学派的方法论且有这样的警语，“功能学派的方法起始是实地工作，终而复归于实地工作” ；“理论必须根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

论。”换言之，他们是先有了问题才去实地考察的，他们事前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对于理论背景，早已胸有成竹，所以到了实地环境以

后，可以互相参照、考核、比较，而获得惊奇的成绩，其成功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实地工作亦是练习技术最好的场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观察事实的正确与否，全在于应用技巧的精粗如何；而技巧的精粗，

又系于运用的纯熟程度如何。欲求技巧的纯熟，除了随时运用技巧外，别无他法。实习愈多，技巧愈精，这是尽人皆知的，无待赘述。 

第三，从五四运动起，思想的革命已引起了一般的“社会不安” ，而自国民革命以来，社会紊乱的现象，几乎遍及全国，同时社会变迁的

速率日益激增，形成了中国空前未有的局势。在这一个变动猛烈的，新旧交替的时节，若不及时去观察、记录、研究，则这一去不复返的

眼前实况，这代表过渡时期的现代史料，就会永远遗失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 

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愈离愈远。事实上我们对于固有的文

化，已缺乏正当认识，我们的意识中，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但是还有前辈长老，留存于民间，他们是生长于固有文化中的，他们的人

格，是旧礼教的典型。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了解民风礼俗的功能，社会结构的基础。从他们的态度、意见、言语、行动，以及一切

活的表示，可以明白因袭的心理和传统的精神。不幸这一辈的人，有的已届天年，不久将与世长辞；有的也已失却了顺应新环境的能力，

正在社会淘汰之列。我们如不急起直追，向此辈人采风问俗，则势必永无利用此种机会的一日，所以为保留这一部分口述的传统，实地的

社区研究，自有它的重大的使命。 

附：吴文藻小传 

吴文藻，（1901-1985）中国当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江苏江阴人。汉族。早年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五四运动反帝爱国和民主



科学的进步思潮激发其爱国热情，决心探索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理论问题。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达特默思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社会

学和人类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地区工作，1939年在云南大

学创建社会学系；1941年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专门研究边疆民族、 宗教和教育问题。1946年，赴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

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在此期间，他广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满怀爱国

热忱，于1951年返回祖国。  

20世纪20～30年代，正值社会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广泛开拓之际，吴文藻广泛介绍西方社会思想和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力求把社会学和文化

人类学结合起来，开阔了当时社会学系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后中国社会学界教学和科研的方向。他在介绍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

和推行英国牛津大学社会研究荣誉学位导师制方面都走在当时学术界的前面。特别在提倡社区研究，强调实地调查和坚持社会学和民族学

中国化等方面的业绩更为突出。他具有远见，注重培养人才。中国当代知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

均出其门下，得到悉心教诲。  

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默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 

1929年任燕京大学教授。 

1938年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 

1940年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 

1953年任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 

1959年后从事编译工作。 

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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