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村农民：20 世纪 30 年代日常生活举证 

 

费孝通 

 

对村子的地理隋况和社会背景进行了综合调查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人们的经济

生活了。我想先描述消费体系并且试行估计这村居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分析这一生活水平，

我们可以了解普通生活的必要条件。满足生活的这些必要条件是激励人们进行生产和工业改

革的根本动力。(1) 

从消费的角度看，村里的居民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从生产上看，职业分化是存在

的。目前的研究主要限于构成居民大多数的农民。他们从事耕种及养蚕。这是他们收入的两

个主要来源。饲羊、定期出去做些贩运是次要的收入来源。在叙述这些活动之前，我将通过

农历来表明这些活动是怎样按时序安排的。 

有关农业法律方面的问题将在土地占有这一章中讨论。在此只略提一下，传统力量在这

项制度中起着强大的作用，足以抗拒任何重大的变化发生。甚至在技术上，现在尚未成功地

引进什么新方法和新工具。但在蚕丝业中，情况有所不同。 

从村民的观点来看，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就是蚕丝改革。丝价下跌是使农民无力偿还债务

的直接原因。在过去十年中，努力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蚕丝业的技术以及社会组织都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们才能够对这个村子的变化过程，作为乡村经济中工业化的一

个实例来分析研究。 

我们将从消费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分析引导到流通系统。通过市场销售，村民用他们自己

的产品来换取他们自己不生产的消费品。在市场销售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子自给自足的程度，

以及村子对外界的依赖程度。 

有了这些经济活动的概况，我们现在就可以观察一下村里的财务状况。国内工业的衰落，

高额地租的负担使村民面临着空前的经济不景气。村民难以取得贷款，或成为高利贷者牺牲

品，他们的处境是进退维谷。我对这个村子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不久的经济状况的描述将

到此为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本文节选自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七章：生活”。

本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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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对于消费的控制 

 

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取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

的要求。它承认在一定范围内的要求是适当和必要的，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是浪费和奢侈。

因此便建立起一个标准，对消费的数量和类型进行控制。人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物质

是充足还是欠缺。按照这个标准，人们可以把多余的节约起来。有欠缺时，人们会感到不满。 

安于简朴的生活是人们早年教育的一部分。浪费要用惩罚来防止。孩子们饮食穿衣挑肥

拣瘦就会挨骂或挨打。在饭桌上孩子不应拒绝长辈夹到他碗里的食物。母亲如果允许孩子任

意挑食，人们就会批评她溺爱孩子。即使是富裕的家长也不让孩子穿着好的、价格昂贵的衣

服，因为这样做会使孩子娇生惯养，造成麻烦。 

节俭是受到鼓励的。人们认为随意扔掉未用尽的任何东西会触犯天老爷，他的代表是灶

神。例如，不许浪费米粒。甚至米饭已变质发酸时，全家人还要尽量把饭吃完。衣物可由数

代人穿用，直到穿坏为止。穿坏的衣服不扔掉，用来做鞋底、换糖果或陶瓷器皿。 

在农村社区中，由于生产可能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知足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

一个把收入全部用完毫无积蓄的人，如果遇到歉收年成就不得不去借债从而可能使他失去对

自己土地的部分权利(第十五章第 3节)。一个人失去祖传的财产是违背孝道的，他将受到责

备。此外，村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引诱人们去挥霍浪费。在日常生活中炫耀富有并不会给人带

来好的名声，相反却可能招致歹徒的绑架，几年前发生的王某案件便是一个例子。 

但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

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孝子必须为父母提供最好的棺材和坟墓。如前面已经提到，父

母应尽力为儿女的婚礼准备最好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的宴席。 

节俭仅仅为不同的生活标准提出了一个上限，当一个人未能达到公认的正常生活标准时，

这个上限也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凭借慷慨相助和尽亲属义务的思想(第十五章第 2节)去帮助

生活困难的人，使他们的生活标准不至于同公认的标准相差太远。因此，村里财产分布的不

均匀，并没有在日常生活水平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少数人有特殊的值钱的衣服，但住房

和食物上并无根本的差别。 

 

二、住房 

 

一所房屋，一般有三间房间。堂屋最大，用来做劳作的场所，例如养蚕、缫丝、打谷等

等。天冷或下雨时，人们在这里休息、吃饭，也在这里接待客人或存放农具和农产品。它还

是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 

堂屋后面是厨房，大小仅为堂屋的四分之一。灶头和烟囱占厨房面积的三分之一。紧靠

烟囱有供灶王爷的神龛和小平台。  再往后是卧室，家中如有两个家庭单位时，就把卧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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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隔成两间。每间房里放一两张床。已婚夫妇和七八岁以下的孩子合睡一张床。孩子长大

以后，他或她先在父母屋里单独睡一张床，再大一些的未婚男孩就搬到堂屋里睡，像那些雇

工一样。女孩出嫁前一直睡在父母屋里，也可以搬到祖母屋里去，但绝不能睡在堂屋里，因

为妇女是不允许睡在供祖先牌位的房屋里的。 

  

 

 

广义地说，一所房屋包括房前或房后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既作为大家走路的通道，也

用做一家人干活、堆放稻草或其他东西的地方。在这块地里种上葫芦或黄瓜就是小菜园。房

屋附近还有养羊或堆放东西的小屋。 

人的粪尿是农家最重要的肥料，在房后有些存放粪尿的陶缸，半埋在土地里面。沿着 A

河南岸，路边有一排粪缸，由于有碍卫生，政府命令村民搬走，但没有实行。 

房屋是由城镇里的专门工匠来修建的。养蚕期间，停止房屋施工，否则当地人相信全村

的蚕丝业会毁掉。他们认为破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会招致上天的干预。于是就要请道士来

做法事。修建一所普通的房屋，总开支至少 500 元。房屋的使用寿命根据修缮隋况而异，难

以做出肯定的估计。每隔两三年必须把房屋的木结构部分重新油漆—遍，部分瓦片要重新铺

盖，诸如此类的修缮费用每年平均为 10 元。 

 

三、运输 

 

人们广泛使用木船进行长途和载重运输，但村庄自己并不造船而是从外面购买。每条船

平均价格约 80—100 元。除那些不从事农业、渔业劳动的人家以外，几乎每户都有一条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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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船，男人、妇女都会划船。人们在小时候就学会了划船。只要一学会这门技术，一个人就

可以不停地划几个小时。划船所耗的力量并不与船的载重量成正比，而是与水流、风向等情

况密切相关。所以，载重增加时，此类运输的费用就降低。如果船夫能够利用风向，距离只

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花力气的问题，这样，费用就可进一步减少。这是水运的一个重要

特点。这就有可能使一个地区的住房集中在靠河边的位置。它也使分散的农田占有制成为可

能。此外，水运在市场贸易中的作用也影响了流通系统。所有这些有关的方面将适当结合其

他有关内容进一步论述。 

畜力不用于运输。在陆地卜，人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来搬运货物。 

 

四、衣着 

 

村里的家庭纺织业实际上已经破产。我在村里的时候，虽然几乎每一家都有一台木制纺

织机，但仍在运转的只有两台。因此，衣料大部分来自外面，主要是亚麻布和棉布。村里的

缫丝工业主要为商品出口，并非为本村的消费。只有少数人在正式场合穿着丝绸衣服。 

由于一年四季气候变化很大，村民至少有夏季、春秋和冬季穿用的三类衣服。夏天，男

人只穿一条短裤，会客或进城时便穿上一条作裙。村长要离开村子外出时，即使是炎日当头，

至少手臂上要搭上一件绸子长袍。妇女穿不带袖的上衣和长裙。这里的妇女不下农田干活，

穿裙子是这个地区妇女的特点。天气较冷时，有身份的男子，不干活时就穿长袍。普通人只

穿短上衣。  衣服并不仅仅为了保护身体，同时也为了便于进行社会区别。性的区别是明显

的。还表现出年龄的区别，譬如，未成年的女孩不穿裙子。社会地位直接在服装的款式上表

现出来，例如，长袍是有身份的人不可缺少的衣服。两个中学生，上学以后服装式样有了变

化，他们穿西式长裤和衬衫，但不穿外衣。 

除裁缝以外，缝纫是妇女的工作。多数妇女的手艺足以为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做普通衣服，

因为这是做新娘必备的资格。新娘结婚满一个月以后会送给她丈夫的每一位近亲一件她自己

缝制的东西，亲属的称赞是她的荣誉，同时也是对她在这新社会群体中的地位的一种支持。

但是在置办嫁妆、彩礼或缝制正式场合穿的高质量服装时，照例是要请专门的裁缝来做的。 

一个普通的家，每年买衣料的费用估计为 30 元，礼服除外。 

 

五、营养 

 

食品是家庭开支的一个主要项目，占每年货币支出总额的 40％。而且它与上述几项支出

不同。住房费用无须每天支付，衣服也不像饭食那样迫切。为了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一定

数量的食物，或多或少是恒定的，因此它在家庭生活中成为一个相对恒定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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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食是稻米，为我提供情况的人估计，不同年龄或性别的人每年消费所需稻米数量如下： 

  

 

 

对一个有一名老年妇女、两个成人和一个儿童的普通家庭而言，每年所需米的总量为 33 蒲式

耳。这一估计是相当准确的，因为农民在储存稻米以前必须知道他们自己的需要量。稻米是

农民自己生产的，剩余的米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换得钱来用于其他开支。上面的估计是人们

认为必须储存的数量。 

    蔬菜方面有各种青菜、水果、蘑菇、干果、薯类以及萝卜等，这个村子只能部分自给。

人们只能在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里或桑树下有限的土地上种菜。农民主要依靠太湖沿岸一带的

村庄供给蔬菜。种菜已经成为这一带的专业，他们的产品已是这一地区人们蔬菜供应的重要

来源之一。 

    食油是村民自己用油菜籽榨的，春天种稻之前种油菜。但这个地区农田水平面较低，油

菜收成有限，产量仅够家用。鱼类由本村的渔业户供给。人们吃的肉类仅有猪肉，由村里卖

肉的人从镇里贩来零售。食糖、盐和其他烹调必需品主要通过航船每天上镇购买(第十四章第

5 节)。 

    一天三餐：早饭、午饭、晚饭，分别准备。但农忙期间，早上就把午饭和早饭一起煮好。

妇女第一个起床，先清除炉灰，烧水，然后煮饭。早饭是米粥和腌菜，粥系用千米饭锅巴放

在水中煮开而成。午饭是一天之中主要的一餐。但农忙季节，男人们把午饭带往农田，直到

傍晚收工以后才回家。留在家中的妇女和儿童也吃早上煮好的饭，但吃得较少。 

    晚上男人们回家以后，全家在堂屋里一起吃晚饭。但天气热的时候，就把桌子搬出来摆

在房屋前面场地上；夏天傍晚，到街上走一走，印象非常深刻。沿街摆着一排桌子，邻居们

各自在桌边吃饭，边吃边谈。全家人都围着桌子坐着，只有主妇在厨房里忙着给大家端饭。 

    家中每一个人在桌旁都有一定的位置。按家庭的亲缘顺序，家长面南，坐在“上首”，

第二位面向西，在家长的左侧，第三位在右侧。主妇，特别是媳妇，坐在下首，或者不上桌，

在厨房里吃饭。 

    同迸晚餐，在家庭生活中是很重要的，父亲和孩子这时有机会互相见面。父亲整天外出，

孩子直到晚饭时才能见到他。他们一起在桌旁吃饭。父亲常利用这机会对孩子进行管教。吃

饭要讲吃饭的规矩。孩子不准抱怨食物不可口，也不准挑食。他如果这样做，就立刻会受到

父亲的责备，有时还要挨打。通常在吃饭时孩子都默不作声地顺从长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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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忙期间，饭食较为丰富。他们吃鱼、吃肉。但平时不经常吃肉食。除去几个寡妇以

外，很少有素食主义者。普通妇女每月素斋两次，初一和十五各一次，这是由于宗教告诫人

们，天上的神仙不愿意伤害生灵。吃素被视为有利于人死后升天过好日子。  在厨房里做的

东西不应该留藏给家里个别人独自吃。但是偶尔，小家庭可以自己花钱买些特别的菜在自己

房间里吃。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不好的，会惹得家里其他成员生气。一个人用自己的零花钱去

买点心、糖果吃是私事，不一定告诉别人。 

  

六、娱乐 

  

辛勤劳动之后，放松肌肉和神经的紧张是一种生理需要。娱乐需要集体活动，于是社会

制度发展了这种功能。娱乐中的集体活动加强了参加者之间的社会纽带，因此它的作用超出

了单纯的生理休息。在家中全家团聚的时间是在晚上，全天劳动完毕以后。大家聚集起来，

家庭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感情也更加融洽。 

    农业劳动和蚕丝业劳动有周期性的间歇，人们连续忙了一个星期或 10 天之后，可以停下

来稍事休息。娱乐时间就插入工作时间表中。在间歇的时候，大家煮丰盛的饭菜，还要走亲

访友。 

    男人们利用这段时间在茶馆里消遣。茶馆在镇里。它聚集了从各村来的人。在茶馆里谈

生意，商议婚姻大事，调解纠纷等等。但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偶尔有少数妇女和她

们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妇女们在休息时期一般是走亲戚，特别是要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

母和兄弟。孩子们大多数是要跟随母亲一起去的。 

    家人在晚间的聚会，朋友们在茶馆相会，以及农闲时看望亲戚，都是非正式的，不是必

须履行的。从这一点来讲，这些活动与节日期间的聚会以及正式的社区聚会有所不同。第九

章所列的社会活动时间表总结了一年中的所有节日，与其他活动一起按年月顺序排列。 

    很明显，各个节日总是出现在生产活动间歇之际。阳历 2月份，农闲时节，庆祝“新年”15

天，人们欢欢喜喜地过年，并尽亲戚之谊，前去拜年。婚礼也往往在这时候举行，人们认为

这是结婚的好时光。在蚕丝业繁忙阶段之前不久的是清明，进行祭祖和扫墓。蚕第三次蜕皮

时，就到了立夏，有一次欢庆的盛宴。在缫丝工作之后，插秧之前，有端阳节。阴历八月满

月的日子是中秋。此时正值稻子孕穗，也是在农活第一次较长间歇期的中间。在此间歇的末

尾是重阳节。农活完毕之后就是冬至了。每逢这些节日都要有一定的庆祝活动，通常是同祭

祖和祭灶联系在一起。庆祝这样一些节日只限于在家人和近亲中进行。 

较大的地方群体的定期集会有每年一次的“段”的“刘皇会”(第六章第 3 节)，和每 10

年一次在太湖边举行的村际的庆祝游行“双阳会”，俗称“出会”，它们也与宗教思想有关。

十几年来，除“刘皇会”以外，所有这些集会都已停止。停止的直接原因就是政府不赞同。

政府认为，这些活动是迷信而且奢侈。地方行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禁止这些集会。(1)但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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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根本的原因是乡村地区的经济萧条。当食品、衣服之类的必需品都成为人们的负担时，

他们就不会有多余的钱去进行不太急迫的社会活动。 

根据我目前的材料，难以确定社区停止聚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当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但当我坐在人们中间，听着他们叙述村际“出会”那些令人兴奋的往事时，我明白地觉察到

他们对于目前处境的沮丧和失望之情。我并不想再恢复那些盛大的场面，并对其社会价值进

行估价，然而对往事的回忆是形成人们目前对现状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们心目中，

停止这些庆祝活动，直接说明了社会生活的下降。由于他们盼望着过去的欢乐日子复而再来，

所以他们不会拒绝任何可能采取的确信会改善社会生活的措施。对社会变革不会发生强大的

阻力，上述这种心理至关重要，我以后还要说明(第十二章第 2 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区自治施行法》，第七条，1928 年 6 月。 

  

七、礼仪开支 

  

礼仪开支与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出生、结婚、死亡，有着密切联系。从经济观点来看，

这种开支是一家不可缺少的负担。彩礼和嫁妆是新家庭必要的准备。丧葬安排是处理死者所

必需的措施。个人生活及其相关的社会群体所发生的这些红白大事里产生出来的感隋，使得

这些礼仪得到更加精心的安排而且花费相当的钱财。当—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

就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否则他就不能通过这些人生的关口。 

然而，经济萧条使礼仪受到了影响。例如采取了“小媳妇”的制度来改变昂贵的婚礼(第

三章第 8 节)。它是由于经济便利才被采用的，但对亲属组织却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姻亲关系

的完全或部分退化已使妇女和儿童的社会地位受到影响。彩礼和嫁妆的取消延长了青年在经

济上依赖父母的时间。所有这些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礼仪开支不全然是浪费和奢侈的。这

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再者，结婚时的宴会为亲戚们提供了一个相聚的机会，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

对旧有的关系加以巩固。亲属纽带不仅仅是感情上的关系，它还调节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

从经济观点来看，它规定了参加互助会的相互义务(第 15 章第 2 节)，以及定期互赠礼物。在

已经改变了的婚姻礼仪中，所请客人的名单通常已经缩减。这使原来较广的亲属纽带变得松

散。从长远看，就可能封闭了一些经济援助的渠道，这种结果可能不会很快或明显地表现出

来，但最终会感觉到的。这就是人们拒绝“小媳妇”制度的原因。一俟经济条件许可，就要

恢复正常的程序。为了维持传统的礼仪，甚至有许多人宁可推迟婚期或借钱也要把婚礼办得

像个样子。 

    从礼仪事务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来看，就不难理解礼仪开支在家庭预算中占有很高的

百分比。在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假设平均寿命为 50 岁，那么每隔五年将有一次礼仪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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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礼仪事务的最低开支估计如下：出生 30 元，结婚 500 元，丧葬 250 元，平均每年开支 50

元，这个数字为每年全部开支的七分之一。 

    亲戚家有这些婚丧娶嫁等大事时，他们还须送礼，所以我们也必须把这笔开支计入总和。

根据亲友关系亲疏的不同，礼品的价值从 0.20 元至 5 元不等。每家每年的平均数量至少约为

10 元。 

    同中国的其他乡村相比，这些估值似乎相当高。根据巴克的研究，在华东每家用于一次

结婚的平均费用为 114.83 元，丧葬费平均为 62.07 元。(1)差别可能由于地方的特点不同，

或者由于列入礼仪开支的项数不同。在开弦弓，结婚当天的开销在 100 至 250 元之间。为我

提供资料的人引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外情况：一家仅花了不到 l00 元办了一次婚礼。此处所

做对婚礼开支的估计还包括了结婚礼物的费用，所以总数理应高一些。 

丧葬开支，根据死者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大不相同。如在北平所观察到的，孩子的“丧葬

费用比家庭每月收入的八分之一略多一点。年长者的丧葬费自然要贵一些。小孩和成人加在

一起总数为每月收入的 1.25 至 1.3 倍不等。但这些数字都不包括丧宴费用。有关丈夫、妻子、

哥哥、母亲的丧葬，其费用为月收入的 2.5、3.5、5.5 倍。”(2)巴克的平均数是从有丧事的

人家的 2.8％中推算出来的。该数字可能略低于本地人提供给我的有关该村一个成年人死后所

需的适当的丧葬费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巴克：《中国农村经济》(G．L．Buck，Chinese Farm Economy)，第 416—417 页。 

(2)甘布尔：《北平的中国家庭是怎样生活的》(s．D．Gamble，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1933 年，第 200 页。 

  

这些定期的开销需要在平时积蓄起来。积蓄可能采取贷款的形式，但通常采取向互助会

交纳储金的形式。互助会是本地的一种储蓄制度(第十五章第 2 节)。这样，我们可以把估计

的礼仪开支费用同每家每年交纳储金的平均数做一比较。我发现，一般每家庭同时加入两个

互助会，每年总共交纳储金 40 元。这一数字有助于证实以上估计的可靠性。 

  

八、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 

  

前几节中所做的全部定量估计仅仅代表村里公认的正常生活的最低需要。为了取得这些

估计，我曾请教了不少知情人。个人估计之间的差别非常小，这说明了这样的估计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我们所考虑的普通的家庭是由四个人组成：一位老年妇女、一位成年男子、一位

成年妇女和一个小孩。这四个人是 9 亩土地的完全所有者。 

这些估计之所以有用，有以下几条理由：(1)单独的实地调查者几乎不可能采用簿记研究

法，特别是在村里，人们没有记账的习惯，除非调查者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研究记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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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些估计可以使人们对本村人的生活得到一个一般的概念，它代表正常生活的最低需要，

与实际平均数不会相差太远。(3)村里的生活标准没有显著的差别，因而可以使用这种简便的

方法。(4)如上所述，这些估计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度量社区中物质福利充足的标准，其

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控制消费的实际社会力量。 

    此外，在研究乡村社区生活水准问题方面，簿记研究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乡村社区是部

分自给经济，生活上的各项费用并不完全包括在日常账目之中，因为账目通常限于记录货币

交易。账簿只能说明村民依赖外界商品供应的程度。而这种依赖程度并不一定能够表明生活

水准。例如，在正常隋况下，村民不会去买米，因为他们自己有储备。只有在家庭经济困难，

储存的大米已被卖光时，村民才去买米来吃。在这种情况下，现金交易量的增加与生活下降

有关而不是与生活改善有关。只有这种情况才会在账目中有所反映。 

    很明显，在研究乡村社区生活水准时，简单地以货币的收支来总计家庭预算，是不足以

说明问题的。调查者必须从两方面人手来对消费品进行估价：一方面是那些从市场买来的消

费品；另一方面是消费者自己生产的物品。前者应以货币值来表示，其总和代表着人们生活

所需的货币量。这个数额确定了人们为得到此数额的货币而出售的产品量。消费者自产自用

的物品不进入市场。这些物品的货币值无人知晓。因为如果它们进入了市场，价格就会受到

影响。如以市场价格表示这些物品，从理论上讲是不正确的。的确，若不把它们折合为货币

价值，就不可能得出人们生活水准的总指数。但是，这样的一个总指数是不真实的。把这两

类物品分开研究，有助于我们调查其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农业经济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目前中国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为了满足必需的生活条

件，村民被迫向市场多出售他们的产品。这样就降低了村民的自给程度。另—方面，农村地

区的辅助工业的萧条，减少了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以购买所需的工

业品。为了探讨这些问题，分析这两类消费品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这种“从两方面人手的方法”需要实地调查者付出更多的劳动。收集统计资料可能是不

实际的。所以，我建议采用咨询估算的方法。如果可能的话，再用抽样观察来补充。选定几

个有代表性的实例，在一个时期中，系统地记录消费项目和数量。但本文尚不能提供这一类

的数据。下表仅仅列出了村民必须到市场上购买的物品之货币价值，以及强制支付的租金和

税款。该表可以用来估计村民生活所需的最低货币量。消费者自己生产的物品包括食物，例

如米、油、麦子、蔬菜，及部分衣料。自给经济最重要的部分是劳动和服务。如上所述，只

有少数农户雇工种田。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将进一步结合生产过程来进行。 

  

1．从市场购买的物品： 

食品……………………………………47 

  蔬菜和杂项…………………………30 

  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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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12 

衣料……………………………………30 

礼品……………………………………10 

燃料、灯火等…………………………36 

房屋及船上用油………………………20 

农具及肥料……………………………10 

蚕丝业开销……………………………50 

2．土地税……………………………10 

3．定期用费(以积蓄的形式表示)…50 

总 计…………………………………263 元 

  

作者简介：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第七、第八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荣誉院士，论著甚丰，影响较大的

有：英文版：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Earthbound China(1945)、Chinese Gentry(1945)、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1981)、Chinese Village Closeup(1983),SmalI Towns in 

China(1986)。中文版：《内地农村》(1946)、《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

《生育制度》(1947)等。 

载《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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