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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经过一番思考之后，1930

年费孝通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

系，师从吴文藻先生开始学习社

会学。毕业后，费孝通在导师吴

文藻的引荐之下考入清华大学，

师从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先

生，正式踏上通往国际人类学前

沿地带。

学业进步的同时，费孝通也

迎来了甜蜜的爱情。在清华研究

院的费孝通结识了燕京大学社会

学系的王同惠。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使费孝通和王同惠

彼此欣赏。1935 年在前往广西瑶山调查之前夕，费孝通与王同

惠步入了婚姻殿堂。

新婚燕尔，费孝通与王同惠便踏上田野调查的征途。他们

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一个多月的走村串户，获得了大量一手

调研资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前往另一个村落的山路上，

费孝通不小心踩到陷阱，被掉落的石块砸伤了双脚无法行走。

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自跑出森林去寻找支援，却失足坠入了崖

底山涧中溺水而亡。美满的婚姻甜蜜犹在，转眼却是天人永隔。

身心同受重创的费孝通悲痛欲绝。在妻子墓前，费孝通下定决

心一定要实现王同惠的学术遗愿。伤情稍稍好转，费孝通便立

即着手整理瑶山调查资料，将研究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署

名“王同惠遗著”出版。

终其一生志在富民

为了疗伤和平复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

的吴江开弦弓村。费达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现代蚕丝科学技术，

回国之后从事桑蚕丝绸科学技术的推广。1929 年，费达生在开

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

七访山东、八访甘肃、二十七次回访家乡江村，坐不暖

席的他永远奔走在路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是他的理论座右铭；如何让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

富裕，是他研述一生的课题。他就是获得过国际人类学最高学

术荣誉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

弃医从文

1910年 11月 2日，费孝通出生在苏州府吴江县一个日渐衰

落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费璞安在家道中落后奋力读书，恰逢科

考废止，从而成为了第一批由政府举荐赴日留学的人。他的母亲

杨纫兰从小接触国学熏陶，也曾在西式学堂接受过教育。杨纫兰

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只要是和教育有关的支出一律优先满足。

费孝通 6 岁入吴江县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8

岁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医预科专业。当时，费孝通的人生理

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但后来费孝通发现，

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于身上的疾病，而是来自于社会造成的

　　费孝通希冀通过一次次的调查，找问题、想办法，为老百姓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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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志在富民”的社会学奠基人

费孝通和他的夫人孟吟（中）、女儿。摄影 /新华社记者杨武敏

费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