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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陈达的笔记体著述

○吕文浩（1996 届硕，历史）

笔记作为一种著述体裁，起源于魏晋

时期，经过唐宋时期的充实发展，至明清

两代达到风靡兴盛之境。其内容包括鬼神

仙怪、历史琐闻、山川风物、世风人情、

考据辨证等诸多方面；其形式则灵活多

样，不拘一格，篇幅可长可短。笔记是古

代文人学士颇为青睐的一种著述体裁，产

生了诸如《博物志》《梦溪笔谈》《阅微

草堂笔记》等一大批久为文史界称道的 
名著。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在

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稳固的地位以后，笔

记体著作数量急剧减少，在学术界出版界

的地位基本上为西方传入的章节体著作所

取代。其少数涉足者或为学院体制的边缘

人物，或为学院体制之外的文史掌故爱好

者。钱锺书写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管

锥编》可说是文史学者笔记体著述最后

的荣光。笔记体著作的优点是内容丰富，

包罗万象，可以提取若干有价值的史料信

息，也可以保存许多零星的社会见闻、感

想体会以及学术心得，为进一步的系统深

入研究提供线索。

传世的笔记体著作多为文史著作，鲜

为人知的是，20世纪40年代有一位社会学

家陈达，居然也出版了一本笔记体的著

作，那就是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浪

迹十年》。陈达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创

始人，人口、劳工和华侨问题研究的权威

学者，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

士。陈达从小就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在

社会学研究生涯中一直坚持这么做。他

说：“我在阅书或旅行的时候，大致带笔

与纸，预备随心所欲，抄记任何项目。俗

语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在少年

时，记性固然不坏，且笔是甚勤的。这部

书的材料，大部分系依赖勤于笔而集成

的，事无巨细，兴到即记。我认为笔记是

最随便的文体，利于记述事物，表达思

想。”

陈达早年在清华学校接受教育尔后又

留学美国，他的学术训练基本上是现代

的、西式的，但早年清华学校的国文教师

中也颇有一些饱学之士，在那个时期他对

社
会
学
家
陈
达
先
生



名师轶事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24辑40

包括笔记在内的中国传统文献应该也有一

定的认识和体会。不过，也许是传统的笔

记著作缺乏一番现代社会科学的洗礼，其

观察、记述、解释往往不能很好地呈现现

代学术的风格，所以陈达在追溯其做法的

来由时，对中国传统的笔记只字不提。在

将笔记整合成《浪迹十年》一书时，他自

述借鉴、综合的是西方著述的四种形式：

自传、回忆录、把生活和工作在一本书里

夹叙（如美国社会学前辈柯立的《学生及

其生活》）、德国人的“研究旅行”（以

旅行部分为主，研究的成分可多可少）。

对这四种形式的著述，他都有一定程度的

借用，所谓“上述数种，我也有局部采用

的，但没有纯粹地采用哪一种。”《浪迹

十年》各条之间长短不一，主题各异，只

是按照类型加以大致的归拢，分为9章38
节。不过，此处的章节与现代学术著作注

重系统论述的章节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这

本书的格局和写作风格来看，陈达的《浪

迹十年》可以说是一位现代社会学家以社

会学眼光来观察、记述和解释其所见所

闻、所读所思的新式笔记。“用随便的文

笔，松懈的组织，说些我要讲的话，记些

我认为有趣或值得注意的事物。”陈达关

于这本书的定位和传统的笔记写作形式并

无二致，不过是写作主体是一位现代的社

会学家，所以在内容和旨趣上随着时代的

发展有所更新罢了。

《浪迹十年》一书约28万言，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抗战前陈达在粤

东、闽南和广西、东印度群岛、暹罗（今

泰国）、苏联等地从事调查及旅行考察的

笔记；二是卢沟桥事变后他告别清华园、

自北平而长沙而昆明的经历，对战时云南

尤其是呈贡县的观察，参加云南人口调查

工作以及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社会行政

会议、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社会部社

会政策会议期间的见闻。有鉴于此，2013
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曾把这本书一分为

二，分为《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和《浪

迹十年之联大琐记》两本小册子出版，每

册篇幅不大，内容丰富、细碎而有趣，配

上小开本的精美设计，竟受到了今日读者

的热捧。

陈达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笔记记

述了一位社会学家在抗战前和抗战时期的

经历、见闻和感受，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社

会学的学术史具有宝贵的价值。他的名著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现代中国人

口》的写作背景和经过，以及他所主持的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调查工作开

展的具体情况，在这本书里都有详细而真

切的叙述。战时生活起居的艰苦，陈达主

持工作时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栉风沐雨

的细节都随着他质朴的叙述一一展露笔

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浪迹十年》还记录了当时的许多社

会实况和风土人情，是我们研究这一段时

2013 年出版的陈达先生著作《浪迹十年

之联大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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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社会史的宝贵材料。它比传统笔记高明

的地方在于，它是以社会学眼光观察、记

述和解释的，科学性和可信度远非前者可

比。在“自序”中，陈达说：“凡是我所

注意的人与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

关系，事与事的关系，往往含有社会学的

意味。我的观察与思想，有时候不知不觉

地入于社会学的领域。本书所记的在许多

方面，可以灌输社会学的知识。不过这些

知识，亦是无系统的，无组织的，不像是

教科书那样的机械与庄重。”如1943年3
月12的“松花坡机场对于呈贡人民生活的

影响”一条列举的四点：

一、靠近松花坡各村，壮年男子俱有

卖力气的机会，即使在农闲时，村内少见

闲散无事之徒。一般的苦农，早出晚归，

向飞机场找工作，大致每日俱有事。每日

工资至少40元，饭食自理；如遇赶工的时

候，每日工资可增至70元。

二、呈贡的米价，现尚平稳于每升

（八斤）60元之数，此价俱较邻近各县

为低，因一般米贩，竟向附近各处运米

来呈，因此呈贡比较有积米，邻县感觉 
缺乏。

三、蔬菜及烧柴，因产量不丰，市价

高涨，特别是飞机场工人集中时（其数约

有三万人）。

四、乞丐增多，窃案与盗案增加，特

别是机场跑道完成后，大多数工人因解雇

而失业，流落于呈贡乡村中。

上面这短短200来字，把松花坡机场

修建对当地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影响

的主要方面都勾勒出来了，有事实有数

据，而且对米价、蔬菜和烧柴价格的不同

影响做了区分，不能不说是宝贵的社会史 
资料。

又如1942年12月17日的“中国人的思

想”一条，把1941年秋陈达在四川巴县虎

溪乡场书摊见到的将近200种书的类别做

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他发现阐扬儒家思

想的仅有区区三种，而与孔孟无关的其他

读物则在乡间流传甚广。他甚至将这200
种书的书名全部抄录，一一列陈。结合在

其他地区旅行时的观察笔记，他认为儒家

思想仅支配士大夫阶级，至于其他社会阶

级则大体上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陈达所

记录的乡村集市书摊早已烟消云散，但他

记录的事实将通过他的笔记而永久地保存

下来了。以后我们在研究中国民间的社会

思想时，面对这么具体、翔实、生动的事

实，还能漠然无动于衷吗？

陈达的笔记体著述，集中于《浪迹十

年》一书，但并不限于此。抗战后的国共

内战时期，陈达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笔

记，主要有：《北美重游》系列9篇，记

录1947年4月1日至9月23日他在美国访问

期间的经历和见闻，同时刊发于天津《益

世报》的“社会研究”副刊和《时与文》

杂志；1948年下半年刊发于《新路》周刊

的沈阳通讯、余杭通讯、土耳其通讯、意

大利通讯、日内瓦通讯等。

最后，我想表达两点希望。第一，以

后再版《浪迹十年》时，最好能将陈达后

来写的这些笔记作为附录收入，使读者可

以读到陈达笔记的全貌；第二，将这本书

作为史料书出版，最好在书末附上重要名

词索引，使更大范围的读者可以依赖检索

迅速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料，大大提高其利

用率。

（作者吕文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原载《团结报》

2017年7月20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