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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
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
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
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

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

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
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
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
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
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第一章《乡土本色》)
材料二：

人们通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
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
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
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
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

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

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

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

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

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是

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

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

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

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

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
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

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

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

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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