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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教师简介： 

翟学伟，男，1960年生于南京。自1986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起，开始研

习社会学，1988年入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其间获法学硕士学位和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

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15-2020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曾两

次主持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作品数次入选中华外译项目，目前部分代表作已被译成英

文、日文及阿拉伯文等，并有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繁体字版。 

课程：如何理解中国人与中国社会（通识课） 

      中国人社会行为分析（硕士） 

      中国社会的微观研究（博士） 

学术成果： 

一、著作部分 

1. 个人著作《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精装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2. 《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3. 《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儒家的社会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4.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5. 《中国人的日常呈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 《中国人的脸面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 《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主编：《中国社会信用：理论、实证与对策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版。 

二、论文部分 

9. 论文《仁、义、礼的道德框架及其实践限制》，《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 

10. 《日常意义的建构及其变迁》，《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11. 《跨文化、翻译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兼论儒家的西方遭遇》，《学术月刊》，2022

年，第5期。 

12. 《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浙江学刊》，2021年，第5期。 

13. 《“语言游戏”与作为方法的中国训诂传统——兼论建构面子理论的方法》，《开放

时代》，2021年，第2期。 

14. 《儒家的社会理论建构——对偶生成理论及其命题》，《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

期。 

15.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社会》，2019年，第5期。 

16. 《“亲亲相隐”的再认识——关系向度理论的解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1期。 



17. 《儒家式的自我及其实践：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南开学报》，2018年，第5期。 

18. 《爱情与姻缘：两种亲密关系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8期全文转载。 

19. 《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人大复印

资料·社会学》2016年第4期全文转载。 

20. 《信任的本质与文化》,《社会》,201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转 

21.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社会》，201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

料·社会学》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 

22. 《关系与谋略：中国人的日常计谋》,《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

料·社会学》2014年第2期全文转载 

23. 《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

会学》2014年第9期全文转载。 

24. 《信用危机的社会性根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4年第

10期全文转载。 

课题情况： 

2009年获得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09&ZD055），为首席

专家。 

  2016年获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儒家伦理的社会化路径”（162DA107），资助全额80万

人民币。作为首席专家，本人目前正在进行该项研究的计划设施与前期研究。计划按申请

表的时间安排完成此课题，目前已有部分成果发表。 

主持教育部的精品网络视频公开课项目 

主持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项目。 

学术任职： 

    曾任江苏省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 

    现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兼任《开放时代》编委会委员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编委会委员《中国研究》编委会委员 

    《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理论学报》（香港）学术委员会委

员 

省部级以上获奖情况： 

1. 入选2016年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著作《中国人的日常呈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科学

第16届一等奖。 

3. 著作《中国人的脸面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5年获社会学界最高荣誉陆

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第四届学会学优秀成果著作奖。 

4. 于2015年获中国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刊物《社会》编辑部评选出的改版十周年杰出作

者奖。 

5. 著作《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获江苏



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6. 201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7. 著作《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