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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下而上  :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

研究的社会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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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共 !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 是一个前后相继 ∀ 不可例裂的时代#从 � 自下而

上  的社会史角度对此进行研究, 可以纠正以往研究的缺失, 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 中

国社会史研究应当引入到现当代史的研究, 这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

�关. 切] �集体化时代  农村社会 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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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 对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蔚然成风 #不同学科因采用不同的理

论和方法 , 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 但多学科的共同关注无疑会推动研究的深人 #稍有

遗憾的是 , 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代的研究 , 历史学却基本因袭传统的框架 , 难有突破 , 这是

近年来学界普遍感受到的问题 #而以 �自下而上  的社会史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

社会 , 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 #

检索多年来对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 (不包括一般性著述) , 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类型 :

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模式 # 自20 世纪40 年代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 ∃ 以及50 年代初胡乔木的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

的撰写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 #这一框架的基本特点是以重大事件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线索 ,

以章节体形式撰写历史 #几十年来 , 以 %中国革命史 ∃ ∀ %中国共产党党史 ∃ 命名的数百部著

作 , 更多的是不同类别的诸多教材 , 大多陈陈相因 , 难脱此框架 #公正地说 , 这样的历史著述

为人们认识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提供了基本的史实 , 亦曾在革

命和建设中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但这些著述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诊

释 , 骨架虽有却缺少血肉#革命史和党史毕竟不能代替全面的完整的历史 , 除了政治还有经

济 , 除了革命还有生产 , 除了斗争还有生活 , 除了中央还有地方 , 除了领导层决策还有基层百

姓的众生相 , 历史本来就是有血有肉 ∀丰富多彩的画卷 #

二是海外学者有关人类学 ∀社会学的著述 #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开始 , 数量虽有限 , 但大都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著书立说 , 自有其人类

学 ∀ 社会学的特色 #迈德尔 (Jan M ard al ) 夫妇 1962 年即深人陕北柳林地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了

为时一月有余的田野调查 , 19 65 年在美国出版 %一个乡村的报告 ∃, 19 73 年又出版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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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的革命 ∃, 以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与生产的

真实画面 #韩丁和柯鲁克夫妇则以观察员身份直接参加根据地土改 , 分别成就了 %翻身 )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川和 %十里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 ∃&∗+两部纪实性作品 #19 91 年

美国学者弗里曼 (E dw ar d Fre 记m an) 等人出版了 %中国乡村 , 社会主义国家 ∃l∗ +, 这是一部在

十余年田野工作基础上多学科专家合撰的社会人类学著作 #该书考察的重点是人民公社时期的

典型 ) 河北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 , 但理论视觉和基本判断已与先前的成果迥异 #未能直接

进入内地乡村的一些海外学者则利用 口述资料撰写了这方面的著述 , 代表性的有黄树民的

%林村的故事: 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生活 ∃[4j 等 #此类著述最大的特点是在亲身经历或口述田

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某一村庄的革命进程进行人类学式的描述 , 韩丁就觉得 自己的作品 �无论

在风格上或内容上都很像一部记录影片  #川 ,∗p(,一 但中国的村庄形形色色 ∀ 千姿百态 , 数量极

大 , 而 �真实的  是否即是 �全面的  ? 况且 , 尽管是亲身的经历和大量的田野工作 , 海外学

者的关注点和了解到的面毕竟有限 , 其到底能做到多大程度 �同情的理解  ? 这些都是后来研

究者不断追问的问题 #

三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著述 #美籍华人黄宗智继 �过密化  ∀ �内卷化  理论后又从 �表

达与实践  的角度论述了从土改到 �文化大革命  (以下简称 �文革  ) 的农村历史 , 认为中

国革命应视为 1946 一1976 年的 30 年社会结构变迁 , 正是因表达与实践的距离和这种距离的不

断加大才导致了 �文革  如此的政治运动圈 #张乐天的 %告别理想 )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

借助自己家乡浙江北部联村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档案资料 , 试图以 �外部冲击 ) 村落传统

互动模式  解释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生活的实践逻辑 #阎云翔的 %私人社会的变革 : 一个中国

村庄里的爱情 ∀ 家庭与亲密关系 19 49 一1999 ∃&∗+以自己生活和调查的黑龙江下呷村为个案 , 细

密地讨论了一个普通村庄的个人及情感生活 , 是一部典型的乡村民族志著作 #清华大学郭于华

等人则注重对口述资料的搜集与研究 , 他们对陕北农村妇女在 50 年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相关

探讨 − #另外 , 近年来有关专题的论文不断发表 #此类著述均以资料见长 , 或档案 , 或口述 ,

或田野 , 或综合 , 尤其注重理论探讨 , 值得学界进一步地期待 #

笔者此前将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推行互助组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人民公社体制解

体统称为 �集体化时代  #此间约 40 年时间 (各地不一) , 互助组 ∀ 初级社 ∀ 高级社 ∀ 人民公

社前后相继 , 一路走来 , 从历史发展进程而言 , 这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时代 , 更是一个难以忘却

的时代 #如上所述 , 几十年来 , 对 �集体化时代  的研究已积累了一批成果 , 尤其近些年来

出现了一些新作品 ,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兴未艾 #稍有遗憾的是 , 历史学科本身对此的研究仍

不能尽如人意 #

我们不能不承认 , 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革命史 ∀ 中共党史的研究框架更多的是研究上层领

导或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 , 尤其以党为主体的历史事件 , 甚至党的历次代

表大会成为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主线 , 说到底是一条政治史的主线 #经济 ∀ 军事 ∀ 文化在这种

历史研究中只有附带的笔墨 , 基层农村社会尤其是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 ∀衣食住行 ∀ 人际交

往 ∀ 精神心理状态 ∀ 日常生活等 , 我们了解和研究得仍然十分有限 # � 自下而上  地研究这个

时代的历史 , 就是要给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 , 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 ∀ 从 �理解的

− 代表性的成果有郭玉华的 (心灵的集体化: 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 %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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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  出发 , 站在地下看天上 , 站在地方看中央 , 上下贯通 , 左右相连 , 整体地全面地了解

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

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 �集体化时代  的中国农村社会 , 就是要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

际出发 #19 49 年新中国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可以彪炳史册的事件 , 亦是重要的历史分期年

份 , 或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但以 �自下而上  的方式 , 从农民的角度

来看 , 互助组 ∀初级社 ∀ 高级社 ∀ 人民公社是一脉相承 ∀前后关联 ∀ 不可分割的一段历史时

期 , 直到建国后中央召开的有关农业的四次会议仍称之为 �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 毛泽东更明

确地说: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  ,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 , 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

展  #[,∋互助组的目的是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 , 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正是在互助

组的基础上转变发展而来 , 这是一个逻辑的存在 , 亦是一个历史的存在 #与此同理 , �文革  

后期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亦是在 19 58 年开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内进行 , 只不过它另有了严

重的政治化 ∀运动化的色彩而已#社会史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 具体历史时段的

划分亦要从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出发 #从 � 自下而上  的社会史视角出发 , 从农民和农村社

会的变迁过程出发 ,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期间40 年时间 , 就是党带领亿万农民走向和实现集

体化的过程 #

从 �自下而上  的社会史视角研究 �集体化时代  的中国农村社会 , 就是要在研究上层

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下层农村社会的实态 #所谓 �上有政策 , 下有对策  , 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各级政府和基层农村社会有无争论 , 执行得又如何? 汇总上来的数字 ∀公布的数字是否真

实 , 基层生产队是否真有 �两本账  ? 除 �两报一刊  类的主流话语外是否还有不同的声音 ,

除 �一呼百应  外是否还有抵触抱怨的 �众声喧哗  ? 事实上 , 瞒产私分 ∀小偷小摸 ∀ �偷奸

耍滑  等无组织的 ∀非系统的 ∀个体的 ∀长期的所谓 �无声抵制  在在皆有 , 高王凌说这是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 �反行为  [9J , 斯科特 (Ja m e #sc ott ) 称之为 �弱者的武器川 ∗�J#在斯科

特着来 , 这样的日常 �抵制  才是农民最经常的手段 , 它是一种相对平静的 ∀ 日常的 ∀微妙

的和间接的表达 , 地方官员往往对此 �睁一只眼 , 闭一只眼  #要之 , 这种 �去集体化  的过

程往往首先从地方开始 , 从村落开始 , 而且是从村民开始 #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斯科特的说

法 , 正是由于这种日常的 ∀长期的 �无声抵制  , 才导致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农村的解体 , 解

体之后便有了性质不同的联产承包 #历史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上层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层面 , 只

有 �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人到社会生活的深处  , 才能 �取得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

步  #&川在高度政治化的 �集体化时代 ∗, , 基层农村社会和亿万农民仍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和

生活方式 , 大势所趋的汹涌波涛底下仍会有潜流或暗流的涌动 , 全面地完整地看待历史 , 是

�自下而上  的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诉求 , 亦是我们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这个时代的基本出

发点 #

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 �集体化时代  的中国农村社会 , 需要我们对农村和农民的 日常生

活给予更多关注 #从互助组 ∀初级社 ∀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 这些不同时段和事件本身都有不同

程度的运动成分 , 政治化的色彩十分浓厚 #或许正因为如此 , 我们从现有著述中了解更多的是

这些运动如何由发动 ∀辩论 ∀ 推进 ∀高潮 , 再到另一个高潮 , 以及有关的会议 ∀ 方针 ∀ 路线 ∀

政策 #农村社会的反应如何 , 农民的切身感受和日常生活怎样 , 往往多是轻描淡写或淹没无

彭 #从 � 自下而上  的视角出发 , 农村人 口的消长与流迁 ∀耕地水利 ∀ 婚姻生活或夫妻生活

的状态 ∀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化 ∀宗族势力的消长 ∀ 阶级成分划定 ∀ 职业结构变化 ∀集市

(7 4 (



� 自下而上  :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

贸易 ∀ 副业生产 ∀服饰的质料式样 ∀ 食物的多寡与结构及其制作 ∀收人分配及其形式 ∀住房面

积和结构 ∀ 交通工具及利用 ∀ 日常生活用具 (包括家具 ∀ 农具 ∀ 照明等) ∀不同年龄段农村成

员的文娱活动 ∀ 戏曲小调 ∀ 标语口号 ∀ 基础教育 ∀卫生医疗 ∀ 娜寡抚养 ∀ 宗教信仰 ∀ 自然灾

害 ∀社会治安 ∀集团冲突 ∀ 党团妇青民兵组织 , 以及工作队 ∀巡逻队 ∀ 斗争会 ∀汇报会 ∀学习

班 ∀外调上访等 , 都应从社会史的角度引起重视并加强研究 #已有研究者指出 , 对于当代社会

史的研究 , �先分门别类地研究专题史 , 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地研究总体史 , 那么 , 大型

的 ∀权威的当代社会史便指日可待了 ∗, #&,,了笔者不敢奢望那样的当代社会史在短时间可以出现 ,

但这些基本的社会史研究内容 , 这些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应当是社会史研究的出发点 , 也应

该是全面的完整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基础 #

从 � 自下而上  的社会史视角研究 �集体化时代  的农村社会 , 还有一个基础的也是很

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基层农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目前 , 除了各级的官方档案以外 , 最基层的农

村的档案基本处于随意留放和散失的状态 #随着近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 旧房重建或再建

不断加快 , 大批档案散失或干脆被当作废品送到了造纸厂 , 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很难见到此

类资料 , 抢救这批档案资料的工作显得十分迫切 #然而 , 数量减少并不等于没有 , 只要肯下功

夫 , 坚持不懈地到农村去调查搜集 , 仍可有所收获 #近些年来 ,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的全体师生不避寒暑 , 栉风沐雨 , 坚持 �走向田野与社会  , 广泛搜集散落在全省各地农村的

基层档案 , 到目前为止已搜集到涉及全省各地 100 余个村的历史档案 , 总量当在数千万件 , 内

容包括农村总账 ∀ 分类账 ∀ 分户账 ∀ 日记账 ∀工分账 ∀ 社员往来账 ∀ 实物收付账 ∀ 现金收付

账 ∀ 实物明细账等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 中央 ∀ 省 ∀ 地 ∀ 市 ∀ 县 ∀ 乡 (公社) ∀生产大队 ∀

生产小队各级的文件 ∀计划 ∀ 总结 ∀制度 ∀ 方案 ∀ 意见 ∀报告 ∀请示 ∀指示 ∀通知 ∀讲话等各

类文书 , 政治 ∀经济 ∀军事 ∀ 文化 ∀宗教 ∀ 教育 ∀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包; 大量阶级成分登记

表 ∀斗争会和批判会记录 ∀ 匿名信 ∀ 告状信 ∀决心书 ∀ 申请书 ∀ 判决书 ∀ 悔过书 ∀ 契约 ∀ 日

记 ∀笔记等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 ; 宜传画 ∀ 宜传册 ∀ 领袖像 ∀红宝书 ∀红色图书 ∀各地

不同时期各种小报 ∀各类票证等也有一些收藏 #黄宗智的一篇专题论文中曾说: �关于单个村

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 #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 , 多是在

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 #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  # �直到现在 , 我们

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 , 这些数据主要来 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

实地调查  #圈我想 , 黄先生若再来我中心访问 (200 6 年 6 月初访 ) 一定会修正 自己的这一

看法 #

还要提及的是 , 目前流行采用口述记录的方法开展农村社会研究 , 应该说口述史是历史著

述的一种重要形式 , 但在仍有文献资料存世的现时代将历史档案文献和口述结合起来不是更有

利于事实的把握和客观的研究吗?

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 20 多年来 , 已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 #将历史研究的聚焦点由精英

人物和重大事件转移到普通民众和下层社会 ; 将单纯的政治史 ∀ 军事史 ∀外交史扩展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 将 �自上而下  转换为 � 自下而上  的视角 , 从而构建整体的历史 , 正是社

会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遗憾的是 , 20 多年来 ,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

和近代史领域 , 虽有研究者呼吁从社会史角度开展中国现当代史研究 , 但有分量的著述依然不

多 #社会史是一门 �问题史学  , �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 , 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  #第三代年鉴

派代表勒高夫指出 , 社会史 �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  #& +现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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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最近 ,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往不久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 , 把社会

史研究引人中国现当代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引起重视的间题 , 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负

的一份社会责任 #

[ 今 引 文 欲 ]

&l] &奖) 韩丁著 ∀ 韩惊等译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 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 #

�2 ∋ &加 +伊莎白 (柯. 克 ∀ &英 +大卫 (柯奋克著 , 龚厚军译 %十里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 7 年版 #

&31 &笑) 弗里受等若 ∀肉鹤山译 (中国乡村 , 社会主义国家)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X) 2 年版 #

&4 +黄树民: %林村的故事: 194 9 年后的中国农村生活 ∃, 三联书店 2加2 年版 #

�5 +黄宗智: %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 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 %中国乡村

研究) 2的3 年第2 辑#

�6] 张乐天: (告别理想 )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 东方出版中心 199 8 年版 #

�7 1 阎云翔: %私人社会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 ∀ 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 一1999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仪场年版#

[8 +(毛泽东选集) 第 5 卷 , 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 第 117 ∀ 116 页 #

�9 ] 今见高王凌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 �反行为  调查) , 中共党史出版社 2以拓年版 #

&10 1 今见 &美 +斯科特着 ∀ 郑广怀等译 (弱者的武器) , 译林出版社 20() 7 年版 #

�111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 1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第 450 页 #

�12 ∋ 田居俭: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 7 年第 3 期#

&13 + (法 +勒高夫 J. 主编 ∀ 姚象编译 (新史学) , 上海译文出版杜 1989 年版 , 第 13 页 #

&责任编样 : 杨文利 +

(中共党史研究 ∃ 200 9 年第7 期要目

功绩垂* 史 风范泽后人 ) 纪念宋任穷同志诞辰 100 周年

中国经济体侧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 章百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研究

从统计数据粉新中国成立后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之进展

) 以四部党史权威著作为样本 宜春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粮票交易现象探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 �走后门 运动

论新中国初期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 郊思派

中国共产党创立成因辨析

夙顺章叛变与周思来的危机决断

堂上村飞出不朽的歌

回忆父亲张治中的一九四九年 张素我口迷

对五四时期陈独秀 �反封建  说的反思

新中国初期贯彻 %婚姻法∃ 运动中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 ) 以河南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淮海战役期间沂象解放区的今军动员

甘庆红

朱 丹

巫云仙

赵金康

姚金果

张学兵

钟健英

崔丽全

田子渝

刘君玲

龙祈民

苏峰整理

冯天琦

李洪河

张学强

7 6



,

A b stra ets

K eyw o rd s : Sino一 Soviet re lations , Soviet expert s , H eilon幻 iang Pro vinee

A m er二  can Poliey T ow ards T二   bet in the 19705 (((((((((((((((((((((..  G uo Y onghu & Li Ye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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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价    in P ow er in J oint Sta te ( P ri va te E n妞    rPrise s as See n fr om C h an梦 5 In

  T hel r T op M anage m ent (((((((((((((((((((((((((((((((((((((((((((((, ((((((((. . Li u A nbi ng (85 )

A 加       tra et: Joint public and p ri vat e ow ners hip of individual ente甲    ri ses w as an im port ant eom po nent

       P a rt of th e soe ial ist tra n sfo rm a tion o f ea P italist in d u st汀      a n d e om m e re e in th e 195 0 5. Th e e xPe ri en e e of

      th e 14 pilotfa etories ofjointpublie )         private owners hip show s th atthro ugh ehanges in the top m anag e-

( ! 2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