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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
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
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
的传统。
即使对于整个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虽然在世纪末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变革的历史进程却仍在继
续。
“20世纪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
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
这是它所独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
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
诚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
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
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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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根据地理位置、地质条件、农作特点
和农民生活习惯等方面，将华北地区界定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五省和北京、天津两市。
　　以华北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区域，一是富农经济在华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代表着我国两种不同耕作特点，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租佃关系为主的农业
生产特征不同，华北地区以自耕农经济为主，雇佣关系较为普遍，体现了富农经济的主要特点。
二是富农与新富农阶层在华北地区具有特殊意义。
富农的发展演变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阶级理论的实践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乡村社会的
结构。
“富农”问题的形成及其理论认知的演变，伴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改变得到充分体现。
从中共创建之初对富农问题的认识处于探索时期到苏区革命中的试错与纠偏，从1935年底共产党势力
在华北地区扎根到七地改革时期对乡村社会的根本性改造，与国民党在部分地区推行自耕农政策的实
践相比，华北地区成为共产党阶级政策实践的主要地区。
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在农民问题上，特别是在富农与新富农的问题上，共产党基本形成了独
特的阶级理论和操作规则。
对华北地区富农与新富农的研究，可以揭示革命、阶级与乡村社会的内在关系。
　　《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的研究时段是20世纪前期。
以清末民初作为研究起点，分析阶级理论运用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次的社会背景。
显然，如果没有乡村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没有农村社会危机的加剧，何以使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中
国社会史论战中占据上风，并成为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
从这一意义上讲，探讨清末民初之际华北乡村社会发展状况，分析富裕农民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分析
乡村社会变迁同样具有学术价值。
对富农阶层历史命运的分析，使《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的研究时
段延伸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作为革命老区，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时已基本结束，对土地改革后农村贫富
差异的产生、新富农的出现，以及合作化道路选择等问题的讨论，可进一步揭示出富农与新富农对乡
村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
　　《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希望透过20世纪前期富农与新富农阶
层的独特视角，探讨华北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
这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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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富农是一个经济的概念，特指富裕的农民或富裕的耕作者。
土地关系是农村阶级关系的具体体现，农村阶级的分化主要体现在对土地和⋯定数量经济资本的占有
情况，如农具、牲畜、水井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是富农经济地位的标识。
在华北地区，一般年收成为两收，多为一石左右，养活一人至少应有3亩耕地，如果不是复种，则需6
亩左右的耕地。
“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
”以乡村中较为富裕的农户家庭平均8口人计，则至少需48亩以上的土地方可维持基本生活，同时也考
虑到副业等经营对富农收入的影响，因此本文以50亩作为华北地区富裕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的最低线
，依据便在于此。
当然，本文在具体分析富农阶层时，并不完全局限50亩的标准，在一些农作条件较为优良的地区，耕
作30亩以上的农户已是富农户。
　　这一界定大体上相当于共产党阶级划分政策中规定的经营地主和富农。
“经营地主”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划分中的“地主”。
“地主”是不劳而获将土地全部出租，经营地主要直接参与农业管理，事实上也就脱离了“地主”范
畴。
在这个区分标准得到认可的前提下，经营地主不再列入“地主”范畴，而将其归入“富农”范畴。
民国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农村阶级划分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不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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