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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使用的史料，主要出自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尤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
社”研究人员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为主。
作为一个侵略国发起的研究，满铁的调查，肯定有其局限性。
调查的具体情况及其引起的史学问题，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进行详细讨论。
作者十年来详细阅读这些资料，把它们和中西学者在二、三十年代作的调查加以比较，进行校对，又
于1980年访问了其中的两个村庄，通过实地的调查，来核对、补充这些资料。
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
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
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
此外，1979至1980年间，此书英文初稿写成之后，作者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接待，在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代的刑部档案和宝坻县的户房档案。
作者试图把满铁资料所显示的一些本世纪的社会经济变化趋势追溯到清代前期，而对近数百年来华北
农村的演变型式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本书在分析概念上，同时得助于农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学术传统，即革命后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观点的历史研究，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本书对它们的称谓，见第一章）
的学术著作，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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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
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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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
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年）。
《近代中国》季刊（Modern China）创办编辑（1975年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
主要著作有：《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
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
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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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伴随棉花的普遍种植，社会经济也相应发生变化。
道光（1 821-50）年间济宁县令徐宗千在他敏锐的观察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查州（高唐）境种花地
多，种谷地少，富者素无盖藏，贫者专恃佣趁，一遇灾歉，既至束手无措。
⋯⋯如今春偶而亢旱，遂至人情惶惶，贫者无借贷之门，富者惧爬墙之害，均粮滋讼，合境不安。
”（引、自景、罗，1959：33）这是高度商业化的棉花生产区内社会高度分化的现象。
　　农业商品化和人口增长　　明初的河北、山东，是个类似边区的地域，因十二世纪20年代蒙古伐
金，使这一地区大部分成为荒土。
《明实录》有很多关于本区荒芜、鼓励移民入迁，特别是从山西移民至此的记载，例如1388年。
的一段文字，就提及从山西东南泽州府和潞安府移民定居临清的事。
翌年的另一项记载，提出要移民到人口稀少的东昌县。
1416年，“徙山西诸户以实藁城”（位于冀南中心地带）（引自片冈，1959：85一6；1962：139-41）
。
满铁调查的村庄中的沙井、寺北柴和后夏寨，据村中口头相传，是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的移民聚居而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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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分析概念上，同时得助于农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学术传统，即革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观点的历史研究，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对它
们的称谓，见第一章）的学术著作，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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