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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当我们回首共和国六十年历史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深沉的历史沧桑之感。
反映这个国家的奋斗历程，我们既需要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也需要个人的娓娓述说，因为一个国家的
历史，不只是若干概念的静态勾勒，更应是一个个鲜活的公民个人记忆的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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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国川，《经济观察摄》高级记者。
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观察：26位
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黍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其中《大碰撞：2004-2006中
国改革纪事》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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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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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杜润生访谈录　　愿做农民的代言人　　土地改革的得与失　　马国川：您1913年出生，是个世
纪老人，一生经历了众多的历史事件。
　　杜润生：我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确实经历了太多的历史事件，
其中许多是关系到改善农民经济政治地位的事情。
最早可以从土改算起。
　　马国川：土改开始时，您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杜润生：1950年初，中央决定召开全会，土地问题是议程之一。
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我两次被召到北京，列席了中央准备通过《土改法》的会议。
会前毛泽东还找了部分新解放区的干部了解情况，我介绍了中南局讨论过的土改要分阶段：第一阶段
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
第二阶段是建立政权，先建立农会，再分配土地。
毛泽东说，这个安排很好，他还让我们回去写个报告。
后来毛泽东对该报告作了批示，并以中央名义发出。
以后我们又提出．土改应分为三个阶段，增加了土改复查与组织建设阶段，对此毛又批示说：“将土
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
略和跳跃。
”马国川：《土改法》是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从此土改有法可依了
。
　　杜润生：那次会议是毛泽东主持的，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注意教育农民节约，分
田后大吃大喝不好，应该防止。
毛泽东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免，此后注意就是了。
”此话既讲理、又讲情，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新的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报告，把过去好的经验都肯定下来了。
确定了土改应该依照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
在政策方面也应按新民主主义的战略方针，保留富农，保存私人工商业，保护中农。
还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允许各地对民主革命程序自行决策。
特别对于西藏，允许1957年以前不搞民主改革，对内蒙古也实行特殊政策。
会议传达下去，全党一致表示拥护。
　　　　马国川：那么在执行过程中主要有什么问题？
　　杜润生：各地方在运动中特别是在运动高潮中，总是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和正确执
行政策这两个方面如何协调？
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从抗日初期到解放前，几个阶段都是反“左”出右，反右出“左”，来回反复，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比如在富农问题上，《土改法》明确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
犯”，毛泽东也说过，“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中央全会却又同意个别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处理这一问题。
结果，中南、西南两大区全部消灭了富农经济。
这种做法是有缺陷的。
如果说今天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那么，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
策就需要重新评价了。
事实上，在华东地区一些地方，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土改的阻力就小一些，富裕中农也比较安
心。
　　马国川：土地改革是中共农村革命之始，到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
但是对于土改的意义，现在仍有不少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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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土改的意义是什么？
　　杜润生：土地改革的意义特别重大，一直影响到当初的“合作化”和今日的“包产到户”，绝不
能简单地贬之为“历史的陈迹”。
有人说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不对的，它只是回到了土地改革。
关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以往人们认识的并不充分，我特别强调了国家通过土地改革，重组了基层
，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人们以为旧中国是“政权不下县”，因此打通基层，意义尤为重大，是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步
骤。
　　马国川：但是有些人，包括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土改“反封建”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土地可
以自由买卖，已没有封建制。
　　杜润生：确实，那种典型的土地封建领主制，农民依附于土地的庄园经营形式，在中国早已不存
在了。
但因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却到处可见。
特别是民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转嫁于
农民，加上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
大部分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
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掠夺资源，曾刺激农产品、矿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出
现，但其主导部分，更多属于买办资本，其经营手段多系掠夺性质。
可见，当时的中国经济结构，虽具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称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比较准
确的。
这个社会结构，除非采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
　　马国川：也有学者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包括地主收租簿在内），认为在不少地方，地主收租一般
只能收到七八成的样子；田主若想收田另佃，也往往难以实现。
换句话说，地主的所有权是残缺的。
而且土改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一些人也持怀疑态度。
　　杜润生：这种调查，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尚属疑问。
近代中国的历史天灾战祸频频发生，地租既高，收租又难。
但不能由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也不能否认土地改革的合理性。
至于土改对经济发展的好处，这在当初就是有争议的。
在苏区一些地方，分田后的最初几年，生产往往是下降的，这与战争环境有关。
全国解放以后，有几年生产发展（或日“恢复”）是很快的。
但这一过程太短，很快就进入另一项制度变革，土改所激发的生产者积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
综观农村变革、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在农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否也可以证明土地改革的合理性
！
　　马国川：在您看来，当年土地改革是否存在问题？
主要是哪些问题？
　　杜润生：当然，当年土地改革的某些做法是有问题的。
这也毋庸回避。
例如，土地改革是一场大革命，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没有严格地依法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
留下了不利影响。
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在土改中，剥夺地主垄断权是合法的，可是“打乱平分”就有负面影响，侵犯了中农利益。
土改后实行合作化期间，合作占有和财产归大队，两者之间政策界线划分不够严格。
后来在实行家庭承包制中，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缺乏法律保障，村干部任意调整地权事件层出不穷，违
背中央关于土地使用权三十年不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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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如果不能走上法治轨道，就无法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法治取代人治，乃是时不可待的事情。
　　　　农业合作化运动　　马国川：1952年11月，中央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后，决定成立中共中央
农村工作部。
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您担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
。
　　杜润生：我和邓子恢是1953年1月从中共中央中南局上调北京。
一天邓子恢约我一起去见毛泽东，向他报到。
毛泽东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
。
他还说，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搞社会主义嘛！
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了。
我们计划在十至二十年之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
 　　马国川：在1949年政协会议上，有人主张《共同纲领》写上社会主义目标，中央不赞成。
当时毛泽东解释说，搞社会主义，是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要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要
在人民群众都表示同意以后，然后从容地、不勉强地发起全面的社会主义进攻，消灭资本主义。
但是，现在毛讲的上述决定和原来的想法不大一样，马上要搞下一篇文章了。
　　杜润生：当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建设阶段，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
主主义文化的建设。
在这个时期承认个体经济长期存在，还要保留富农，保留资产阶级。
下一步社会主义大革命大约是在十至二十年以后，而不是在这个时段之内。
所以，在回机关的汽车上，邓老对我说：看来合作化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不好再说什
么。
但是十五年还长，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在细节方面，即在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用心，多替中央操心
。
邓子恢之所以说“不好再说什么”，大概就是指此而言。
其实，在我们上任之前，1951年就发生了一场关于农村合作化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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