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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在中国农村仍不时可见其忽隐忽现的踪影。
那么，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呢？
本书对此作出了解答。
全书分“公社制度的嵌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
制度模式”、“人民公社的终结”四编14章，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等多方面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不仅重新展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面目，而且提出
了不少饶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及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问题。
书末另附三个有关人民公社的重要文献，亦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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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乐天，1949年生，浙江海宁人。
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为《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与农村社区、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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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社制度的嵌入一、海宁和平解放与土地改革二、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三、制度变革：从
小农经济到集体经济四、50年代的乡村经济五、向大公社体制过渡六、乌托邦：从天上到地下第二编
　“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第三章　倒退的惯性一、重建生产队二、土地的使用三、
农业生产的组织四、粮食分配五、乡村市场六、旧传统的复归第四章　新制度：秩序与冲突一、大队
的掌权者二、权力的运用三、阶级问题四、制度内的人际矛盾第五章　初期的革命输入一、中央：推
进革命的时间表二、重提阶级斗争三、阶级斗争的宽泛化四、大队权力危机第六章　有序的革命一、
“扎根串联”二、大字报风潮三、首当其冲的支委们四、革命尚未终结第七章　群众大革命一、“造
反有理”二、清理阶级队伍三、大学习、大批判四、权力与正式组织第三编　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
模式第八章　公社制度的特征一、集权体制之一：党和党的领导二、集权体制之二：依附的政府组织
三、集权体制之三：干部四、集权体制之四：市场控制五、村队模式之一：产权制度六、村队模式之
二：生产队的规模七、村队模式之三：地缘因素八、村队模式之四：组织与干部九、村队模式之五：
生产队活动节律第九章　公社农业经营(上)一、种植的外部限制二、生产队的种植选择三、作物的管
理四、过密集型劳动投入五、劳动投入的构成六、农民劳动投入的选择七、制度与技术八、过密集型
技术偏好九、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第十章　公社农业经营(下)一、最终产品的处置二、农产品的出售
三、产品购买四、工分制度之一：“底分”五、工分制度之二：工分的类型六、工分制度之三：工分
构成七、生产队基本分配原则八、经济分配九、粮食分配第十一章　公社的社会生活一、家庭二、生
育制度三、养育模式四、婚姻五、老年人的生活六、宗族七、村民的交往第四编　人民公社的终结第
十二章　公社的困顿一、小农的离心倾向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三、体制外的经济收入四、外出的
冲动五、价值：融合与冲突六、人情、原则、斗争哲学七、意识形态：输人与演化第十三章　公社解
体以后一、政策的演变二、从合作经营到家庭经营三、宏观环境的改变四、农业的家庭经营五、乡村
工业的蓬勃发展六、重建乡(镇)村体制七、干部八、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九、演化中的村落十、村
落文化的嬗变第十四章　公社的启示：关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一、土地与农民二、党政权
力三、农村集体企业四、乡村政府与集体企业五、乡村政府与农业经营六、村民自治问题表格索引附
录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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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农业生产的组织　　　　大公社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值得关注
。
大　　队特别是公社集中了太多的权力，而且又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直接从事农　　业生产的农民
失去了太多的权利，他们在盲目服从指挥的同时又只求即时的　　满足；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生产被
过分地按军事的和工业的原则组织起来，　　有序的理想带给农村干部们的却是顾此失彼的烦恼；⋯
⋯这一切把“鱼米之　　乡”带人了灾难的苦海。
　　解铃还是系铃人，党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推动了人民公社制度的　　改革。
改革的核心是下放权力，生产队首次获得了较多的组织农业生产、经　　营和分配的自由权，公社和
大队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调配劳动力和物　　资，直接组织农业生产。
1961年11月17日，L大队的主要干部们在谈到新体　　制中的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时认为，今后大队与
生产队的关系主要有三类：　　一是收取公共积累，二是收取管理费，三是收取农具折旧费。
他们在会上说　　：“以前大队是实的，今后大队是虚的，大队的工作实际上共有九项：一是　　民
兵治安，二是作物安排，三是生产检查，四是征购，五是企业，六是基建　　，七是学校，八是救济
，九是政治思想工作。
”1962年 10月22日，L大队的　　一位主要干部在全大队正队长会议上甚至说：“今后大队的机构是
没有了，　　到底是啥还没决定。
今后所有制只有二级，大队一级没有了。
”　　以后的事实证明，大队一级仍然存在着，并且不像他们最初设想的那样　　“虚”。
自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大队实行了主要干部分别“联系”生　　产队的制度，我们在下一章的
分析中将会看到，有的大队干部在“联系”的　　过程中掌握了生产队的实权。
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给浙北农村带来了短暂的　　稳定与秩序，大队干部们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
到农业生产方面，有为而　　治，自然会较多地干预生产队的农业经营。
　　大队对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的干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这主要取决　　于各个时期的意识形
态以及相关的政治权力关系。
60年代初中期，意识形态　　还远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浓烈，政治压力还不至于使大队干部们放
弃自　　己的判断，违背自己的良心；或者说，大队干部们还有顶着“上面”的压力　　而按自己的
意愿去办事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干预会比较符合实情　　，并容易为生产队所接受，因为大队干部们终究都是
农业的行家里手，都是　　实实在在的村里人。
　　刚刚从饥饿中走来的农民基层干部首先考虑的是粮食问题，大队在作物　　安排时很容易与生产
队达成一致意见，一位原大队干部说：“60年代初中期　　，各生产队的粮食压力都很重，生产粮食
的积极性也高，这不仅因为刚尝过　　缺粮滋味的农民更懂得粮食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大量城市工人
的下放实际上　　加重了生产队的粮食负担①。
因此，我们在安排作物茬口时总忙着与生产队　　的干部一起计算可能达到的粮食产量。
各队水稻田有限，水稻产量也很难一　　下子提高，就设法挖旱地粮食作物的潜力，那几年番薯和豆
类作物种得特别　　多。
”L大队的会计资料证明了这位大队干部的回忆。
就番薯而言，1963年　　全大队的种植面积达437亩，高于当年任何其他作物(包括早稻、单季晚稻、
　　连作晚稻)的种植面积，又是整个公社时期番薯种得最多的一年。
需要进一　　步指出的是，1962年和1963年，各队曾在桑园中大量套种粮食作物，严重妨　　碍了交
售给国家的经济作物产品蚕茧的生产，大队对这一做法采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态度。
各队以后又退出了套种，原因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　　争，而是出于实际的利益方面的考虑。
粮食够了，农民需要更多的现金。
　　作物的培育和管理是大队一级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与革命以后的情况　　不同的是，大队的具
体指导很少或基本上不带意识形态的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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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只是　　就事论事地布置工作，对于新引进作物品种的培育管理讲得特别仔细。
这里　　摘录一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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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乐天奉献给我们的这一部新著，就是一部专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著　　作。
近些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这一主题，但专门的著　　作尤其是以一个生产大队
，生产队暨村落为对象的专门著作则迄今未见。
张　　乐天的这部专著以浙江北部一个普通村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细致入微　　地给我们描绘
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获得　　了有关一个中国普通村落农民的政
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图景。
　　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大多都读过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　　一书。
由于《江村经济》的存世，使得后人永远有机会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　　江南水乡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状况。
而张乐天的这部著作，则给人们提供了了　　解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情况的珍贵素材。
仅从这点看，这部书的学术　　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陈锡文　　　　《公社》一书显示了作者近些年来理论思考的成熟和突破。
他从几十年纷　　纭复杂的农村社会生活中，提炼出一个精彩的主题：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建　　立
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模式：外部冲击一村落传统互动。
这一主题及分析模式　　的提出，使得《公社》从对一个村庄的描述得以反映整个时代的特征，也使
　　得该书成为描述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生活以及中国农村发展方面最好的人类　　学著作。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他以后的著作，都贯穿着他对中国农民基本生　　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
，他的“乡土中国”、“五谷文化”概念的提出，展示　　了他对“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农民那种深
切的关怀和思考。
《公社》一书也　　体现了作者同样的“人文关怀”，即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应当从普通大众的　　
生存方式及其中的张力中切入，对小社区的文化探讨也应该从社区人民的基　　本生存方式及他们与
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去理解。
对一个复杂的　　文明社会，完全可以用分析的方法，直接从探究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方式入手　　展
开研究，从中或许可以概括出一些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或　　民族的科学概念来。
　　——曾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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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了解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怎能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公社伴随中国广大农民度过了二
十多个春夏秋冬。
公社给农民带来过憧憬、理想、苦难和失望。
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多少人为公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多少人迫于无奈在公社里编织自己
生活的经纬⋯⋯公社逝去了，但它已融入了亿万人的生命履历中，铭刻在整个民族的记忆里。
公社是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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