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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以鄂东A村为个案》通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来透视中国农民意识形
态的变迁状况。
这个村庄就是湖北省黄冈市A村。
　　本研究考察了A村一百余年的历史，并把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
立以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由于本研究是用微观方法研究意识形态的尝试，也是把农民意识形态单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进
行研究的尝试，同时也是一次单独研究中国某一群体意识形态的尝试，因此本研究运用了"合作社模式
“的民族志”深描“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笔者有较为充分的把握作出这样的假设：在农民意识形态变迁过程中，国家起了主
导性的作用；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既是一种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解构过程；农民主体地位在变迁
过程中从空场中出场。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范式：农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变迁与统治阶级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推行
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型塑和传播是统治阶级或国家进行政权建设的一
部分，型塑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型塑者为了获取被型塑者的思想控制权与行动控制
权。
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作为单个个体的人都是多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人本质上
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man is an ideological animal by nature）”。
人一出生就处于多种意识形态的缠绕中，如此一来，被型塑者往往也会遵循先人为主的规则，有时也
会根据自己的先赋性图式或后发性预期来决定自己的意识形态取舍。
由于作为型塑者的统治阶级或国家与被型塑者之间的认同往往不会很快形成，因而作为型塑者的统治
阶级或国家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协助传播和输出。
从历史上看，统治阶级或国家型塑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采用两种推动变式：一种是强迫性推动，
另一种是诱致性推动。
所谓强迫性推动是在被型塑者无选择、不情愿的情况下的推动；所谓诱致性推动是在被型塑者有一定
选择情况下的推动。
　　而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主要采用三种方式：阻抗性接受，适应
性接受，迟滞性接受。
　　在论证过程中，有一个大前提是不须证验的：统治阶级或国家所型塑和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三
个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变迁。
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变迁究竟会不会引起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
这是一个需要证实或证伪的关键问题。
由于意识形态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它一般深藏在行动者的内心深处，因此，这
就给我的证实或证伪过程带来极大困难，这也使本研究成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这里，笔者就引进了一个新的变量来帮助证实或证伪：持续的共同行动。
如果农民的持续的共同行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那么，就可以对本研究的中
心假设进行证实。
如果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持续的共同行动只有一种路径依赖，那么就说明农民的持续的共同
行动与变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对应关系，从而就可证伪本研究的中心假设。
　　对于两个附加假设的证实或证伪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第一个附加假设是与中心假设一脉相承的，
因此对于中心假设能证实，也就能证实第一个附加假设；对中心假设能证伪，也就能证伪第一个附加
假设。
对于第二个附加假设的证实或证伪，笔者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以陈独秀的一个著名论断为预设前提
。
陈独秀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无主体性的，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人的主体性是空场的。
要证实或证伪第二个附加假设，就要看农民群体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没有与国家或地方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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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割上形成过博弈的关系？
如果有，那么就可以证实本研究的第二个附加假设；如果完全没有形成一种博弈关系，那么就只能证
伪第二个附加假设。
　　通过考察，本文证实了上述的三个假设：第一，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变迁
；第二，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一种解构与建构并置的变迁；第三，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
是农民的主体自我由空场到出场的过程。
同时还讨论了农民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和转型期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还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且多以
宏观视角围绕主流意识形态来进行。
而从微观或站在某一社会阶层角度对群体意识形态进行切片剖析到目前为止尚无先例。
如此一来，对中国农民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研究就成为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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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摘要Abstract导论一、什么是农民意识形态二、为什么要研究农民意识形态三、目前学界就意识形态问
题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现状四、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一）研究思路（二）研究方法五、研究样本及
文献资料说明六、研究的结构安排七、研究的意义I 原点状况考察一、农民意识形态的源初状况考察
（一）家族意识（二）宗族意识（三）共同体意识二、农民经济地位状况考察（一）封建国家土地所
有制（二）地主土地所有制（三）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四）农民经济地位的从属性三、封建国家向村
庄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一）封建国家借助御用工具制造、诠释、贩卖和辩护其主流意识形态（二）封
建统治者借助器物统治手段协助输出与传播其主流意识形态四、宗教文化、崇拜文化对民间的影响（
一）宗教文化对民间的影响（二）崇拜文化对民间的影响五、小结：原点状况的特点（一）主体自我
空场性（二）臣属性（三）矛盾性Ⅱ 第一次变迁一、传统制度被颠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入（一）
土改（二）镇压反革命二、村庄生活的全面社会化（一）合作化运动（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农村中的“反右”三、主流意识形态开始走向极端化（一）“四清”运动（二）“文化大革命
”（三）农业学大寨：泛政治化的农业生产运动（四）A村农民的一些相关思考四、“两个凡是”固
守“极端化”地盘五、小结：第一次变迁后的特点（一）皇权崇拜解构，新的个人崇拜被建构（二）
小共同体意识解构，集体主义意识被建构（三）等级意识解构，阶级斗争意识被建构Ⅲ 第二次变迁一
、转型期国家的变革（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二）国家向村庄输出新主流意识形态二、个体主义
在村庄勃兴（一）村庄经济利益的分割格局（二）村庄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三）计划生育政策的“
超强制”执行（四）宗族共同体重新浮出水面三、青年农民生活的“私人化”（一）老刘的感言（二
）青年农民的个性化趋势四、小结：第二次变迁中的特点（一）农民的主体自我开始出场（二）农民
逐渐崇尚个体中心主义（三）农民思想观念呈多样性趋势Ⅳ 总结讨论建议一、总结（一）国家主导
了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二）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是解构与建构并置的变迁（三）A村农民的
主体自我从空场中出场二、讨论（一）主流意识形态与农民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二）集体主义与个
体主义在转型期的关系三、建议（一）主流意识形态在品格上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二）国家或执政
党在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应更多地采用诱致性推动方式（三）国家或执政党应重塑新集体主义
参考文献中文部分英文部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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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I 原点状况考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　　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变迁，就必须寻找其原
点状况，这是功能学派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
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追溯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原点状况。
　　由于英山县绝大多数村庄均没有编制村史或村志的惯例，加之历史上村庄的边界并不固定，因此
对A村历史的回溯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如此一来，笔者只能根据《英山县志》和一些健在老人的回忆来寻找相关材料。
　　笔者多次到A村及其邻近村庄进行调查访谈，在访谈中得到关于A村来历的多种版本。
　　一位段姓老人告诉我：A村的历史大约有六七百年，他的祖宗在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来此开疆拓
土，当时这里崇山峻岭，一片蛮荒，荆棘丛生，是一个较为安全的庇护之处，但是来此开拓十分不易
。
　　一位刘姓老人告诉我：他的祖宗大约在七百多年前从安徽到此开山辟地，是这里的较早开拓者。
　　在附近村庄与一位方姓老人交谈时，他告诉我：以前这里并不称为A村，也不叫L，更不称为M什
么的，以前这里全姓方，叫方家寨，大约在七八百年前，方姓是这里的开拓者，所以至今这里还有方
家咀的称号，连A村的上一级乡政府也称为方家咀乡政府。
　　L村的一位老人告诉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A、L一带在很早以前是一个很好躲兵的地
方。
明末张献忠的军队曾到此休整，这里的百姓给了他们不少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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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以鄂东A村为个案》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考察和探
究A村农民意识形态在1949年以前的状况，并把此一段时期内农民的意识形态状况作为本研究的原点
；第二部分着重考察和探究A村农民意识形态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状况；第三部分着重考察和
探究A村农民意识形态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状况；第四部分通过全篇的考察与探究得出本
研究的结论。
《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以鄂东A村为个案》的意义在于：一，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农村和
农民；二，有助于学界更深刻地认识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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