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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世纪，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世纪。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农村。
因为，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
这正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两次革命都发源于农村的秘密所在。
20世纪的百年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抓住了农民，就抓住了中国，谁丢了农民，就会丢掉中
国！
　　而要抓住农民，首先就要懂得农民，懂得农民生存生活的农村。
进入20世纪，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民和农村及相应的农业第一次成为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三农问题”。
农民和农村也第一次成为知识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在20世纪，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两次高潮。
一是二三十年代。
这一期间，有着不同倾向、不同旨趣的人将目光投向边缘化的田野。
通过各自的调查与认识，将历史上不为高雅的士大夫所关注的乡村社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观照着一个共同性的主题，就是“贫穷”，这也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面对
的最大问题。
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认识农村，分析造成农村贫穷的原因，寻找解决农村贫困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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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漫长的历史上，政治是安邦治国之道，是发生于高城王宫之事，小小的村庄是无所谓政治的，当
然不会纳入知识者的视野。
然而，任何经国大事都要延伸于一个个小村庄并接受其反应。
只有当一个个小村庄也能够参与政治，国家的大政才有真正广泛而牢固的基础。
《岳村政治》以一个小村庄为载体分析经国大事在村庄的反应与运作，这本身或许就是历史进步的一
个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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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勇，1955年生，湖北省宜昌市人，政治学博士，并获得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政治学与城乡基层治理研究。
主要学术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
）、《徐勇自选集》（1998）、《包产到户沉浮录》（1998）、《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两人合著
，2003）、《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2003）、《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2009）等。
2006年11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就“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作了
专题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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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农村建设需要理性化　破解中国“三农”难题的四种视野　受益与受损：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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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送大学下乡——在“为一个村培养一个大学生村干部”开班　典礼上的讲话　全球化视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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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进社区选举强化社区意识　“盐田模式”：社区治理体制的现代取向——第三届中国政府创新
论坛上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深圳社区　治理体制创新　业主维权的起源与公民社会的建构下篇 学术人生
　建构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　事件一反省与学术自觉——徐勇访谈录　黄梅县水月庵村调查记事—
—八年后的回话　《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导论与后记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导论
与后记　《包产到户沉浮录》引言与后记　《徐勇自选集》后记　《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导论　《乡
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后记　《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后记　政治学者的人生：在徐大同先
生80寿辰庆典上的讲话　政治学者当生如夏老：在夏书章先生90寿辰庆典上的讲话　创建者的功绩长
存人心——丘晓先生90华诞祝词　徐勇学术成就简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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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的大国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无疑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
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也越发展”，要将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
进”。
农村基层民主则是中国基层民主的主要构成部分。
　　中国的民主为何由基层民主得以率先突破，特别是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率先起步？
这是中国的现代化和基本国情所定。
现代化是一个由少数精英发动、推动和主导的历史过程。
但是，少数精英能否成为主导性力量，又取决于他们对社会大众的动员。
中国进人现代化进程时，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谁抓住了农民，谁就会抓住中国；谁丢掉了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
国民党是第一个现代政党，其在大陆的失败，重要原因是没有得到农民支持。
共产党的崛起恰恰得力于“政党下乡”，将政党力量延伸到农村进行政治动员。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成功，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经济上给农民以实惠；二是政治上给农民以民主权
利。
农村政策研究专家杜润生对此有精辟的概括，他认为中国的土地改革实际是政治改革，其结果是“农
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直到后来的农村改革都是沿着这一路径而展开的。
与国民党只是抽象地赋予农民以国民资格相比，共产党的两条基本经验都具体地体现在农民的日常生
活之中。
这是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起点，换言之，中国的基层民主起源于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员的需要。
这种特点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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