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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全称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
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
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
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
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
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
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
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
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
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
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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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 土地改革史研究回顾二 研究重心转向乡村社会史三 研究重点及基本研究思路四 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 土地制度变动与农业生产力的变化一 土改运动前农业生产力状况的基本估计（一）土地占有
状况极不合理（二）生产资料配置很不平衡二 土改运动后土地及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合理化（一）各
阶层土地受益情况分析（二）农具和耕畜等生产资料的重新配置三 土改运动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二）土地投资力度的加大与劳动力的增加（三）粮食产量的明显增加
（四）土改的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章 土地制度变动后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一 农民物
质生活明显改善（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恢复（二）农民购买力逐步提高（三）农村
医疗条件的初步改善与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二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一）农民掀起学习文化热
潮（二）农村文化生活日趋活跃第三章 土地制度变动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一 “公田”是封建宗族
制度的物质基础（一）“公田”在南方各省占有较大比重（二）族田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二 没收“公田
”与宗族制度的瓦解（一）没收“公田”政策（二）封建宗族制度的瓦解（三）农民阶级意识的强化
第四章 土地制度变动与乡村政治格局的改变一 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政治热情（一）组织农民的政
治团体（二）打垮地主的政治威风（三）激发农民的政治觉悟二 建立乡村基层组织（一）农民成为乡
村政治组织的主体（二）重建乡村基层政权（三）推进乡村民主建政工作第五章 土改运动后的农民思
想教育与改造一 必须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一）土改后农村普遍出现松气思想（二）发起“李四
喜思想”的讨论（三）“李四喜思想”讨论重点的转移二 “李四喜思想”本质及流行原因的讨论（一
）“李四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二）“李四喜思想”流行的原因是什么（三）单纯“压任务”的做
法对不对三 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历史经验（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加强对农民及乡村干部
的思想教育（二）用民主的方式教育农民——注重农民自我教育（三）批评落后、表彰先进，树立典
型、教育农民（四）思想教育中必须注重改进领导方法（五）思想教育与解决乡村干部的实际困难相
结合第六章 土地改革后乡村社会习俗的变革一 农村妇女的解放与婚姻习俗的变革（一）妇女参加农
业生产的新风尚（二）农村兴起婚姻自由之风（三）变革封建婚姻观念的艰巨性二 革除农村恶风陋俗
（一）禁止溺婴陋习（二）革除早婚陋俗（三）倡导寡妇再嫁新风三 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新习俗（
一）改造农村“二流子”（二）农村兴起集团结婚（三）新年画受到农民欢迎（四）破除农村封建迷
信（五）崇敬人民领袖新民俗的形成第七章 土改运动后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及中共政策的调整一
土改后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一）土改后乡村出现中农化趋势（二）新区土改后新中农的迅速
崛起（三）土改运动后社会结构变动的新格局二 中共对中农阶层的认识及政策调整（一）新中农有很
高的政治经济地位（二）新中农具有单干与互助的双重倾向（三）中共对土改后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
最初认识（四）中共农村阶级政策的初步转变（五）毛泽东对中农的分析及阶级政策的新调整三 中共
对富农认识的变化及政策调整（一）土改运动中对富农的重新定位（二）土改运动后对富农经济的限
制政策（三）合作化高潮中对富农经济的消灭政策结语：土改运动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主要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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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大胆立言，论述中不拘陈说，不乏独到见解。
如关于土改提升农业生产力作用的评估，关于土地制度变动与乡村社会变革关系的探究，关于土地改
革后农村社会结构呈“纺锤形”的论述等，其观点均有原创性的意义。
我认为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朱汉国　　本书有诸多方面的突破，诸如：对土改运动过程中农村
各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世界有清晰的展现：通过考察宗法制度被消灭、农民日常生活方式和
生活习俗的变革，揭示了土改运动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巨大变迁的真实内涵等。
作者实证的功力很强，占有资料丰富翔实，成果堪为信史；对当今中国“三农”问题有诸多的现实价
值与启示。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梁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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