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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0年8月，经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由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三谷孝教授与南开大学历史系魏宏运
教授共同牵头组成的“华北农村调查项目”正式展开，至1995年9月结束，这一调查活动长达五年之久
。
中日学者先后赴北京市房山县吴店村、顺义县沙井村、天津市静海县冯家村、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
及山东省平原县夏家寨村考察访问，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铁”调查机构对上述五个村庄的调查资
料基础上，把考察的时间范围向后延续至1990年代，对近百位村民进行了口述访问，积累了大量口述
与文字资料。
这一研究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与日本“满铁”调查资料的衔接，构建20世纪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与民
众生活、心理变化的实态，与传统的文本研究不同，它旨在“让农民叙说他们的20世纪史”。

参加调查的日本学者最早汇编了北京市房山县吴店村的调查访问记录，并以《农民が语る中国现代史
》为名由日本内山书店于1993年出版（三谷孝主编）。
此后，又以《中国农村变革と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の记录》（第1、2卷，日本汲古书
院1999、2000年版）为名，出版了项目组在寺北柴村及沙井村、后夏家寨和冯家村的访谈记录，两卷
调查记录都由三谷孝主编。
出版后引起较大的学术影响，有人称之为这是继日本“满铁”调查资料汇编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之后、对于20世纪中国华北农村实态进行考察的又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

日文版调查资料的出版，引发了日本史学界考察并研究中国农村变迁的热潮，也引起了出版中文版资
料的呼声。
2005年以后，已离休的魏宏运夫妇带领几位博士生，着手展开调查记录中文版的编辑工作。
根据访问时的中文录音记录，参照日文版资料，对人名、时间和话语作了补充、核实和订正工作并完
成了初稿。
2011年，受魏宏运先生委托，江沛教授负责全书编辑工作，并全部书稿进行了最后的审核及校订。
《调查记录》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泽华和张国刚、李治安教授的呼吁下，纳入
了南开大学“211”工程项目，并商定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第1卷内容是当时在寺北柴村的调查访问纪录。
第2卷是当时对沙井村和吴店村的调查记录，第3卷是当时在后夏家寨村和冯家村的调查访问纪录。
可以说，中文版比日文版有些方面更丰满、也更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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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宏运 （日本）三谷孝 张思  魏宏运，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5年1月出生，陕西长安人，1948年八读辅仁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届成员、南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
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香港学术评议局评议专家等职。
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写作和主编的论著、教材、工具书和资料书主要有《中国
现代史稿》、《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调
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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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问：父亲的出身？
 答：下中农。
 问：你父亲那时有多少土地？
 答：有80多亩地，兄弟4人分开各约20多亩地。
 问：你母亲的名字？
 答：我母亲姓冯，死的早，他们对我说叫香子。
 问：你母亲从什么地方来？
 答：她是尽阳村人，离这里有8里地。
 问：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
 答：我26岁时，1942年去世；母亲去世还早，我都记不清了。
 问：你有多少兄弟姐妹？
 答：有三个妹妹，都出嫁了，没有哥哥弟弟，我是老大。
 大妹叫春梅，二妹叫喜梅，三妹叫冬梅。
 问：你妹妹在哪里？
 答：大的春梅已去世，二妹在十里铺，三妹在大周村。
 问：你父亲有没有当过短工或长工？
 答：在家里干，没有给别人干活。
 【私塾】 问：你上过小学吗？
 答：那时咱们这儿兴私塾，我上过私塾。
 问：你多大岁数上私塾？
 答：10岁。
 问：私塾在什么地方？
 答：在道南的南屋，现在都拆了。
在郝物件（音）我叔叔家，在道南。
 问：私塾的老师是谁？
 答：叫郝昌路（音），是本村人，是郝仲魁的爷爷。
现在考大学考中学，那时考秀才。
当上秀才就有功名，打官司就不下跪了。
 问：那时郝昌路多大？
 答：那时教我们已六十二三了。
 问：郝昌路当时生活水平怎样？
 答：不是很富裕，但他文化高，有人打官司请他写状子，生活水平一般化。
 问：郝昌路是传统的有文化的家庭吗？
 答：记不清了，当时他已60多岁了。
 问：当时上私塾的人有多少？
 答：有20多人，后来到郝老更家就有40多人。
 问：他家比较宽敞吧？
 答：他家比较大。
 问：去郝老更家老师还是张老乐（乐卿）吧？
 答：是的。
 问：私塾中有女的？
 答—那时没有女的，还封建。
 问：有没有别村的人来读私塾？
 答：有朱家庄、五里铺、岗头、何庄。
咱村多，其他村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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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上私塾的目的是什么？
 答：能认上字，为家里算个账。
 问：在私塾上什么课？
 答：不上什么课，开头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后念《小学》、《四书》、《论
语》、《大学》、《中庸》、上下《孟子》。
 问：那时私塾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家？
 答：吃过早饭去，到中午12点回来吃饭，再去，到天黑才回家。
 问：40多人坐在一起学吗？
 答：一个桌上两个人，有念这个，也有念那个的，因为有来早来迟，所以念的书不一样。
 问：你对郝昌路老师的印象如何？
 答：他不错，很精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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