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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万众欢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庆祝大会，全球瞩目的胡锦涛讲话，威武庄严的阅兵式，声势浩大的群众
游行⋯⋯    簇拥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健步向天安门走来，军乐奏响《东方
红》，万众齐唱“太阳升”，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原音
，再一次回响在红旗如海的天安门上空，重新激荡着亿万人民的心灵。
在那一刻，多少当年农业合作化的亲历者热泪盈眶，多少海内外学人游子执笔凝思，多少共和国同龄
人后来人翘首以盼。
或许，也有人心情复杂或疑惑。
    激动者回味：新中国建立伊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面临帝国主义全面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面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面
全面推进土地改革，引导广大获地农民组织互助组，走向农业合作化。
在土地劳动四六分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继续升级为完全按劳分配的高级农业社，用农业合作
经济改变小农经济，将土地私有改变成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中国农村自下而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
合作化运动，由此带动了全国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几千年的私有制在新中国改变为公有
制和集体所有制，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得以建立。
山川巨变⋯⋯    历史的激动或疑惑只有回归历史才能重拾原点。
    回眸望去，共和国的历史犹如一条永不干涸的长河，波涛汹涌、暗流层层；鸦片战争以来，世界近
现代史又似一盘没有下完的巨棋，两军对垒、敌强我弱、险象万生。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制定者均深谙其义。
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独立统一强盛的长期战略为上，放眼世界，洞察帝国主义的本质，知其必然以重力
打压新中国的独立和崛起，以扭曲和堵死一切常规之路。
新中国只能尝试以农业合作化开辟一条独立自强的发展新路，打破常规和苏联模式，避免两极分化，
凝聚党心民心，增加核心竞争力，吸引和联合全球一切反帝和平力量，击碎美制“新月形”军事包围
的战略布局。
由此中国农业合作化史犹如战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书中所记农业合作化人物亦如插图，毛泽东
、刘少奇、陈云、薄一波、邓子恢、赖若愚、陶鲁笳、王谦、李顺达、曾希圣、吴芝圃、王任重⋯⋯
一个个矫健身影，一束束淳朴真情，风云各显，活灵活现，轻描重抹，共写春秋。
当然，跨越九省寻觅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众多亲历者的口述回顾，真实隽永，沉淀铄金，更如明镜。
    历史永远是人类的老师。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名师。
回归历史重读它，或许会予人新的思考、新的认知、新的感悟、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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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土地改革，中国农村自下而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合
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插图珍藏本）》首次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地
方到中央关于农村发展途径的探索，深度剖析西沟、川底等典型农业社的民情民心，展示了毛泽东大
力推行农业合作化的战略视野，彰显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上下结合不断发展的基本进程。

作者马社香采访多位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获取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和照片，用真实的笔触还
原了这一历史事件。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插图珍藏本）》视角新颖，深入浅出，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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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社香，1955年出生，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武汉市社科院研究员。
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出版《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庐山档案—一毛泽东与名人
在庐山》（人民出版社2006），、《韶山档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
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庐山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红色第一家族》（湖北人
民出版社2004）、《明末十大疑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中国货币文化史》（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0）等个人著作，颇受关注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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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1951年全国首次“试办初级社”会议矛盾爆发
 1.长治专区试办初级社会议在关键时刻召开
 2.华北局调查组不同寻常的列席
 3.李顺达别具一格宣讲毛泽东“建设新农村”主张
 4.调查组强调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讲话
二 试办农业合作社党内争论升级
 1.华北局调查组和长治地委不同调儿的会议报告
 2.山西省委不同意调查组意见的前因
 3.赖若愚起草“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
 4.华北局再三请示刘少奇
 5.吵翻了天的华北五省互助合作会议
三 山西省委与华北局“不同意见”的历史依据
 1.华北局要山西省委检讨
 2.山西省委向华北局申诉不同意见
 3.昨天和今天的一根红线
 4.刘少奇三次讲话批示支持华北局
四 毛泽东酝酿支持山西省委意见的战略高点
 1.王谦等人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
 2.怎样继续引导农民——李顺达互助组的公开回答
 3.毛泽东7月15日“能战然后能和”的回信
五 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
 1.毛泽东说服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的武器
 2.陈伯达具体组织和主持会议
 3.赵树理会上讲的农业社故事
 4.试办国营农场和山西干部履新
六 1952年全国典型农业社“试验田”
 1.李顺达初级社挂牌之际
 2.全国首批试办社——川底的“秘诀”
 3.西沟人眼中的退社
 4.反细菌战和东四义卫生村
 5.李顺达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归来
 6.刘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要闻
 7.毛泽东、党中央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
七 1953年春毛泽东调研农业合作化
 1.毛泽东调研河北地县合作社
 2.把脉河南农业合作“气温表”
 3.视察武汉三镇的重要讲话
 4.农业合作化与水利化并举
 5.沿江沿线农业调查座谈会
八 1953年农业合作化的双层推进
 1.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2.邓子恢提出“四大自由”的真相
 3.模范平顺县三大典型社的示范
 4.全国财经会后毛泽东一次重要讲话的回忆
 5.统购统销决策和防“左”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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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毛泽东指点中央农工部的关键词
九 1954年推进合作化的整合交锋
 1.毛泽东微访浙江新登农业社
 2.刘少奇七届四中全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3.高饶事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双重影响
 4.邓小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时
 5.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和西沟代表感怀
 6.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碰杯的要求
十 1955年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政治视野
 1.合作化加海陆空的连线
 2.“收缩风”刮到西沟
 3.毛泽东提出“停、缩、发”的原委
 4.毛泽东单独接见陶鲁笳的深意
十一 农业合作化速掀高潮的组织推动
 1.毛泽东合作化报告的“红色幽默”
 2.省市委书记处和干部级别制的建立
 3.七届六中全会撷英
 4.毛泽东“按语”推荐的老典型——西沟
 5.勤俭办社的新典型“穷棒子社”
十二 1956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浪尖
 1.《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反复调研
 2.王谦出席社会主义阵营农业会议的汇报
 3.多省争先恐后升级并社的症结
 4.毛泽东新词余韵合作化的“磁场”
 5.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新憧憬
附录 主要受访者名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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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川底农业合作社的特点——“不煮大锅饭”劳动管理创全国之先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
社大步走在全国前面。
紧邻川底村的郭玉恩农业社也不落后，在劳动管理方面创造出全套“包工”而不是吃大锅饭，用今天
的话说，大有创新意义。
这个创新型“包工”制可不是上级机关下达的，也不是记者和理论工作者想出来的，是川底农业社社
员和社干部在工作中碰撞出来的。
川底农业社刚成立时，只有46户人家，200多亩土地。
1953年初，郭玉恩农业社和申冬玉两个农业社合并为78户的大社，耕地剧增为479亩。
初期在生产管理“忙坏社长，等烦社员”，每天社长派工后，社员再回家拿农具，浪费工时。
川底农业社第二任支部书记郭长交回忆：农业社立即召开了社员大会。
社员提意见，发现问题病根子在社干部身上，不能根据合作社和互助组的不同特点，改进工作方法。
决定社员大会为全社最高权力机关，由社员大会产生社务委员会。
社里的耕作计划及一切制度，必须由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再交社务委员会执行。
由社员大会选举会计、社长、副社长，并按专长分工。
决定从1953年锄头遍秋苗开始试行包工管理。
土地包给小组，工数固定，由小组掌握，长工不退，赔工不补。
用今天的理解，也就是小组和个人双重包工制或责任制。
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定时、定质、定产要求，1953年从季节性包工发展到常年包工包产。
（郭长交2008年12月14日口述）常年包工包产的第一步就是评工。
社里成立了评委会，由领导生产的社、组干部和有种地经验的老农组成。
根据全社479亩分成400多块的远近好坏特点，找出有代表性的好、中、差三种标准地，列出包工表，
定工、定质、定时一项项计算，进行初评。
初评结果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让大家讨论，审查，提出修改意见。
评委会根据这些意见进行研究，按着大多数人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数目，然后再召开社员大会讨论
，全体社员评工讨论会前后开了三次，一直到谁也没有意见才算定下来。
川底农业社包工包产第一步胜利结束了。
全社全年共评出85769个劳动工分，每亩地平均评工分180个，合18个劳动日。
川底农业社包工包产的第二步，就是在定工、定质、定时的“三定”评工的基础上，又摸索出评产的
三个条件：土地的质量、往年的收成、当年的耕作计划。
选出标准地进行初评，再召集全体社员分组分作物，作了三次审查、修改、最后定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

后记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和《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是姊妹篇，一个主题。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上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
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
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两极分化快得很⋯⋯毛泽东这一番话，也是老人家当年全力推行农业合作化的战略出发点。
    亲聆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报告的陶鲁笳，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由衷感悟：“毛主席多次讲，我们
要有一个屁股两个拳头。
农业就是屁股，两个拳头，一个是基础工业，一个是国防工业。
毛主席强调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是纲是头，干部队伍（领导干部和科技干部）就像两个胳膊，只有搞好
了农业合作化，屁股坐稳了提起来了，才能握紧两个拳头，工农业才会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新中国
才能像巨人一样站立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举国奋斗。
”这是具有何等历史穿透力的伟大战略，是震撼环宇中华民族崛起的进行曲！
也是人类艰辛探索的发展方向或道路。
    伟业长思，历史永铭。
故行走万里，踏进千户，探索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倾听一位伟大智者与一个沧桑民
族的灵魂对白⋯⋯    在本书付梓之际，深深感谢陶鲁笳等一批倾情口述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感谢每
一位指点帮助我的老师，提供每一张珍贵图片的同志与部门，感谢多次接受本人采访的美籍学者金宝
瑜、穆达闻（Armand Hammer），台湾学者丁文郁、侯权峰以及寒春与其子阳和平；感谢山西、湖北
、河南、河北、湖南、安徽、江西、甘肃、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省、地、县级党
史部门与典型村庄村委会，提供大量资料；感谢武汉市人事局和当代中国出版社的不断给力。
多年来沿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区域深入走去，山西西沟、大寨、贾家庄、留村、晓庄，河北周家庄
、西铺村、砂石峪，河南七里营、刘庄、南街村、南崔庄，山东北园、历城，安徽小岗村、小井庄，
湖北洪林村、十月村，湖南韶山村、黄荆坪，江苏窑湾村，福建五龙村，江西湖塘村，广东崖口村⋯
⋯村村凝结百年以降口述村史，人人提供社员村干朴实反思。
没有上述种种润泽，就没有这部两次送审数易其稿之作问世。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离世三十五年之际，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不断深化蔓延之时，献上这部拙作，以期抛
砖引玉，引起人们新的思索——触摸大地、回归历史，穿悟时空、远眺未来，如是之。
    2011年8月28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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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插图珍藏本)》编辑推荐：跨越九省寻觅，农业合作化运
动众多亲历者的口述回顾，真实隽永，沉淀铄金，更如明镜。
多幅珍贵照片，不仅见证了这段历史，更增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插图珍
藏本)》的史料价值。
新中国建立伊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面临帝国主义全面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新中国只能尝试以农业合作化开辟一条独立自强的发展新路
，以打破常规和苏联模式，避免两极分化，凝聚党心民心，增加核心竞争力，吸引和联合全球一切反
帝和平力量，击碎美制“新月形”军事包围的战略布局。
由此，一部中国农业合作化史犹如战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书中所呈现的毛泽东、刘少奇、陈云、薄一波、邓子恢、赖若愚、陶鲁笳、王谦、李顺达、曾希圣、
吴芝圃、王任重等人物，栩栩如生，风云各显，轻描重抹，共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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