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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道德秩序，是相对于制度或法律规范而言，它不依靠制度和法律来维持。
道德秩序的发生、运行与强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同法律或制度相比，带有明显的自发性、柔
和性和稳定性。
　　在中国，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十分强调用这种自发与柔和的秩序来控制和整合社
会，在乡村社会更是如此。
因为中国乡村是一个空间分散而时间停滞的社会，国家权力既不可能（空间太大）也无太大必要进入
其中（成本太高）。
用政治（制度与法律）治理乡村的理论与实践（法家治国模式）①，在汉代以前也曾出现。
在儒、法争执中，儒家治理模式赢得了压倒性胜利，法家的理念与模式日渐式微，从此再也没能以主
流的社会治理模式出现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中。
因此，中国乡村形成了一个以道德维系为主、游离于国家政治之外的亚社会体系⑦，这种亚社会体系
通过道德来调整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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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破与立的双重变奏：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改造与建设》以“改造与重建”为主
线，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在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文本，剖析实践
个案，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道德秩序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客观的评述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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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道德秩序改造与建设特有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
的热点问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乡村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乡村社会道德的理论基础、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完成的。
之所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完成如此深刻的转换，是因为这一过程明显带有规划性的社会变迁的特
征，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崇高的权威、强大的行政（甚至是军事）力量为前提，主导推进的社会变迁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道德变迁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少见的，是社
会演进过程中不可多得的分析材料与研究对象。
考察这一过程，总结其规律与特点，已经引起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建设的研究散见于各学科：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在历史学、社
会学与政治学三个学科上，而又以社会学的视角较多。
如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李学昌主编的《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等等，这也是
近年来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视角。
从党史或者国史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成果也较多，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乡村社会道德改造与重
建问题。
如陈益元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把政权建设的过程，看作社会建设（包括道德建设）
的立、破并存的由旧转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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