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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广泛和巨大的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历史性变迁；在经济上，由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再由计埘经济逐步迈
向市场经济，从一个纯粹的农业国逐渐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原
来的90％下降到13％，农业就业由清末的90％下降到今天的不足49％；在社会结构方面，由原来的农
业社会逐步迈向城镇社会，城市化的比重由清末的不到10％攀升到44％。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迁无疑对农业和农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认真探讨过去的这一百年间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我
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加深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而且对我
们加深关于目前农业与农村存在问题的理解及制定今后进一步的改革方略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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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巩固边陲，将征南大军和大批内地平民发至贵州屯田。
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这些移民也被称为屯堡人，是他们改变了贵州的历史进程。
尽管生活在黔中多民族的包围圈中，来自江淮的屯堡人，却在远离故乡的封闭大山里，固守着祖先的
文化根脉。
可以说，安顺屯堡文化是明代江南汉文化的活标本，也是贵州建省以来历史开发的见证。
　　国内外已有不少关于屯堡的研究，但对屯堡农业和农村变迁的研究是极为鲜见的，这为《二十世
纪贵州屯堡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在农业与农村现代化转型之际，对屯堡农村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寻找其历史
变迁的规律，并从各种环境因素中予以合理的解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它不仅有助于弥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而且通过对屯堡地区的重新认识，还能为现实社会
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并且，为同样具有丰富传统资源的欠发达地区，在传统农业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化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
农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相互关系等方面提供较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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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研究方法　　本书的基本方法是历史文献研究法。
在具体实践中，还采用了以下的研究方法：　　（1）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将定性
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研究中，此法是研究经济问题有效的方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其本质。
但是民国时期屯堡地区的统计资料缺乏连贯性，这给计量经济法方法的运用带来一定的困难，本书将
尽可能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对问题进行科学有效的论证。
　　（2）比较分析的方法　　屯堡是一个具有明显特殊性的汉民族亚文化族群，其变迁与发展的模
式也非常独特。
所以对屯堡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屯堡，还需要与其他发展模式进行比较，才能使研究更加深入。
由于安顺屯堡文化是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汉民族文化与黔中特殊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整合而形
成的地域文化，依据溯源性原则，本书寻找了“苏南模式”与之比较，这有助于对屯堡变迁模式的深
入了解。
　　（3）田野调查的方法　　田野调查是一种很好的搜集、研究资料的方法，田野调查实际上是一
个摸情况的过程，在摸情况过程中对事件进行解释。
田野调查方法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持事情的真实性，对很多事件提供精彩的解释。
尽管田野调查是一项研究成本较高的活动，但它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
这种方法原来更多的是用于没有文字、没有正式历史记载的社会。
现在把这个方法用于现代社会，用于区域研究，一方面感到现在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能是一个并不真实
的历史，另一方面作为屯堡地区百年以来的文献资料并不齐备。
这样，就必须依靠田野调查的资料来进行研究。
当然，田野调查也有一个缺陷，就是取决于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主观态度和意识，它可能带有一定的
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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