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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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计划经济逐步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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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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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之一，全书共分8个章节，主要对民国时期的江苏乡村建设运动作
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之民众教育实验
区、县政改革之江宁自治实验县、金陵神学院之淳化实验区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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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个时期是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恢复和重建，乡村建设运动进入了研究的视野，学者们开始搜集和整
理相关的资料。
山东省政协与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资料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近百名当时
健在的老人，编写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再现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中国文化书院学
术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梁漱溟全集》第1－8卷；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写的《晏阳
初传》，美国学者艾恺撰写的《梁漱溟传》，陶行知的《陶行知全集》，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
版。
此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和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这些资料汇编和个人
传记，为开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三时期是宏观研究的起步阶段（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
建国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民国时期历史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就更少之
又少。
1987年10月在山东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
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
此后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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