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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及其两岸的支流孕育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便于耕种的黄土地
、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气候、旱涝频仍的河水习性，使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探求治理它的办法。
早在战国时期，黄河中上游的秦国就修筑了把泾、洛两河连接起来的郑国渠，灌溉关中平原的良田四
万余顷，大大增强了国力。
同时，由于郑国渠提供了便利的水上运输，使秦国在军事实力上变得更为强大。
而当时的周天子政令不出京畿，难以号令各诸侯强国，致使各国利用水利系统彼此消解，人民流离失
所。
所以，历史的发展，要求在黄河中上游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大一统的条件下组织所有
的人力和物力，定期治理黄河泥沙，兴修水利，造福民众。
可以说，黄河及其各大水利工程的修建促成了全国的统一，同时也产生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接收了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当时蒋介石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把几亿人口的吃
饭问题，留给了共产党。
熟谙中国历史并善于以史为鉴的毛泽东，深知水利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首先抓好。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把兴修塘坝列为农民运动的14件大事之一。
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治水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大事来抓。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进行的。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现在看无疑是急躁冒进，是失败的。
但以一定的形式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来说是必要的。
没有高度的集中与统一，没有几乎无偿的人力和物力的调拨，对于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来说，黄河的
泛滥根本无法治理，黄河的中游和下游没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也根本谈不上农业发展和工业建设
。
大寨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激发出来一种精神，同恶劣的生存环境相抗争而造就的一种精神。
这就是大寨精神，太行山精神，也是愚公移山的精神。
大寨人成立老少组，三战狼窝掌，战胜特大洪灾，大寨人建设“三保田”、“海绵田”，都是为了同
大自然抗争，在当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让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这种做法结合大寨本身的自然环境历
史地看，是无可厚非的。
在后来的学大寨运动中，将这种做法教条化、扩大化，包括北方的人造平原，南方的围湖造田，破坏
了原有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失。
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地农村普遍实行退耕还林，改善了生态环境，但这是建立在袁隆平培育出高产
水稻、李振声培育出高产小麦，从而使世界性的粮食短缺得到极大缓解的基础之上。
所以说，任何个人、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时代而存在。
大寨作为一个农业典型，对中国农业进程深远的影响，恐怕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也属罕见。
正如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并曾为此做过大量报道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所说：“农业学大寨运动
中，不管是用教育的办法也好，斗争的办法也好，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了几亿农民投入了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那时真是县县有建设工程，社社有建设工程，增加了水库、水池、水井、水渠、水浇
地，增加了保土、保肥、保水的水平梯田，拦河、围海造的耕地，改造了低产田，增加了农村公路，
其成就之大，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没有的。
”（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54～55页）就全国农业学
大寨运动而言，山西作为大寨村所在省，加之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全省80％以上和“十年九旱”的气
候环境特点，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无论声势、规模，还是所取得的成就，
就更为突出。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大的成效，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年农业生产的发
展，而且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生产力的集中释放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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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一大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还将长期发挥作用。
二古代的中国，在秦汉以前，土地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所有，诸侯领有，定期分配给农民使用；
秦汉以后，由于不断出现周期性的农民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王朝更迭，新政权往往对兼并土地者占有的
土地实行相对均分，使得土地最终为国家所有。
由此人人拥有一定占有权的观念，越过久远的年代积淀下来，变成一种十分深广的有关公平和正义的
社会意识。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关系现代化进程中，在土地变革问题上实行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三部曲”，是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必然选择。
农业集体化在当时之所以能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正在于农民积几千年的经验，认为土地所有权归根结
底是在国家，尤其是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历代王朝新建时权势者多圈多占土地现象，农民
由此相信土地的真正集中是为了防止兼并，并将给他们带来永久的福祉。
但是后来“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忽视了农民自身的利益，使他们失去了生产和生活中的自主权，
劳动和劳动成果脱离，导致六七十年代农村普遍的贫穷。
在这种情况下，在全国学大寨的政治气氛下，大寨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再加上大寨实行了特有的自
报公议评工计分方法，使大寨人保持了超常的积极性。
但是在其他地方，学大寨过程中就出现了“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的情况，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
干少一个样。
十年“文革”期间，大寨纯粹成为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标杆，成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大寨作为中
国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进入中央之前作为一个基本的群众，都被赋予了
太多的政治含义。
改革开放以后，大寨经历了凤凰涅槃，经过了痛苦的转型，大寨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适时与
市场经济接轨，健康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大寨人始终认为，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福祉，大寨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艰苦奋斗，最基
本的目的也是改善群众的生存状态，当年大寨人战天斗地不是图穷，平田整地建造海绵田就是为了高
产，高产除了多多缴纳公粮外，是为了让群众的生活过得好一些。
今天的大寨与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山西晋城东四义村等几个全国名村相比，在自然条件、发展
程度、发展理念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求稳安居的精神
状态是一脉相承的。
大寨经济的转型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
到2005年，大寨经济总收入达到11574万元，人均收入5500元，经济总收入中，农业仅占0.3％，工业
占56％，旅游业占30％，流通服务业占13.7％。
学大寨运动期间，农业是大寨的支柱产业，经济来源依托于七沟八梁一面坡的800亩农田，经济结构单
一。
新时期郭凤莲执掌大寨后，组建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下设羊毛衫厂、制衣公司等8个企业，同时
，通过联合引进，组建了大寨中策水泥厂、大寨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等村办或联办企业，大寨人经历
了从种地的农民转化成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的过程，大寨的企业经历了村办小作坊
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转变，大寨的经济结构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得到整合和重构
，“大寨”已经成为30多种商品的知名品牌，大寨核桃露、大寨牌衬衫、大寨铝塑管、大寨醋、大寨
黄金饼、大寨金鹿酒等产品已经走出娘子关，行销全国。
如今的大寨，已经由农业典型变为绿色园林生态村、老有所养保障村、大寨精神红色村、平和敦厚和
谐村，大寨是一个缩影，它浓缩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中国农民几代人追
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梦想，今天，这种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谨此为《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序。
2007年12月18日（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口述大寨史>>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对150位大寨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真实而生动地
重现了一个中国乡村由普普通通变成尽人皆知，由寂静到辉煌又重归寂静的60年的沧桑变化，以及大
寨人自强不息、战天斗地，改变自己贫穷落后面貌的不屈精神。
本书由150位大寨人（当事人）口述，由专家记录、整理、撰写，前沿性、学术性、资料性、可读性兼
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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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篇 长路漫漫上下求索六、六十年大寨村的变迁大寨的乡风民俗和大寨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
20世纪前半期，大寨的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人口不多，中是一个小山村。
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大寨人形成了淳仆、吃苦、坚韧、倔强的性格特征，他们生活简单，风俗淳朴，
吃苦耐劳，讲究卫生。
通过村民们一段段的回忆讲述，可以看到60年来大寨村民生活中和观念上发生的许多变化，包括从形
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行为、从男人到女人、从老人到孩子诸多方面的变化。
大寨村的整体面貌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奠定。
1963年8月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中，大寨老村被洪水中冲过，荡然无存。
洪灾之后，村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大寨先治窝，后治坡，早出晚归，人人上阵，白天整修梯田，晚上挑
灯筑窑，男女老幼，路不空行，艰苦奋斗，重建家园。
大寨村民大灾之年夺丰产、从头建设新家园的事迹通过媒体传遍了全国。
经历过那个的年代的人们，对大寨村里一排排的石窑洞或许都不陌生，那是大寨人当年与天斗、与地
斗、与人斗的重要标志。
如今的大寨村，既保留了传统的石窑，也开辟了崭新的大寨新居。
新居最早建于1999年，首批入住26户，2005年第二批入住28户。
新居设计理念上更新颖一些，费用也相对提高了一些。
大寨的年轻人喜欢这种现代化的、与城市接轨的住房模式，而不少老年人宁肯住在冬暖夏凉的石窑里
，也不愿搬进漂亮的新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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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部以农民讲述为主体的乡村历史，不仅属于比较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
可读性。
《口述大寨史》课题从开始到完成，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
课题组从2006年年初起进行采访、调研、整理和编撰等项工作，历时两年，2007年年底完成了这部原
创口述史著作。
参与此项工作的，不仅仅是课题组的成员，还有众多的口述者，因为他们的参与，我们才能完成这项
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乡村发展变迁史研究。
个别大寨村民以及了解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专家、学者、记者和领导干部，起初心存芥蒂，担心大寨话
题有敏感性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打消了顾虑，因为大寨的历史不仅仅属于大寨人，大寨也是中国农村、农
业和农民现当代状况的一个缩影。
接受采访的人认识到课题研究的重要价值，积极配合采访工作。
我们对所有接受过采访的农民朋友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课题组采访调研中，得到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村长贾春生以及全体村民的大力支持。
大寨村纪念馆以及大寨村民无偿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保证了我们顺利进行基础性的工作。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钟广明总经理、丘克军副总编辑以及南方日报出版社梁建华主任，在出版过程中给
予我们热情支持和帮助。
值此之际，我们对所有参加过口述史的大寨村、大寨邻村的村民，对专家学者、记者和领导干部，以
及接受过我们采访的西沟村、东四义村的村民，对在出版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南方日报出版社的编
辑、编审，对山西省社科院办公室、科研处等部门的同志，对积极支持此项工作的晋中市文化局党；
富华局长、昔阳县文化局梁永胜局长，对始终关心支持课题进展的社科院前簿院长张晓瑜女士，表示
最诚挚的感谢！
书中不妥与谬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及专家学者、领导同志们批判指正。
另外，由于年代较久，记录不全，我们未能与图片作者一一联系，在此一并致歉。
为保护知识产权起见，请图片有关作者与本书编者联系，以便支付相应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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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套装上下册)》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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