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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格雷戈里·鲁夫（Gregory A. Ruf）在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数年之后编著的，主要是对

中国农村公社形式的研究，也讲述了20年代以后在农村建立起来的权力机制。 

 

     位于四川省眉山县城西的白马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这是鲁夫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地

点。根据时间顺序，鲁夫将中国农村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所以本书也就包括六章。第一章讲述了

一个移居到白马镇的农民的生活，并描写了当地人们对生活现状的看法。第二章考察了在动荡的局

面中，家庭及个人是怎样通过联盟和合作来寻求安定的，还探究了中国的租地制度和社会阶层的形

成。第三章记录了50年代白马铺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时期的斗争给当地人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讲述了合作社化和集体化的开端。为了追求城市工业化，领导者们试图提高农产品产量，并

将剩余的农产品划归国家所有。这一时期的“大跃进”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第五章讲

了桥楼村干部在发展工业上的战略和措施。饥荒过后，股份制变成了农村公有企业财产关系的重要

形式，而国家过于宽松的监控使得乡村干部成了企业的保护者，并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第六章回顾

了本书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最后，鲁夫对中国农村干部的政治觉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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