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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前言

作 者： 郑起东     发布时间： 2004-12-2 6:05:56 

    在近代中国,华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历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马若孟

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0》（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结合对华北
农业经济的考察，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贡献是开创了近代中国农村区域研究和综合研究的模式。

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变迁”为主线，揭示华北农村社会分化的特
征，其以自然村为重点，研讨村庄与国家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是独创的。他没有直接提出“政治内卷化”的概

念，但在他的研究中实际已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

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作为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
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强调了历史发展的有序性。他通过分析“国家政权内卷化”，引入了“寻租”的
概念，进一步深化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他意识到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但他并没有以此作为

著作的主线。内山雅生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李恩民、邢丽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版）以“农村共同体”为主轴对农村社会的变动进行了考察，详细探讨了以“共同体”为中心的社会变迁过程，把
中国革命和“共同体”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是作者的一大创新。他所说的“农村共同体”类似中国学者所说的“农
村自治组织”，以此作为主轴研究农村社会也是颇有见地的。但是，由于受到满铁资料的限制，其研究面稍嫌狭
窄。 

    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著作有苑书义等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

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苑书在时间段限上，着重于晚清和民国初年；地域范围上，主要为冀、晋和内蒙古地区，弥补了以往对华北
“小区”类型研究的不足。其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说明了近代华北发展变革
的艰难曲折。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先生曾经提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不发展的主线，这一理论观点看似浅显，实
际上概括了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内容，是非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者所难充分领会的。 

    乔书则从社会史角度，以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为主干，全面勾勒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历程，
总结了华北地区近代化的被动性、迟滞性、不平衡性和复合性的历史特征，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投下了坚实的
基石。 

    比以上国内诸书稍早的，还有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笔者作为著者之一，本不应加以评论，但考虑
到学术传承关系，又不能不在此有所说明。从书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市镇、农业和手工
业，以及田赋和徭役的演变和发展。其研究方法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的结合，定
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其最大特点在于抓住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巨大变革这一条主线。这些研究方法和思路仍
然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  农村社会结构  揭示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国家、士绅、村庄的三层权力结构，探讨农村
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成说认为：近代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农村，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而本书则认为：
近代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整合只是加强了绅权而削弱了官权。国家不仅未能改造国家、士绅、村庄的三层权力结构，
反而因为政权下移，增强了权力的中间层次（绅权）。因而不仅未能深入农村，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反而因中间权
力层次的梗塞而逐渐削弱，甚至被逐出农村。因此，晚清、北洋、国民政府的“国家重建”都是失败的。 

    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另一个方面—农村社会组织，其“基本内核”是农村自治组织，其他各种社会组织都是由
农村自治组织演化而来。农村自治组织原本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但是，近代以来，国家力图整合农村社会，使其
纳入“国家建设”的轨道。其结果不但未能完成“国家重建”，反而将农村自治组织改造成为了“寻租”组织。 

    第二编  国家对农村的征派  近代以来，国家对农村的征派呈现出两个特点：一、征派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在不
断增加；二、农民赋税负担不公的现象日益加重。但是，应当看到，国家征派制度也在逐渐实行由传统到现代的转
型，如田赋征收制度逐步实现了货币化、制度化、标准化和封建等级标准的废除，尤其田赋用于教育和建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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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已有本质区别，表明农民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开始用于扩大再生产，显示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华北三省的赋
税制度已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从封建到资本主义的转化。 

    第三编  影响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  国家征派固然是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有些时
期，货币、金融、物价和度量衡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并不亚于国家征派，有时甚至对农村的生产、分配、交
换和消费起着更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而近代华北的货币、金融、度量衡都在实现着由传统至现代的转型。近代华
北的货币在百年时间内经历了由制钱和银两到银元和铜元，再到纸币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旧的金融组织迅速衰
败，而新的金融组织尚未完全生成，在这一转型时期，高利贷盛行，充分证明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转轨的艰难。而
度量衡向国际接轨，由市制改为公制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本编同时考察了物价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尤其20世纪30年代物价波动对农业生产力的促进和破坏作用。
成说认为：在旧中国存在着剪刀差，即以同一基期的各期农产品价格指数去除各该期工业品价格指数，则各期工业
品对农产品的比价指数呈上升趋势；以各期工业品价格指数去除各该期农产品价格指数，则各期农产品对工业品的
比价指数呈下降趋势。而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在华北地区不仅不存在剪刀差，而且存在反剪刀差。从而说明，
近代华北农村的贫困，不是由于所谓“剪刀差”造成，而是有其更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第四编  农户收支与农民物质生活  成说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但本书经过
实证考察，认为情况不尽如此。本书通过近代华北农户收支的发展趋势，农户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以及农民生活
方式的演变，证明近代华北农业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尽管这种发展和提高尚是非常有限的，不足以
改变近代华北农业和农民生活落后的本质，但是它却说明在近代华北，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是同步进行的。 

    本书引用的资料主要分为六个方面:首先是华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从清乾隆朝至国民政府时期的方志约

百余种,其次是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公牍和档案,第三是曾在华北任职的官员的文集,第四是当时人的社会和

经济调查,第五是各种专著,第六是各种文史资料。 

    有关近代华北的资料是丰富的，笔者力图用充分的资料相互印证，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资料运用是否得
当，尚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最后，希望得到前辈和同行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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