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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文化转型的纪录

评 《中国当代农民文化一一
“ 百村

”
调查纪实》

丁 守 和

在研究中国文化的众多著作中
, 《中国

当代农民文化—
“

百村
”

调查纪实》 以其崭

新独特的风貌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和好评
。

`

80 年代以来
,

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
、

外来文化
,

都有所研究和议论
,

但对 占中国人

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却很少有人如此系

统全面地予以社会学与历史学理论特色的探

究
。

其实
,

农耕和农民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根
,

正是农耕滋润着中华文化的 萌 芽 和成

长
,

农民的劳动创造培育着中华文化
,

而且

从多方面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

梁漱溟曾经说过
: “

中国文化是以乡村

为本
,

以乡村为重
,

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是乡

村
。 ”

这不无道理
。

就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

而言
,

农业生产在很长久的时间始终是绝对

主体
,

在农业耕植的土壤上生
一

长起来的中国

传统文化
,

它的发展传播伴随着农业生产的

不断发展而趋成熟
。

在这个过程中
,

一片片

土地逐步开发
,

一个个村庄不断涌现
,

繁衍

着中国文化的新细胞
。

在历史上
,

文 人 学

士
、

科举才子
、

乃至文官武将
,

大多是从乡

间而来
,

就是久居城市的名门望族
,

也与其

乡村世族有着不可分割的
、

宗法的或血缘的

纽带
。

已经出人头地的官宦与士大夫者流
,

其理想依然是耕读传家
,

衣锦还乡
。

可见
,

中国文化的萌芽
、

生长和发展无不依附或依

托于乡村
。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顽 强 的 生 命

力
,

也有明显的因循守旧的一面
,

与此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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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就是到了近代
,

农耕在中国经济中仍

占主导地位
,

先进分子也无不把开发农村
,

唤起农民觉醒
,

发展乡村文化
,

变革乡村状

况
,

作为自己的重要职任
。

基于此
,

这本书对中国农民在 1 9 49 年新

中国成立后到 1 9 9。年 40 多年的衣食住行
、

家

庭
、

婚姻
、

人 口与生育
、

医药卫生
、

教育
、

文化生活
、

节 日
、

迷信
、

丧葬及文化和民俗

变迁等等进行了全方位
、

多角度
、

多层次的

研究与分析
。

本书显然使用了
“
文化

”
的广

泛含义
,

而就研究农民文化来说
,

这显然是

很必要的
。

与其他文化研究著作相 比
,

我觉

得本书的优势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该书完全是在调查的基础 上 编写

的
。

所有材料和论点都是以北大历史系现代

史教研室里那堆积如山的调查资 料 为 依 据

的
。

这些调查资料是北大历史系部分师生从

1 9 8 6年一 1 9 9 0年
,

对全国 2 5个省 (市
、

自治

区 ) n o个县 (市
、

旗
、

自治县 ) 的 117 个村

进行系统调查的结果
,

共历时 5 年
, 2 6 0余

人参加
,

这样大规模的实地调查
,

建国以后

4 0多年来在学术界是很少见的
。

作为类似调

查报告的纪实
,

并且加以综合研究
,

是该书

最重要的特色
。

2
.

调查者都是历史系的高年级且家在

农村的学生和一些研究生
,

调查是在学生家

庭所在地
。

故在调查过程中
,

一方面掌握了

历史理论和历史知识
,

也了解农民
,

比较熟

悉农村的基本情况 ; 另一方面
,

当地农民和

干部不把他们当作
“
上边派下来的人

” ,

而



看作是自己的子弟
,

真正作到了知无不言
,

言无不尽
,

向他们讲述了许多不愿向外人公

开的内容和心里话
。

这样的调查
,

缩短了调

查者与被调查者的距离
,

避免了因语言
、

习俗

和环境的差异带来的困难
,

以及因人地生疏

而产生的不信任感及官方人事障碍等不利因

素 ; 同时在历年的调查中又采取一些措施
,

保证了选点的涵盖面及分布的典型性与合理

性
。

所以调查材料的可靠程度较高
。

.3 该书运用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
。

在大量详实的调查 材 料 基 础

上
,

该书继承了北大史学严谨踏实的学风
,

是一次把历史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运用

的有益尝试
。

全书共 15 2幅表
,

12 幅图
,

其中

有不少图表是颇为新颖的
。

如人口状况及百

分 比
,

耕地数及人均耕地
,

水浇地
、

化肥使用

及良种使用比重
,

人均收入
、

户均收入状况及

百分比
,

等等
。

这些图表对了解农村状况及

农民文化演变很有帮助
。

很明显
,

用数量化和形象化展开分析
,

从而做到从材料得出结论
,

而不是以材料证

明结论
,

多叙事实
,

少作结论
,

也是本书的

一个特色
。

但这并不是说本书就是材料汇集
,

实际上在每一个专题的研究上都有比较中肯

的结论
,

而且这种结论均出于对所得材料的

分析
,

并不拘泥于现有的一般结论和政府公

布的数据
,

得出不少有见地的新的结论或认

识
。

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变革成绩充

分肯定的情况下
,

对农村的继续发展
,

对向

现代化迈进的困难和过渡的长期性
、

艰巨性

作了冷静的估计
。

这都是与本书作者坚持实

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分不开的
。

该书的最后还有一章
“
农民对往事的评

说
” ,

这是农民对建国以来一些重大历史事

件的述说和评论
,

语言纯朴实际
,

既有沉痛

的回顾
,

也有明朗的展望
。

这种对农民主要

凭纯真感觉和直观印象的评说的 观 念 的 调

查
,

与前面详实具体的数字
、

事例调查资料

的分析
,

相辅相成
,

做到了
“
实

”
与

“
虚

”

的结合
。

这种文字材料与口述历史的统一
,

也成为该书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

4 0多年以来
,

中国农村经历了艰难和曲

折的发展道路
,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
,

这种变化更为明显和深刻
。

农

民的物质生活
、

精神生活
、

价值观念
、

行为方

式
、

心理特质
、

对传统的认识 以及民风村俗

等
,

都在发展与变革中
。

在中国最广大的地

域和最广大的人 口中所发生的这 种 文 化 现

象
,

形成了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

是很

值得重视的
。

我国农村已发生重大变化
,

农民生活有

了提高
,

但就整个情况来说
,

农村的经济和

文化还是比较落后的
。

有些地方还未解决温

饱问题
,

即使解决了
,

较多的农户也并不富

裕
,

而且负担过重
,

除农业税外
,

各种杂捐

和摊派还很多
。

农村的民主和法制都不健全
,

迷信和犯罪活动不少
,

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

很差
,

文盲和半文盲还较多
,

流 失生 也 不

少
。

据最近一项统计
,

我国 15 一24 岁的青年

有 2 45 9 1万 (未包括现役军人 )
,

正是 上 学

的适龄人口
。

但他们中正在上学的只有 3 8 74

万
,

占15
.

75 % , 而未能上学者有 1 9 2 6 3万
,

占7 8
.

2 9%
。

就是说
,

绝大多数青年只 有 小

学或初中水平
,

或者没上儿天学
,

其中大多

数又是农村的农民
。

所以
,

大力普及和发展

农村的教育科学文化
,

加强农村的民主和法

制建设
,

提高广大乡村人 口的素质
,

成为我

国现代化事业
,

特别是乡村现代化的一个关

键性问题
,

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这本书的出版也是适

时的
、

重要的
。

该书由于研究的内容广泛和

精到
,

由于把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相结合
,

它 已不仅是一部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学术著

作
,

而且对于人们了解农村现状
、

制定农村有

关政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料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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