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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

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瑞芳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
批准号为06BDJ01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该课题聚焦1950—1953年中国大陆（但不包括未实行土改的少数民族地区）新区土地改革前后，从土
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重现建国初期乡村社会变革的历史图景，阐述建国初期乡村
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考察土改运动前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分析农民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的变化，借以说明土改运动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课题行文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主要指建国后的第一次土地制度变动，即土地改革运动。课题成果从七个方面对土改运动后的乡村
社会变革问题展开阐述。
一、土地制度变动与农业生产力的变化
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是农业生产力中的基本要素，而三者的结合方式，决定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合
理与否。土改前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农民与地主的租佃关系更是极不合理的。
不平衡的土地占有状况与不合理的生产资料配置，说明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由此导致了
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农业生产力长期以来难
有大的突破。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及生产资料与农民的合理配置，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
农业生产力。随着兴修水利热潮的掀起、劳动力增加与土地投资力度加大、粮食产量增加与生产资料
购买力提高，土改后农业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和提高。
二、土地制度变动后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土改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固然是由于土改中贫雇农无偿获得了土地及包括农具、耕牛、房屋等在
内的生产资料，具备了一定的独立生产和生活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土改后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带来的农
业产量的上升、购买力的提高和负担的减轻。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是同步的，
农民生活是随着生产恢复和发展而有所改善的。而土改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初步改善，生育率的提
高和死亡率的降低，直接带来了农村人口的骤增，这显然是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集中反映。土改后农
民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开始普及教育、兴办冬学、民校和小学，积极扫除文盲，创办农村剧团，丰
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带来农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
学习文化的高涨热情与提高文化水平的热切需求，构成了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强大动力，为进一
步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与土改前相比，土改后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
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其文化生活还是贫乏的。只有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之后，农民
的文化生活水平才会得到大幅提升。
三、土地制度变动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
南方各省农村不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势力普遍存在，在乡村社会政治活动中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在
土地占有方式上存在着大批“公田”。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公田”，为宗族中的有权有势者把持
，成为他们变相的“私田”，构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在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
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
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宗法势力。农民的宗族观念开始淡薄，“亲不亲一家人”的口号，开始被“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
号所取代。阶级意识逐渐取代宗族观念，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
四  土地制度变动与乡村政治格局的改变
土改过程实际上是新政权动员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运动。而农民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必然带来
农村政治权力的变动，带来乡村基层政权的更替和乡村政治格局的转变。通过土地改革，原来被地主
和富农把持的乡村基层政权迅速被新崛起的由农民积极分子组成的农民协会所取代。农民成为乡村基
层政权的掌握者和新的人民政权的拥护者。贫雇农及中农被组织进农民代表会、农民协会，成为新组
建的乡村基层政权的主体。伴随着宗族制度的消灭和新的乡村政治组织的建立，中国广大乡村的政治
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共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强化。国家政权通过中共领导的农会及
新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有效地深入到基层乡村社会，使国家职能范围和行政领域扩大。
五、土改运动后对农民思想的教育与改造
通过梳理《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原因及其经过及成效，解剖湖南“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
”这只典型的“麻雀”，对土改后出现乡村干部普遍松气思想及《新湖南报》发起并组织讨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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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和成功的历史经验进行考察，并分析这些成功经验对后来教育和改造农民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积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进领导方法、切实解决乡村干部实际困难
等方式，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建国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
的基本思路。
六、土改运动后乡村社会习俗的变革
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土地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土地制度的变
动，建立在其上的旧的社会规范及社会风俗随之动摇，其对农民的约束力不断弱化，逐步形成了与新
的土地制度和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规范、新的风俗时尚和新的社会观念。男女平均分配土
地，使妇女得到了与男子相等的土地，在经济上体现了男女平等原则，为妇女的独立自主提供了经济
保障；新婚姻法的颁布及其实施，废除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从政治上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利。
翻身的乡村妇女不仅积极参加了反封建斗争，参与了农村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大批地走向田间，参
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劳动大军。伴随着土改中反封建的斗争，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旧
农村的社会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封建迷信受到批判，巫婆、神汉遭到取缔，早婚、溺婴等陋习恶习
得到革除，婚姻自由之风开始盛行，农村新风尚、新习俗逐渐形成，农民政治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念开
始转变，一个迥异于旧社会的新农村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七、土改运动后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动
广大贫雇农在获得土地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新中农的崛起改变了农村社会阶级结构。如果说土改前农村社会阶级结
构呈现出“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的话，那么土改后则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
形”结构。新中农的出现，是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土地改革的显著成绩。
中农在农村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
。他们在农村政治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现实，使中共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必须充分地考虑和照顾到
中农的利益。而处理贫农与包括新中农在内的中农阶层的关系，则成为中共在合作化运动中比较棘手
而分歧颇多的问题。土改后中共农村阶级政策的一再调整，表明中农阶层的复杂性与解决该问题任务
的艰巨性。
该成果在三个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一是在搜集和整理历史档案、调查报告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
，重点对土地制度变动带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力状况、农村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变革进行实证
分析，将土改运动对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真实状况予以客观评估，具有浓重的实证研究色彩。二
是重点对土地制度变动引起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作深入研究，通过考察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没
收族田与瓦解封建宗族制度、农民政治意识的强化与乡村政治格局的变化、妇女解放与乡村社会习俗
的变革等问题，揭示土地改革对乡村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巨变的内涵，填补在上述研究领域的若
干空白点。三是通过分析文献资料，提出了一些过去学术界没有提出的新观点。如：从农民购买力变
化测定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观点；土改运动前后的乡村政治权力经历了从地主转移到农会、再从
农会转到乡村基层政权的观点；土改运动后农村出现普遍中农化趋势的观点；土改运动后农村社会阶
级结构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的观点，等等，均具有较强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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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 土地改革史研究回顾二 研究重心转向乡村社会史三 研究重点及基本研究思路四 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 土地制度变动与农业生产力的变化一 土改运动前农业生产力状况的基本估计（一）土地占有
状况极不合理（二）生产资料配置很不平衡二 土改运动后土地及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合理化（一）各
阶层土地受益情况分析（二）农具和耕畜等生产资料的重新配置三 土改运动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二）土地投资力度的加大与劳动力的增加（三）粮食产量的明显增加
（四）土改的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章 土地制度变动后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一 农民物
质生活明显改善（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恢复（二）农民购买力逐步提高（三）农村
医疗条件的初步改善与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二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一）农民掀起学习文化热
潮（二）农村文化生活日趋活跃第三章 土地制度变动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一 “公田”是封建宗族
制度的物质基础（一）“公田”在南方各省占有较大比重（二）族田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二 没收“公田
”与宗族制度的瓦解（一）没收“公田”政策（二）封建宗族制度的瓦解（三）农民阶级意识的强化
第四章 土地制度变动与乡村政治格局的改变一 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政治热情（一）组织农民的政
治团体（二）打垮地主的政治威风（三）激发农民的政治觉悟二 建立乡村基层组织（一）农民成为乡
村政治组织的主体（二）重建乡村基层政权（三）推进乡村民主建政工作第五章 土改运动后的农民思
想教育与改造一 必须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一）土改后农村普遍出现松气思想（二）发起“李四
喜思想”的讨论（三）“李四喜思想”讨论重点的转移二 “李四喜思想”本质及流行原因的讨论（一
）“李四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二）“李四喜思想”流行的原因是什么（三）单纯“压任务”的做
法对不对三 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历史经验（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加强对农民及乡村干部
的思想教育（二）用民主的方式教育农民——注重农民自我教育（三）批评落后、表彰先进，树立典
型、教育农民（四）思想教育中必须注重改进领导方法（五）思想教育与解决乡村干部的实际困难相
结合第六章 土地改革后乡村社会习俗的变革一 农村妇女的解放与婚姻习俗的变革（一）妇女参加农
业生产的新风尚（二）农村兴起婚姻自由之风（三）变革封建婚姻观念的艰巨性二 革除农村恶风陋俗
（一）禁止溺婴陋习（二）革除早婚陋俗（三）倡导寡妇再嫁新风三 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新习俗（
一）改造农村“二流子”（二）农村兴起集团结婚（三）新年画受到农民欢迎（四）破除农村封建迷
信（五）崇敬人民领袖新民俗的形成第七章 土改运动后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及中共政策的调整一
土改后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一）土改后乡村出现中农化趋势（二）新区土改后新中农的迅速
崛起（三）土改运动后社会结构变动的新格局二 中共对中农阶层的认识及政策调整（一）新中农有很
高的政治经济地位（二）新中农具有单干与互助的双重倾向（三）中共对土改后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
最初认识（四）中共农村阶级政策的初步转变（五）毛泽东对中农的分析及阶级政策的新调整三 中共
对富农认识的变化及政策调整（一）土改运动中对富农的重新定位（二）土改运动后对富农经济的限
制政策（三）合作化高潮中对富农经济的消灭政策结语：土改运动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主要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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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大胆立言，论述中不拘陈说，不乏独到见解。如关于土改提升农业生
产力作用的评估，关于土地制度变动与乡村社会变革关系的探究，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社会结构呈“
纺锤形”的论述等，其观点均有原创性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朱汉国　　本书有诸多方面的突破，诸如：对土改运动过程中农村各阶级、
阶层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世界有清晰的展现：通过考察宗法制度被消灭、农民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
的变革，揭示了土改运动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巨大变迁的真实内涵等。作者实证的功
力很强，占有资料丰富翔实，成果堪为信史；对当今中国“三农”问题有诸多的现实价值与启示。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梁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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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似乎是几篇论文拼在了一起，或者说论文是阶段性成果，然而这个典型的宏观史研究分明忽视了
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作者是明显倾向于肯定五十年代土改合法性的，但是用力过劲儿了点。不过撇除他的个人好恶，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于李四喜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本书中那一段讲的还不错。
3、建国初期土改前后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变化概况，说是全国范围，以长江中下游
地区特别是江南为主。完全是以面带点，随手举例，材料自然是足以佐证论点的，论点自然是足以支
撑立场的，立场自然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
4、我突然被农业经济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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