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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集整理了数万件北方农村基层档案，本书以此为基础编纂
而成。编者着眼于1940-1980年代的北方农村社会变迁，挑选典型史料，以图配文的形式，反映这一时
期（史学界称之为"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生活的历史细节。全书以时间为序，事件为类，取自基层
农村的档案史料为主干，档案不足而需贯通者，补充以当时报载新闻或文件，并配以少量说明性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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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行龙，山西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马维强、常利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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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章节目录：
关于本书
第一章 互助组
一、减租减息、合理负担
二、群众运动
三、“组织起来”
四、老区土改
五、参军参战
第二章 初级社
一、新区土改
二、镇压反革命
三、抗美援朝
四、爱国丰产竞赛
五、“三反”、“五反”运动
六、扫盲运动
七、1950年《婚姻法》
八、统购统销
九、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第三章 高级社
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二、勤俭办社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四、农田水利建设
五、爱国卫生运动
六、社会主义教育
七、“整风整社”运动
第四章 人民公社（上）
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
二、除四害、讲卫生
三、大办公共食堂
四、大炼钢铁
五、放“卫星”
六、三年困难时期
七、农村医疗卫生
八、农村社会生活
九、农业财务管理
十、农业技术及其革新
第五章 人民公社（下）
一、农业学大寨
二、干部参加劳动
三、四清运动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八、抓革命、促生产
九、样板戏与乡村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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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走进新时代
附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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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乡民的阶级成分在集体化时代是关系到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阶级成分的划定使每
一个乡民像待售的商品一样被贴上了象征个人政治背景和身份的标签，并且在那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对
他们日常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强行介入农村的政治象征意义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乡民
生存的一种可利用资源或者枷锁，贫下中农被认为是“根正苗红”；被划定地主、富农或者其他专政
对象的人员则成为被孤立的对象，这给原本政治经济地位相似的乡民带来了扭转乾坤的各不相同的历
史命运，从而使乡村内在运行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阶级划分”是集体化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集到的各个村庄和公社的档案资料几乎都留存有阶级成分登记表。
除此而外，许多信访材料和申述材料中此类内容颇多，现举两例，阳高上吾其档案的信访材料中的有
关内容。一件是匿名信，写给阳高县革命委员会联合接待室(1968.9)：某，杨塔人，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由于个人成分不好，全家被压缩回杨塔村，村里不给他全家自留地，他个人认为不给自己可以，
但家里的女人孩子应当给自留地，当时生活在农业社不给自留地就等于不让他生活。另一件是写给革
命委员会信访处(中共阳高县监委会1967.1.18)：薛明，侯官屯人，本人申述土改时家庭成分为中农，60
年代划为地主，其事实有出入。因为土地实有77亩，材料上作了160.8亩；定地主时，经过斗争分了骡
子一头，土地80.5亩，实际既没有斗争，也没有分过家中财产等东西；人口也有出入，当时家中有人8
口，材料上少了两口。此类材料在各地档案中均有涉及，而且有较多的信息内容。各地60年代中期的
阶级成分登记表，都包含有土地改革前、高级社时、现在家庭人口(劳力)财产(土地、房屋、牲畜和农
具)的占有状况、谋生方式(自耕、雇工、从事商业等)以及家庭历史的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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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散落民间的历史档案，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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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次看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这次感觉明显不好。分析稀缺。
2、不错的研究著作，材料的全面性和研究深度还有所欠缺。
3、山西大学的成果，当然该支持一下。
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揭开了新的学术史，虽然社会史研究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始了；虽然民国初年就
开始了；虽然晚清末年就开始了——但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更具有现实意义。
4、这本书确实有点坑人。
    你说它是档案资料汇编么，又不是，它只是挑很少的东西摘一下，都不是完整录入。而且都没有标
出处。
    也不是名词解释，也不是档案解读。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四不像。
    唯一的意义大概就是让想要研究这一块的人掉一下口水，然后自己跑到山大找行龙那帮人：你们这
丫到底搞了多少档案啊？能不能借俺们看一下啊？
    大抵如此。
    说这本书没价值肯定不对，但书要都这么出，真是太坑爹了
5、还行吧。期待中
6、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深度挖掘农村的改革之路，从“大包干”到“联产责
任承包”，从“人民公社好”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从提高公社食堂卫生到加强农村医疗保障，
资料详实，是了解当代历史的一部不错的教材，让读者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农村变化史。
7、可作为研究农村的历史资料
8、很有意思的专业资料。
9、中国农村 中国革命
10、　　    凭主观猜想买的很坑爹的书。买它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很有名的一个社会
史研究权威，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都不错，北大出版社出的也比较有保障，论文水平也不错；其次书
名很好，看目录内容也很全，以为有什么观点和材料上的创新；第三，封面很好，符合我的审美。
　　　但是拿到书，翻了一下，看了几页.。内文基本是按照一段文字加一幅配图的形式，1、2、3、4
⋯⋯几点来写，感觉像是名词解释，又像是给图片配图说（图说文字也过多）。里面的文字普通，个
人认为这些图片找到也不难，有些基本上拍已经出版的档案汇编~~
　　   看晚上试读，因为照片分辨率比较高，不显得奇怪，但是印上书了之后，照片被缩小很多，不
清楚，图片是黑白的，排版也很压抑，太紧了。
　　　如果想深入了解集体化时代社会史方面内容的读者，这本书基本上没有作用。我觉得如果去收
藏这些的博物馆，看实物还比较有意思，看书，实在莫意思。
11、看了之后能让人想起很多刚刚过去的历史。觉得这些历史场景尽管已经烟消云散，但实际上已经
化作血液流通在每个人的身上。
12、翻着看看。建国后那些事的北方地区的一些史料选
13、非常喜欢，这本书虽然是偶然发现的，但真如题目所言，通过阅读档案，知晓当代中国历史和农
村历史。
14、很扎实，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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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凭主观猜想买的很坑爹的书。买它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史研究
权威，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都不错，北大出版社出的也比较有保障，论文水平也不错；其次书名很好
，看目录内容也很全，以为有什么观点和材料上的创新；第三，封面很好，符合我的审美。　但是拿
到书，翻了一下，看了几页.。内文基本是按照一段文字加一幅配图的形式，1、2、3、4⋯⋯几点来写
，感觉像是名词解释，又像是给图片配图说（图说文字也过多）。里面的文字普通，个人认为这些图
片找到也不难，有些基本上拍已经出版的档案汇编~~看晚上试读，因为照片分辨率比较高，不显得奇
怪，但是印上书了之后，照片被缩小很多，不清楚，图片是黑白的，排版也很压抑，太紧了。　如果
想深入了解集体化时代社会史方面内容的读者，这本书基本上没有作用。我觉得如果去收藏这些的博
物馆，看实物还比较有意思，看书，实在莫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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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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