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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者言》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
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
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
《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
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
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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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者言》

作者简介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著名历史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并获历史学
硕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民史、
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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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者言》

书籍目录

理解农民，理解自己——四十而惑者自述
农民学反思
宗法农民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
牡会文化观与农民丈化施
农民、农民学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
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
《农民、政治与革命》中译序
农史新证
后期大西军营庄制度初探
大西军治滇时期的农业
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
“关中模式”的牡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
农村改革丛谈
“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
市场、后市场与现代农业
90年代的农民非农化：农民流动问题
“农民’与“农业者’——农民‘概念的定义问题
农村改革系列之一：性产、恤心与土地
农村改革来列之二：“衬”兮归来
农民文化与改革
乡企在十字落口——关于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手拉手一起干”——丹麦农民与合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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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者言》

精彩短评

1、秦晖先生的著作不能算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行文比较口语化，像演讲稿！但是思想的深刻性国
内学者中罕有匹敌！
2、治学功底深厚
3、整本书越读越水。过时的东西不录入也罢，时代在进步。
4、读的是《帝制》这本书，奈何条目已被删，只能借尸还魂，用这本书暂且代替了。
5、书有几页开裂了，印刷厂应提高质量。
6、新书到货后计划只稍读一下序言“隔靴搔痒”的，孰料写得这样好，不禁“爱不释手”。当然也
并没有“一发不可收拾”，读了一篇和三篇，其理论水平其语言修养其现实关切果然“高人一等”。
不疾不徐的平和论述中有迎面而来的冲力与激力。
7、虽然挺老了，但是观点还是站得住脚
8、序言是精华
9、在车上和睡前断断续续读完。第一篇和关于“关中”的两篇可以看作秦晖夫妇两部专著的缩略版
。而从八十年代的论俄国、大西军之作到九十年代的直面当代的文章，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学者是如
何一步步走来的。
10、收入秦晖学术起步阶段的几篇论文，考证深且细，且能看出其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变化，坦
率真诚，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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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者言》

精彩书评

1、V2无昵称用户钻石会员赞爆！2015-01-14 09:38:04  V2无昵称用户钻石会员秦晖老师的书，嘎嘎
的2015-01-11 11:08:56  V2木头老爸1钻石会员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很期待能看到他的书。2014-11-16
16:07:14  V2无昵称用户钻石会员发货很快，东西正品。2014-10-09 08:18:44  
2、iownjd金牌会员天津2014-08-24 00:35 秦晖大作标　　签：分析到位权威心得： 好书购买日期
：2014-08-22回复(0)有用(0)stone-tone2-stone-tone2-铜牌会员河南2014-07-21 17:59 际上丙申改制以后已
实经这样标　　签：内容不错通俗易懂值得推荐收获多心得： 在单纯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可以作
为小资产阶级看待，而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中，农民除了小资产阶级属性外，还有宗法农民的属性；
除了小资产阶级两重性之外，还有另一种两重性——民主性与宗法性。无产阶级不仅要改造农民的私
有性，还要改造其宗法性，而且后一改造往往更重要。苏联的历史，尤其是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表明，
仅仅把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看待，忽视对其宗法性的改造，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但所谓“改造”
农民，并不是说农民仅能作为被动的一方。农民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同样也可以成
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农民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
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因为农民作为私有者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即改变自身宗法状态的愿望、民主主
义的愿望。这正是新经济政策“向私有者农民让步”的基础。当然，社会主义是要改造其私有性的，
但如果为了这种改造而把宗法性当做有利因素加以扶持，将是极有害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就在于
此。 　　在农民战争中，封建社会的革命农民是怎样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历代农民政权的社
会经济改革提供了实践的范例。本文试对后期大西军政权经济政策的核心——营庄制度进行剖析，以
期抛砖引玉。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个不以人们（包括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
程，云南农民起来造缙绅地主与贵族的反，并不是为了接受“民私用草一束者”的营庄制，而后期大
西军推行“公有”的营庄制度，也并没有想到它会反而促进云南封建私有制的深化过程。一些同志出
于好心，往往用起义农民意志的或多或少的实现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农民苦于土地兼并，他
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自耕农增加;农民苦于横征暴敛，他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轻徭薄赋”来解释其历
史作用。但历史的纵观告诉人们，我国封建社会的自耕农是少了多，多了少，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
我国封建社会的地租赋税是重了轻，轻了重，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历史现实离农民阶级的“反动”
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用上述思想方法看问题，难免要走向历史循环论
甚至历史倒退论。“丁亥之变”后，云南的农民很难说有多少人成了自耕农，更难说在抗清军费如此
浩繁的情况下有多大程度的“轻徭薄赋”。可以断言，即使没有清军入滇，云南也要成为地主阶级的
云南，际上丙申改制以后已实经这样了。购买日期：2014-06-20妖刀狂舞妖刀狂舞钻石会员浙
江2014-07-15 19:21 书不错，值得一看，已读。心得： 书不错，值得一看，已读。购买日期
：2014-06-08回复(0)有用(0)小龙人0615小龙人0615铜牌会员甘肃2014-06-27 19:13 应该不错心得： 帮别
人买的，所以我也没看，不过应该不错购买日期：2014-06-16回复(0)有用(0)jinmailjinmail金牌会员北
京2014-06-13 13:17 开卷有益心得： 挺好的，忠实读者，喜欢购买日期：2014-06-08回复(0)有
用(0)ballmasterballmaster银牌会员北京2014-05-01 12:27 秦晖老师很好的书心得： 《耕耘者言》讲述秦晖
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
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
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
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
“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
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总之，不可不读！《耕耘者言》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
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
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
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
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总之，不
可不读！《耕耘者言》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
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
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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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者言》

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
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
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总之，不可不读！《耕耘者言》讲述秦晖的
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
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
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
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
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
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总之，不可不读！《耕耘者言》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
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
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
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
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总之，不可
不读！《耕耘者言》讲述秦晖的治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
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
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耕耘
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
”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
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社会也颇有帮助。总之，不可不读！《耕耘者言》讲述秦晖的治
学经历，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农民学的意志。他的论述当中时空性很强，对很多问题的假设都可以很
好的论证，农民是在宗法社会下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经济的运作体系，而从农民中
脱离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摆脱了这种宗法的影响。《耕耘者言》通过对前苏联历史的深入分
析，让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提出了“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划分，还有“宗
法农民”等观点，都是独创性的观点，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苏联社会，同时对于认识我国
的社会也颇有帮助。总之，不可不读！购买日期：2014-03-08jd_6a2552f8145fejd_6a2552f8145fe钻石会员
北京2014-04-23 09:17 很好很好心得：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和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
一卷）》（与刘青峰合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 　　《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毛泽东思想与儒学》（与刘青峰
合著），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悲壮的衰落：古埃及社会的兴亡（终极版
）》（与王军衔合著），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
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与刘青峰合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008年初版于香港）。购买日期
：2014-04-21回复(0)有用(0)qzz345qzz345钻石会员浙江2014-04-03 15:49 秦晖作品，必有保障心得： 秦
晖是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购买日期：2014-03-08回复(0)有用(0)金牌会员xx金牌会员xx金牌会员山
西2014-04-02 17:26 正版图书心得： 书很好，正版图书 和书店一样购买日期：2014-03-30回复(0)有用(0)
3、按有用程度排序给差评评论者 亚马逊买家 于 2014年4月25日已确认购买文章太老了，意识形态的东
西太多了回应  这条评论对您有用吗？  是否秦老师的经典!评论者 辛允星 于 2014年4月19日已确认购买
农民学系列图书,对思考中国历史都有很大的启发!回应  这条评论对您有用吗？  是否查看两则客户评论
（最新评论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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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者言》

章节试读

1、《耕耘者言》的笔记-第30页

        在单纯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可以作为小资产阶级看待，而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中，农民除了
小资产阶级属性外，还有宗法农民的属性；除了小资产阶级两重性之外，还有另一种两重性——民主
性与宗法性。无产阶级不仅要改造农民的私有性，还要改造其宗法性，而且后一改造往往更重要。苏
联的历史，尤其是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表明，仅仅把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看待，忽视对其宗法性的改造
，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但所谓“改造”农民，并不是说农民仅能作为被动的一方。农民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同样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农民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
义道路的愿望，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因为农民作为私有者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即改变自身宗法状态
的愿望、民主主义的愿望。这正是新经济政策“向私有者农民让步”的基础。当然，社会主义是要改
造其私有性的，但如果为了这种改造而把宗法性当做有利因素加以扶持，将是极有害的，战时共产主
义的教训就在于此。

在农民战争中，封建社会的革命农民是怎样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历代农民政权的社会经济改
革提供了实践的范例。本文试对后期大西军政权经济政策的核心——营庄制度进行剖析，以期抛砖引
玉。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个不以人们（包括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云南
农民起来造缙绅地主与贵族的反，并不是为了接受“民私用草一束者”的营庄制，而后期大西军推行
“公有”的营庄制度，也并没有想到它会反而促进云南封建私有制的深化过程。一些同志出于好心，
往往用起义农民意志的或多或少的实现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农民苦于土地兼并，他们就以农
民战争后的自耕农增加;农民苦于横征暴敛，他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轻徭薄赋”来解释其历史作用。
但历史的纵观告诉人们，我国封建社会的自耕农是少了多，多了少，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我国封建
社会的地租赋税是重了轻，轻了重，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历史现实离农民阶级的“反动”的农业社
会主义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用上述思想方法看问题，难免要走向历史循环论甚至历史
倒退论。“丁亥之变”后，云南的农民很难说有多少人成了自耕农，更难说在抗清军费如此浩繁的情
况下有多大程度的“轻徭薄赋”。可以断言，即使没有清军入滇，云南也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云南，实
际上丙申改制以后已经这样了。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为举国举世所瞩目，也给各种流派的学者以议论纵横的用武之地。
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以此赞叹“看不见的手”之伟大，“公有制”的拥护者以此证明“集体主义”之优
越，“后现代主义者”从中看到了“非都市化”的健康发展道路，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从中发现了“乡
土中国”的神奇魅力和“东方救世”的灿烂前景⋯⋯而在农村的种种变化中，以“乡镇企业”、“农
民企业家”、“农民工人”为主要内容的“离土不离乡”现象尤其令人瞩目。
农民文化已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文化障碍。然而，如果说我们之为中国人不可改变，那么我们之
为农民则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自然，从农民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像“农转非”那么简单。从农民
文化到现代文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社会化商品经济取代宗法自然经济，自由所
有制（自由私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独立人格取代人的依附关系，民主政治
取代宗法专制，理性取代蒙昧，“人性”伦理取代“人情”伦理，一句话，人的自由个性取代“狭隘
人群的附属物”。它将给我们这个农民国家带来走出文化困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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