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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的出发点是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的
演变，因为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给定基本条件。对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演变，无论是“资本”还是现代
科技投入，无论是财产制度和相关法律，还是社会结构或市场关系，都不能脱离土地-人口关系基本条
件的背景来理解。改革时期的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场化演变也同样如此。这绝对不是要单独
突出人口为单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与土地间的给定“基本国情”，由此分析这与其他生
产要素、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翔实的关于基层小农场运作的经济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并说明其生产逻辑。这是
一个由微观的生产实践来说明宏观的经济逻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不同
。本书所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
又如何？这方面，中国与现代西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在认识论层面上，笔者一直有意识地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先行研究，而采用从经验证据出发，由此
提炼概念，而后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目的是试图掌握一个题目最基本的事实，然后借助与
现有理论的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概念。这和当前流行的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做法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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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本非常棒，满铁资料还是相对比较靠谱的。观点和质疑基本都基于数据和信息采集，对当时
华北农村状况所做的结论和推测都较为可信。现在各种地方都充斥着对某些“主义”、“价值观”的
狂热，但须知制度和文化是经济社会状况的结果而非原因，一味强调制度和文化，不去想办法根本性
改变经济社会现状，不仅愚蠢，而且将会对真正受影响的人群造成巨大伤害。狭隘女权、狭隘爱国、
狭隘反帝国主义等等，本质都更多是意淫，持观点者的目的更多的是解决自身的问题，而非解决真正
的问题，这就可以说毫无价值了。在中国，不研究和了解农村，是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重大问题的。
2、总算啃完了：《华北》立足满铁资料经营 化农场；《长江》立意商品化小农经济，归总在人口与
土地的巨大压力『基本国情』，形容为舒尔茨的边际效应递减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希冀超越左右
，从历史与实践探寻未来发展之路。
3、头两本是华北华南书稍加注水，第三本问题隐性革命加大量鼓吹重庆注水、自我抄袭和重复，哈
耶克引注甚至有维基百科内容，重庆资料绝大部分源于官方数据、报告和报道，政府非正规运作与非
正规经济混为一谈，明显敷衍了事。逻辑上延续内卷化与质疑西方理论，认为马尔萨斯陷阱—斯密分
工与增长/马克思阶级分化与政治经济的逻辑不成立，中国因人多地少矛盾而陷入内卷化、家庭同时作
为生产与消费单位、农业与（手）工业可能有主副业关系但必须并存以维持农民生存等，以此为根据
观察集体化与市场化实质、农民工进城、非正规经济以至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模式等问题。其实根本
未解决其思路中的一贯问题：内卷化是否另一种意义上的马尔萨斯陷阱（边际回报毕竟在下降）？内
卷化是否无法内生出突破内卷化的动力而必须依赖格申克龙式后发国家强力工业化带动？
4、看完李怀印先生后再看

5、好歹也算三本都翻過一遍了。
6、五星给前两本，扣一星给第三本。不知是您带歪了贺雪峰，还是贺雪峰带歪了您。不按套装出版
，可以保证两本是杰作
7、看完序就扔了
8、看完一，准备二刷！
9、调和左右努力寻找第三条路。从历史到现实积极发现未来之道。平民底层立场加分，误入政治乱
局可惜。华北小农与长三角类型化分析可圈可点，逻辑论证惊险而圆融。
10、里面含有华北小农和长江三角洲小农两本~大家别买重了~不过新的印刷质量比旧版好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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