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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或土地革命
（如陕甘宁边区的部分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灭或受到很大削弱，在民主政府的鼓励和扶助下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发展，使农村阶级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主和旧式富农经济被削弱
，贫农减少，中农增加。其中，还有少数原来的贫苦农民经济发展很快，上升为新富农。如陕甘宁边
区的吴满有，就是当时新富农的典型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对新富农采取鼓励其生产的政
策，对其中翻身不忘本、积极发展经济而又拥护民主政府者予以表彰。在解放战争后开始的土地改革
中，特别是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1947年冬土地改革的高潮中，“左”倾错误倾向严重泛滥，
连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都受到侵犯，新富农更是受到严重打击几近消亡。1947年12月会议后开始纠
偏，要求在土地改革中对劳动起家的新富农应按富裕中农待遇，予以适当照顾，并强调革命胜利后的
新民主主义农村中仍应允许新富农的存在。 1947年12月会议上，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的报告，正是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及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高度，强调新富农经济问题的。
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
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
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他所讲的资本主义经济，既包括城市中的资本主义，也包括“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
的新的富农经济”。1948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允许富农经济存在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
会上，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其中明确了对城乡私人资本（乡村的资本主义
当然包括新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清楚地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内高层对保护发展富农经济的方针
是一致的。1950年3月，毛泽东专门致电邓子恢就富农问题而指出，“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
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并列举以下理由，一是防止过“左”倾向
，“如果不动富农，只动地主，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二
是战争过后，土改给予社会震动会更突出，“暂时不动富农，则政治更加主动”；三是与民族资产阶
级的联系，“因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富农联系紧密，故暂时不动富农是妥当的”。应该说，当时采
取对富农的政策基本上是符合农村实际的，也有利于党在农村工作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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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1949-1966)》以1949—1966年毛泽东农民教育的理论和
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不失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论题。《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
究(1949-1966)》以农民身份变迁（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权利）为切入点，以社会主义制度确
立及其建设的历史进程为主线，将论题置于新中国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历史（“土改”、合作化、“大
跃进”、人民公社化）中把握，勾勒出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产生的特定背景及发展轨迹，对毛泽东农
民教育理论的内涵进行了提炼，对其农民教育理论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许多颇具新意的论断
。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沿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理论预设出发，提出文化教育主要
以农民识字扫盲为中心，旨在使农民知识化；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农民社会主义意识为核心，旨在使
农民“又红又专”，并运用党的领导与激发群众意愿相结合、典型示范与群体推进相结合、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等方式，借助大众媒体、冬学和政治运动等载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的农民教
育实践，其成效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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