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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先明所著的《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梳理、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
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进程与走向。
此书不仅对于了解中国近代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三农”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演变，以及“旧三农
”问题和“新三农”问题的差异与关联等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
于解决今天现实的“三农”问题等，亦有直接参考价值。
它具有完备性、系统性和理论认知的深度。
其思想脉线埋设的精巧，资料的取精用宏，文字表述的灵动、清新，都具有独到之处。

无论是对于从事乡村基层工作的干部，还是对于身在庙堂关注中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决策者，以及对
于那些从更深层面上关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方向的学人而言，都属于一部案头必备的书。
通过《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我们可以走入历史的长廊：在那里
不免怅然与惊叹！
不免洞彻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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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先明
南开大学高端人才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专业教学、研究及其学科理论研究，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近代乡村
史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
近年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国近代史(1840—1949)》(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近代“新学”——传统中学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中
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近
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中国：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清王朝的崩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院落沧桑——山西古民居的历史文化解读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晋中大院——黄土高原上的古村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并主编出版《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丛书》(10册，人民出版社)。

近年来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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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转折的新动向（1901—1920）
  第一章  何以立国——20世纪之初的关注（1901—1920）
第二编  乡村重建热潮中的理论探讨（1921—1940）
  第二章  “劣绅论”的形成与发展：国民革命与农村变动
  第三章  乡村社会性质论：二三十年代乡村问题理论论争之一
  第四章  乡村社会发展道路论：二三十年代乡村问题理论论争之二
  第五章  社会结构与组织：二三十年代乡村问题理论论争之三
第三编  “立国之争”再趋热——走向纵深的理论探索（1941—1949）
  第六章  乡村工业化：再兴立国之争
  第七章  乡土中国：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思考
  第八章  农业恐慌与乡村危机论
  第九章  沉重的土地论题：地权问题与土地改革
  第十章  乡村社会调查及其他问题
第四编  革命后的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艰难选择（1950—1978）
  第十一章  农业合作化：聚焦于50年代的争论
  第十二章  农业现代化：六七十年代论争的基本主题
第五编  “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新世纪的新跨越（1979—2011）
  第十三章  土地承包问题——新时期的新论争
  第十四章  “三农”问题：一个跨世纪的主题
  第十五章  新农村建设：新世纪的新论题
  第十六章  制度与困局——瓶颈何以破解？

余论  言未尽，意亦未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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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农业机械化途径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国共产党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
化。
学术界在全面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开展对农业机械化问题的研究。
一般人认为，农业机械化，不但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开垦荒地的作用，而且还有提高精耕细作程度
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作用。
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农业机械化实现的具体途径等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实施农业机械化需要坚持两个主要的原则：一是要考虑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
二是要注意节约活劳动力和提高社会总产量。
依据这两个原则来选择农业机械的投人次序是：首先是垦荒区，其次是粗放耕作区，再次是精耕细作
区。
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而人均耕地不多，使用农业机械来扩大耕地面积，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农业机械首先投放垦荒区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
一是垦荒区还没有被利用，也没有产量基数，开垦后可以绝对地增加产量；二是新开垦地在一定期限
内，可以不要施肥，可以大量节约肥料和积肥、运肥、施肥所占用的劳动力成本；三是它在作物安排
和利用季节上简单易行，农业机械工艺特征与农艺要求的矛盾不大；四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实行一边
开荒一边生产，农业机械利用率高；五是在机械化初期，机器的集中和使用，便于建立修配厂，积累
经验，培养技术人员。
因此，从社会活劳动和增加社会总产量来看，农业机械化用于开垦荒地，既能节约人力、物力，又能
扩大农业生产的固定资料，增加国家的物质财富，为农业生产奠定长久的物质基础。
在耕作粗放区首先实行机械化，其经济效益可能较大。
因为耕作粗放区土地较多而劳动力少，土地利用程度较低，增产的自然潜力较大，在作物安排和利用
季节上也较单纯。
实行农业机械化更能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提高社会的总产量。
但是，不能扩大耕地面积，比不上垦荒区有经济效益。
农业机械如果先投放精耕细作区，不一定有好的经济效益。
因为精耕细作区一般是人多地少，土地利用程度高，生产技术水平也高。
但是，要进一步发挥土地潜力，需要从农艺上寻求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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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界之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
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他已葫牛待发，尽管它距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尚须时日。
　　　　——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进程⋯⋯网此，有关中国乡村道路选择的理论思考和
种　　种分歧，却依然为我们的历史反思和“长时段”观察提供了理性辨析的基础。
　　　　——一个共识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即“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
。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尤为重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
　　　　——在这样一个理论探寻的过程中，不同理论认识和观点的交锋、碰撞，既丰富和深化了时
代的主题，也凝结着昭示未来的启示　　　　——当然，这需要沉静下来进一步地领悟才有可能真正
获得！
　　　　——对“三农”问题的探讨还将在21世纪继续进行。
这种继续进行的争论最终会走向更加激烈，也更加深刻么？
它所触及的问题更为本质，也更为敏感么？
　　　　——史上有过多少不同的认知？
有过多少相反甚至对立的论辩7或者有过多少种历史的实践和实验？
它们都会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资源和财富！
　　　　——历史固然不会重复，但重现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法则会给予我们思想上的清醒。
　　　　——漫步于历史演进的长廊中，我们认真翻检并仔细体悟每一片蕴舍思想的叶片，试图仅仅
通过客观呈现，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体悟到 不须分说的、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力量，及其执薯的必然
指向。
　　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在掩卷沉思中触发不同以往的知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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