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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学者眼中的乡上中国　　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中，山东省邹平县非常普通，但作为一个典型的
农业县，却成为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关注。
自1985年至2008年的20多年中，美国学者先后有200多人次到邹平进行连续性、蹲点式社会研究，邹平
从而成为美国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观察并记录乡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窗
口。
美国学者以“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为起点和平台，通过对邹平农村的持续性考察和跟踪式
研究，亲历了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乡土中国的重大变迁。
　　一、研究项目的缘起与确立　　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方达成了“互
派留学生与学者”的总协议，其中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派学者到中国农村进行追踪式、连续性、
蹲点式调查的项目。
　　1984年10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席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rlberg）根
据协议提出，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在中国的农村选一个长期调查点，从1987年起接待美国学者来
华进行较长期连续性的社会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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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土中国的变迁》一书通过对美国学者这一持续考察过程的回顾和描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及深远历史意义。
《乡土中国的变迁》纪实性、研究性相结合，以点带面，史论兼具，述评结合，图文并茂，具有客观
性、真实性、生动性、可读性的特点。
　　自1985年至2008年的20多年中，美国学者先后有200多人次到山东邹平进行连续性、蹲点式社会研
究，邹平从而成为美国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观察并记录乡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窗口。
美国学者以“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为起点和平台，通过对邹平农村的持续性考察和跟踪式
研究，亲历了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乡土中国的重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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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局长的老家偏远一点，交通也不是非常便利。
好在当时已通车，所以我们得以开车前往。
出于礼貌，刘局长当天特意陪同迈克夫妇回到自家所在的村庄。
当时正值雨后，村里的道路基本上都是土路，因此十分泥泞。
从当地村民的房子也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庄。
由于是雨天，所以绝大多数村民都没有出工。
见到我们一行人来到村里，他们都走出户外来围观。
显然，由于交通的不便和信息的封闭，他们对长着大鼻子的洋人的到来感到十分新奇。
外办的同志介绍说，这个村庄很少有外国人来访，此前只有少量韩、日两国人士来过，而欧美人士则
是第一次到来，所以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出来围观。
迈克见到这种情景，觉得十分有意思，大声对帕斯特先生说：“哦，罗伯特，太有意思了，我好像是
回到了70年代的中国。
”面对一帮孩子，帕斯特先生问：“你们知道今年的奥运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吗？
”人群中有人回答说：“在美国举行。
”帕斯特高兴地说：“对，在美国，在我的家乡亚特兰大举行。
”然后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谁愿意和我一道去美国看奥运会？
”略带羞涩的孩子们在一片哄笑中却没有人作答。
随后我们分成两拨迈克和洛伊丝去看望刘局长的母亲，我则陪同帕斯特先生直接去村民家中走访。
我们对村民的走访是随机性的，这也是迈克和帕斯特先生所希望的。
在村民家中，帕斯特先生比较详细地询问了村民选举的情况，村委会和村支部的日常运作、管理程序
，以及农民的收入情况等等，受访村民也不受拘束地作出回答。
应当说，邹平之行给帕斯特先生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他的到来，为卡特总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正是在迈克的努力下，1997年7月下旬，卡特总统来华期间访问了邹平。
当时，卡特及其夫人一行来中国访问，访问团的重要成员还有民主党参议员萨姆。
纳恩、卡特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帕斯特等。
在与江泽民、李鹏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并到成都、上海、西安、漓江等地访问之后，迈克
。
奥克森伯格问卡特：“总统先生，除这些之外，你还想在中国做些什么事情呢？
”卡特说：“我还要到外地看一看，看1981年我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取得了
多么大的进步。
”奥克森伯格说“那我向你推荐一个最值得看的地方。
”于是他推荐了邹平。
7月25日，卡特一行人到达邹平，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考察访问。
在谈到这次访问的感受时，卡特说“这一次结识了这么多新朋友，我特别高兴。
我和夫人这一次来访问，终生难忘。
奥克森伯格把我们推荐到这里来我们非常感谢他。
”此次中国之行给卡特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后，卡特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将中国妖魔化是错误的》文章，主张中美应当保持良
好的双边关系。
　　“现在袁先生知道我的很多缺点了”　　在邹平的日子，我天天陪同迈克到各个单位走访，工作
是繁忙而辛苦的。
我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核对两人的笔记，直到7点吃早饭为止。
上午8点则准时从黛溪山庄出发，去各个单位走访。
每一个单位的访谈通常以半天为限，进行三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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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担当翻译，也要担当记录的任务。
而迈克对于记录的要求则是在尽可能准确的前提下，越细越好。
　　刚到邹平那天，在迈克和姜银浩书记交谈时，我忙于翻译，并没有作特别详细的记录，只是依照
自己的老习惯提纲挈领地将重点记录下来，没有想到就出现了纰漏。
第二天一早，迈克和我约定早上6点起床对笔记。
这时我才发现作记录的习惯性方法达不到迈克的要求。
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对很多细节都能回忆起来，即使我想糊弄也不容易。
看着迈克不太满意的眼神，我只好说今后会尽力记录得更为仔细。
在随后的走访中，我就尽力记录得详细一些，而迈克在负责提问的同时，也进行记录。
等到一天访谈下来，我们晚饭后就核对两人的笔记，并通过记忆弥补可能出现的、个别细节上的遗漏
。
通常是我看着中文的记录，口译成英文，而迈克则看着自己的笔记，将遗漏的地方补上。
这时候词典就派上用场了。
一旦出现生僻的词，我就借助汉英词典解释给迈克听，直到他明白较为准确的意思。
白天一整天的访谈，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因而随后核对笔记的工作量也不小。
有时，遇上相关单位的宴请，等我们回到黛溪山庄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上8点以后了，但我们还要核
对笔记到晚上10点半，甚至是近ll点才休息。
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日程安排很满，工作量大，不能累积。
两人尽快核对笔记，也是为了能够较为准确地回忆可能遗漏的部分。
　　到了周末，我们也没有闲着。
我陪同他和洛伊丝爬上黛溪山庄后面的山顶，眺望邹平镇和周边的广袤大地。
我们穿过邹平的大街小巷时，迈克往往会发现一些新的变化。
洛伊丝则拿着相机，看到有意思的场景就拍摄下来，而这些图片主要是考虑用在未来以邹平为主题的
专著中。
迈克还让外办的同志租来两辆自行车，放在黛溪山庄。
等到周末的时候，他就让我骑车和他一道出去。
我们会从邹平镇出发，沿着公路向前骑行，看看农田和村庄。
骑行当中，迈克会观察道路维修的状况，以便发现与前一次来访时的不同。
每到达一个村庄，看到有趣的事情，他总是要下车来仔细观看。
当看到地里有农民在耕种，也会时不时下车来交谈几句。
有一次，他看到农民在地里打农药，就和人家交谈起来。
当地农民见到这个大鼻子美国人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也觉得很有趣。
对方告诉迈克，不久前他还见过另外一个美国人，不过是个女的，在邹平待了很长时间。
而那个女的喜欢四处去看当地举办的各种红白喜事。
迈克告诉我说，他大致猜到了那个女学者的身份。
回来后，迈克很快就从外办的同志那里确认了那位美国女学者的身份。
　　迈克的精力着实让我感到吃惊，他的敬业精神也让我敬佩。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美国学者身上十分严谨、执著、踏实而勤奋的精神，而这是当今不少中国学者所
缺乏的。
现在回想起来，迈克之所以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有着十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这和他不拘泥于书本知识，而注重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紧密相关的。
记得在邹平期间，我俩还谈到了中美学者在这方面的差距。
迈克说，中国学者到美国访问，往往喜欢去大城市，待在大学里面，而不愿深入到美国的乡村，深入
到最基层去考察美国社会。
我则辩护说，中国学者去美国的机会少，获取资助也很有限，因此去乡村实地考察有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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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我们参观邹平县的农田和工厂时，显而易见1978年后的改革政策已经给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带来
了巨大改变。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中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农村仍
然是中国的重心。
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
　　——迈克奥克森伯格　　我很幸运有这样的机会看到并记录下了邹平的发展过程，与邹平建设者
们的相识将难以忘怀。
　　——戴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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