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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
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
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
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
、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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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创世纪:浙江农村改革发展实践与理论思考》讲述了：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
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
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
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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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多样性的农村经济　　虽然浙江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条件优势，而且由于以粮为纲的思想
长期存在造成农村产业结构中农业占绝对比重，但因为人口众多，人均农业资源稀少，使得改革开放
前浙江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相对较发达，传统的手工业、小商业长期存在，农村二、三产业在20世
纪7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起步。
　　1.农业生产多种经营　　浙江农民有连作套种、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较强
，人均耕地资源贫乏。
由于人均耕地少，迫使浙江农民在仅有的土地上多种经营。
1978年，全省65.71亿元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为48.86亿元，占74.4％，林业产值1.99亿元，占 3.0
％，牧业产值9.42亿元，占14.3％，副业产值1.96亿元，占3.0 9／6，渔业产值3.48元，占5.3％。
　　2.农村家庭手工业较为普遍　　浙江历史上能工巧匠一直以来都比较多，家庭手工业较为普遍。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传统的以“五匠”（竹、木、铁、泥、漆）和土纺土织为主体的多种经
营得到恢复和发展。
杭嘉湖、宁绍地区几乎家家有纺纱车，10％的农户有轧花机、织布机、织袜机；浙中地区“五匠”比
较多；宁台温地区裁缝、鞋匠比较多。
 1957年，全省已有手工作坊4万多个，集镇一般都有打铁铺、裁缝店、木器社等。
1965年，浙江农民手工业收人人均达2.46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84％。
　　3.农村二、三产业已经开始起步　　在20世纪50年代积极发展农副各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下，以队
办工业为主的农村副业已经开始发展。
1957年农村副业的产值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9.5％。
此后，由于自然灾害和片面强调粮食生产，1961年已经骤降到4.6％。
1962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后，农村二、三产业开始起步，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中后期，尤其是以乡村集体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每年以增加3个亿的速度
快速发展。
1978年，全省98.72亿元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为65.71亿元，占66.6％，农村工业总产值21.48 
亿元，占21.7％，农村建筑业总产值6.38亿元，占6.5％，农村运输业总产值0.9亿元，占0.9％，农村商
业饮食业总产值4.25亿元，占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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