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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方法论的自发、自觉与自为　　弹指一挥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已经有25
年，从人生的周期来看，已经进入青年时期，但是对于需要传承、传统，需要积淀、积累的团队建设
、学科发展、研究风格来看，25年的时间只是一个起步时间 回首25年华师农村政治研究方法，经历了
一次转型、两个阶段，即从自发的实证研究阶段转向自觉的实证研究阶段，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
转型，但是转型尚未完成，也远没有达到自为的实证研究方法阶段。
　　方法论的自发阶段。
改革开放不久，已经退休的张厚安老先生老骥伏枥，牵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中心
，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学术宗旨，高举实地调查的大旗，深入农村、深入基层
，用脚来做学问、，我们坚信，要做好研究，必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现实中寻求问题的求解之道
。
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中心的主要方法：下乡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
问题研究是此阶段研究的主要目标。
当时并没有考虑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跳跃问题，也没有考虑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没有考虑到
分析框架和理论建构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处于一种自发、自然的状态，感觉到做农村研究就是要凋
查，但是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的农村调查，事实材料如何使用，如何从实然转向应然，如何连接材料与
理论，则鲜有方法论指导，也没有较为规范的研究模式借鉴，处于一种方法论的自发启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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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以建国后的乡镇集市为研究对象，作
者通过考察建国以后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以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恢复发展，认为集市作
为一个经济交换活动的场所，其规则和秩序的形成既有国家建构的痕迹，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动因。
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共同建构和改造着集市，集市的参与主体也以自己的方式建
构着国家与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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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晓燕，1969年生，四川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199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1998年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8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法学博
士学位。
先后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合作撰写《平原经济：黄河岸边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主持
并参与省部级课题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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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茶馆（三）进饭馆三 街头和坝子（一）街坝活动政治化（二）商业和社会空间的回归（三）街头话
语的变迁四 电话亭与网吧（一）商情、亲情和友情的连接（二）一线连通大千世界（三）现代信息与
权力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文化权力结论与讨论一 基本结论的阐释二 集市政治：延伸的讨论参考文献
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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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对集市的研究来自国内外农村研究成果的启示和对国家、集市、乡村社
会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考察。
　　笔者在阅读海内外关于农村研究的众多著作中，产生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对于海内外中国乡村
社会研究的不同起点，也是中国农民基本生活单位的不同观点的困惑：这一生活单位在不同地域和不
同时代会有怎样的差异，以至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原点如何确定和调整？
二是如果农民的基本生活单位是超越村庄边界的场市，那么在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中国家和农民在场市
发生了怎样的“对接”和“碰撞”？
农村改革后实行家户经营的农民与乡村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初级市场上各种“原生”的社会势力会怎样自我调节并形塑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
这些问题引导笔者开始关注遍及中国农村的集市，并思考它们与国家建构和乡村社会的关联。
　　（一）乡村社会研究两种逻辑起点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家，农业曾是主要的
产业，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农村是主要的居住区域。
要研究乡村社会，必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政治活动，而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是如
何展开、在何处展开，自然成为研究者的课题。
徐勇教授认为，国内政治学界1980年代是在制度主义框架下，以宏观国家为研究对象，到1990年代学
术中心悄然下沉，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开始关注广阔的基层社会。
当中国学者“发现社会”之时，海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
海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原点有两种不同的路径——源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假设：“
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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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采用微
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建国后的集市为分析对象，把乡村集市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
，指出集市作为一种以经济交换为主要活动的场所，在现代国家出现后，源自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
共同构造；其规则和秩序既是国家建构的，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
　　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生长于自然经济的内在结构之中。
但在当代，作为农村社会交换空间的集市，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权力和市场社会内
生权力相互交汇的特定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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