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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
离本书第一版的出版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如果从我最早去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从事调研工作算
起已整整有20个年头了。
也许到了“爱回忆”的年龄，趁本书得以再版的机会我先谈点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然后再
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再版修订工作。
　　昌五研究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经历和重要事件。
我是1964年大学毕业并步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工作的。
从那时起直到1978年底重新回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工作的15年中，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四清”运动
和“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其中后8年在省委机关从事基层党的建设和主办党的刊物工作。
这正是一个人精力充沛、风华正茂的生命季节。
我充满了理想和热情，也很勤奋好学，头脑里总是不停地思考和研究各种问题。
那个年代的风向标不会是指向治学的，但在这个时期或在这个时期前后我仍写过古典文学、科学社会
主义和哲学等方面的文章并得以发表，至于深入基层写的工作性调研报告以及宣传理论文章就更多了
，其中有些发表的文章还不经意涉人全国性的“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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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延伸地带》这本书对一个有百年移民史的东北内陆农村地区的集镇——肇东市昌五镇从历史到现实
，从经济到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发展状况做了全面的考察，提出了影响东北农村发展的一些理论和
实践问题，它可以为研究东北农村发展问题的学人提供一个真实的图像和案例。
但我特别要提出的是，虽然距本书结稿又过去十几年了，但当时的考察研究所提出的昌五镇面临的发
展问题至今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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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林
　　（王亚林）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社
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社会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生活方式研究专业委员
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生活方式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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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庭的收益越不是简单地凭借体力，因而家庭成员的各自优势越能派上用场，妻子为家庭做贡献的
机会就越多。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要想增加经济收益，重要条件正是夫妻密切配合，发
挥自己的优势，共同投入到家庭经营中来。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妇女需要照看的孩子也少了，抚育期大大缩短，这也为妇女从事家务劳动以外的
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
所以，面对市场、家庭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使夫妻之间在职业角色中的主从关系变
成一种合作关系。
　　妇女地位的变化在商贸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昌五镇是周围农村地区的一大集镇，从事商贸活动的农产家庭比较多。
摆摊设点，主要靠的不是体力而是交往能力、招徕买主的能力。
在这方面妻子往往不比丈夫差。
在哈尔滨市区，我们经常会遇到一对农村夫妻开着胶轮拖拉机在街上卖粮食、蔬菜和其他农副产品，
有时我们也是他们的买主。
我们往往看到算账最快又最会讲价的往往是妻子，丈夫则常常显得笨嘴笨舌的，他的主要责任是开着
拖拉机到处跑。
一个家庭如果既不放弃责任田，又要经商做买卖，那么在分工上，责任田自然由丈夫来种，而妻子则
在外摆摊设点或承租柜台卖东西。
这样，在决定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商业活动中妻子往往成了主角，并且超越家庭有了更大的社会交往
范围；而丈夫则在种承包田之余负责送货上货，在家庭商业经营上成了配角。
妻子在职业劳动中的这种角色地位的变化，加上家庭内部事务上的传统优势，自然使妻子在家庭中的
地位有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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