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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
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
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
的传统。
即使对于整个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虽然在世纪末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变革的历史进程却仍在继续。
“20世纪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
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
这是它所独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之路
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
诚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
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
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尽略远为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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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是“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
此丛书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者长期学术积累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把反复修改提高而成，具有学术
上的创新性、前沿性和研究主题的系统性、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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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中，1972年出生，河南长葛人。
200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玉林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副教授，主要
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先后在《史学月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晋阳学刊》，《中国女性史
研究》（日本）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曾获广西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近年来主持并完
成国家级、省级社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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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定县县政建设实验的历史背景定县，位于河北省的右肋，为古中山国所在之地，清朝时为一直隶
州，民国初年改州为县。
近代以来，“提到定县，虽非妇孺皆知，也算得闻名遐迩了。
那里有我国乡村自治的鼻祖翟城村，他本身也是民国初年的模范县，近年来又作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
会的实验区，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的所在地⋯⋯。
”①从“模范县”到实验县，由平民教育到县政建设，这种经历说明：县政建设实验之所以在定县展
开，其后面有着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
（一）近代以来的“翟城村治”和“模范县”在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定县曾经有过辉煌
的历史。
早在民国初年，定县就已经以“翟城自治模范村”和“模范县”而闻名全国了。
关于“翟城自治模范村”和“定县模范县”的关系．曾有人这样说：“无孙氏长定县，翟城村或未必
能以模范闻；无翟城村之影响，模范县或未必能成立。
”②平教会于20世纪30年代在定县开展的县政建设实验，就是在这种历史的光环下展开的。
因此，在探讨定县县政建设实验之前，有必要对翟城自治模范村和定县模范县的设立进行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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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毋庸讳言，这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
回想世纪之交，我来到了南开，在王永祥先生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不料，一年后选题未定，先生遽而病逝，这令我在万分悲痛之余顿感手足无措。
就在此时，先明师慨然应允指导我继续完成学业，我也因此能成为先明师到南开任教的第一位弟子。
在南开困顿之际，能得到自己此前一直崇拜之学术偶像之垂青，亦为不幸中之幸事。
2003年4月，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终于杀青了，并通过了答辩。
文章能够完成，首先承蒙两位先生之教诲。
初期，先师对于我这个学术底子较差的弟子言传身教，严谨的治学风范、严密的逻辑思维和严格的学
术要求，使我终身受益。
之后，先明师多次与我促膝而谈，悉心指导，其独到的眼光和精辟的见解常令我茅塞顿开，文章亦因
此终能成篇。
同时，本文的完成，还得到了诸多师友的帮助。
他们是：南开大学的侯杰先生、江沛先生、陈振江先生、张国刚先生、刘景泉先生，天津社科院的罗
澍伟先生，天津师范大学的李学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啸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长莉先
生；师兄王兆刚博士、蔡文杰博士、纪亚光博士、欧阳云梓博士：好友李宪堂博士、王治江博士、周
德才博士以及定州市政协的李志惠先生。
他们在我的论文选题、写作、资料查阅、评阅和答辩过程中给予了不少的指点、帮助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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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是“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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