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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对这30年进行全面总结
和系统回顾，既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
这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党的建设领域也不例外。
大量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的论文和书籍已经或正在被生产出来，造成了相当的气势。
对这种状况表示充分肯定之余，我有一点期望，就是期望这种总结和回顾能够有更高的眼界和更深的
洞察，能够为进一步的党的建设提供更加深刻的思考。
这点期望，并非没有理由。
在党的建设领域，文章相对最好写，因为现实中可资利用的中央和地方的文献、他人的著述乃至现成
的话语都汗牛充栋，俯拾即是。
同时，党建的东西又最难写，因为想摆脱固定的话语体系，讲点新话，拓展一个新的角度，都是很不
容易的事情。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党建的研究产品往往是以量取胜，而富有学术含量者却比例不高。
怎样提高学术含量、写出新意，是相关研究者都关注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祝灵君博士给我送来了这部书的书稿，请我指点。
这是一部让人眼睛一亮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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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但读者读完之后若有看小说的感觉，那么作者的目标就达到了。
由于受多年的学理训练，已掌握和练就了一套学术语言，过分强调逻辑论证与文献材料的堆积，以至
于养成了动不动就以语言吓人来显示自己学识水平的坏习惯，难以与一般民众沟通，更把自己禁锢在
一个狭小的学术圈子中。
其实，尽管语言华丽，但却空洞无物，既害人也害己。
本书是笔者希望用乡村政治中的平常故事来研究乡村政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其通俗易懂，实
现语言转型。
学术著作的优劣不在它的语言多么华丽、词汇多么深奥，内涵多么丰富，而在于是否言之有味，给人
以深思。
费孝通所著的《乡土中国》通俗易懂，却被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奉为传世佳作。
    在当前国内学术圈子中，在有关村庄研究的语言风格上，还有一场所谓“官语”和“译语”之争。
所谓“官语”，即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发，采用一种“从上向下看”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村庄问
题；所谓“译语”，即从国际上通行的学术理论出发，采用一种“从外向内看”的方法来透视村庄问
题。
在语言风格上，“官语”通俗易懂，以村庄研究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译语”则大量使
用西方舶来的学术用语，语言晦涩，容易水土不服。
与“官语”与“译语”相比较，本书吸收了“官语”的通俗易懂，也部分具有“译语”的学术规范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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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0年6月18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社员，早上出工经过公社门口时，还看见人民公社的牌子端正地挂着，等他们
中午收工回家时却惊讶地发现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
不久，几名日本记者慕名来到广汉采访，没过多久，《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
报道，文中不仅介绍了广汉县向阳乡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的情况，还评论说，中国已经有
了第一个乡政府，标志着农村行政体制已发生动摇。
从此，向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乡就被冠以“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
半年过后，中央正式下达“改社建乡、政社分开”的通知。
1982年12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新《宪法》第一章 中规定联产承包是农村“合作经济”
的一种形式，从此正式宣告结束了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
　　1983年——12702个人民公社在这一年宣布解体。
“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有576万个，占总数的98％。
粮食总产38728万吨，增产99／6。
棉花463万吨，增产299，6。
　　1984年——39838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粮食总产40731万吨，增产5％。
棉花625万吨，增产34％。
　　1985年——剩余的249个人民公社全部解体。
取而代之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民委员会。
　　要说黄金村村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经历，还得从一个故事开始：　　“啵哆啵哆啵哆啵哆⋯⋯
”这是生产队信号员在食堂旁敲梆梆，社员们知道上午该出工了。
小组长徐先奎赶紧放下手里的家务活扛起锄头去出工，他带领的25个主要劳动力，今天的劳动任务是
到大石包田突击挖苕母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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