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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关注的焦点主要不是革命精英与领导者，而是底层民众，不是“先进”势力，而是“落
后”势力。
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的革命，可以走进历史的深处，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以农
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特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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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
著作一部《赣鄱壮举——辛亥革命在江西》，在《开放时代》、《党史研究与教学》、《理论学刊》
、《江西社会科学》等国内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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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局者也万万没有想到这恰恰让这批下层社会精英，在广袤的乡村如鱼得水。
“对这些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们来说，其任务就是‘打破陈腐的清规戒律’，把当地百姓的贫苦和积愤
转变为一种全面的紧迫的复仇意识。
”而这些下层社会精英的生活阅历与教育背景，相对于普通民众所产生的精英意识与神圣的责任感，
同相对于某些具有优异的地位与社会关系的上层权贵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相互激荡，为革命的洪流推
波助澜。
　　其次，查田运动的动员机制与广大民众的从众心理之间的互动。
查田运动的机制，简单地说是“抓两头带中间”。
这“两头”就是指革命积极性高的先进地区和工作难于开展的落后保守地区；“中间”就是指大多数
持观望态度的地区。
苏区有斗争深入区域、斗争落后区域和新发展区域三种。
不但一省如此，有些边区的县也是如此，例如永丰，就有三种区域存在。
多数的边区，一县之内，都有比较落后的与新发展的区域存在。
至于腹地，固然有些县还是整个落后的，但在这些县中仍可找到它的比较进步的区，如会昌固然多数
区都是落后的，但西江区就比较进步。
瑞金又是一种情形，武阳区可以说是深入地区，桃黄、黄柏、砂心、瑞林、九堡、云集、渡头、城市
八区是比较进步的区域，其他六区是落后区域。
但无论哪一县中的哪一区，只要建立了苏维埃，经过了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的，大概都有比较进步的
乡与比较落后的乡，一乡之中，又有比较进步的村与比较落后的村。
一村之中，有没有这种不平衡发展情形呢？
许多地方都是有的，许多地方都是小村子（小屋子）进步，大村子（大屋子）落后。
有些地方因为历史条件不同，个别的大村子进步，个别的小村子反而落后，这也是有的。
　　这种情形规定了工作方向，使中共在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乃至一个村中去发动查田运动，不能不
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于落后的部分，向着这些部分用最大的力量，一体看待平均用力是不对的。
因为落后部分争取群众发动斗争的困难，就说这是“打不进去”的，把工作方向改到容易发展区域，
把困难部分置之不理，这更是不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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