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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选取与众不同的视角去描画一个普通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其中很多章节的内容以往少有人涉足
过。
与此同时，本书作者群又秉持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和出发点——“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
我们所理解的“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当然首先要求研究者要进入中国农村基层农民的视野，将
视线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底层农民自身的生活逻辑出发去揭示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内涵，从中
国乡村社会文化与习惯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建设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
“请底层农民讲述他们的现代”也意味着研究者要脱出预设的解释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
就我个人而言，则更愿意将此研究理念称之为“三脱主义”，即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与集体化时
代研究中所要亟待解决的方法论课题——脱西方、脱主流、脱精英（意识）。
武断地讲，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与集体化时代研究多被西方的、主流的、精
英的方法论所把持，在这样的语境里去认识农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难免会有问题，难免会阴阳怪气、
生搬硬套地看待这个时代的探索、实践与失败，难免一味否定这个时代应有的成就，忽略这个时代的
内在的合理性，难免只会用讥笑、呻吟来面对父辈的所作所为。
总之，在西方的、主流的、精英的语境里，我们无法理解那个时代。
在对侯家营的研究里，我们尝试着脱开西方的、主流的、精英的语境，为此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农
民所曾经有过的意气风发，体验到一种时代的感动，为此我们发现了另一种“陌生”的农民的时代形
象——他们曾经是时代先锋和闯将，他们曾有着积极乐观、改天换地的豪情，曾积极、主动地创造历
史。
在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代，国家和农民所做的探索与实践既有失败，也有成功，这个时代，农村的生
产力缓慢而稳步发展，成为后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农业迅猛发展的基础和阶梯，农村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救济等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素质，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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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以河北昌黎县侯家营村的调查为基础，力图在“国家与社
会”研究框架中进一步阐明：20世纪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乡土权威与秩序发生了什
么样的总体性变化？
这些变化在20世纪后半叶是否存在着不同阶段的自然演变？
《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坚持从村落的视角、农民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解读乡村自
身史料（文献及口述等），并将个案研究放在其所处的大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
近二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被广泛使用。
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以小见大的乡村社会研究，铺垫出一幅幅社会变迁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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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12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昌黎城乡普遍开展起来，“四清”
工作队被迫撤离各社队。
1967年工作队撤出侯家营，贫协顺势掌权，成为事实上的权力组织。
侯家营的村史资料中写道：“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四不清下台的干部一起出笼向伟大的四清反扑
，打击四清上台的干部和积极分子。
”①侯家营村中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即红农造反大队、造反兵团。
据侯大义回忆：“这些队员都是平时表现不好的，没有现任干部，不得人心。
”（侯大义，05-07-29）革命似乎都是年轻人的盛宴，村里的青年跃跃欲试，想要推翻现任干部。
村史资料记载，侯家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班子连选了七次，前六次都选上了大队的现任干部
，结果每次都不能算数。
村里秩序混乱，党不像党，村不为村，两个造反派互相争夺权力。
据村民回忆，村里并没有发生武斗，但是县里流血武斗不断，村里空气也十分紧张。
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解放军驻昌黎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解放军进村实行军管。
三个解放军军官来到侯家营村，成立了军管会，对全村实行军事管制。
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书记侯元强向上级请示“文革”如何搞，上级的回答是：“上边没布置，
叫发动群众、干部的问题，经过‘四清’和复查，就得发动群众破四旧。
”②对于“文化大革命”，公社领导、村干部都不太明白怎么来搞。
侯元强在一份检查中写到自己当时的困惑：“由于我们大队是四清复查和文化大革命交叉在一起，是
复查的扫尾，就按原来的复查部署进行。
对文化大革命咋搞我是没有方向⋯⋯所以在前期文化大革命中在做法上以破四旧为名，就把主要当权
派划过来了，现在检查起来就是把运动引向邪路。
”（侯元强为此受到了攻击，从这份检查中可知，“文革”开始后，侯家营不过是按照原部署（即“
四清”的部署）开展的，村干部认为“文革”和“四清”都是一样的政治运动，事实上在农村，“文
革”不过是在“四清运动”之上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
1968年3月4日，侯家营生产大队在军管会的支持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了贫协。
第一届革委会成员如下：主任侯元强，副主任侯振兴、侯永深，委员侯大义等。
革委会成员基本为原先大队党支部成员。
生产队增设政治指导员，加强对社员的政治引导，村里称之为政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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