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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析陈翰笙无锡调查和其他相关调查材料，从经济与地权、社会结构、物质与精神生活等层面探
讨江南这一近代化先锋地区乡村社会的变迁。

　　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是清末民国在我国知识界兴起的社会调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区域社
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和史料，展现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的实态。
经济与地权作为无锡调查的重点，在近代工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场化和现代机器
的侵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乡村经济的特有形态；近代无锡乡村大多数农家
以稻作为主、以蚕桑为辅的生产格局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多种经营和“非农化”是农家经济的基本
趋势。
地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租佃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村经济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变化。
近代江南乡村经济转型带动了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促使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催生了诸多的
社会问题；从而引发了各个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问题的关注。

陈翰笙应用阶级分析法，对乡村各阶级作了严格的区分，以作为调查的切入点。
“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变化情况”作为元锡调查报告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反映了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
。
近代江南乡村人口在动态中又保持着与传统社会一致的常态，那就是：呈波浪式增长，男性多于女性
，性别比偏高。
工业化导致乡村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从而打破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纯粹性，使人口的城乡结构
在动态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乡村人口的教育素质低下，职业种类趋于多样化。
近代义庄的兴衰及其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的演变表明了宗族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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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任院长高践四从该院第一届学生中选留了无锡籍的秦柳方、钱俊瑞参加创设民众教育实验区，
担任干事兼学生实习指导员。
1929年寒假，秦柳方等人在学院附近寻觅区址，最终选定黄巷作为完成民众教育的第一步即以村为单
位的实验。
黄巷坐落在无锡县景云市（第二区）一六图，东南北均界无锡市，西界庵头村，是城郊靠近工厂区的
一个自然村。
与该院附近其它村落相比，黄巷作为实验区，具有自身的优势，因为“较大的村庄，如杨木桥，居民
大都业摇船，少数业泥水匠，离村亦较远，如冯巷，居民有600余人，但离院约四里有余，将来不但于
办事上不能收联络之效，恐将影响于在院学生之实习，其他各小村落，又多三户一村，五家一巷，零
落疏散，不适于实验事业之举办。
黄巷居民有百二十余户，590余人，业农者又占多数，离院约一里。
往返只须十分钟，在本院附近五里以内的各村落中，黄巷比较最适于划区标准，于是实验区的地址决
定在黄巷。
”②据当事人秦柳方的回忆，1929年3月，“甘导伯（院部教务部副主任并在院讲课）和我以及余丽秋
进驻该村，4月，赵步霞、钱俊瑞到区工作，7月张锡昌到区。
我们到区后，先借住民房，开始筹备，并展开各项教育工作。
”③实验区先后由赵步霞、余庆棠担任总干事，先有甘导伯、钱俊瑞、秦柳方、俞丽秋，后增加张锡
昌、黄凤祥等人为专任干事，另有若干名兼任干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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