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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阔大 立论新颖

— 评 《中国中部农村的非农化 》

余 运 萍

青年社会学者吴怀连先生的新著必中国中部农村的非农化 》最近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

这是一部有关四

化建设宏旨
,

研究我国现实社会问题
,

且卓有新见的学术专著
。

一
、

视野阔大 研究者视野的阔狭
,

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正确与否
。

任何研究对象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

它与其它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多种联系
。

如果研究者的视野过于狭窄
,

可能会切断研究对象与其它事物的联

系
,

使研究对象陷于孤立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使研究者投入再大的力量
,

深入钻研
,

也恐怕是事与愿违
,

很难深

入
、

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
。

吴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研究对象置于宏阔的社会背景之下
,

注意在事物的联系

之中去考察研究对象
,

从而避免了浅层次的人云亦云和就事论事
,

比较深入
、

准确地把握了研究对象
,

使 自己

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

吴著研究的对象是我国中部农村近几年出现的非农化问题
。

所谓
“

非农化
” ,

也就是大批农民离土
,

转入非

农行业
、

领域— 涌人大中城市打工
,

或者离土不离乡
,

在当地乡镇企业或其它行业觅钱
。

长期以来
,

有些学者

认为
,

非农化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历程所证实
。

然而
,

吴著却没有搬用

这一现成结论
,

而是将我国中部农村的非农化现象置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发展背景之下
,

去认真地加以

审视
,

真可谓独具慧眼
,

别开生面
。

作者在该书的引言中指出
: “

农业问题决不仅是一个粮食问题
,

农村和农 民

也不仅是一个包袱
,

城市和国家背负不起的问题
,

而是一个如何认识中国国情
,

如何对待农村
、

农业
、

农民和现

代化关系
,

进而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

工业主义的农村观
、

农业观
、

农民观
,

工业主义的非农化观念不能

为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

农本主义同样也是无济于事的
。

我们不应该在工业主义和农本主义之间
,

进

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

而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
,

扬 弃 并 超 越 它 们

。 ”

作 者 从 方 法 论 的 高 度 作 出 了 自 己 的 明 智 选 择

,

用 横 向 的 世 界 眼 光 和 纵 向 的 历 史 考 察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去 分 析 我 国 中 部 农 村 近 几 年 愈 演 愈 烈 的 非 农 化 现 象

。

作 者

指 出

,

从 国 内 来 看

,

近 几 来

,

某 些 地 区 非 农 化 与 现 代 化 确 有 相 当 高 的 相 关 性

,

有 的 甚 至 可 以 划 等 号

,

例 如 苏 南

、

沪 郊 和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即 是 如 此

。

但 是

,

由 于 地 理 位 置 和 其 它 条 件 的 限 制

,

我 国 中 西 部 及 其 它 广 大 地 区 在 未 来

几 十 年 内 不 大 可 能 也 象 这 些 地 区 一 样 富 起 来

, “

更 无 法 想 象

,

全 中 国 几 亿 农 民 能 够 在 短 期 内 全 部 顺 利 地 与

`

农

’

字 脱 离 干 系

,

而 不 会 出 现 大 的 社 会 波 折

。
”

从 世 界 范 围 来 看

,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早 年 确 实 是 沿 着 非 农 化 的 道 路 而 走

向 现 代 化 的

。

但 这 并 不 能 证 明

,

它 是 我 国 现 代 化 的 必 由 之 路

。

这 是 因 为

“

下
国 工 业 化

、

城 市 化 背 景

、

出 发 点 和 途

径 与 西 方 很 不 相 同

,

… … 更 主 要 的 是
,

我 们 至 今 还 是 一 个 农 村 人
口

占 绝 大 多 数 的 农 业 国 家

。

… … 中 国 是 不 可 能

也 不 应 该 走 工 业 化
、

城 市 化 而 现 代 化 之 路 的

。

主 张 非 农 化 道 路 的 观 点

,

不 论 其 具 体 内 容 如 何 不 同

,

都 本 着 一 个

共 同 的 认 识

,

将 农 业

、

农 村

、

农 民 看 作 是 现 代 化 的 障 碍

,

看 作 是 应 该 甩 掉 又 可 以 甩 掉 的 包 袱

,

为 了 实 现 中 国 的 现

代 化

,

必 须 越 过 这 些 障 碍

,

甩 掉 这 些 包 袱

,

大 量 减 少 甚 至 完 全 消 灭 农 村 人 口

,

轻 装 前 进

。

这 种 主 观 愿 望 当 然 是 善

良 的

,

然 而 也 是 天 真 和 错 误 的

。

工 业 化 会 导 致 非 农 化

,

但 非 农 化 就 不 一 定 会 有 工 业 化

。 ”

作 者 首 先 将 非 农 化 置 于

国 内 的 文 化 背 景 之 下 加 以 考 察

,

不 仅 注 意 到 八 亿 农 民 这 个 宠 大 的 数 字

,

指 出 这 个 数 字 意 味 着 什 么

, `

同 时 还
注

意

到

`

软 环 境

”

— 农业大国的文明与工业化的要求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矛 盾

,

这 些 冲 突

、

矛 盾 不 可 能 在 短 时 间 内

解 决

。

更 为 可 贵 的 是

,

作 者 还 注 意 到 非 农 化 的 世 界 文 化 背 景

,

将 研 究 对 象 置 于 世 界 历 史 发 展 的 历 程 之 中

,

去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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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考察,

指 出 我 国 当 前 的 非 农 化 与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当 年 的 非 农 化 的 际 遇 相 距 甚 远

,

我 国 当 前 的 非 农 化 不 一

定 能 够 顺 利 地 走 向 工 业 化

、

现 代 化

。

作 者 高 瞻 远 瞩

,

把 读 者 的 思 绪 引 向 无 比 阔 大 的 空 间

,

使 人 们 看 得 更 深

、

更

远

,

对 问 题 的 认 识

、

理 解 也 更 加 准 确

,

更 加 深 入

。

二

、

立 论 新 颖 吴 著 的 另 一 个 显 著 特 点 是 立 论 新 颖

。

近 十 多 年 来

,

我 国 出 版 业 有 了 长 足 的 进 步

,

学 术 著 书

虽 然 出 版 困 难

,

但 就 数 量 而 言

,

比 过 去 还 是 有 很 大 幅 度 的 提 高

。

应 该 看 到 其 中 大 量 的 著 作 是 水 平 较 高 的

。

但 勿

庸 讳 言

,

近 几 十 年 来

,

著 书 而 不 立 说 的 情 况 并 非 只 是 个 别 现 象

,

有 些 作 者 — 包括高校的少数学者为了某些功
利目的,

东 拼 西 凑

,

很 短 的 时 间 即 可 弄 出

“
堆 头

’ ,

很 大 的

“

著 作

” 。

这 不 仅 造 成 了 人 力

、

物 力 和 财 力 的 浪 费

,

而 且 也

败 坏 了 学 界 风 气

。

科 学 研 究 贵 在 创 新

,

因 袭 前 人

,

人 云 亦 云 之 作 严 格 说 来 不 是 学 术 著 作

,

至 少 不 是 高 水 平 的 学

术 著 作

。

吴 著 之 可 贵 亦 在 于 创 立 新 说

,

提 出 新 见

,

而 且 这 些 新 说

、

新 见 均 有 翔 实 的 材 料 作 为 基 础

,

对 我 国 当 前 的

现 代 化 建 设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

。

如 何 看 待 近 几 年 出 现 的 非 农 化
? 作 者 既 不 是 简 单 地 肯 定

,

也 不 是 武 断 地 否 定

,

而 是 通 过 对 大 量 调 查 数 据 的

深 入 分 析

,

得 出 这 样 一 个 结 论

:

我 国 中 部 农 村 大 批 农 民 离 土

,

主 要 不 是 亩 于 工 业 发 展

,

更 不 是 由 于 农 业 生 产 条

件 改 善

,

大 量 农 业 劳 动 力 被 解 放 出 来

,

而

“
主 要 动 力 来 自 于 城 乡

、

工 农 差 别

” ,

非 农 化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正 是 由 于 农

业 生 产 不 被 重 视

,

农 业 愈 停 滞

,

农 村 劳 动 力 也 就 剩 余 愈 多

。

因 此

,

这 种 剩 余 不 是 绝 对 剩 余

,

而 是 一 种

“

相 对 剩

余

” 。
.

非 农 化 如
果 既 不

能 带 来 工 业 化

,

而 且 会 造 成 农 业 生 产 的 萎 缩

、

停 滞

,

那 么

,

这 种 非 农 化 现 象 年 深 日 久 就 有

可 能 造 成 大 的 社 会 震 荡

,

为 此

,

作 者 认 为 当 前 不 是 鼓 励 大 批 农 民 离 乡 离 土

,

而 应 吸 引 农 民 在 农 业 以 及 与 农 业 有

关 的 活 动 中 投 入 更 多 的 劳 力 和 财 力

,

调 整 城 乡 之 间 的 利 益 关 系

,

切 实 减 轻 农 民 负 担

,

在 总 体 政 策 上 优 农

、

惠 农

、

助 农

,

使 农 民 由 农 而 富

,

促 进 农 业 生 产 的 发 展

。

贯 串 吴 著 的 一 个 重 要 思 想 是

:

农 业 是 我 国 国 民 经 济 的 基 础

,

实 现 现 代 化 不 但 不 应 抛 弃 农 业

,

而 且 应 该 实 现

农 业 的 现 代 化

。

没 有 广 大 农 村 的 现 代 化

,

我 国 的 现 代 化 就 只 能 是 一 句 空 话

,

我 国 的 现 代 化 建 设 必 须 重 视 国 情

,

拥 有 八 亿 多 农 民 是 国 情 的 基 本 内 容

,

我 国 根 本 不 可 能 象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早 期 那 样

,

在 短 时 间 内 将 这 么 多 人 口
转

入 非 农 领 域 而 又 能 避 免 社 会 动 荡

。

因 此

,

我 国 的 现 代 化

“

应 该 走 优 先 建 设 农 村 和 城 乡 均 衡 发 展 的 道 路

,

而 不 能

走 西 方 式

.

的

`

消 灭

’

农 民 的 非 农 化 的 道 路

。 ”

综 上 所 述 可 知

,

吴 怀 连 先 生 的 这 一 新 著 时 出 新 见

,

卓 尔 不 群

,

表 现 了 一 个 青 年 学 者 的 学 术 胆 识 和 锐 气

,

令

人 一 新 耳 目

。

更 为 可 贵 的 是

,

这 些 新 见 是 从 大 量 的 可 靠 的 调 查 数 据 中 抽 绎 出 来 的

,

不 是 书 斋 学 者 的 想 当 然

。

作

者 为 了 写 作 此 书

,

不 仅 研 读 了 大 量 的 理 论 著 作

,

有 较 为 坚 实 的 理 论 功 底

,

而 且 足 迹 遍 及 我 国 广 大 地 区 — 特别
是中部农村的村镇田舍,

作 了 大 量 的 实 地 调 查

。

正 是 由 于 作 者 对 我 国 农 村

、

农 业

、

农 民 的 现 状 有 比 较 真 切 的 了

解

,

不 是 象 某 些 学 者 那 样 援 引 成 例 去 作 想 当 然 的 推 论

,

所 以 立 论 深 中 肯 萦
;新 颖而 不失 确 当

。

前 面 谈 到

,

科 学 研 究 贵 在 创 新

,

没 有 新 的 创 造

,

学 术 也 就 会 矮 化

、

枯 萎

。

创 新 本 身 并 不 是 科 学 研 究 的 目 标

,

科 学 研 究 的 根 本 目 标 还 在 于 不 断 地 认 识 世 界

,

改 造 世 界

。

因 此

,

创 新 还 要 接 受 价 值 尺 度 的 检 验

。

如 果 只 是 为 了

一 鸣 惊 人

,

标 新 立 异

,

而 所 创 之

“

新

”
只 有 哗 众 取 宠 之 效 而 无 刷 新 学 术 之 功

,

这 种

“

新 见
”

是 不 足 取 的

,

这 种 学 风

也 是 不 足 取 的

。

吴 著 所 选 择 的 研 究 课 题 是 我 国 当 前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课 题

,

书 中 所 提 出 的 见 解 与 那 些 不

关 痛 痒 的

“

学 术 争 鸣

”

截 然 不 同

,

这 些 意 见 是 我 国 当 代 思 想 库 的 重 要 财 富

,

关 系 到 我 国 社 会 发 展 的 战 略

。

因 此

,

这 部 著 作 受 到 学 术 界 和 我 国 决 策 层 的 重 视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

吴 著 不 仅 展 示 了 作 者 个 人 联 系 实 际

,

实 事 求 是 的 学

风

,

也 说 明 了 高 等 学 校 的 科 研 队 伍 已 走 出 高 墙 深 院

,

面 向 实 际

,

成 为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重 要

“

智 囊
” 。

.

吴 著 也 还 存

在 一 些 不 足

,

比 较 显 著 的 是

,

书 中 有 些 内 容 前 后 重 复

,

这 是 由 于 作 者 在 结 集 出 版 前 以 单 篇 论 文

的 形 式 先 行 发 表

,

成 书 时 未 能 删 除 交 叉 重 叠 的 部 分

;
另 一 个 不 足 是

,

作 者 对 我 国 现 代 化 战 略 的 构 想 虽 然 很 好

,

但 尚 欠 比 较 深 入 的 论 证

。

作 者 对 非 农 化 的 负 面 有 比 较 清 醒 的 认 识

,

这 是 可 贵 的

,

表 现 了 作 者 的 独 立 思 考

,

但 随

着 我 国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深 入 发 展

, “

八 亿 农 民 搞 饭 吃
”

的 状 况 必 须 而 且 必 然 改 变

。

非 农 化 既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在 一 定

条 件 和 范 围 内 又 是 对 我 国 的 现 代 化 建 设 有 利 的

,

作 者 虽 然 注 意 到 了 这 一 点

,

但 似 乎 注 意 得 不 够

。

但 是

,

瑕 不 掩 瑜

,

《 中 国 中 部 农 村 的 非 农 化 》一 书
,

选 择 我 国 当 代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大 课 题

,

在 广 泛 深 入 地 调 查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

抽 绎 出 卓 尔 不 群 的 新 见

,

为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献 计 献 策

,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

因 此

,

这 一 课 题 的 研 究 得 到 了 国 家 的 资 助

。

这 一 高 水 平 的 学 术 专 著 得 到 学 术 界 的 重 视 也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

我 们 期 待 着

吴 怀 连 先 生 更 高 水 平 的 新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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