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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中西學術界對中國農村基

層社會研究的興趣深厚、成果豐碩，其背後

的問題意識則為：一、以農村為基地的中國

共產革命，何以在清王朝覆滅後短短三四十

年間迅速興起並取得勝利？二、已獲得巨大

成功的中國改革開放也是由農村開始的，那

麼，1949年至改革前的中國農村權力結構，

果真是「共產黨一統天下」那麼簡單嗎？本期

兩篇文章也扣住上述兩個問題，以華北鄉村

的個案分析，展現二十世紀中國農村的宗

族、村規以及村社文化所構成的權力與話語

之間的複雜關係。

針對上述第一個問題，李懷印根據民國

早期河北省獲鹿縣有關鄉地糾紛的歷史檔

案，通過分析這些民事訴訟的過程和糾紛雙

方各持的理據，再現當地村民社會生活的真

實空間，重新認識20、30年代華北鄉村的性

質，並質疑杜贊奇提出的基層惡勢力橫行是

引發共產革命蔓延的論述。在方法論上，該

文力圖突破以往只重農村顯性權力結構、忽

略隱性話語研究的局限。針對第二個問題，

趙力濤對1949年以後中國農村家族衰亡的普

遍認識，提出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認為，儘

管50-70年代共產黨的國家權力全面控制農

村，但基層社會組織中的家族意識不但沒有

被外來政治權力削弱，反而有可能在競逐政

治資源過程中得到意外的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