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 評

1954年經濟史家羅斯托（Walt W. 

Rostow）和他的幾位同事寫了《共

產中國展望》（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一書1，但仔細

研究中共掌權後的活動只有沃克

（Richard L. Walker），他的著作《共產

主義下的中國：初期五年》（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在1955年出版2。在此之

前，他只研究中國古代史。

沃克在寫作《共產主義下的中

國》一書時面對不少的困難。不像

今天的學者，他無法進入中國。同

時，北京當時只允許極少的國內出

版物出口海外。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國外廣

播信息服務處（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和英國廣 

播公司監聽業務部（BBC Monitoring  

Service）提供了中國電台廣播記錄

的譯文。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在

研究當代中國的一塊宏大
奠基石
──評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
政治運動數據庫》

● 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

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 ——  

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

1956》（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

中國研究中心，2014）。

＊ 本文原文為英文，為便中文讀者閱讀及理解，譯者在本文中增加了若干註解。

在 1950 年 代 初 期，

西方很少有政治學或

其他任何領域的學者 

研究中國大陸的新政

權。沃克在寫作《共產

主義下的中國》一書

時面對不少的困難。

不像今天的學者，他

無法進入中國。

在1950年代初期，西方很少

有政治學或其他任何領域的學者 

研究中國大陸的新政權。雖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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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國大陸報紙選譯》（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中提供了新華 

社新聞稿和《人民日報》文章的翻

譯。但是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

該領事館才有能力出版《中國大陸

雜誌摘錄》（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後改為《選

萃》[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這一新刊物的出版

標誌着已有足夠數量的資料走私到

了香港。或許，沃克從台灣國民黨

那裏獲取了一些資料。

同樣也不像今天，那時沒有研

究當代中國的基金，沃克也沒有一

群同行伴隨他研究同樣的課題。儘

管他也可能發現勞達一（Laszlo 

Ladany）神父與他志趣相同，1953年

在香港出版了《中國新聞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的刊物3，但他基

本上是單槍匹馬。那時在美國西雅

圖華盛頓大學的幾個研究中國的學

者認同沃克的反共觀點4。而大多

數的美國漢學家，不管他們如何看

美國國內政治，都因為美國記者對

戰時和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報導，對

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非常反感，進

而至少不願意對共產政權做出過早

的判斷。因此，作為第一本詳細探

究中共新政權的專著，沃克的書並

不受歡迎5。

直到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

顆人造衞星後，美國大學中的社 

會科學領域對中國的研究才真正 

起步。在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

《國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授權聯邦政府撥款

支持的眾多課題中，有了對蘇聯、

中國及漢語、俄語的研究。自然，

由這一新的資金所促進，在博士研

究的基礎上產生的第一批中國研究

專著都着眼於近期的中國6。幸運

的是，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北

京准許相當數量的官方資料出版，

儘管在1960年代初冷酷的饑荒年

代中這些資料的發行又受到明顯的

控制7。這些資料包括：自1954年

開幕的全國人大歷年年會的政府 

報告；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

會上的所有講話和1958年八大二

次會議上的主要發言；毛澤東在

1955年關於農業合作化和1957年

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

1957年關於反右運動和 1958到

1959年關於大躍進和反右傾機會

主義的報告，等等。

在文化大革命的騷亂中，更多

的材料浮現了。那些在官員的辦 

在 1978 年 之 後 的 改

革年代中，官方和非

官方的新材料都如雪

崩似地向中國觀察者

湧來。當研究當代中

國的歷史學家小心翼

翼地進入毛時代後，

將如何有效地把握這

些紛繁蕪雜的資料？

《中國大陸報紙選譯》（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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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衞兵匆匆忙忙地走出辦公室，

覺得有義務立即傳播主席的那些 

未經編輯的文字8。這樣，毛有關

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原稿和 

許多當時還不為人知的文稿就此 

問世了9。

在 1978年之後的改革年代

中，官方和非官方的新材料都如 

雪崩似地向中國觀察者湧來。其 

中包括主要領袖人物的年譜和講 

話合集；關於他們和許多較次要的

黨內領導人的傳記和回憶錄；高層

領導人的自傳（因為沒有得到官方

的寫作許可，不少在香港出版）；

大事記；文件合集；統計概略；關

於毛時代主要事件的不可勝數的 

書籍；由各部委和其他組織編撰 

的詞典和手冊；各種各樣的縣志和

地方志。在某些省份的某些地方，

堅持不渝的學者設法查閱了內部 

檔案bk。

當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小

心翼翼地進入毛時代後，他們將如

何有效地把握這些紛繁蕪雜的資料

呢bl？對他們來說非常幸運的是，

由七位美國華裔歷史學家和圖書館

員組成的一個傑出的團隊（宋永毅、

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沈志

佳和王友琴），在台灣和中國大陸

同行的支持下（後有石之瑜、 何

蜀、董國強、謝泳等學者加入），

在艱難困苦中工作了十六年，收集

了數量浩瀚的、他們認為可以描述

毛主義時代主要政治特徵——「運

動」——的資料。對此，沃克曾稱

之為「驅動」（the drive），一種旨在

不斷發動中國民眾實現一個又一 

個目標的運動。最終，不管官方 

的目標如何，每一個運動的目標都

是政治目標，即從忠誠的、激進的

或簡單服從的中國「大多數群眾」 

中鏟除百分之五的公民，這部分 

公民的某種抵觸情緒在主管幹部 

的想像中就是不忠，甚至是反革命

傾向。

這七位發掘毛時代文獻資料的

「賢人」的工作是從「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這一

政治運動歷時十年，在時間長度上

可謂所有運動之母，並在中國造成

了大規模的破壞。作為文化大革命

的倖存者，他們的目標是給學者提

供更多的研究資料。但如宋永毅在

《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

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

營，1949-1956》的導言中所說，良

知和責任使他們把項目拓展到以往

的運動。於是，在2002年首次推

出《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之後，

2010年他們出版了《中國反右運動

數據庫，1957- 》；2013年又出版了

《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

1958-1962》。 他們的收尾之作是

2014年最新的《中國五十年代初中

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這四個數

據庫共包含了32,000篇文件。這些

數據庫為學者和博士研究生進一步

研究當代中國提供了一塊宏大的奠

基石。它將為沃克所羨慕，而整個

研究領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

的夥伴一份沉甸甸的感謝之情。

這一最新的數據庫涵蓋了1949 

到1956年，這一時期在許多中國

歷史學家的眼中是一個黃金年代：

中共接管了整個國家並啟動了它改

變中國的程序。毛澤東有兩個基本

目標：從社會角度改造這個國家和

宋永毅主編的《中國

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

治運動數據庫》涵蓋

1949 到 1956 年，這

一時期在許多中國歷

史學家的眼中是一個

黃金年代：中共接管

了整個國家並啟動了

它改變中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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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上重建它。第一個目標涉及

到把中國從私營經濟和家庭農業的

民族最終改變為工商業全部國有和

農業全部集體化的國家；第二個目

標是實現一系列蘇聯式五年計劃 

的指標。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於

1953年，儘管它的細節到1955年

才完成並公布。

對於以上的第二個目標，在毛

澤東的同事中幾乎沒有不同意見。

在意識形態上，中共決定在冷戰中

「一邊倒」，即倒向蘇聯。因為蘇聯

共產黨在斯大林領導下把俄國從一

個落後的農業國改造成為世界第二

強權，這使北京信服並跟隨莫斯科

的領導。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這

個問題上，毛的資深同事劉少奇和

周恩來發現他們被主席從左翼包

抄。在1940年，當中共還承受着

來自國民黨的巨大壓力時，毛感到

必須要爭取「第三勢力」，即得到多

半從屬於一些小黨派的具有獨立立

場的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的支持。毛

推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並承諾

這是中共掌權後的政體形態。這一

理論的要點是：因為中共缺乏農

業、工業和商業方面的專長，他們

將允許私營經濟在可以預見的相當

長的時間內存在。

在這個新政權的早年歲月，資

深的領導人，尤其是劉少奇和周恩

來，都提倡「新民主主義路線」，可

是他們逐漸地意識到毛澤東已經拋

棄了這一路線。大權在握、從不停

息的主席並不準備緩步實現他的 

現代化、社會主義的中國夢。他正

式宣布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根

據這一路線，中共將在十到十五年

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

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的講

話中不點名地指責了他的同事的右

傾錯誤：「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

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

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 

（這一講話被收錄在這一最新的數

據庫裏）雖然劉、周和他們的同事 

最終追隨了毛的路線，但這一插 

曲卻引起人們對「要是⋯⋯又怎

樣？」的遐想：要是毛在當時仍然

堅持「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經濟奇

迹是否會早發生幾十年呢？

毛澤東拋棄「新民主主義」的

一個必然的結果是一系列運動應 

運而生，並不斷繁衍。當然，運動

並不產生在毛澤東1953年6月講話

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

10月1日剛宣布成立後，曾有過一

個短暫的和諧時期，但是它隨着朝

鮮戰爭在1950年6月的爆發，特別

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同年10月進

入朝鮮半島而結束。這導致了「抗

美援朝」運動。實際上，土地改革

在中共勝利前就已經在他們控制的

地區開始了，並在勝利後繼續推廣

到全國。在新佔領的城鎮地區還有

針對幹部腐敗的「三反」運動和以

私人工商業者為打擊對象的「五反」 

運動，說他們用「糖衣炮彈」腐蝕

幹部。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有過

留學經歷或受西方影響的，必須改

造思想。黨內知識份子也在批判胡

風的運動中遭到打擊。過往的國民

黨官員和他們的家庭成員以及任何

可以被指責為他們的同情者的人，

都成為兩次清洗反革命運動——

「鎮反」和「肅反」的對象。這一最

新的數據庫包涵的最後兩場運動是

毛強力推進的新的農業集體化運動

毛澤東拋棄「新民主 

主義」的一個必然結

果是一系列運動應運

而生。不管它們造成

的破壞程度如何，這

些運動都產生了一個

效果：到1956年，對 

於中共已經穩固地掌 

握了國家政權這一點， 

公民已經毫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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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私合營。在農業集體化運動

中，毛把那些仍抱懷疑態度的同事

比作步履蹣跚的小腳女人。在農業

集體化有成功進展的同時，另一場

運動把所有的私人工商業者併入了

公私合營企業，這是一種向企業全

部國有化過渡的方式。如同資料所

顯示的，當時有過抵制，但在僅僅

七年的短暫歲月裏，中共還是可以

宣布中國基本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

國家，而且在過程中沒有經歷蘇聯

所有過的大規模的動盪。

不管它們造成的破壞程度如

何，所有這些運動都產生了一個效

果：到1956年，對於中共已經穩

固地掌握了國家政權這一點，公民

已經毫無疑問。同時，他們也認識

到，必須服從那些執行毛主席和他

的同事的政策的黨的幹部，否則將

是不明智的。使每一個中國人認識

到這一點的主要原因是伴隨着每一

個運動的暴力。除非中央檔案館對

獨立研究者開放，不然，在1950年

代前半期由運動造成的生命損失將

無法得出最終的統計數字bm。在毛

澤東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

裏，他提到了有大約七十萬人被正

式處決。但是在私下的討論中，中

國歷史學家認為這不過是部分的估

算而已。假如是這樣的話，看來也

是非常可能的，在1958年大躍進

開始的極左災難以前被中共視為國

家建設的黃金年代裏，被處決或因

政治迫害而自殺的人數，遠遠高於

毛時代的其他階段，包括文革。當

然，無論這一最後的死亡數字如

何，和大躍進時期數千萬人死於饑

荒相比，它仍然顯得蒼白失色。

為了對研究者提供方便，數據

庫的編者把每一個數據庫都分為幾

部分，如毛澤東講話、其他領導人

的講話、重要的文件和指示、社會

騷亂等等。這樣的安排布局似乎會

使研究者難於按時間順序把握這些

文件，但這樣編排有其合理之處。

把這個最新的數據庫裏9,200份文

件全部按時間順序排列會使讀者難

於駕馭。或許對一個數據庫來說，

可以按時間排列毛講話的部分，在

那些講話中插入或引出其他部分的

中央檔案館仍未對獨立研究者開放（圖片由李湘寧提供）

每一個數據庫都分為

幾部分，如毛澤東講

話、其他領導人的講

話、重要的文件和指

示、社會騷亂等等。

這樣編排有其合理之

處。因為把最新的數

據庫裏9,200份文件

全部按時間順序排列

會使讀者難於駕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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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當然，學者會各自找到查詢

和組合這些材料的辦法。

另外，這四個數據庫的標題雖

然明確標出各自涵蓋的時間段，但

編者非常細心地在每一個數據庫中

同時也收錄了該時期前後的有關資

料。粗粗看來，數據庫的標題似乎

又有從1962到1966年這個時間段

的缺口，但實際上《中國文化大革

命文庫》收錄的文件遠遠早於這一

時段（這一階段〔1962至1966年〕 

的文獻已經作為文革的準備與前

奏，比如「四清」運動的相關文獻

已收入這個數據庫中）。

簡言之，數據庫的編者為未來

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學家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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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華人同行，而他們當中的許

多人是在中國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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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出色的工具，

用來探索那些動盪的

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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