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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設有「書評」欄目，歡

迎各界學者惠賜鴻文，評論中

外人文、社科著作，以近年出

版為宜，學術與現實意義兼備

則更理想。

——編者

從「邊緣人群」認識水利
秩序的現代轉型

在地理學和區域規劃中，

「邊緣效應」特指邊緣被忽略或

輕視導致核心區與邊緣區過於

懸殊，進而對核心區和整體發

展形成負面效應。河西走廊在

清代形成的水利秩序是西北社

會穩定的基礎，辛亥革命之後

迅速崩潰。1930年代，南京國
民政府努力進入河西走廊的基

層社會，試圖重建國家在農田

水利中的權威地位，將河西走

廊農業由傳統的「完稅納糧」型

農業轉為可持續增長的現代農

業。但在實際執行中，國民政

府和河西走廊各縣政府進一 

步擴大了原有的核心與邊緣差

距，引起了「邊緣效應」。

潘威、劉其恩的〈甘肅省

民勤縣「移丘戶」問題與近代國

家水利現代化〉（《二十一世

紀》2023年4月號）一文梳理了
民勤縣在1930至50年代構建
現代水利體系的過程。該文不

再將河西走廊地區視為一個均

質的整體，也不是從傳統的水

利政策、水利技術角度展開論

述，而是以處於當地水利秩序

邊緣的「移丘戶」與核心地位的

一般農戶關係切入農田水利轉

型事務。作者認為，民勤地方

人群的不平等地位與現代水利

體系的內涵存在着結構性矛

盾，「移丘戶」的灌溉訴求與國

民政府的水利建設原本存在着

大量一致性，但國民政府未能

解決民勤的水利權力不平等，

致使「移丘戶」與一般農戶尖銳

對立，最終令這一人群轉變為

現代水利體系建設的破壞者，

由此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使得

任何建設都無法在民勤開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

通過賦予「移丘戶」開渠權力，

打破了民勤的用水不平等，並

利用移民手段瓦解了「移丘戶」

在解放前夕形成的聯盟，解決

了當地社會動盪的根源。該文

展現了民勤「移丘戶」這一邊緣

人群所蘊含的巨大力量，這一

力量在1920至40年代由於氣
候乾旱得以釋放，其中最關鍵

的因素在於，辛亥革命之後的

民勤缺乏國家威權，「移丘戶」

與一般農戶的關係無法得到有

效協調，兩者之間的矛盾最終

在1940年代爆發，前者成為民
勤水利建設的破壞者。

筆者以為，該文還可以再

推進，比如「移丘戶」聯盟的組

織方式、一般農戶如何看待

「移丘戶」人群等，因篇幅所限， 

作者沒有來得及充分展開。如

果加以論述，相信能更好展現

「移丘戶」與一般農戶的複雜關

係，從不同維度認識兩者的矛

盾從形成到擴大的過程。

段偉　上海

2023.4.9

宏大敍述遮蔽的普通群眾

在以往黨史研究裏，普通

群眾通常被宏大敍述歷史觀 

所遮蔽，很少見到他們在歷 

史論文中出現，特別是1959至
1961年的歷史研究。近年來，
此種局面被逐漸打破，丁抒、  

楊繼繩、馮客（Frank Dikötter）、 

曹樹基、高王凌、林蘊暉和陳

意新等國內外學者，作出重大

的學術努力。王力堅的〈反瞞

產運動群眾性之研究——以廣

西百色地區為例〉（《二十一世

紀》2023年4月號）又是一篇這
方面研究的力作。作者特別關

注反瞞產私分運動，曾發表四

篇專題文章。通覽全文，有兩

大特色：一、在學術脈絡上，

推進反瞞產運動研究的進一步

發展，深化了群眾運動史的研

究；從原來整體上對廣西自治

區到該文具體上對百色地區的

反瞞產運動，作細緻的學術梳

理。如能與上述學者的研究，

還有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
謂的「弱者的武器」形成學術對

話，更能顯示學術分量。二、

在價值關懷上，關注被宏大敍

述所遮蔽的普通群眾。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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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特別的地方，實現了對反

瞞產運動史從宏觀到微觀研究

的轉變，讓「群眾性」在黨史研

究得到體現。

該文也有值得商榷的地

方：一、在史料的運用上，多

用地方志和當時的報刊，特別

是《右江日報》，而且最致命的

是作者過於相信報紙的文字。

如果利用檔案，尤其是田野口

述史訪談，相信反瞞產運動會

呈現另外的一些歷史面相，甚

至會衝擊該文的結論。二、標

題中「群眾性之研究」，在文中

體現不足。反瞞產運動是製造

出來的一場運動（如陳永發和

王海光均強調「製造」革命和反

革命），是當局上級反對群眾

瞞產私分、沒有群眾主導的運

動，怎麼體現鮮明的「群眾性

特徵」？農民既瞞產又反瞞產， 

在歷史場景中存在嗎？農民依

靠甚麼瞞產，瞞甚麼產？尤其

糧食已經在統購下「透底」。不

容否認，文中的某些情況是客

觀存在的，但未必具備普遍性。 

要知道，許多政治運動不是

「有甚麼反甚麼」，而是「反甚麼 

有甚麼」，特別是反瞞產運動， 

更是沒有根據、顛倒黑白、無

中生有的運動。

文中存在兩處表述失誤

處，《顧準日記》中評論的不是

商丘地區，顧準在饑荒和文化

大革命時期下放至商城縣和 

息縣，都屬於信陽地區，儘管

其評論也適合於商丘地區。當

然，瑕不掩瑜，該文對促進反

瞞產運動研究具有重要學術 

價值。

孫玉杰　合肥

2023.5.3

「翻身」的困境

人力車風行是民國時期特

有的社會圖景，人力車折射着

交通工具的代際更迭、城市現

代化，人力車夫更是時代大潮

下城市底層民眾及其生存樣 

態的縮影。五四知識界的思想

意象中，人力車業被賦予資本

奴役勞工的強烈意涵，屬於 

非人道抑或道德不正確，人力

車夫則是「受苦人」的典型，隨

時間推移還被託付以階級革

命、民族解放的重任。如此語

境下，毛升〈「翻身」之後：中

共建政初期的蘇州人力車工人

（1949-1958）〉（《二十一世紀》
2023年4月號）以蘇州個案為樣 

本，綜合運用多種文獻資料，

再現1949年後人力車夫改造過

程中的複雜博弈，無疑有助於

豐富和深化中共城市管治史、

底層民眾史，特別是人力車夫

史的相關認知。

毛著所示以下兩個「困境」

令人印象深刻。其一，「勝利

的困境」。中共建政後，公共

交通公交車化勢在必行，政府

卻無力提供充足的轉業機會，

加之人力車夫群體魚龍混雜、

人多勢眾，轉業問題隨即成為

亟待解決、又難以迅速完成的

老大難題。「新社會」保留人力

車夫，勢必繼續背負「將人當

畜生看待」的道德指控，甚或

面臨政治不正確之壓力，而取

締則等於奪人飯碗；1958年強

力取締了人力車夫，付出了巨

大的聲譽代價。其二，「翻身」

的困境。在「新社會」，人力車

夫被劃入工人階級範疇，政 

治「翻身」，「當家做了主人」， 

「當畜生」的生活似乎一去不

返，但相比「舊社會」遭遇了更

大的溫飽危機。

毛著有強烈的意圖，將人

力車夫改造置於人力車夫生命

史與中共建政（或者說，1949年 

前後的延續和斷裂）的雙重視

角。既然如此，對民國時期人

力車業改造情況，以及1949年

人力車業改造的跨區域梳理 

與比較，以構成參照與對比，

當然極為必要。毛著在這兩方

面似乎都有再強化的空間。

1946年國民政府即決心禁用人

力車，明令「限三年內完成」，

至1949 年中共建政前雖未竟， 

但一直在推進之中，其決策 

之考量因素如何？採取了哪 

些措施，其間又受到何種複雜

因素之牽扯？進展如何？諸如

此類的簡要交代實屬必要。

1949年後，人力車夫存量較大

的地方，諸如北京、上海、天

津等，都存在繼續改造人力車

夫之問題，這方面的研究較少

（甚或不盡人意），但仔細爬梳

之，還是會有令人驚喜的史料

收穫。

就蘇州個案而言，人力車

夫改造至1954年即大體宣告完

成，其後至1958年僅為人力車

業的苟延階段，毛著的梳理亦

更多聚焦在1949至1954年之

間，那麼1953年蘇州人力車夫

騷動事件似有特別濃彩重墨之

必要。與此同時，對人力車夫

生活困窘、遭受層層盤剝之論

述，也最好以比較精確的統計

資料佐證。或者可以借助對民

國時期及1949年後人力車夫

（涵括蘇州）的既有研究的述

評，即對前人研究的承揚與補

正，來加強此種參照。學術的

進步或者說創新，恰恰有賴於

規範、嚴謹的學術批評，繼而

推陳出新。

樊建政　上海

20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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