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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個案研究（1957–1958）

●李　彤

摘要：1957年夏，反右運動在城市進入高潮時，中共中央指示在農村進行一次大

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反右運動研究相比，學界對此關注不多，微觀、個

案研究更少。本文以河北省Y縣為中心，依託縣、村兩級地方和基層檔案資料，

梳理運動在鄉村底層的開展情形，呈現不同群體的態度差異，探討運動的內在目

標和政治邏輯。文章認為，Y縣農村社教運動的過程顯示，與城市反右運動相

比，農村社教運動的對象、內容、地域有所不同，但手段和實質與城市反右運動

有着極大的相似性，實際是一場底層反右運動。運動被賦予了意識形態和政策功

利的雙重目標，將「思想問題」升格為「階級鬥爭」，呈現出當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運

動的貫通邏輯。

關鍵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統購統銷　農業合作化　階級鬥爭　反右運動

1957年夏，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一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下

簡稱「農村社教運動」）在鄉村底層鋪開。運動持續一年左右，規模大、範圍

廣。這是1949年以後中國開展的第一場大規模農村社教運動。

關於這場農村社教運動，學界已有一些探討。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

面：一是對運動過程的梳理；二是其與反右運動的關係。關於運動的過程，

既有研究大多是聚焦高層政策的宏大敍事。孫東方的〈「大躍進」前夕的一場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山東昌濰為個案〉一文，是少有的、較有代表性

的地方性研究。孫文以山東昌濰專區為中心，依託相關檔案資料，對專區社

教運動的整體歷史過程進行了梳理1。文章雖有地方史料的運用，但多是地

方政策文件，缺少對政策在底層鄉村執行和運作的敍述、分析。農村社教運

動展開時，當局已經發動和展開反右運動，學界的討論非常關注社教運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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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術論文 反右運動的關係，並對此存在不同的觀點。李若建的〈庶民右派：基層反右運

動的社會學解讀〉一文廣泛利用了各地的方志與文史資料中的回憶文章，從社

會的流動模式、組織內部矛盾、手段與目標衝突三個方面，就基層反右運動

的成因作出了社會學闡釋。文章認為，絕大多數「庶民右派」是工作、生活在

小城市和鄉村的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人，受「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的中

央政策所束，反右運動在鄉村幾乎沒有展開和形成規模2。研究拘泥於文本， 

將佔農村人口主體的底層農民排除在「庶民右派」範圍外。韓鋼則在研究中指

出，「農村、企業、高等學校的社會主義教育，實際上是反右派鬥爭在民間的

鋪開」3——把農村社教運動視為反右運動在農村基層的延伸和擴展，或者

說，就是農村基層的反右運動。這不僅是對農村社教運動歷史的一種新認知， 

而且進一步拓展了對基層反右運動的研究。但因韓文不是專文論述，對此結

論沒有具體論證。近些年關於反右運動的研究，一個重要的進展就是研究目

光下沉，不限於將目光聚焦於中共高層的醞釀和部署以及非中共政治精英和

知識精英的遭遇。王海光的研究〈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另闢蹊徑，以從

下到上的視角，介紹了當年底層民眾的「反右言論」，探析反右運動發動的深

層原因。王文認為，相較民主黨派頭面人物和知識精英，民間底層的「右派」

言論對共產黨的統治更具有挑戰性，成為促使整風運動轉向的重要原因4。

程曦敏的〈四川省江津縣直屬機關反右派鬥爭的「收」「放」變遷〉一文聚焦於基

層反右運動的主持者，呈現了他們在運動過程中搖擺於「收」、「放」之間，維

持政治平衡的兩難處境及政策因應5。

上述研究視角的轉向，極大充實和豐富了反右運動的研究，對於全面完

整地還原反右運動歷史極具意義。但總體而言，底層反右的研究還是初步的， 

對鄉村草根的反右運動研究寥寥。研究視角真正下沉到鄉村底層的生動、細

膩的個案研究更是缺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相關檔案史料發掘極少。由於農村

社教運動目標是鄉村農民和基層幹部，他們不大可能像精英階層的「右派」那

樣，留下大量文字，即使留下文字也鮮有出版與發表的可能。鄉村底層史料

的缺失，使以往研究無法較好地還原農村社教運動展開過程的歷史細節。

本文旨在探討，1957年在進行一場以城市精英為鬥爭對象的反右運動的

同時，為甚麼還要開展一場針對鄉村底層民眾的社教運動？這場運動的目標

是甚麼？它在農村底層具體是怎樣展開的？結果又如何？當時政策規定「在工

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實際情形如何？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也有廣

泛、深入探討的空間。本文以河北省Y縣為例6，依託縣、村兩級地方和基

層檔案資料，嘗試為整個農村社教運動歷史研究提供一個個案文本，呈現這

場底層政治運動的情形，揭示運動的複雜面相和內在邏輯。

一　社教運動的由來和部署

資料顯示，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最初是地方行為。1956年冬至

1957年春夏，河南臨汝縣、浙江仙居縣等地方當局要求下級地方和基層「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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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極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的教育」，或者是「在廣大群眾中進行兩條道路的

教育、階級立場的教育和法制教育」7。黑龍江、陝西、山西等省區甚至將

「社會主義教育」部署成一場運動8。這個地方經驗不久就得到中共高層肯定。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這個進一步部署以城市為

中心的反右運動的會議，還專門討論了農村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中特別

指出：農村也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樣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地主、富農

的一部分還在搗亂，少數富裕中農鬧退社，「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他斷定「這

樣的兩條道路的鬥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他「贊成迅即由中

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9。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舉措，在國內有一個重要背景。

隨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進和「統購統銷」的實施bk，1956年春天到1957年上

半年，各地農村普遍發生農民退社、鬧社、宰殺耕牛和牲畜、砍樹毀林、瞞

產私分、上訪請願等事件，用當時官方的話說，叫「少數人鬧事」bl。

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1956年12月對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

陝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統計，1956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生產

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浙江省的寧波專區，已退社的約

佔社員戶數5%，想退社的佔20%左右。廣東全省已退社約七萬餘戶，佔社員

戶數1%，並已有102個社垮了台bm。1957年春，一些春荒嚴重的地區接連出

現搶糧和集體外出事件。山東利津、廣饒兩縣連續發生十三起搶糧事件，涉及 

三個區、八個鄉、三十四個村，參加的群眾有四千六百多人，共搶糧約9.2萬

斤bn。安徽五河縣五百多人自浦口渡江到下關，聚集在下關車站要攔車去上

海乞討。同一時期，安徽省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前往南京，動員流入南京乞討

的三千餘人返鄉bo。5月底，夏收臨近，一些地區反映，不少社員已做好了搶

收、瞞產私分的準備。據河北省報告，麥熟較早的大名縣，已發生社員私割

小麥（都是小片的）事件二十六起；靜海縣小南莊、清寧鋪兩個社，已按人口

多少把麥田分到各戶，叫社員明搶暗收；臨漳縣香菜營聯村社和永年縣小騾

馬社，麥田多的村已選好了人，準備在大社來拉麥子的時候，臥軌擋車來阻

攔bp。Y縣同樣存在這樣的情況。

Y縣位於河北省東南部，地處華北平原，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縣。在該縣

1956年就有一些農民對統購統銷不滿，流傳「統購統銷糟得很」、「統購統銷餓

死人」的議論。W村中農劉某說：「國家把糧食弄走了，叫人挨餓。」S村中農

黨員王某講：「糧食政策好是好，就是指標低，不夠吃。」G村中農李某直言：

「我現在三掛腸子閒着兩掛半。」bq農民對於糧食政策的不滿，主要是由於實

行統購統銷後糧食不夠吃、吃不飽。就全國而言，自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行

至1956年，農業合作社社員的口糧實行定量，定量標準各地不一，許多地方

定量大致是每人每年口糧360至380斤（原糧）。河北省的定量是360斤，每斤

折合成品糧只有7.5兩（一斤十兩）。Y縣1956年遭遇嚴重洪災，人均糧食佔有

量僅為197.6斤。但國家徵購並未減少，擠佔農民口糧，直接影響了農民的實

際生活。該縣還實際發生了集體瞞產和農戶抗拒交糧的事件。據該縣檔案材

料記載，1955年夏、秋兩季，有210個社「搗鬼」，隱瞞產量160萬餘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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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收和1957年夏收，有七個村瞞產私分糧食110,347斤。有的村甚至將

帶着玉米的秸稈當柴火分給社員br。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農民產生不滿情緒的另一個原因。合作社發展過快，

特別是初級社尚未鞏固就轉成了高級社。Y縣有不少鄉、村在上級壓力下從互

助組跨過初級社階段，直接升格為高級社；一些農民嫌「太早、步子太大

了」。從初級社轉為高級社，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

實行按勞分配，取消了土地分紅，造成了那些靠省吃儉用躋身「中農」、「富裕

中農」的農民情緒失落，難以接受。他們感覺財產一下子被「充公了」，抵觸心

理尤為強烈。Y縣五十多個村在轉成高級社之前就有農民把自己的樹木刨掉賣

了bs；有的農民甚至提出再次單幹的要求。轉成高級社之後，「一刀切」的勞

作時間、種植計劃以及內部管理賬目不清等問題，也引起農民普遍不滿。

對各地農村發生的「鬧事」風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起初的看法和主張相

對溫和。毛澤東承認：脫離群眾，不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

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他甚至斷言出了這類事是「好事」bt。中央

高層專門出台了一些文件，要求各地妥善處理和解決這一系列事件，調整農

業合作社的相關政策和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比如民主辦社，縮小社隊規模，

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增加自留地，鼓勵農民飼養家畜家禽、經營副業， 

等等ck。

1957年夏季後，毛澤東和中共高層發動反右運動，對農村發生的一切也

作了異常嚴峻的估計，一改溫和的基調。毛澤東認為，農村退社、「鬧社」風

潮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懷疑和動搖」，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主要

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cl。按照毛澤東的提議，8月8日中共

中央發出〈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以下

簡稱〈指示〉），內容是圍繞合作社優越性、農產品統購統銷、工農關係和肅反

問題展開「大辯論」。〈指示〉強調，「這是一場關係到農村兩條道路根本問題的

大辯論，是農村群眾和鄉社幹部的社會主義自我教育，是農村的整風」。通過

批判農村中的「資本主義道路」，以此使農民分清大是大非，認同國家各項根

本政策，確立「社會主義是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的信念cm。毛澤

東對農村社教運動提出了要求，在運動中要進行三個「批判」和一個「打擊」：

「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幹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

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而「主要鋒芒

是向着動搖的富裕中農」，「對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進行一次說理鬥爭」，而且

「以後一年一次」，「配合區鄉幹部的整風，配合第三類社整社」cn。關於開展

這場運動的做法，毛澤東指出，要「先讓農民『鳴放』」，然後「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批判之」co。

高層態度和政策的變化很快貫徹到了地方和基層，Y縣縣委在隨後下發的

運動宣傳動員文件裏這樣估計農村形勢cp：

我縣的廣大農村中，在近一個時期，特別是報紙上公布了章伯鈞、羅隆

基、儲安平、葛佩琦等右派份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以來，已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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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些地主、富農份子和其他反社會主義份子的共鳴。他們利用人民

內部矛盾的幌子，利用某些群眾對糧食工作的不滿情緒，利用某些農民

對新社會制度的不習慣，趁機大肆造謠破壞，散布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污蔑黨政領導，企圖煽動群眾，搞垮農業社，反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向黨大舉進攻。他們活動的特點是：擴大缺點，抹殺成績，說「糧食統購

統銷政策糟得很」「農業合作化沒有優越性」。⋯⋯富裕中農多數是擁護合

作化制度的，但有一部分是動搖的，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在這一時期又

開始抬頭，他們說合作化不如單幹優越，並主張在合作社內實行無領導

的民主和自由，反對紀律和集中。在糧食徵購與夏收分配中，主張先私

後公，不賣或少賣餘糧，擴大統銷指標，羨慕自由市場，非法倒運糧

食，進行黑市投機活動，甚至個別富裕中農串聯退社。這樣就在農村中

形成了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

對於農民不滿言行性質的界定，縣委文件沿襲了中央文件的口徑，將其視作

「資本主義思想」；在城市反右運動與農村社教運動的關係問題上則更進一步直

截了當地指出，這些問題是農民與城市那些典型右派份子「共鳴」的結果。由

此，在農村進行一場像城市反右運動般的政治運動已屬必然。Y縣的農村社教

運動由是開始。

二　社教運動在村試點的開展

按照省委、地委指示，Y縣縣委對農村社教運動的開展作了具體部署。縣

委決定先在A村進行試點。目的有三：一是積累經驗，二是運動預熱，三是

打造樣板。A村位於Y縣城西北方向，相距6.5里，為鄉政府所在地。該村共有

土地3,538畝，以農業為主，糧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和小麥cq。全村總共242戶， 

約1,200人。據官方對階級成份的標準劃定：貧農130戶，中農60戶，富裕中

農30戶，富農18戶，地主4戶。18戶富農中有一戶被管制生產，有二戶為候

補社員。曾有被管制過的壞份子三人，這時均已取消管制。當過偽軍的七人， 

其中一人是連長級別的偽軍官。該村1938年即建立中共組織，這時有黨員

二十八人，團員五十人，還有婦女聯合會等組織。該村自1952年就建立了農

業合作社，到1955年轉成高級社，全部農戶都加入了合作社cr。

1956年夏Y縣遭遇嚴重洪災，A村受災嚴重，全村土地全部被淹沒。

1957年麥收較好，全村種小麥2,767畝，實收小麥158,286斤。按照地方政府

的夏收分配計劃，國家徵收29,701斤，其餘部分按全村每人平均留糧100斤，

再交售給國家8,450斤cs。照此計算，小麥的徵購比高達24.1%。夏徵糧食指標 

過高，加之去年水災，農民很是不滿。一些農民直言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好， 

「把糧食都統給了國家，360斤不夠吃，農民生活苦」ct。農民對合作社也有抱

怨：「合作社減了產，不如單幹」，「合作化沒有優越性」。如前所述，360斤指

的是年人均口糧，而且是原糧，加工成成品糧之後不到360斤，的確不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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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見農民反映的應該是實際情況。但在政府看來，農民對統購統銷的抵觸情緒

是因為很多社員自己想「多分糧」，而「地主富農借機進行破壞」，還有受右派

言論的影響dk。這或許正是該村被選為運動試點的一方面原因。8月8日，Y縣

縣委派出的工作組進駐A村。Y縣社教運動的試點在A村拉開序幕。

工作組下村，首先要依託村幹部。A村的幹部對這場運動卻「各懷心思」，

反應不一。農村社教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地富和少數富裕中農。村黨支部組織

委員卻說：「現在地主、富農不敢搞破壞了，鬧事的是富裕中農和少數貧農。」

黨支部教育委員說：「群眾講怪話〔對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的牢騷與不滿〕也

不單是地主、富農的破壞，三百六確實不夠吃。」大概是有以往政治運動的經

驗，有的幹部把這場運動理解為鬥地主、整群眾，想乘機「教訓」不服管的農

民。一名村黨支部委員、副社長就說：「過去小手小腳怕犯錯誤，這次可有人

給做主了，非把調皮的人整一下不可。」有幹部則打算敷衍應付，合作社主任

覺得宣傳一下就過去了，不礙事；也有幹部表現積極。面對這種局面，工作

組採取「個別突破」的策略：從表現積極的黨支委那裏了解地主、富農的情況， 

再以揭發出來的「事例」作為地富反攻的證據，向有抵觸情緒的村社幹部施

壓。據報告描述，這部分有抵觸情緒的村社幹部很快轉變了態度。組織委員

檢討自己「思想不對頭」，社主任也表示，「這樣一搞咱們以後的工作可就好做

啦」dl。當代政治運動的報告材料，通常是按照上級指示精神寫的。下級組織

向上級反映情況，需要考慮的只是如何符合上級指示精神，對不合上級意圖

的信息往往加以「轉義」、剪裁和遮蔽。A村的幹部是否真的口服心服、轉變

了態度，僅憑當年的報告難以簡單認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至少原來消

極的幹部的公開態度變得積極了。

工作組在村黨支部配合下，對全村黨團員的思想進行了摸底排隊，排出

了三類人。根據1957年8月的報告：28名黨員中，思想進步、立場堅定、工

作積極負責的10人，一般的13人，比較落後、不起作用甚至經常「講怪話」的

5人；50名團員中，積極的21人，中間的20人，比較落後的9人dm。報告顯

示的三類人，無論黨員、團員，落後者都是少數。摸底排隊既可將工作目標

聚焦，又能透過分類形成政治壓力。工作組選拔出三十八名黨團員作為骨幹

份子。骨幹份子或稱「積極份子」，是運動中表現積極、成份好的人，通常在

政治運動中被動員起帶頭表率作用。正如Y縣縣委總結報告所說：「做好了培

養選拔和訓練骨幹的工作，我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dn無論在小組討論、大

會辯論、了解情況等各個方面，都不可缺少骨幹力量的帶頭作用。選拔和培

養積極份子是開展政治運動的慣例，他們是在基層組織起到貫徹上級指示作

用的強有力隊伍。

對於全體黨團員的動員，工作組採取依託骨幹份子召開小組討論會的方

式進行「四算四比」和「四查」。「四算四比」即算統購統銷賬，比購銷數目；算

新舊社會賬，比新舊社會；算生活賬，比過去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算合作

社的優越性，比合作化前和合作化後。「四查」即查思想、查立場、查有無右

傾情緒、查對社會主義的貢獻。從當年的檔案材料來看，「四算四比」的方法

有共同性，都是現身說法、回憶對比，但關鍵的技巧是拉長了比較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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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和村社幹部感到「生活水平下降了」、「糧食指標低」，大都是對合作化前

後和統購統銷前後的比較；而當年實際操作中的「四算四比」，則大都是與

1949年以前的農村、農民的生活相比。「解放前後」是一個重要的參照標準，

意味着政治正確與否；即便是農民也明白其中的政治意涵。「四查」則以兩分

法的邏輯，劃定了是非判斷的政治標準。工作組透過「四算四比」和「四查」，

完成了A村試點的第一輪思想發動。村社幹部和黨團員終於明白這次運動的

目標是批判社員對糧食政策和農業合作化的各種錯誤認識及右派言論，他們

不僅向上級表明了積極支持的態度，而且將在下一步的運動中充當骨幹。

在全村群眾動員大會上，運動的主持者宣示了「大辯論」的緣由和目的：

「地主、富農和壞份子向我們進行破壞的陰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讓我們重新

過被壓迫剝削的生活，如果我們不把他們打倒，土地平分的勝利果實還會被

他們奪去，會有人頭落地的危險。」把農村發生的問題與地富和壞份子的「破

壞陰謀」聯繫起來，既是明確靶子，又告知群眾這是一場對原剝削階級的鬥

爭，讓農民明白「原來地主想反攻」。A村組織了一支七十人的宣傳隊伍，以

黑板報、廣播台、寫街頭詩和大字標語等形式開始宣傳，推動運動的開展do。

中央政策規定農村大辯論的步驟是「先鳴放，後辯論」。辯論的前提是找

到對象，鳴放就是「發現」辯論對象。但駐A村工作組和村黨支部安排的大辯

論，卻事先根據黨團員「揭發」的材料，先確定了大辯論的對象。也就是說，

A村的大辯論在鳴放前已經預設了鬥爭對象。工作組和村黨支部確定了幾個

「鬥爭典型」，在全村展開大辯論：

第一個典型是「頑偽壞份子」范某。村民范某解放前當過偽軍，是內定的

辯論對象。如前所述，該村有七人當過偽軍，據材料顯示，范的「反動言論較

多、態度惡」，其他人「一般的表現還都不壞」。范的「反動表現」有：公開謾罵

共產黨，打擊報復黨團員；進行反動宣傳——「美國的原子彈厲害，蘇聯沒

有」；煽動社員怠工生產等dp。這在當年足以定性為「反動」。范本人是否說過

這些話或怎樣說，由於檔案材料的缺失，姑且存疑。他被作為鬥爭對象，恐

怕同他的偽軍經歷有關。當代政治生活中，出身「剝削階級」或有「歷史污點」

的人帶有「身份陰影」，儘管失去財產或摘掉帽子，但原來的階級身份或個人

經歷仍如影隨形，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往往被當作鬥爭對象。

范被作為鬥爭對象，也許還有一個原因。據當年的材料，在發動村民揭

發「反動言行」時，工作組和村黨支部發現，有的人有顧慮怕被報復，不敢大

膽揭發，「尤其是對壞份子范某的顧慮較多，不敢說」dq。范有「歷史污點」，

按道理村民「揭發」應該顧慮最少。村民為何顧慮最多，大概是范的性格比較

「強勢」，村民才不敢揭發。一般而言，性格強勢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同

村民或村社幹部失和，往往會成為村社幹部眼中不服管的「刺頭兒」，范被當

作辯論對象也就不奇怪了。在運動骨幹組織的全體村民鬥爭大會上，范面對

「群眾性的無情揭露和質問」，「反動氣燄」被徹底打垮，「向人民低頭認了罪」。

大會宣布取消范的社員資格，實行生產管制dr。

第二個典型是「反動富農」牛某、趙某。運動前A村唯一一戶被管制生產

的就是富農牛某家。牛被揭出的「反動言論」有：「實行統購統銷國家把糧食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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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術論文 走了」，「三百六不夠吃」ds。牛家出於何種原因被管制生產，因缺少史料，無

法知曉，但這足以令該戶在村中成為「異類」，被格外「關注」。與牛某不同，

趙某在運動前已轉化了成份，更沒有受到管制。據檔案材料，趙的「反動表

現」是到處說「合作社減了產不如單幹」，「農民的生活不如過去了」dt。從揭發

材料來看，很有可能趙是一個平日愛發點牢騷、講風涼話、常抱怨的人，根

本不可能有甚麼「反動企圖」，況且運動前他已經不是富農成份。但這樣性格

的人被重複揭發的概率會比較高，加之曾經的富農成份成了歷史印記。在鬥

爭大會後，兩人也都「低頭認罪」。趙被重新戴上富農的帽子，並與牛一樣被

實行生產管制。

第三個典型是「生產不積極的地主」牛某。A村有四戶地主，運動前已全

部轉化了成份。但為了證明「地主反攻」，就需要從中抓出一個來作為鬥爭典

型。工作組通過摸底了解到：在已轉化成份的這些人中，「牛某生產不積極，

其餘的幾人有些思想落後，但沒有甚麼反動表現」ek。這樣一來只能抓出相對

表現不好的牛某。比起前面的范、趙等人，牛某的「問題」顯得更牽強。估計

正是沒能蒐集到確切的證據，最後只好決定對其進行「個別教育」。這也反過

來證明了A村中確實沒有「地主反攻」的情況。

第四個典型是「資本主義思想抬頭的富裕中農」王某。實際上，相較「地富

反攻」，「富裕中農資本主義思想抬頭」更為真實、普遍：A村三十戶富裕中農

問題較多的有十六戶el。按照中共的階級劃分，富裕中農並不屬於階級敵人。 

運動的領導者針對富裕中農的問題，一般採取以小組、生產隊為單位的小型

辯論會的辦法。

王某被人揭發：「喊『吃不飽幹不了』，社裏派活他也不幹了。」其所在的

生產隊在掌握上述信息後有針對性地召開了辯論會。對此並不知情的他在會

上繼續說：「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富了國家，虧了農民」，「合作社減了產」。有

備而來的一名社員積極份子立即發言：「國家去年供應二十二多萬斤糧食，今

年麥收僅統購八千四百多斤小麥，統銷比統購多二十一萬多斤糧食。」接着另

一名社員指出王「人入社，思想沒入社」的舉動：「你在耕地的時候，耕出了個

大地楔子也不說給耕地的人，結果把鏤弄折了。如果你在單幹時一定會把地

楔子刨出來，你這不是思想不好嗎？」當然也有個別社員表達了對王的支持。

社員李某說：「糧食統購統銷好是好，就是不夠吃，國家還讓節約，連三百六

都吃不上，我買了好幾斗私糧才過來了。」李剛一說完，馬上遭到一名積極份

子駁斥：「我夠吃，夠吃不夠吃得看怎樣說，要吃得細、不節約就不夠吃，咱

們吃飯穿衣就得論家當，現在生產的糧食還少，就得少吃點。再說去年受了

災，節約點也是應當的，區裏、縣裏的幹部還吃代食品，咱們就不應該節約

嗎？我認為不夠吃主要是不節約。」王最終不得不「向社員們做了檢討」，有幫

腔之嫌的李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em。

比起被剝奪話語權的地富，富裕中農還能說上幾句——或許是憑恃政治

身份的相對優勢，抑或原本就是對糧食政策不滿的主要群體。如前所述，支

部組織委員說得明白：「現在地主、富農不敢搞破壞了，鬧事的是富裕中農和

少數貧農。」上述A村的幾個案例的「案主」，無一例外是被揭發出來的。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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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決定作用的政治出身，他們平素的言行、人際關係以及過往表現都成為重

要因素。

雖然A村還沒有出現運動「過火」現象，但隨後開展運動的其他村莊很快

就發生了一些問題。有的村硬湊鬥爭對象：「H村一戶地主，一戶富農，卻找

不到問題，覺着不解氣，就找出了思想比較落後的四戶貧農，二戶中農，確

定為鬥爭對象。有的村在鬥爭地主以後又計劃鬥爭轉業軍人、偷過麪的人、

貪污過草料的飼養員三種人。」也有的村在鬥爭地富時「威脅嚇唬」鬥爭對象，

甚至「打人、捆人、拉人」en。

概括而言：排隊摸底，圈定目標對象，進而分類處理——對農民耐心地

進行思想教育，使之認識到統購統銷政策的優越性，以此自覺檢查與批判其

在糧食問題上的「資本主義思想」，對個別帶有嚴重「資本主義思想」的富裕中

農着重說理批判，批駁其「資本主義思想」；反擊少數地富、反革命份子的「破

壞活動」以及反攻倒算行為，依法處理個別嚴重份子——這就是當年A村進行

社教運動的流程。

A村的試點是在8月22日左右結束的。25日，縣委〈在A村開展社會主義

大辯論的經驗〉文件下發到了各區、鄉黨委和工作組。按照縣委的初始規劃，

全縣農村共分三批進行，在試點之後緊接着開始的是規劃選出的第一批進行

的六十七個村莊。這部分村莊開始了對A村社教運動模式的複製eo。

三　農民的鳴放

1957年9月22日，Y縣縣委下發〈關於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再

次指示〉（以下簡稱〈再次指示〉），部署社教運動，即全民性的整風運動，改

為四步進行。同A村的試點過程相比，在排隊摸底前增設「鳴放」為第一步，

倡導大鳴大放。關於鳴放，文件指出：「鳴放的方法是提意見、發議論，農村

一律不搞大字報；依法管制的壞份子不得參加鳴放；鳴放的重點應引導群

眾，放到糧食、合作化等根本問題上、大是大非上去。」ep這表明鳴放前運動

的領導者已有明確的目標預設。

比起運動一開始的摸底排隊，底層幹部對鳴放的抵觸情緒更大也更普

遍。多數幹部認為鳴放就是讓群眾挑幹部的毛病，以幹部為靶子。X村公安員

說：「放是該放，就怕都朝幹部進攻，把幹部放倒了，還不如不放。」eqT村社

主任說：「咱老粗幹部缺點多，趁早歇了吧。」erL村二十三個生產隊長，有

十二個人認為鳴放就是整幹部，情緒不穩定，打算不幹es。平時工作作風粗

暴、愛佔點社隊小便宜、有貪污問題的幹部在討論會上則一言不發et。也有

一些幹部怕鳴放開了，掌控不了。D村婦聯主任說：「過去批評還有些人硬說

糧食不夠吃哩。要放更亂說不夠吃了。」G村公安員說：「在群眾、地主、富農

中調皮搗蛋的甚麼人都有，可怕放亂了。」一名常姓黨員也說：「亂放起來可

怕出問題。」fk還有幹部擔心搞運動耽誤生產。Q村公安員說：「現在正在秋

收種麥忙的很，過秋後有甚麼工作再搞不行嗎？」flX社主任說：「上級說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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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宣傳是生產的動力，我看這恰恰成了阻力。」fmL村一名支部委員說：「白天幹

活晚上開會，時間長了可受不了。」fn對地富的辯論鬥爭所產生的威懾作用，

幹部也都心知肚明。Q村在支委擴大會議上，七個人中有五個人認為鳴放不起

來。支部宣傳委員說：「鬥爭了地主富農誰還敢鳴放呢？」fo有些運動還沒開

始的村有幹部說：「別的村又辯論又鬥爭，誰還敢放。」fp這是實情，更是常

識。Y莊富農宋某在鳴放中一言不發，私下裏說：「誰還敢說心裏話，說出來

不鬥爭就得辯論。」C莊曾被鬥爭過的四戶地富，有三戶在後來的運動中一句

話也沒說過fq。

普通農民也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顧慮。怕提了意見事後遭報復，這是民眾

最普遍、最大的顧慮。J社一位社員說：「鳴放是一時的事，過了還是人家當

幹部，得罪了幹部可過不了。」另一名社員也說：「現在不報復將來也不保險，

抓不住蝨子燒個襖。」fr除了事後的顧慮，有一部分農民更是有着眼下的擔

心：「說對了沒事，說錯了扣上個反動帽子辯論一下可受不了」fs；「咱不會說

話，說錯了成了鬥爭對象受不了」ft。對提出的意見能否落實，農民也不抱太

大期望。他們大都認為「提了也不准頂事，白落個得罪人。」gk過往的經歷使

農民具備一定的防範心理。

鳴放受阻，僵局一時打不開，工作組開始「對症下藥」。他們向幹部灌輸

對黨員幹部採取保護的政策，以打消他們普遍存在的「怕引火燒身」的顧慮。

對於自身有些小問題的幹部，工作組也向他們表明這次運動不是整幹部、整

黨員，並指出幹部的問題先在黨內鳴放，把問題鳴放出來是為了幫助他們解

決自身思想認識問題，而非作為鬥爭對象gl。這些都是向幹部交底，算是給

幹部派了顆定心丸。對於那些對運動有厭倦情緒和敷衍心理的幹部，工作組

就採用找問題倒逼他們服從的辦法。糧食不夠吃是實情，農民的不滿也是普

遍的，在這種情況下找出點問題不是甚麼難事。在政治施壓下，絕大部分幹

部轉變了態度，個別依舊「未覺悟」的村社幹部也被及時撤職。

X村支書許某就是個典型。10月7日，縣委召開糧食會議，根據社隊幹部

對糧食工作的態度，給他們進行了政治排隊。許被劃為「抗拒糧食政策」和「不

要黨的領導」的落後份子。會議文件顯示，許在會上說：「瞞產私分是因為糧

食指標低擠的」，「上級不信任下級，上級放手，別管甚麼工作也能做好」。許

在上級領導面前之所以有這般言論，既是對糧食政策不滿，也是為自己的辯

護，因為一名貧農社員向上級舉報他「在今年麥季主謀瞞產三萬多斤」gm。對

於糧食會議的具體排隊結論，許本人自然是不知曉的，但心裏也有數。事後

許曾說：「在縣裏開糧食會議時，就安排了我一下子，還不知道落甚麼結果

呢。」gn大概上級是出於以觀後效的打算，許只是被警告了一下。但運動開始

後，許並沒有做出上級期望的將功補過之舉，X村運動在許的主持下進展緩

慢。據統計，截至10月23日，第一批開展運動的六十七個村，只有X村、G村 

兩個村尚未推向群眾。很快，許就因「自身問題嚴重且不積極領導運動」被撤

職，先前在糧食會議上的言論也變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go。顯然，相較

「主謀瞞產三萬多斤」，許在運動中對上級政策和意圖的違背，才是造成其最

終結局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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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作組的授意，各村支部將村民已經放出的言論進行分類排隊，找出

問題，馬上進行解決，樹立威信，以此提高他們鳴放的積極性。就材料來

看，解決的都是諸如社隊幹部作風粗暴、合作社賬目不清、公共財物保管不

善等一些無關「大是大非」的問題。

骨幹份子更是以各種方式推動鳴放。工作組選擇骨幹的條件是：說話負

責，能夠大膽發言和了解情況較多的表現積極的黨團員和貧農、下中農。根

據二十二個村的統計，共訓練運動骨幹814名，其中群眾積極份子250名gp。

運動的主持者考慮到「反動言論在一定溫度下才能出現」，就安排骨幹在鳴放

會上帶頭鳴放，而且還「有意識地引導群眾朝大是大非問題上鳴放」，把鳴放

的方向控制在可掌控的範圍內gq。

為了更順利地收集「反動言論」，各村將鳴放過程融入了生產場合和其他

場合。即根據骨幹力量多少，有計劃地把骨幹配備到生產場合或閒暇場合，

利用勞作休息間隙與群眾進行漫談，定期召集骨幹匯報鳴放情況，收集匯總

各種言論；骨幹的作用也就由會場內延伸到會場外。M村骨幹劉某利用隊裏

集體收玉米秸稈休息時，有意跟富裕中農王某攀談：「這樣小的棒子秸稈還能

打多少糧食。」王緊接着說：「要不俺說不夠吃，這個樣的棒子稈怎麼能打了

糧食，這就更不夠吃了。」B村骨幹何某借推碾子的機會到社員閻某家，扯起

了糧食夠吃不夠吃的話頭，閻不滿地說：「肯定不夠吃啊。」gr

在發動鳴放初期，〈再次指示〉明確規定農村的鳴放一律不搞大字報，但

一些鄉村還是張貼了大字報。Y縣當局不僅沒有阻止，反而肯定「推開大字報

的方法靈活切實可行。望各工作組及支部根據本村情況研究採用。普遍推開

大字報進行鳴放，把鳴放迅速推向高潮」gs。當局既然肯定，大字報的辦法很

快為各鄉村效仿，為運動主持者開闢出更多收集言論的渠道。有些鄉村還增

設意見箱，動員農民寫意見信，實際上是大字報形式的翻版。

截至10月23日，根據對已開展運動的五十一個村的分類統計，共鳴放出

問題9,090條。其中關於合作社方面的4,115條，集中反映入社不如單幹強，

高級社不如初級社；關於糧食、棉油供應方面的809條，主要是說口糧指標

低，不夠吃；關於幹部作風方面的2,393條，大多不滿幹部作風粗暴簡單；關

於工農關係方面的91條，主要反映農民吃糧少、生活苦，工人和機關幹部吃

糧多、生活好；其他方面1,682條gt。依史料看，匯總的意見，地富並沒多少

言論，言論較多的是富裕中農。至於被管制的壞份子，他們一開始就不在鳴

放範圍之內，被剝奪了話語權。Y縣社教運動的整個鳴放過程，在農村社教運

動一開始就有其明確的目標預設，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發表意見的環節。

事實上，鳴放成為了印證預設的環節。

四　辯論和結局

1957年10月底，在經過鳴放「進行政治鬥爭和說理批判的對象已經明顯」

後hk，Y縣的社教運動轉入辯論階段。絕大多數辯論的方式、方法都套用了 

c204-202206027.indd   103c204-202206027.indd   103 5/8/2024   下午4:215/8/2024   下午4:21



104		學術論文
A村的現成經驗。固然A村屬問題多、情況複雜的典型代表，但也不可能覆蓋

所有的問題。因此，運動鋪開後的辯論環節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L村對富農何某進行了兩次辯論鬥爭。何因被揭發曾抱怨「糧食指標低， 

不夠吃」，被確定為鬥爭對象。在第一次辯論中，何本人對此「拒不承認」，辯

論骨幹一時也找不出充實的證據，以致「會場靜寂，群眾情緒低落，結果辯論

失敗」。據稱何事後還直言「他們叫我開會而搞半天是辯論我，我看他們能把

我怎麼樣」，這樣的辯論效果是運動主持者不能接受的。他們準備組織對何的

第二次辯論。在工作組看來，上一次辯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對鬥爭對象「反動

言行了解掌握不透」和辯論骨幹「聯繫是非問題鬥爭說理訓練不足」hl。換言

之，要蒐集何更多的日常言行材料和教會辯論骨幹如何小題大做。第二次辯

論會上，一名骨幹率先發言，「你說過看不慣隊裏男女一塊幹活，這是封建思

想所支配，是看不慣新社會的事物，就是想走回頭路，你這是反動」。緊接着

另一名骨幹斥責道：「你上次被辯論後，不服氣，吹大話，罵幹部，這是拒絕

改造，仇視幹部和廣大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一名貧農則翻出了陳年舊

賬：「舊社會你掌斗子〔負責稱重〕的時候，有人說你量黑豆時明明量了10石，

給人家說11石。人家看着少，你說過過吧，你把一塊切糕抹在斗子裏，一過

就成11石還多哩，你說你這不淨剝削人嘛。」何最後「低頭認罪」，工作組宣布

由群眾對其進行監督，並號召群眾進一步孤立他hm。

第二次辯論中也沒有找出何對糧食政策、農業合作化的不滿言論。只是

將何以往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方面的個別瑣事生硬附會到思想認識和政治立

場上。這也再次印證富農的確大多都沒甚麼出格言行，只是富農的身份使他

們在運動中首當其衝。大概也正是因為沒有確切的證據，何沒有受到諸如重

新戴帽、管制生產等具體的處罰。實際上，被孤立就等同於被宣布為階級鬥

爭的對象。一個人一旦被劃為階級鬥爭的對象，政治上就失去了安全，淪為

被排斥的「異類」。通過聯繫階級鬥爭，產生一種效應，製造一種恐懼，這正

是運動的邏輯所在，也是運動要達到的目的之一。

T村出現了鬥爭大會（又稱「辯論大會」、「說理大會」）的形式。它是指由

全體社員或全村農民參加的辯論會。中共中央一開始部署農村社教運動的〈指

示〉就對大規模的辯論持謹慎態度，主張除非必要情況，辯論「一般地在小組

或小隊的範圍內」進行hn，主要擔心大規模的辯論會不容易掌握，一旦失控，

會產生負面效果。而實際中，辯論大會大都成了簡單粗暴的鬥爭會。運動初

期，河北省徐水、清苑兩縣在鬥爭大會上甚至遊街中發生打人、拉人、「右派

帽子滿天飛」等現象。對此，省委專門下發文件進行糾偏，強調以理服人，名

之說理大會ho。

T村鬥爭大會的對象是該村的一戶富裕中農王某。在這之前，王已經在生

產隊範圍內的辯論會上被批判過了。鬥爭大會上，主持人先介紹了所掌握的

王的「反動言行」：不缺糧喊缺糧、說合作社不如單幹、自己搞副業不參加社

內生產；隨後由安排好的辯論骨幹發言。一名貧農骨幹說：「你說合作社不如

單幹好，有糧食喊不夠吃，這是反社會主義，想走回頭路。」一名黨員說：「你

資本主義思想太嚴重，入了社不幹活，光自己搞副業，你說你是不是想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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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道路。」另一名骨幹說：「你一心想做小買賣，搞投機，就是走資本主

義道路。」hp

根據縣委文件，鬥爭大會有限定的適用對象，即「有反動言論的地富、

反、壞份子和富裕中農中極右份子（也稱富裕中農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骨幹份

子）」hq。至於何為「富裕中農中極右份子」，縣委文件沒有給出解釋。而此前

河北省委針對徐水、清苑兩縣運動中出現過火問題的糾偏文件指出：「不只有

資本主義思想，還有反社會主義的破壞活動（如不只本人要求退社，還積極策

動搞垮合作社，不只偶而違犯統購統銷與市場管理政策，還一貫進行投機活

動、擾亂市場等），不只是一般的反社會主義的份子，而且是其中最突出、最

惡劣、最不得人心的骨幹份子。」hr目的是想把打擊面縮到最小限度。這一標

準看似嚴苛，但總體比較抽象，彈性很大，難以把握。所以，儘管中共中央

和河北省委在農村社教運動初期都意圖進行限制，但運動開展中並沒有起到

真正作用。

僅就上述材料中所列舉的王的「反動言行」來看，顯然是夠不上「極右份

子」的；其最大的問題是「搞副業」。王在村裏做點小買賣，集體經濟下，這通

常被視作「走資本主道路」、「農村資本主義尾巴」。合作社對從事副業的社員

通常有着嚴格限制。有的社實行交款記工，1元一工分（一工分折合0.5元），

有的甚至剋扣農產品的分配。1957年麥收分配中，Y縣有些受災村對「推小車

搞副業」的社員就不分小麥。其他社員對經營副業的社員也心有不滿，他們譏

諷災後沒分配到小麥的社員：「你這怎麼又找社幹部、隊長啦，叫你幹活的時

候，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你」；「你們小車一轉，又是錢又是白麪，還缺甚麼糧

啊」hs。一般來說，從事副業的社員收入相對高些，其他社員難免嫉妒。這使

經營副業的社員在運動中也就更容易成為眾矢之的。

文中所摘引的幾個辯論例子，均來自於縣委編印的整風材料。辯論所涉

及的對象的「反動言行」，很難考證其真偽。至於經過辯論，被辯論的對象是

否真的口服心服或口服而心不服，更是不易判斷。呈現當年辯論場景的意

義，在於透過它可以了解農村社教運動是如何以各種方式，或引導或高壓，

促使被辯論對象就範，達到「教育」更多農民的目的。爬梳瑣碎、具象的辯論

細節會發現，在事實層面，辯論一方的理由很難說充足，遑論可靠，但卻有

強勢的政治話語，在這種語境下，鄉村日常生產、生活的細枝末節，都被貼

上「舊社會—新社會」、「剝削—走回頭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

家—集體」等標籤，而具有了超出日常生活的政治意涵。1949年以降，新政

權對社會進行全方位改造，一整套新的話語體系取代了舊時代的話語體系，

不僅在政治生活層面成為主流話語，而且滲入社會生活層面，鄉村生活亦是

如此。農村社教運動中，被辯論一方在這套話語面前，除了服從或者「退

守」，幾無招架之力。

1958年4月，Y縣社教運動接近尾聲。據六十二個社的統計，運動中鬥爭

地富份子385人，其中325人重新戴上地富的帽子，25人被管制生產，7人被

行政管制，8人被逮捕法辦ht。按照處理規定，「社隊瞞產私分的糧食尚存有

實物的應退回原物或按政策增購抵消；屬於現款部分，應計入該年農業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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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術論文 入內，統一計算分配，抵頂該隊的分紅數；用瞞產的糧食所置買的物品，其

糧食不再增購抵消和抵頂分配，可將所購買的物品作為社內的公共財產。對

於幹部貪污、借款和佔便宜的問題，屬於糧食的，應參照社隊瞞產私分的辦

法解決；屬於現款的，應一律退回，有能力者應立即退清，無能力者可分期

退還；數目不大的，除退還外，只給以嚴厲批評，不戴貪污帽子，不作其他

處理」ik。可見，在集體瞞產私分和社隊幹部多得多佔問題上，總體原則是退

還原物或作相應賠償，而未在政治方面作深究。

在運動收尾整改階段，各農業合作社都重新調整了幹部隊伍。據三十二

個農業合作社的統計，新選出幹部507名，其中貧農253名，下中農29名，中

農134名，上中農22名il。幹部隊伍調整的一個明顯變化，就是運動中那些

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好的積極份子脫穎而出，被選進了幹部隊伍；相反，家

庭出身和本人成份不好、表現又不夠積極的幹部，則被剔除出幹部隊伍。不

久之後，在這樣一支底層幹部隊伍的帶領下，大躍進運動在Y縣轟轟烈烈地

上演。如果說幹部隊伍的變化是農村社教運動一個方面的結果，那麼另一個

方面的結果，則是「廣大農民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積極踴躍交糧」im，Y縣 

各鄉村都足額甚至超額完成了糧食徵購任務。

五　結語

Y縣的社教運動，是全國範圍農村社教運動的一個個案。這一個案是否具

有普遍意義，或者說是否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需要對若干個案或群案進行

梳理和比較才能判斷。儘管如此，一場由高層部署的全國範圍的運動在各地

推進，在指導方針、基本原則、總體安排方面還是有其共性的。透過本文的

梳理和分析，Y縣的農村社教運動，或者放大些說，整個農村社教運動，呈現

出當代政治運動的諸多貫通的政治邏輯。

中共高層最初部署農村社教運動時，規定了這場運動與同期進行的城市

反右運動的區分。如前所述，毛澤東定下了「說理鬥爭」的基調，中央也專門

發出通知，要求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已經劃了右派份子的應當改正in。 

無論名稱還是政策，農村社教運動與城市反右運動看上去都有差異。

然而，筆者經過細緻研究發現，兩者之間實際上有很多相似性。如前所

述，農村社教運動的重要背景是當時各地農村普遍發生退社、「鬧社」、「鬧糧」

等事件。農村底層的社會異動，緣於統購統銷實施以後的過高徵購和農業合

作化運動的急速推進。對農村發生的問題，高層最初估計相對平和，也考慮

透過政策的調整和工作的改進等相對溫和的策略來解決。但是城市反右運動

開始後，高層對農村發生問題的觀察發生倒置性變化，將農村社會異動同階

級鬥爭相聯繫，認定是一部分地富的「搗亂」和富裕中農「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定性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觀察和估計的變

化，同高層認定黨外人士的鳴放是「反共反人民」的「右派猖狂進攻」io，在邏

輯上是一脈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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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教運動的實施方法、實際步驟和處理結果，也與城市整風、反右

運動異曲同工。如前所述，農村社教運動是「先讓農民『鳴放』」，然後再「擇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批判之」。這裏所說的「不善者」，即「資本主義思

想」。先鳴放、後批判，也正是整風運動轉向反右運動時高層「誘敵深入，聚

而殲之」的策略ip。雖然按照高層的要求，農村社教運動不在農民中劃右派份

子，但在處理上，還是要求給一部分人重新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或者戴

上「壞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的帽子。這類帽子同「右派」帽子，名稱雖然

不同，但在政治身份上同屬一個類別，此後即有「地富反壞右」的聯稱。戴上

這類帽子的農民，大多在鄉村被監督勞動，處以生產管制、行政管制，也有

少數人被逮捕法辦，與「右派」被監督勞動、勞教，列入社會階層的另類沒有

實質差別。

正如前述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這場農村社教運動實際上是城市反右

運動在農村的延伸和鋪展，可以說是一場鄉村底層反右運動。其規模、範圍

由於農業人口的絕對數量和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實際上超過了城市精英階

層的反右運動。囿於條件，筆者無力統計在農村社教運動中全國到底有多少

農民被重新戴上地富帽子，「壞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等帽子，只是確知

Y縣社教運動中有325人被重新戴上地富帽子。可以肯定的是，戴上這些帽子

的人不會計算在五十五萬餘「右派份子」之內iq。學界以往對反右運動歷史的

研究，忽略甚至遮蔽了涉及更大範圍的這場鄉村底層反右運動，或者只是將

其視為一場「思想教育運動」，不能不說是一種缺失或誤讀。

承前所論，農村社教運動有兩個基本動因。一個動因是農業合作化問

題。1949年以降，新政權對社會實施全方位改造，「社會主義國家」的觀念成

為主流話語，日益滲入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剛剛基本完成，農村底層就發生退社、「鬧社」風潮，令高層敏感和擔憂：社

會改造在農村中特別是在農民觀念上收效不著，農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還不

強，覺悟還不高，甚至對社會主義動搖和背離，這些勢必給新生的農村合作

組織的鞏固帶來危險。農村社教運動就是要在農村底層強化「社會主義國家」

觀念，形塑「社會主義新農民」，以鞏固農業合作社。

另一個動因是糧食問題。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對糧食需求量大。但是，

毛澤東指出：「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

家對於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ir為了

解決這個矛盾，中央設計了統購統銷的政策。統購統銷是運用行政手段，將

糧食的收購和銷售納入計劃軌道，保證政府絕對掌控糧食資源，以支撐工業

化建設。在高層看來，農村的瞞糧、「鬧糧」問題，會加重國家需求與糧食資

源不足這個「尖銳的矛盾」。醞釀農村社教運動時，毛就表示過這種擔心：「如

果八百五十億斤左右的糧食收不到手，則牽動市場物價，牽動整個國民經濟

計劃的順利進行，並且無法應付緊急情況，這是很危險的。」他在提出開展農

村社教運動時，說得斬釘截鐵：「三百五十億斤徵糧和五百億斤購糧，必須堅

決收到，不能短少。」is850億斤是當年全國糧食徵購計劃，毛如此強調完成

這一計劃的必要性，再也明白不過地表明農村社教運動並非單一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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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術論文 目標，還有政策功利的目的。《人民日報》、《河北日報》當年用大量篇幅來報

導農民「踴躍」向國家交售糧食的事例。1957年全國糧食徵購最終完成960億

斤it，竟超過原定徵購計劃110億斤，佔原計劃的12.9%。這個結果無疑同農

村社教運動有極大關聯。

Y縣農村社教運動的辯論話題涉及廣泛，但核心的話題就是合作社和統購

統銷。無論是縣委的部署還是基層幹部和骨幹的動員，大辯論始終圍繞這兩

個核心話題展開。合作社和統購統銷也被當作農村社教運動成功與否的考量

標準。運動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功利的雙重取向，既是要重塑「社會主義國家」

觀念，又是要保障國家對糧食資源的汲取。

概而言之，1950年代的農村社教運動，其實是將「思想問題」升格為「階

級鬥爭」。農民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的「負面」言行，被貼上「兩個階級」、「兩

條道路」的標籤後，「認識問題」便成了立場問題。這是當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運

動的基本邏輯之一，這一邏輯在實踐層面極具「有效性」。Y縣的社教運動就

呈現出這種特徵，一方面在農村中形成了政治高壓的氛圍，另一方面在農村

底層社會進一步造成了人群社會身份的區隔。這是階級鬥爭貫穿於政治運

動、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結果，也為此後的政治運動提供了經驗。這一

經驗的「有效性」，也在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屢次驗證。

1950年代中期發生的農村社會異動，本來為進一步解決農業合作化運動

過急、過粗、過於簡單化等遺留問題提供了契機，而高層和地方也開始着手

解決。然而，這一契機由於階級鬥爭的泛化和虛化而喪失，已經起步的正面

努力也為之中斷，事情向相反的方向變化。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

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

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

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

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

爭的嚴重擴大化。」jk這或許是研究這一段歷史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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