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迄今关于华北农村最好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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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简称《华北》）作为“实践社会科学系列”

丛书之一，被著名学者史景迁这样评价： 

“黄宗智教授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详细。我认为，这是迄今关于华北农村最

好的研究著作。黄教授在书中探讨了许多有关农业生产和创业的专业理论，他对

这些理论都做了清晰、公正的评论。” 

《华北》最早由中华书局于 1986 年出版，最新版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于 2023 年出版，这是第五次在国内出版。 

本书作者黄宗智教授认为“《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以下简称《长江》）与之前学术成果的最主要的不同首先是经验层面的依据” 

这本书的经验基础的构建时期在 1979 年中美建交后，美方成立“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组织，黄宗智教授成为该组织最先被选的学者之一，前

往中国做学术研究。 

黄教授于 1980 年全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综合了当时的“刑

科题本”命案、顺天府宝坻县的地方政府档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顺义

县沙井村（1930 年代后期-1940 年代初期）调查资料，这些翔实精准的资料、地

方档案，成为他撰写《华北》的比较独特的研究资源，奠定了研究的深度。 

作者的独特背景，亦带来新颖独特的研究视野。黄教授的父亲是 1911 辛亥

年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是年排名第一），后就读于美国高校成为学者，深深认同

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传统，他的导师萧公权也同样，黄教授的母亲却是中

国传统世家闺秀，因此长久以来，他自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双重文化人”。 

黄宗智教授经受着跨越双重文化和双重意识形态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拉锯及

斗争，这种复杂的感受，让我想起《美国人与中国人》的作者许烺光先生，许烺

光先生中美文化的研究，或许也受到相同情感的驱使。黄教授在“新版合序”中

写道：“想凭借深入的经验调查来解决长期以来的最为深层的一系列疑问，借此

来处理自己心中至为紧迫的关于自有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国和中国到底孰是孰

非的深层问题。其结果便是这两本书。（指《华北》和《长江》）” 



接着这股东风，我们通过《华北》走近小农经济，逐步了解这一与我们息息

相关，却又始终很难看清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的基础组成必要条件是人，是一

个个小农家庭，而小农家庭有着特殊的组织逻辑。妇女、老人、乃至小孩是小农

家庭的辅助性劳动力，辅助性劳动力因不像男性可以外出打短工，缺乏“机会成

本”。 

书中将经营式农场与小农经济进行对比分析，经营式农场是“雇工经营”，

通过调整劳动力配置，可以达到更高效率的劳动力使用；小农经济则由于劳动力

给定（小农户家庭成员），最终只能走上投入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内卷”道路（如

加入辅助性劳动力）。 

贫农经济的产生在战争等事件对社会关系的冲击下、租赁和雇佣等生产关系

的发展下、道德约束降低削弱人际关系的情况下、阶级剥削日益严重的阶级关系

下似乎避不可避。半无产化的小农，在各种压迫下，挣扎在维持生计水平上下，

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下形成贫农经济，而这正是中国解放前农村数世纪以

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 

《华北》作为“实践社会科学”的代表，让本非专业人士见识到了学术研究

与田野调查的宏大与细致、多维度与跨学科，对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有了更深的体

会。学者从繁芜的历史中追寻心中的疑惑，抽丝剥茧之间结出累累硕果，这种毅

力与认真的态度，值得所有人学习；这份工作的意义，也一定是意义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