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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自远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对其

自身生活的自然而清新的咏唱，不仅抒发了他们内心对悠闲自在生活的深切感触，

也形象地勾勒出中国社会的缩影———乡村生活的岁岁年年。今天看来，如此这般

的乡村生活情境甚至带上了理想化色彩。而在古代中国，各地乡村的生活几乎大

同小异，每个乡村都是整个中国的反映，无论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是在近代半

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乡村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尽管鸦片战争以来城

市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但绝大部分乡村却并没

有发生如教科书中所说的那么剧烈的变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的用于耕地

的铁犁，在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在中国广大乡村的田野里默默地耕耘着。因此，中国

社会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首先就是从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开始的。正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提出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都是研究

和解决农村问题的。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三农”问题的解决才是中国现代化问题

的真解决，农村实现小康社会才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和保障。这是我们研

究“近代陕西乡村社会变迁与慈善事业”这个课题的由来和选题意义。

自先秦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例如忠、孝、仁、义等

道德观念就对人们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维系作用。但在理想化的儒家乡村社会中，

构成古代社会基础的农民和士绅阶级一样应当受到同等的尊敬。这仅仅存在于理

论层面而非社会现实中。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社会现实与政治和道德理想是

基本相反的。否则，就无法证明在古代社会以及近代成百上千次农民起义与战争

爆发的历史合理性。那么，究竟是什么维系着农村的社会生活和农民们的思想观

念呢？在我们的认识中，无疑是儒家道德伦理的作用，但那更多的是乡村士绅的意

识形态，而广大穷苦农民无法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和生活必需的

物资，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农民的思想观念主要受到农家学说和墨家学说的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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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们相信贤人治国，希冀皇上、大臣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

即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所说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农家还提倡人人平等参加劳

动、物物等价交换，以实现乡村社会的平均与平等。墨家代表了农民与手工业劳动

者阶级的利益，他们“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黎民百姓谋福利。实际上，儒家文化

属于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而农家和墨家才是农民等劳动者阶级的真正

代表。

《近代陕西乡村生活变迁与慈善事业》一书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学术团队关

于乡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之一。因此，我们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视野也随之限定

在陕西这个地方。近代以来，在剧烈变动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加速

发展的工业文明始终在逐步吞噬古代社会的农耕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正

在成片地迅速消失，那些曾经作为人类文明生长的摇篮、绵延数千年的古朴村落，

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尽管陕西社会近代化的进程还是那样迟缓，远

不如沿海和沿江地区大城市那样剧烈和领先，因而不可能对关中、陕南秦巴山区和

陕北黄土高原的乡村形成强劲冲击，也就未能彻底改造传统乡村结构，但在１９世

纪后期和２０世纪前期的社会剧变中，陕西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集聚的社会矛

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事实上，经济的近代化给陕西乡村社会带来的持久冲击

和无尽困扰至今依然存在。

我的学术团队成员主要由社会学和历史学专业背景的人员组成，在我的认识

上，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在于能够超越具体的理论模式，具有宏大而宽广的历史发展

视野，对近代乡村的发展与变迁有着专业化的历史敏感，其思维重视逻辑和历史的

演进。而社会学专业工作者，则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方法与手段，在对乡村社

会生活的研究中有其独到的理论视角。那么，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有机结合则是我

的团队所表现出来的最大优势。

就历史发展的过程看，陕西社会的变革始于１９世纪后期，整体上落后于东南

沿海地区的省份。在此后百余年的发展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陕西历史变迁的

重要内容，这不仅因为农民占陕西人口的大多数，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

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和实质。对陕西近代历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

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近现代陕西历史变迁的走向、规律及其

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着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和陕西实

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

据我所知，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十分重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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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变迁的研究，但各个学科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在范畴、原理和方法上还是

有所区别的。社会学家陆学艺说：“大家知道，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

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从社会物质生产的角度，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结论。”①这是从宏观的社

会科学高度提出的独到见解。

举例而言，一个旧的安定、和谐而整合的社会，应当说它是处于平衡状态的，但

若遇到内外环境的挑战，譬如人口的大量增加，便会使既有的社会财富生产难以继

续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又譬如均富平等、自由民主等观念传入某个社

会以后，人们便会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这些变化都会从不同程度上推进社会变

迁的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其起初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

非常被动的状态。在西方列强大肆入侵的巨大压力下，社会不得不强行发生改变，

继而由此产生一连串更多更剧烈的社会改变，也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紧张和混乱

的局面，甚至曾一度处于严重的失范状态，然后有一种新的道路或方法稳定了改变

后的社会秩序，形成一个新的安定、和谐而整合的社会。这种从旧社会改变到新社

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

从１８世纪开始，很多西方学者均对“社会变迁”作出理论阐述，如圣西门关于

“阶级社会的发展经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最终由社会主义取代

资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得到确认和发展”。孔德提出的社会静力

学和动力学，特别是社会动力学，“主要是运用关于人类智力发展三阶段的理论解

释社会历史的进步”。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历史时期：远古时代的神学阶段，中世纪

时期以来的形而上学阶段和１８、１９世纪之交开始逐步进入的科学阶段。② 斯宾塞

的主要理论是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斯宾塞在其早期著述中，把社会进步看

作是一个持续的、没有倒退的和不间断的过程”。而思想已经处于成熟时期的他则

“承认人类社会在整体进化的总趋势下，在具体的社会中可能有暂时的倒退现象发

生”③。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系统”范畴，将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

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强调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在维持系统生存中所发挥的社会

３００

①

②

③

陆学艺．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主客体关系学系列丛书》撰写组．社会是什么：序

一．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１．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７，２９，３０．
〔英〕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严复，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２：９６．



近代陕西乡村生活变迁与慈善事业

作用。①

简单地讲，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功能更替的过程。因此，要对社会

变迁进行界定，必须明确社会结构概念，苏联的《应用社会学辞典》写道：“社会结构

是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对稳定关系的总和。”从广义上讲，它表明经济、政

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基本职能范畴的稳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方

式的有序排列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社会结构这一术语是用来表明社会被划分为

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各集团之间稳定联系的体系，以及不同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结

构的。

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还有一个与之息息相关的概念便是社会转型，之所以

专门提及这一概念，是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既具有普遍性，又有其

特殊性，既有社会各部分不同程度的一般变迁和发展，又包含社会结构、文化传统

和社会道德精神等根本要素的深刻转型。特别是对于陕西近代乡村社会的区域变

迁研究，为了能够全面概括陕西近代社会的变化过程，同时又可以准确把握社会变

迁过程中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环节，我们很有必要同时从这两种视角出发进

行深入挖掘和拓宽研究。相比而言，社会变迁泛指整个社会或者社会某些部分的

一般发展变化，它既可以是急剧快速的，也可以是缓慢进行的；既可以指社会的质

变，又可以指社会的量变。社会转型则更强调社会的急速发展或根本性的变化，即

质变。因此，可以认为社会变迁在所指范围上理应包含社会转型。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社会史内容进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如今，社会

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相对于通史的宏大，社

会史更注重突出普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和情境。社会史提倡与社

会科学一些相邻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方法上提出要借

鉴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

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认为，就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来看，社会学是以人类的社会

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社会史则是研究

人类活动历史中社会这一部分的历史，是研究人类历史中的一部分特定现象及规

律的专史。社会变迁就是一个过去与现在不断交融、不断更替的过程。

社会史研究的是社会本身的历史，即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机制的历史，研究

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我们在此所研究的陕西乡

４００

①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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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不是一个宏大抽象、包罗万象的社会，而是具体的社会，是以人民大众为最

根本，在此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的生活共同体，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平

行。因此，社会史的研究要注意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

中的互动关系。

乔志强在其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中认为社会史体系结构划分

为三个方面：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社会构成主要包括人口、婚姻家庭、

宗族、社区、民族、阶级阶层；社会生活涵盖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

织，社会功能表现为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这样看来，乡村社会史研究的

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人口、宗族、阶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社会控制等。

本书在内容上基本涵盖了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要素，分为乡村经济、乡村政治、乡村

教育、乡村文化风俗、乡村慈善与荒政、乡村社会问题及人口迁移。其中包括了陕

甘宁边区社会状况的主要方面。而这每一个问题既相互影响作用，又都有其发展

变化的具体特征，或是在时间变化上有先后之分，或在变化程度上有深有浅。在此

先不具体论述每一领域的变迁体现为何，但是无论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

活动、社会控制等都有一个基本的、客观的趋势在其中，即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

演化。

传统社会，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封建性、宗法制、封闭性等特征，而近代社会则表

现为民主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社会阶层流动化、教育普及化等特征。由传统社会

向近代社会的演化过渡，就是社会的近代化过程。所以近代乡村的社会变迁是镶

嵌在“社会近代化”这一历史背景中的。我们所展现的即是乡村社会本身如何由传

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化过渡的历史变迁过程，这一过程显像地表现为社会各个方

面的变化。由传统向近代过渡演化的中国“社会近代化”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社会

变迁过程。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条件下展开的社会

本身的近代化。社会的近代化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也与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近代化密切关联。所以，在考察近代陕西乡村社会变迁

过程中，必须将其置身于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总体中，陕西

乡村社会变迁必然要受整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影响。

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的、共同的社会变迁过

程，而不同的社会条件又使得每个国家和民族在此过程中有了各自不同的特征。

中国的社会近代化，在内部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地域间有

其不同特点。陕西地处内陆，经济、文化相比东南沿海地区较落后，其近代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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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动性、迟滞性、复合性的历史特征。被动性的特点指陕西的近代化一开始就受

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强烈影响，并不是一个自发的、内生的、主动的过程。这

是由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决定的，即它们要把中国变成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迟

滞性的特点是陕西相对于东部发达和中部较发达地区而言，其近代化存在一个时

间差，导致近代化在起步阶段没有有利的各种环境做保障，更多的是典型的效仿和

经验的沿袭，缺少独立模式。复合性特点是指近代化受到传统的严重阻碍，在传统

夹缝中滋生出的近代化因素，不仅难以顺利发展，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扼杀。所以

近代化不可能是纯粹的革新，而是夹杂着传统的变迁。

地域社会史是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依据而划定的一定区域的社会及其

发展的历史，是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研究地域社会史是因为，首

先，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在区域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相对的异质性，地域内则

存在着相对的相近性，这是从地域角度研究社会史的必要性。其次，地域社会史的

研究，有助于整体社会史的深入研究。从地域局部来探讨，更能从地域的相互之

间，深入研究其特色，有利于进一步做宏观、微观的比较研究。最后从实际应用角

度看，研究地域社会史，不仅可以更为科学地了解本地域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而

且有利于协调发展地域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

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在江南区域和华北区域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转型

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一书从专题展开，从农村权力结构、社会组织、国家对农村的征

派、农村经济生活要素、农民物质生活状况方面，讨论了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变迁问

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从自然环境与社会制度、

小农社会的农业变革、农村商业集市、工矿业的兴起、村落、家庭与家族的变迁、农

村新文化与新风尚等多个角度，对这一区域的乡村社会变迁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以１９章的篇幅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阶级、阶层、市

场交换、城市化与城乡关系、物质生活、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社会心理、人际关系、

乡村教育、基层政权、地方自治、灾荒救治、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变迁诸多方面，对这

一区域的社会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

同样，陕西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通史形式对陕西

民国史做整体研究的著作，主要有《陕西通史（第八卷）》《西北通史（第五卷）》《陕西

近代史稿》。重点考察陕西开发史和科技史的著作主要有《历史与希望———西北经

济开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西北近代史》《陕西近代社会

转型研究》《近代陕西科学技术史：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和《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对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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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

究》《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现代社会史》（上下册）、埃里弗特·Ｍ·罗吉斯主编的

《乡村社会变迁》等著作。上述著作的出版，对于陕西社会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在梳理说明了研究陕西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之后，我们仍有必要回答为

什么要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这同时也是本书内容的另一个关键词。这是因为乡

村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在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乡

村社会的变迁决定着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而陕西位居内陆，相对闭塞，

农业人口居多，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其乡土气息颇为浓重，想要了解和认识陕西

近代社会变迁史，我们无法跳过对于陕西乡村社会的研究。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很多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研究的本土学者也对乡村社会变迁做了大

量的研究和探讨。有学者认为：“自２０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

转型，有关中国传统的走向、社会变迁和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有关中

国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

点。”①虽然学者们关注的视角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及其变迁

的研究，但是乡村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是乡村社会变迁的部分之一，或者说乡村社

会变迁是权力变迁的前提或条件。

社会变迁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之一，而乡村社会变迁即是乡村史研究的内容

之一。我们认为，社会变迁往往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是可观察

的，同样这种变化也可以在社会结构中找到其原因和机制。但是社会变迁的发生

除社会结构之外，还受到自然环境、社会心理、文化传播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

变迁发展，只有综合地考虑自然资源、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运用多视

角进行研究，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迁。因此，本书运用跨学科、多视角综合考量近

代陕西乡村社会变迁状况。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基础进行研究，

剖析近代陕西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农村经济如何转型

从而推动近代陕西乡村社会的转型。近代化催生的集镇贸易促进了陕西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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