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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异、变迁与赓续：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及行为

(1949-1957)① 

 

庞琳 1，2武力 3吴建征 3 

（1.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2.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廊

坊  065000；3.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  要：在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演进发展历程中，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

动予以实施，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三部曲，农民对此呈现出

多阶段、多阶层、多维度的心态与行为逻辑变化，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体。这一

过程中，农民的传统思维惯行受到一定冲击，合作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与合作化

后的农民心态与行为也呈现了迥异、变迁与赓续的发展轨迹，并与合作化进程紧

密呼应。在国家政策与农民心态的博弈互动与碰撞中，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模

式得以重塑，农民的心态与行为变化亦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农民互

动，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集体化时期乡村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 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心态；行为 

中图分类号 K27 

农业合作化运动折射出社会转型变迁中的乡村复杂面相，对我国农村治理体

系和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些年，农业合作化问题日益受到经济史、

党史国史学界关注，可视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管见所及，关于这一问题

的历史阐释与考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动因、论争、价

                                                        
①   收稿日期：2023年 3 月 28 日 

作者简介：庞琳（1983-），女，河北衡水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

国当代社会经济史、中共党史；武力（1956-），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吴建征（1982-），男，河北迁西人，中国

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社会经

济史、中共党史。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整合互动：供销合作社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1949-1992）”

（18FZS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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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调整、加快、影响等视角进行探究；二是将其与统购统销制度、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等进行结合论证或比较研究。①但上述所述成果还主要限于“政策—效

果”模式，而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大众的心态变迁及行为研究还有待进

一步深化。事实上，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中，乡村社会与不同阶层农民的心

态变迁与行为历程是对该问题研究的关键一环，更能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映

射出集体化时期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而对该问题的系统考究则也体现了学术研究

视角的下移，从而能够更加清晰直观的洞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社会发展脉

络。简而言之，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国家政策与广大农民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国

家推行农业合作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政策的反

复论证后才得以实施，并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主体历程。另一方

面，农民传统的习惯心态行为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哪些暗合与冲突？合作化运动

初期、运行、结束后引发了农民哪些心理与行为变化，哪些仍再继续或变异？这

些又是如何影响着合作化运动和乡村社会？诸如上述都需要系统挖掘与分析。有

鉴于此，笔者拟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变迁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以迥

异、变迁与赓续为视角，
②
兼论国家政策与基层干部的互动，同时尽量反应乡村

社会原貌，以期为深化该领域的研究贡献一得之见。 

一、迥异呈现：互助组与初级社时农民合作化意愿（1949-1954） 

就结果而言，农业合作化运动无疑使广大农户入社并基本实现了合作化。但

倘若仅局限于此，就将复杂、鲜活、生动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事实上，传统小

                                                        
①近年来，笔者所见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动因、论争、价值、调整、加快、影响等视角进行探究的成

果主要有徐长春的《略论毛泽东过渡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 6期；余

君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性问题再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 2 期；张树新等的《加速

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原因之探讨》，《理论月刊》，2005 年第 10 期；叶扬兵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前短暂的

整顿和有限的控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 4 期；李建忠的《是主观选择还是历史必然——20 世

纪 50 年代农业合作化动因的再认识》，《广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7 期；吴毅等的《结构化选择：中

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思考》，《开放时代》，2011年第 4期；王雅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

动的影响》，《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 7期；吴建征、武力的《国家整合与体制重塑：以 1949-1956 年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考察》，《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 1期等。将农业合作化运动与统购统销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进行结合论证或比较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高化民的《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为主

的责任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 2期；董悦华的《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 4期；邹华斌等的《农业合作化视域下毛泽东与统购统销政

策的关系》，《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3期等。 
② 笔者所提迥异、变迁与赓续视角，是为了更加时空化考究和审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变迁与

行为历程，以便更好的探究和勾勒农民与国家互动进程中的复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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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经济意识形态下的中国农民的思维与惯行，是笔者首先要谈及的问题。传统农

本社会形态的生活方式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境遇导致中国农民具有思

维的局限性，即他们并不是喜好追求新鲜事物和考虑社会历史发展走向的群体，

而是主体处于相对安于现状并自在化的状态。向前追溯，新中国成立前，“当土

改政策或措施在一个地区开始推行时，大多数农民往往是胆小懦弱、顾虑重重、

不敢响应和执行的。”①那么，当中国农民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土地改革，经

历了数次革命的洗礼，呈现出何种心态与行为呢？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传统习惯、社会环境、周边人群等诸多因素都会

影响人的心态与行为走向。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起步阶

段，而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社会，几亿农民尚束缚于传统的乡土社会思维习

惯中，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决定我们是接近于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社会。这样，农民

从心态上则更多考量的是能否“吃饱穿暖”等基本生活诉求，而并非对体制改革

与制度变迁怀有浓厚兴趣。更多农民仍处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思维

定式与环境下生活。试想，要想实现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则需要国家政策、基

层社会、农民大众的互动与呼应，而对农民思想的改造则可视为关键一环。农业

合作化运动是要在数亿农民生活的乡土社会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改造，而大多

数农民当时的觉悟是无法完全理解和领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仅如此，处于不

同境遇下的各阶层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初期的自愿入社政策也呈现出迥异的心

理与态度。 

1950 年 6月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新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展开,贫苦农民开始

逐步获得土地、农具以及牲畜等农业生产资料。而农业合作化的最初模式——互

助组也日益发展迅速。如陕西合阳县在 1952年 6月有互助组 3618个，到当年 8

月就发展至 5729个。②其发展速度可见一斑。诚然，互助组使农业生产条件和农

民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朝向改善与提升的态势发展。如陕西省 1949年的农民

消费水平只有 47元，到 1952 年增加到 64元。③当地农民候永禄 1952年春节“花

一万四千元（旧币制），割了二斤猪肉招待客人”，并感叹道“这是多年来的第

                                                        
①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 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77页。 
②中共合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合阳县历史大事记（1921.7-1998.12）》，陕西人民出版

社 2007年版，第 49页。 
③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

出版社 1990年版，第 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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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①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低与

少”的境遇，农民家庭收入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准。而这种现象在原来少地的贫

农和无地的雇农家庭则尤为凸显。一方面，他们缺乏农具、耕牛、肥料、种子等

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且对于天灾、疾病等抵御能力非常弱，并天然存在卑微的

心态；另一方面，土改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可使这些贫雇农得到农民重要财富

象征的土地，从而摆脱以往“无地可种”、“为人种地”的窘境，并得到心理上

的荣耀。如，湖南有贫雇农说到：“互助组比单干好。”②再如，河南有贫雇农

提到：“要不是成立了互助组，俺的地肯定要荒了。党领导咱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就是好！”③那么，贫雇农的入社表现如何呢？为此，笔者以湖南某地为个案，

整理相关数据得出下表窥看。 

表 1、1954年土改结束后湖南 9个乡贫农入社调查统计表 

贫农户数 入社表现 户数 占贫农户数的比例 

 

1008 户 

积极热情户 632 户 62.7% 

要求入社但

不积极户 
376 户 37.30% 

要求入社但不积极户情形 户数 占比 

人多劳力少，生活困难，内

心想入社，担心负担不起股

金，担心不被接受和照顾。 

254 户 25.20% 

老弱孤寡户，认为入社靠社

员照顾，不如平时依靠亲友

照顾，对入社有所犹豫。 

75 户 7.44% 

本身劳动习惯不好，曾从事

流氓、兵痞等不正当职业。 
47 户 4.66% 

 

①资料来源：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

（内部资料）（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126-127页有关数据整合而成。 

见微知著，对入社表现积极热情的贫农所占比例较高，即使对入社积极性程

度不高的贫农农户，仍以向往入社但由于自身家庭条件原因而有所顾虑为主体。

一方面，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对于贫农阶层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窥

看出不同家庭状况贫农对入社的迥异心态。 

相对于多数贫雇农对入社所呈现出的积极态度，土改后的新中农又呈现出何

                                                        
① 候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1 页。 
②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湖南省临湘县长源村农业合作化》，《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0

年第 1期，第 26页。 
③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刘庄合作史——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农工商联合社》，《中国农业

合作史资料》，1993年第 2 期，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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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心态与行为表现呢？对此，笔者将其归结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持支持态度。

一部分新下中农在土改后依靠互助合作得到经济与政治地位提升，有的还成为了

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人物。如江西有新下中农说：“不是参加了社，哪里能有这

么多粮食。”①安徽有新下中农提到：“农业社是吃奶孩子的妈，散社就等于散

了家。”②据资料所载，1954 年湖南 9个乡的新下中农，对入社表现积极热情和

表达要入社的占比为 92.05%。③第二种是持观望态度。这类新中农一般是具备相

对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大多能够依靠自身家庭的劳力从事基本生产，并对加入

互助合作能否促进生产持观望态度。如天津有一新上中农素来擅长耕种，所种庄

稼向来以好著称。他认为：“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要我入社，得看一年再

说！”④甘肃有新上中农觉得：“入吧没决心，不入怕孤立，单干庄稼务不过。”

⑤第三种是持反对态度。一方面，一部分土改后的新中农主要依靠自身劳作并不

想“拉帮”穷人，遂萌生“单干”的念头，并认为“单干才能发财”；⑥在湖南，

有新上中农说：“搞互助合作还不如独打鼓、独划船。”⑦另一方面，还有一小

部分有商业投机思想的新上中农对合作化运动亦有所抵触。⑧
 

对比新中农，老中农的态度需要另做考察，大体可分为老下中农和老上中农

两类，其心态主要包括积极入社和观望不积极两种。如广西有老中农积极入社，

并说道：“如果不是统一经营……,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一餐饱，一餐饥了。”

⑨也有陕西老中农持观望态度并提及：“再宣传农业社好，我总要看一年。”⑩以

下为笔者整合相关数据所制表格，以期更加直观反映这一时期老中农对于入社的

                                                        
①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210页。 
②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179页。 
③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127页。 
④ 林元：《渤海农业合作社的一天》，《新观察》，1955年第 22期，第 5页。 
⑤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77页。 
⑥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版，第 9页。 
⑦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129页。 
⑧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82页。 
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398页。 
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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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 

表2、1954年土改结束后湖北、湖南部分农村老中农入社态度分析表 

老下中农 
第一类：生产上存在困难，积极迫切希望入社。 

第二类：持有观望态度，担心合作后不能增产。 

 

老上中农 

第一类：对入社积极热情。 

第二类：对入社不积极。 

第一种：田多劳力少，担心入社收入减少。 

第二种：长期劳动习惯不好，不愿劳作。 

第三种：原屯粮、放债的，担心受到限制。 

 

②资料来源：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

（内部资料）（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21-8-1-2，第83页有关数据整合而成。 

那么，土改后的富农对入社持何种态度呢？大多数富农害怕合作化会拖累自

身，对互助合作存有一定抵触情绪，觉得“有穷有富才能发财。”①事实上，当

时对富农主要采取以政策限制为主，富农入社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以上梳理表明，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自愿入社原则，农民鉴于自身所

处阶层，考量家庭经济与劳力条件，既往劳动习惯与曾从事行业等，对于入社呈

现出不同的心态。而这种迥异的态度既是一种习惯选择，也蕴含一定的理性成分。

但总体来看，大多数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是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呈现出

的迥异化入社态度。 

二、差异表达：迈向高级社进程中的农民心态行为变化（1955-1956） 

面对农民对于初期入社自愿前提下的多样化心态，要想将合作化的意志转化

为现实能力，不仅要从政策上、组织上建立起农民可以倚重的合作组织，强化农

民的安全感，而且还要从改变乡村社会的传统思维惯行上发力，使更多农民愿意

加入合作社。 

向前追溯，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与当时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落后

水平存在天然的矛盾。那么如何破解呢？当时的主旨思路是通过统购统销实现工

农业的“剪刀差”效应，以力促工业化建设。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相对于土改、

互助组、初级社，引发了农民何种心态变化呢？事实上，“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后，

                                                        
①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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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心态激烈变化，先后表现出不安、反感和激荡，之后又归于相对平复。与

此相对应的是，其外在行为也伴有发牢骚、瞒产量、藏粮食、乱挥霍、抢购粮、

闹退社等现象。”①诚然，作为统购对象的个体农民会对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进

行极强的行为回应。为破解这一难题，国家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合作化来提高农业

生产力并统购农副产品。1954年4月，毛泽东通过在南方的考察调研，认为当时

粮食统购制度下的紧张农村关系，需要降低粮食的征购指标，但不必放慢合作化

步伐。②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

为时不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则是大力提倡创办高级社和大社。一方

面，合作化进程的加快是国家工业化的内在需求；③另一方面，合作化进程的加

快对农村社会的传统架构起到很强的重塑作用。这样，各阶层农民的心态与行为

表现也呈现出不同变化。 

1956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户数占比高达96.3%，其中，高级社达到了87.8%。

④这一阶段农民对于入社主要有以下几种心态与行为表征。第一种是积极入社。

这部分群体主要集中在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新上中农。究其原因，主要

是对政策相对了解，且对之前的互助合作体验深刻，并通过互助合作解决了农具、

耕牛、劳力等方面的困难，并吸引了部分上中农也要求加入合作社。如山西有一

名农民提及加入高级社，认为：“互助组是牛车，初级社是汽车，高级社是火车。”

还有一农民，外出途中听到全村都已加入高级社的消息后，连夜赶回要求加入高

级社。⑤第二种是随大流入社的农民。这部分农民涵盖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

农、老上中农，主要是担心统购时受排挤，并认为加入合作社会得到救济和照顾，

认为入社光荣并还能得到粮票等。如以前不愿入社的农民提到：“全家同意，脱

离单干。”⑥第三种是被迫入社的农民。这类农民主要包括对合作政策存在误解

并认为必须入社；统购时因瞒产被斗争过而担心再次被批斗；担心大家都入社自

                                                        
① 吴建征：《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的多重心态与行为（1953-1957）》，《河北学刊》，2021年第 4

期，第 103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

第 337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

第 340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

第 344页。 
⑤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长治市农业合作史（1941-1994）》，《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6

年第 11期。第 58页。 
⑥ 木易：《农村来信——步子扩大更大啦！》，《新观察》，1956年第 4期，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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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入社请不到人干活儿；部分基层干部虽然不想入社但碍于自身是干部而入

社……① 

从另一视角观之，当合作化进程由初级社农民在拥有土地所有权境遇下的分

红，转化为高级社时土地归集体所有基础上的集体分配后，就不可避免呈现出一

定的差异化现象，并可大体归结为三种趋向。一是土地少而劳动力多的农户收入

明显增加则表现的非常积极。如吉林有农民说道：“入了社不论什么人都有活儿

干，……，到秋一分好几百元。”②二是原土地和劳动力都比较充裕的农户收入

较之以前无显著变化，则大多是“既然想走，咱就跟着”③的心态。三是以前土

地多而劳动力少的农户收入明显减少则有所抱怨。如湖北有农民说道：“入了社

活重三倍，收入少了，越想越透不过气来。”④ 

事实上，由于有些地区在基层运行过程中对社员群众的思想动员不深不透，

导致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入社的行为。这样，一些农民虽然已经入社，但

并没有在思想上入社；再加之一些基层合作社在运行中存在偏颇，产生农民美好

愿景与现实之间的梯度落差，从而引发部分入社农民的心态激荡，并随之而来伴

有外在行为表征。如湖北浠水县某农民提到，入社存在经济、经营、劳动、粮食、

生活等五方面不自由。⑤再如，陕西合阳县在防霜行动中，“有少数人思想不通，

甚至偷懒。”⑥此外，还有些农民抱怨道，口粮留粮标准低了，过去打下吃不了，

现在打下不够吃，高级社咋还叫人饿肚子呢？⑦更有江西石门乡富农抱怨道：“合

作化道路好是好，就是开拖拉机时每亩田150斤汽油，不划算。”⑧ 

在合作化过程尤其是迈向高级社的进程中，农民虽然整体入社比例很高，但

入社后的心态与行为呈现出复杂化与多样化的特征。并在全国很多地区不同程度

                                                        
①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86-87页。 
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13 页。 
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13 页。 
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227页。 
⑤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88页。 
⑥ 候永禄：《农民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0页。 
⑦ 候永禄：《农民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年版，第 52-53页。 
⑧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

（1958年），山西省档案馆 21-8-1-2，第 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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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现了闹社、退社等行为。如辽宁、河北、河南、江西、浙江、安徽、四川、

陕西等省，约有1%-5%的农户选择了退社。①究其原因，一方面，有些地区在基层

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政策曲解、宣讲不足、强迫命令等现象，致使农民入

社后心理逆反、不适应，并引发上述行为；另一方面，农民本身从自身家庭条件

与利益着眼，在入社后的具体实行过程中，也会存在心态与行为变化。 

综上可见，相对于互助组与初级社而言，农民在迈向高级社的进程中，不仅

限于初级社时不同阶层农民存在的初始迥异心态与行为，而是伴随着统购统销的

实施和土地归集体所有后，其思想与行为的变化显得更为激荡。 

三、多样呈现：合作化完成后农民心态变化与行动逻辑（1956-1957） 

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农民的心态与行为又呈现出哪些变化，其中蕴含何种行动

逻辑呢？实行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是当时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愿景的推动方式，

也是国家发展工业化的整体战略需要。诚然，“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是农业

合作化进程的“三部曲”，而高级合作化后，集体所有制取代了农民的个体私有

制，也就完全突破了农民传统意义上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观念。事实上，在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进程中，农民的心态与行为逻辑虽然迥异呈现，但面对以土地

为中心的资源转移所呈现出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可称之为“主线”。 

贫农、新老下中农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以劳动力多并经济

条件差的贫农和新下中农居多，他们在入社后能够显著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对

合作社大多持积极拥护的态度,认为：“入了农业社后，把穷的帽子摘掉了。”②

第二种是家庭劳动力单薄的贫农，入社后收入无明显变化，认为“退社更没有办

法”，③希望合作社发展越来越好并能够得到照顾。第三种是积极劳动但收入并

无显著变化的老下中农，有的人认为“人累死了，生活苦死了，钱呆死了，生活

上还是有些困难。”④ 

新老上中农在农业合作化后也呈现出不同的心态与行为逻辑。新上中农在入

社后大多经济上有所提升，拥护合作社的比例较高。据当时对湖北的12个合作社

                                                        
①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版，第 655页。 
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221页。 
③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225页。 
④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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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04户新上中农调查显示，近90%的新上中农入社后拥护合作社。①相对于新上

中农，老上中农心态相对复杂一些。一方面，拥护合作社的老上中农确信合作社

的优越性，并且收入有所增加。如湖北有老上中农说道：“单干怎么能比的上合

作社呢。”②另一方面，还有部分老上中农虽然入社，但存在犹豫动摇的心态，

并且怀念入社前的状态，认为合作社对中农没有益处。如湖北某老上中农说道：

“贫农真像雨后的春笋，一天天冒起来了，我们好比霜后的枯树，慢慢地根枯叶

落。”③ 

富农阶层加入合作社以前在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传统优势。一方

面，很多富农加入合作社后收入有所减少，因而对合作社存在不满情绪。如湖北

有富农抱怨道：“五七年合作化，在劫者难逃。”④另一方面，部分富农加入合

作社后收入增加了，对合作社则表示满意，并有富农说到：“高级社很优越。”

⑤土改前的地主阶层在土改后分得的土地贫瘠者居多。他们加入高级社后，大多

增加了经济收入，对合作社表示满意的比例较高，并传出“这条路可以走”⑥的

声音。 

可见，不同阶层农民在加入合作社后呈现出了多元化心态与行为逻辑。不言

而喻，这种心态与行为逻辑体现了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互动。诚然，国家在制度设

计层面考虑的是战略全局性利益，全局利益则可视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次

要矛盾”则是“剪刀差”效应下产生的工农利益分配问题。这样，通过“自上而

下”的力推，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一个制度急剧变革的过程。即在短短几年的

时间，就将传统个体状态下的农民基本统一到集体化的范畴，并实现了取消土地

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但基于在合作化运行过程中基层治理弊端

与不同阶层农民入社后的收入差异变化并存的缘由，引发了“几家欢乐几家愁”

                                                        
①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227页。 
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 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229 页。 
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 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227 页。 
④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5页。 

⑤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6页。 
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 1956 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

年 2月，第 3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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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限于乡村经济的

整合，也是对农村和农民传统价值观念的重塑。然而，传统的以个人价值为中心

的小农经济思想是植根于农民内心深处的。在集体化时代，大多数农民的逻辑是

“无地变有地——贫农变中农——中农变富农。”①有鉴于此，政治动员和宣传

是当时采取的主要方式，即是“由党内到党外，仅仅依靠骨干分子，积极分子，

通过大会动员，小会座谈，普遍宣传，重点酝酿”②等方式。这样，将合作化、

集体化的理念与思想贯穿到整个乡村社会中。这种方式虽然在动员入社方面起到

了明显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与触碰到了农民心理，但并非是通过政策讲解

和宣传教育就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农民的心态与行为逻辑的。然而，农业合作化正

是在国家政策宣讲与农民心态与行为逻辑的博弈互动中，达到“暂时平衡”，并

赓续与作用于整个集体化时期。 

综上观之，合作化完成后的收益分配则可视为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不同阶层

农民的心态也随着自身与家庭发展变化，构成了农民面对合作化的行动逻辑。农

业合作化政策的总体目标与农民的个体愿景存在一定的天然差异，不同阶层农民

在合作化后的心态与行为便显示出了多样呈现。 

四、探寻启示：对农业合作化农民心理变迁的思考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整体历程中，农民的心态与行为迥异并不断发生变化。

但以土地归属和经济收益为“主旋律”促动农民心态与行为变化的主旨未变，在

“变与不便”之间的逻辑下如何系统思考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

呢？ 

中国是有着漫长皇权治理的国度，农民的传统心态中存有对权威人物的崇尚

心理。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历了“除旧立新”，但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

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这样，通过“自上而下”的号召与政策实施，大多数农民的

疑虑和忧郁转化为遵从。从另一种视角观之，“从众”与“随大流”也是一个重

要的动因。大多数农民的自我意识并不强，加之崇尚权威的心理，也就迫切需要

依赖一个特定群体，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恰恰推动了农民个体角色向群体角色转变。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

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7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

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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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群体思想的作用下，使一些正在思考但犹豫不决，以及来不及深入思考

的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农业合作化的浪潮中。即是一旦置身于某一群体时，

可能会根据群体要求、领导意见或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制定行动策略。
①
此外，

农业合作化运动伊始，虽然实行的是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但一些基层干

部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中加大了对持反对态度和观望徘徊群体的压力，强迫入社

的情况也并不鲜见。正是基于上述缘由，在国家、基层干部、农民的博弈互动中，

在农民心态与行为的不断变化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广泛开展并得以较快完成。 

研究历史，辩证思虑，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期内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关系的

变革，并为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层面奠定了前期基础。但换而言之，

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完成，引发的农民心态与行为变化值得我们深入思虑。 

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部署节奏与农民的心态与行为逻辑是存在紧密联

系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虽然农民存在多重迥异的心态与行为，但基

于崇尚权威和从众的心理，便主动或被动参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去。这样，就

出现了农民积极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图景。在农业合作化政策与上述农民心态

的双重作用下，农业合作化进程不断加快并远超预期完成。诚然，在农业合作化

运动中，“自上而下”的政策与引导非常重要，但农民是运动的主体，农民的心

态与行为最终决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走向。 

从另一层面观之，在传统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规范，

是以皇权政治为核心，以儒家道德与价值观为规范，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形

态，宗法制度、血缘关系、家族联结、地域联系等已长期渗透与融入乡土社会中，

并形成了农民对此的依附性。不言而喻，新中国建立初期则仍然保留着这份依附。

在经历了土改的洗礼，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将这种依附从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对

农业合作化政策与群体的依附。 

五、结语 

综上而论，在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国家在农村推行改革

以及农民对此的实践固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领域，但农民对此的态度变化显然也

是关键一环。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

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没

                                                        
① 时蓉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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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预期的目的的。”①换言之，农村社会与农民本身不仅是被改造对象，而且更

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体，而这种主体的行为是由心理支配的。总体而言，在农

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生活贫困的农民获利较多并对农业合作化支持程度较高；

反观富裕阶层农民获利较少并有部分收入下降者则有所不满。这样，追求收益最

大化并得到实惠的心态才是农民根本上心态的变化逻辑。事实上，在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经历了多样化的激荡，这正好也反映了农民在集

体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心理变迁历程，并为我们现今的农村体制改革和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历史借鉴。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