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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
整理与利用现状综述*

邓 群 刚

民间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

间文献，是指保存在民间的承载着历史文化信

息的所 有 文 献，其 中 既 有 产 生 于 民 间 的 文 献，

又有散失在民间的官方文献。狭义上的民间文

献，则专 指 直 接 产 生 并 保 存 在 民 间 的 文 献①。

散落于 底 层 社 会 的 民 间 文 献，不 仅 是 政 治 史、

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历史

人类学等史学分支开展研究的宝贵素材，而且

对于转 变 旧 的 研 究 视 角，拓 展 新 的 研 究 领 域，

催生新的研究热点甚至产生新的分支都具有重

要价值。本文即对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

集、整理与利用状况做一回溯，以期推动此项

工作走向深入。

一、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

搜集与整理状况

民间文献多产生、留存于田野乡间、普通

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主要反映底层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状况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人际

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内容。随着社会

史研究的日渐升温和 “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

提倡，民间文献的学术价值日益被学界所认识，

越来越多 的 民 间 文 献 资 源 被 挖 掘 和 整 理 出 来。

就当代中 国 民 间 文 献 史 料 的 搜 集 与 整 理 而 言，

也已取得重大进展，就笔者寸目所及，主要有

以下几种:

1． 1997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和郭于

华教授共同主持的的大型研究项目 “二十世纪

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

计划”。该项目旨在对长期以来相对空白的民间

历史资料进行搜集和研究，用口述史的方式记

录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变迁轨迹，进

而深入理解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中国农

民日常生活的状况及其改变以及对于这些经历

的感受、记忆、讲述和理解，关注的是作为一

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

辑。按照当初的设计，该项目要用 30 年的时间

完成。届时，将 积 累 几 千 个 小 时 的 录 音 资 料，

形成一部多卷本的学术专著: 《20 世纪下半期

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至 2000 年，他们在华

北的西村、西北的骥村、东北的石湾和西南的

柳坪等四个调查基地，走访了几百位老年农民、

基层干部，以及曾经在这些村庄中工作过的城

里人，收集到 700 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撰写

出近百万字的工作论文，用笔和录音机记录他

们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受。一位美国著名学

者了解 到 这 个 项 目 后 评 论 道: 在 国 际 学 术 界，

这是一项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先进的研究②。
2．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集的集

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资料。该中心师生遵循

* 本文系 201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当代华北

乡村文献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 10BZS054 ) 阶

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同时获得 2011 年重庆交通

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集体化时代太行山区

的开发建设活动与生态变迁” ( 2011KJCO16 ) 的经

费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① 参见乔福锦: 《挖掘民间文献的多重价值》，《人民日

报》2009 年 7 月 17 日。

② 参见涂露芳: 《社会研究视野转向普通人———访清华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人民日报》2000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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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深入乡村收集

到 “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130 余柜，达

5000 余卷、上百万件之巨。这批资料 “或以个

人档案突出 ( 如平遥县西游驾生产大队近 200

份个人档案，分党员干部、一般人员、摘戴帽

专政对象等三部分) ，或以村庄基层活动面貌突

出 ( 如阳高县上吾其公社档案 113 册，涉及生

产生活、行政实践、民兵组织与征兵、灾害与

社会救济、教育、家庭人口和婚姻、‘四清’运

动等内容) ，或以成册上级文件突出 ( 如侯马市

上平望村保留的 36 册上级文件等) ，或以较为

完整的账册和各种经济活动分类统计数字呈现

( 如陵川县白萋掌村保留了 1964—1979 年经济

活动记载与账册资料) ”①。这些档案资料年代

横跨 1945 年 至 1982 年，地 域 遍 及 山 西 全 省，

包括有村庄、公社以及灌区、工厂、百货公司、

供销合作社等 50 余处的文本资料和实物，涉及

经济活 动、政 治 运 动、文 化 生 活、宗 教 信 仰、

人际关系、社会救助、人口家庭等内容，从自

上而下的各个层面和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反映

了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是开展集体化

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
3．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

研究室收藏的华北乡村文献资料。自 2000 年以

来，该研究室秉承 “让底层农民说话”的学术

理念，常年带领硕、博士研究生赴华北各省农

村进行乡村文献的考察与收集工作，已取得重

要收获。目前该单位已收集到的华北乡村文献

资料有以下几种:

( 1) 《侯家营文书》。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

村保存有相当完整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

其中较重要的有: ① “四清”时期留下的 《侯

家营大队阶级档案》。这是 由 驻 村 “四 清”工

作队及村 “贫协”为全村 6 个小队所有农户建

立的 “阶级档案”。每户档案中详细记载了该农

家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状况、政治表现、社会

关系、家史 ( 包括土改前情况) 等，经清查阶

级后地位有升降者附有改变阶级成分决议证明。

此外该档案还夹带有 “四清”时查账情况记录，

包括对村干部的处理意见及退赔记录等方面的

内容。② 《村 史》和 《家 史》。虽 是 “四 清”

时期写成，充满革命话语且 《家史》部分也不

完整，仍能从中窥见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

村中的重大事件和村中下层农民在 1949 年前后

的生活变迁。③ 《泥井公社侯家营大队历史资

料底账 ( 秘密) 》 ( 1952—1971 ) 及各年度各类

报表为核心的经济 － 社会统计资料。此类资料

日积月累，数量可观而又完整连贯，记录了 50

年代至今 侯 家 营 村 各 项 经 济 － 社 会 统 计 数 据。

④1964 年至 2004 年 间 完 整 的 村 财 务 账 簿 ( 以

现金、流水、分户账为主，约 160 余册) 、完整

的传票收据册、大队干部工分记录等。这些资

料几乎是以 “天”为单位，记录着这个村的每

一笔进进出出和每个村干部的一举一动。⑤从

“四清”到 “文 化 大 革 命”时 期 村 内 政 治、经

济、文化活动原始文 献; 村 内 党、政、团、妇

女、民兵组织、学校、知 青、卫 生 医 疗、村 办

企业等活动文件、记录。⑥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村委与各级组织、单位往来文件、证明、信件;

人员往来介绍信、大队介绍信存根。⑦村干部

的日记、工作笔记、村革委会木制印章。⑧民

国至 “文化大革命”时期村民 《分家单》、《换

契单》; 土改时期县政府发给该村村民的 《土地

房产登记证》、日伪时期该村村民的 《良民证》

等。⑨自 “四清”至 “文化大革命”高潮期村

内干部、部分村民、全部 “四类分子”的专项

档案袋，以及大量审查、审讯记录、交代材料;

“四类、顽伪分子”及其子女村内外居住记录与

统计。⑩建国后历次人口普查记录及 2004 年最

新 《全村户口登记簿》②。这批文书资料不仅内

容极为详细、丰富、完整，涉及村内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在时间和地

点上恰好 可 以 和 20 世 纪 上 半 期 日 本 满 铁 有 关

该村的调查资料相衔接，两者相结合可以获得

一个时间跨度超过百年、内容完整连贯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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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行龙、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

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中国乡村研究》
第 5 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273—289 页。
张思主编: 《侯家营: 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 页。



发展历史记录，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描画出长达

百年 的 乡 村 细 密 画 卷，这 对 于 关 注 长 期 社 会

变动的历史学工作者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

前，这批宝贵的文书资料已全部运至该研究室

保存，并组织学生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编制

了逾 20 万字的目录，并选出一部分交由出版社

出版。
( 2) 《下孔村档案资料》。保存于山西省阳

城县甲口镇村委会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档案资料，

内容极为丰富、系统，是记录现代中国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珍贵历史资料。目前，这

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已由该研究室组织力量完成

了电子化，对这些资料的深入分析研究还有待

来日。就村级档案进行如此完整细致的数字化

整理在全国尚不多见。
( 3) 《前南峪文书》。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

前南峪村是闻名太行山区的生态文明村，是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颗明珠。该村不仅完好

地保存着新中国成立后各类行政财务类档案资

料，还保存有丰富连贯的清代至民国契约文书

资料，其中民国以来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村内

外土地山林边界纠纷与置换文书极具特色，为

研究近代以来山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提供了

宝贵的素材。
( 4) 《乔钦起工作笔记》。该笔记记录的是

一位太行 山 区 基 层 干 部 在 20 世 纪 后 半 期 的 工

作、生活经历。乔钦起 1930 年出生于河北省邢

台县路罗镇桃树坪一个耕读之家，1947 年在解

放区参加工作，历任解放区小学教师、邢台县

路罗区扫盲专职教师、邢台县路罗区扫盲教育

中心教导主任、邢台县路罗人民公社党委办公

室主任、中共邢台县路罗工委秘书、党委委员、

中共邢台县白岸公社党委书记、将军墓工委副

书记 ( 代区长) 、邢台县林业局副局长，局督导

员等职，1990 年离职休养。迄今所发现的与乔

钦起数十年基层工作历程相伴随的笔记，共有

81 本。其中 40 年代 4 本，50 年代 11 本，60 年

代 28 本，70 年 代 27 本，80 年 代 11 本，初 步

统计，总字数在 200 万以上。与工作笔记同时

保存的，还 有 各 个 时 期 形 成 的 笔 记 附 录 96 份

( 主要包括乔钦起的讲话稿、“文化大革命”检

查材料) 、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人照片 71 张、保

存的工作文件档案 671 份 ( 主要包括上级下发

的官方文件与底层上交的情况汇报) 、个人藏书

526 本、个 人 生 平 档 案 167 份 ( 祖 传 文 书 29

份、个人 简 历 6 份、证 件 12 个、学 习 笔 记 8

本、其他 63 份) ，同样是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工作笔记内容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

动、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时期的行政机构设置、

三年困难时期与调整时期的具体措施、“文化大

革命”中被打成 “走资派”时的大字报抄稿及

“斗、批、改”等方面的活动。其中尤以 70 年

代担任白岸公社党委书记时期的工作笔记内容

最为丰富，多为第一手调查研究材料、具体工

作安排计划及专门技术学习记录，反映了一个

农村基层干部努力学习地质、工程、测量、水

文、林果等专门知识，领导建成一批太行山区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 理 工 程，受 到 省 地

县各级政府表彰的历程。这一时期国家的重大

事件也在笔记中有具体反映。如毛泽东逝世当

日的应对布置、传达粉碎 “四人帮”消息的具

体安排、拨乱反正时期的政府重建以及生产承

包责任制的具体落实计划 等①。该 笔 记 书 写 工

整、年代连贯，可以说是世间所罕见的有关共

和国农村基层社会 40 年风雨历程的系统记录。
( 5) 《贾增文日记》。该日记记录的是华北

平原一位普通农民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工作、生

活经历。贾增文 1943 年 4 月 13 日出生于河北

省藁城市牛家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正是这

位普通的农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着新中国

成立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脉搏跳动。从 1959

年 9 月 16 日的第一篇日记开始，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贾 增 文 陆 陆 续 续 写 了 将 近 半 个 世 纪。

这些用牛皮纸、旧草纸、信纸以及一些废账本

等自制的日记本，除 1963 年因水灾遗失掉几本

外，至今已达 71 本。三年困难时期的困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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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乔福锦: 《一宗特殊的档案文献———父亲的〈工

作笔记〉》，《“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8 年。



年动乱的现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

及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家庭

收支、生活点滴无一不真实记录在内，见证了

一个农民、一个家庭、一个村落近半个世纪的

岁月沧桑和时代变迁①。71 本日记，已经成为

反映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生产生活变迁的珍贵

历史资料，而且具有其他历史资料无可比拟的

草根特质和真实性，被誉为活着的民间档案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

研究中心及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

文书研究室等单位的工作体现了对当代中国民

间文献史料全面地、系统地搜集和整理。除了

上述三所高校外，一些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在

搜集和整理当代中国口述资料、档案资料、个

人日记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一批珍贵的

民间文献资源逐渐被发掘和整理出来，有的甚

至已交由出版社出版。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1． 《联民村乡土资料》。张乐天在自己的家

乡 ( 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 收集到了相当完整

的乡土材料，这些资料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

有关农村基本情况和经济情况的资料，其中包

括解放初期农民家庭拥有土地情况的资料、土

地改革时 期 农 村 分 配 土 地 及 浮 财 的 原 始 记 录、

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粮食和经济分配表、人民公

社时期各 农 户 历 年 的 粮 食 和 经 济 情 况 分 配 表、

生产队和 生 产 大 队 以 及 公 社 的 经 济 情 况 资 料、

农村乡村企业发展情况资料、几个农户的家庭

收支记录，等 等。那 成 千 上 万 个 数 据 全 面 地、

准确地勾勒出各个不同时期农村经济运作的轮

廓，显示出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家庭生活的水

准。另一类是涉及农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大量

文书资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大队干部

从 1954 年至 1982 年的 70 余本工作日记，那一

行行、一段段当年留下的文字真实地、活生生

地展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社会和政治生活

的图景。这套 《工作笔记》对于我们理解那个

业已逝去的时代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③ 这些保

存相当完整的乡土资料，为作者在研究理念和

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东营村村账》。河北省临漳县杜村乡东

营村是一个普通村庄，这个村保存了从 1948 年

到 2005 年一套完整的村账，其中尤以反映土改

时期村 内 人 口 土 地 与 阶 级 划 分、反 映 初 级 社、

高级社时期社员入股、生产与分配方面的档案

极为罕见，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些村

账记录着该村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反映

出每个 历 史 阶 段 农 民 收 益 分 配、村 干 部 工 资、

农村土地经营、集体资产增值、社会公益事业

发展的状况与沿革等历史事实。农业部农村改

革试验区办公室副研究员朱守银曾经这样评价:

东营村村账对我国农村政策沿革极具研究价值，

对当 前 解 决 好 “三 农”问 题 具 有 特 殊 重 要 意

义④。
3． 《侯永禄日记》。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

路井镇 路 一 村 五 组 一 位 普 通 农 民，从 9 岁 起，

他就用各种颜色的笔、各种颜色的纸、记录下

日常 生 活 的 点 点 滴 滴，整 整 60 年 的 “柴 米 油

盐”见证 了 抗 日 战 争、解 放 战 争、抗 美 援 朝、
“三反”、 “五 反”、互 助 组、合 作 社、人 民 公

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

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 “三农”问题，折射出一

个家庭、一个村庄乃至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和

历史命运。该日记不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普通

农民的生活实录，而且用真实的史料，比较客

观地反映了现当代西北地区乡村的历史进程和

当时人们的想法，为从长时段的角度研究中国

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史料⑤。
4． 《门庄大队档案》。华东师范大学新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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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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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中国青年报》2005 年 5 月 24 日。
参见侯永禄: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版了 《河北省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一

书。该书编者并没有对书中所刊档案的种类进

行专门说明，各队现存档案多少不一，仅以项

目最多的第十生产队基本情况为例，包括生产

队基本情况、村阶级成分表、贫协会员登记表、

入贫协会申请书、党团员情况及 “四清”干部

解放情况、妇女各阶层登记表、清经济及政治

等群众讨论记录等 16 项。有的生产队档案中还

包括 《社员花名册》、《作物落实方案》等，但

所占比例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冀门县门庄

十小队工作组基本情况档案的首页，所标 《党、

政、青、妇、武》十分醒目，这些均可归入农

村基层组织一类的档案，其他生产队的档案情

况亦类似①。就现已出版的档案而言，其所刊档

案建立的时间基本限于 1965 年，当为 “四清”

运动时工作队开展工作时所建，是研究 “四清”

运动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由上可知，近年来，意识到当代民间文献

史料的价值，并开始对其进行搜集、抢救与整

理工作 的 专 业 研 究 团 体 和 个 人，已 不 在 少 数。

经过他们的艰辛开拓，一大批珍贵的当代中国

民间文献史料被发掘和整理出来，部分甚至已

交由出版社出版。

二、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利用状况

与官方文献不同，民间文献资料揭示了底

层民众的思想、信仰和观念，包涵着乡村社会

最基层的运作方式和底层普通民众的声音，能

够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场景。其 “原生

态”的内容立体地再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

时期真实的社会景象。梁启超曾说: “二十四史

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② 在这些正史

中，只有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没有普通

民众的点滴记录。这种缺少普通民众内容的历

史，是苍白的、单调的。目前，部分有关当代

中国史的研究成果读起来十分乏味，这与学者

能够利用的史料有限密切相关。那么，要了解

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就要搜集民间文书，从

买卖契约、账本、家谱、书 信、收 据、分 家 文

书等资料中，窥见民间的历史记忆，复原活生

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生活。随着越来越多

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被发掘和整理出来，必

然推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走向深入。
如果从村庄档案的运用来讲，黄宗智是较

早运用集 体 化 时 代 村 庄 档 案 进 行 研 究 的 学 者。
早在 1983 年，他就开始在上海市松江县华阳桥

乡的薛家埭等 6 个自然村进行调查，并依据在

这些村庄调查中所获资料写成了 《长江三角洲

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在该书的第二编

也就是 1949 年以后的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有

关村庄经济状况的统计数字。据称这些数据一

方面由作者本人实地调查、访谈所得，另一方

面由公社和大队会计提供③。有学者认为: “很

难想象，时过境迁，公社和大队会计还能够对

1968 年至 1985 年一个公社和一个村庄某项劳动

状况、人口中务农劳动力的比例、公社主要农

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等详细数据记忆犹新。其实，

这些公社和大队会计个人提供的资料很可能就

是公社或村庄的财务档案的一部分。”④

张乐天借助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联

民村收集的丰富乡土资料和在当地先后 20 多年

的生活经历写成了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

度研究》一书。该书为读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

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提供了人民公社时期浙北乡村政治、经济

和文化生活的珍贵素材。该书以“外部冲击———
村落传统互动模式”解释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生

活的实践逻辑，认为外部制度的冲击与乡村传

统之间的 “碰撞、冲突、融和、转化、消长导

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决定了农村演化的历

史走向”⑤。有学者认为该书无论是在研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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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法上还是在史料的收集与可信度上，都明

显区别于依据拼凑当时的媒体报道推理或想象

出来的历史陈述和传统史学大事记式的文件堆

砌。该书作为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是人民公

社研究领域中具有标志性的著作，对人民公社

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开拓意义①。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和郭于华教授共

同主持的 “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

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已经进行了 10 余

年。他们利用在华北的西村、西北的骥村、东

北的石湾、西南的柳坪等四个调查点收集到的

生动、细腻的口述资料，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

成果，记录了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中国

农民的日 常 生 活 形 态，揭 示 了 土 改、合 作 化、

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

乃至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乡民社会生活的

变化，以及他们对这些经历的感受、记忆、讲

述和理解。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土改中诉苦所发

挥的政治动员作用②，集体化中女性身体的痛苦

和心灵的愉悦③，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践④

等这些在历史中缺失的记忆一一呈现。这些成

果专注于社会学命题的解读，目的是以口述史

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

化内涵，在理论范式的建构方面颇具典范意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占有大量

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地将史料解

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医疗

卫生、技术革新、日常生活、水利建设等专题

研究，把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推向

了学术最前沿⑤。2009 年 8 月 8 日至 10 日在山

西大寨召开的 “集体 化 时 代 的 中 国 农 村 社 会”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山西大学的成果得到了集

中展现。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 “山西学派”正

在崛起。

南开大学的张思教授利用在河北省昌黎县

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展

示了国家权力与农民社会相互碰撞的具体场景。

他指出: 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乡村，国家权

力控制了村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

阶级斗争话语等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已渗透到基

层乡村，已然占据了话语霸权的地位。但是同

时，面对国家的强制性压力和渗透，乡村社会

的传统、习惯一直用融合、再造、过滤等方式

加以对应⑥。张先生指导的多位研究生利用同批

文书资料结合田野调查，细致描绘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一个普通华北村庄的历史长卷，从国家

权力与社会、历次政治运动和村落政治的变迁、
农业与副业、生产成果分配、人口流动、新式

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导入、妇女地位的变化、村

内外交际、医 疗 卫 生 与 社 会 保 障、日 常 生 活、
村风与村干部等多个方面重新审视、评价了中

国农村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⑦。与以往有关当代

中国农 村 社 会 的 研 究 成 果 相 比，在 研 究 理 念、
研究方法、结论等方面均有所突破，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
黄宗智、张 乐 天，清 华 大 学 社 会 学 系、山

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及南开大学中国社

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等单位或个人的

研究，体现了对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全面地、
整体地利用，而有的研究者则利用其中的一部

分开展专题性研究。例如: 社会人类学者张江

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立屯坡的山村从事

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该村一个生产队会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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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 吴家虎: 《近代华

北乡村人口的流动迁移———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

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当代

华北乡村人口流动迁移与乡土社会变迁———以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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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何燕: 《集体化时代乡

村医疗卫生事业探析———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

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



的大量会计资料，详尽记载了该生产队在 1973

年至 1978 年六年间工分、口粮、收入分配的情

况 ( 一些年份还包括家庭劳力的分布情况) 。通

过运用这些会计档案，张江华对工分制下的农

民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①。另外，他运用同样的

资料又对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

率进行了研究②。这些研究成果对恰亚诺夫、萨

林斯、黄宗智、林毅夫等人的理论提供了补充、

修正和反证。

此外，也有研究者对利用大队公文资料和

村账资料开展研究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如广

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水村从 1969 年 10

月至 1983 年 8 月接收上级单位杏坛公社通过电

话下 达 的 《通 知》共 2169 个，这 些 《通 知》

现在保存完好。谢淑娟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

的综合分析，再现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基层

社会经济生活几乎被上级无所不包地全面控制

的史实: “在政社合一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乡村

的整合、动员与汲取资源的能力达到了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 每个村民不管是通过

党支部还是生产队长，都直接感受到了国家的

权力。”③ 谢淑娟利用该村 12 个生产 队 保 存 基

本完好的第一手账本资料，对生产队经济效益

低下的分析也是十分精当的④。

史学的 发 展 有 赖 于 新 史 料 的 发 掘 和 利 用。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

料被挖掘与整理出来，大大推动了当代中国农

村社会的研究，不但涌现出了许多以田野调查

和民间文 献 为 依 据 进 行 微 观 分 析 的 经 典 之 作，

而且在学术理念与方法方面也屡有创新，取得

的成果有目共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民间文献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呈现出 “谁

占有了这一时段的资料，谁就会占领未来学术

研究的天下”的趋势，其研究价值被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所认识。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针对目前当代中国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

与利 用 状 况，笔 者 认 为 还 存 在 以 下 几 个 问 题

值得注意:

1． 从收藏的单位来说，从事研究的高校或

学者比较重视，收藏条件较好的专业收藏单位

( 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 关注较少。目

前系统地收集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单位只

有三所高校，而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专

业收藏单位虽然具备良好的收藏条件，专业的

收藏技术，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经费困难

等原因⑤，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对这些

蕴涵着大 量 历 史 信 息 的 资 源 进 行 大 力 的 搜 集、

整理与保护。
2． 从收藏的种类上看，由于各个收藏单位

的关注点和个人的喜好不同，偏重于口述资料

和农村基层档案的收集，对其他类型的民间文

献则关注较少。其实民间文献的种类繁多。随

着时代的变迁，到了现当代，除了以乡村家族

社会为依托的宗族谱牒、契约文书、日用账簿、

信函书札、日志笔记、乡规民约、乡土史志乃

至地方戏文唱本等传统类型的民间文献仍在产

生与流传之外，民间文献的形式与类别也有了

很大改变: 诸如农村集体的历史档案、城市厂

店的账册文书、现代家庭的新式生活档案、课

本、个人照片、私人录音等以胶片、电子材料

为载体的新型文献，多已超出传统民间文献的

范畴，为古时所未有。这些新型的民间文献不

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更加生动、

形象，因此，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3． 从地域上看，对华北的民间文献收集较

多，而西北、西南地区则还是一片空白。中国

幅员辽阔，各地区在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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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江华: 《工分制下农民的经济行为———对恰亚

诺夫假说的验证与补充》，《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6 期。
参见张江华: 《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

率》，《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5 期。
谢淑娟: 《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村庄经济———以解读

〈通知〉为中 心》，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2006 年 第

2 期。
参见谢淑娟: 《论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塘农业———以广

东省顺德县北水大队为例》，《古今农业》2007 年第

1 期。
参见刘晓莉: 《刍议图书馆民间文献资源建设》，《河

南图书馆学刊》2008 年第 2 期。



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再加

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各

地域之间的差异是显然存在的。从区域史研究

的角度观，与华北、华南、江南等地区相比较，

无论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还是经济生活、社

会结构乃至风俗语言、宗教信仰等，西南、西

北之乡村均有明显之特点。民间文献的原始性、

具体性尤其是区域多样性特征，无疑是充实和

完善 “宏大 叙 事”体 系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材 料，

能够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更加丰满和生动。

因此加强对散落于这些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

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民间文献史料进行搜集

与整理，也具有特别之价值。
4． 对民间文献史料的利用还十分有限。近

十几年 来，意 识 到 民 间 文 献 史 料 的 重 要 价 值，

并着手进行搜集和抢救工作的民间人士和专业

研究者，已不在少数。但十分遗憾的是，这方

面的工作迄今为止仍处于一种分散游击、割据

自守的状况。由于收藏者多将自己搜集到的史

料藏诸深山、秘不示人，从而使得原本就显得

十分稀少的民间史料愈显奇缺。除极少数近水

楼台者外，真正能够利用民间文献史料进行研

究的学者或学生，还寥寥无几。消除门户意识，

搭建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使为数不多的民间

文献资源为大多数人所利用，仍是目前学界面

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5． 从对民间文献史料的解读方法上看，史

料解读与田野调查的结合还非常有限。目前利

用民间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人类

学、社会学学者和历史学学者两类。前一类学

者偏重于口述资料的利用，毋庸讳言，口述回

忆史料因时过境迁，加之当事人的主观意向和

记忆偏 差，其 真 实 性 在 理 论 上 是 无 法 验 证 的。

人类学方法存在着流于个人化甚至是任意解释

而无从验证的弊端，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

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态度的重要原因

所在。而历史学家则偏重于书本文字史料的解

读，由于文字文献的形成、留存，也难免会受

到时政的极大影响，因而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历史学方法存在着书本文字记载的真伪无从验

证的缺陷。因此只有充分地将史料的解读与农

村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使其相互印证、相互

补充，才能够更加接近于历史的原貌。历史学、

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方法的融合和贯通，

已成为正确解读民间文献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结 语

民间文献蕴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个国

家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历史依据，也是人类

社会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

间文献满足的不仅仅是学者的研究需求，而且

是普通 群 众 了 解 社 会、了 解 历 史 的 很 好 途 径。

作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载体，民

间文献不仅仅是学者书斋里的研究材料、博物

馆中的陈列品，而且是民众进行自我教育的生

动课本，提高国民素质的特殊教材，更是民众

寻求文化归属与精神家园的丰厚资源。从这个

意义上说，民间文献的功能和价值远远超出学

术领域，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因此，对散落于底层

社会的民间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这

样具有几千年文字传承的文明古国来说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各种民间文献史料，

当代中 国 民 间 文 献 史 料 数 量 更 大，种 类 更 多，

抢救、发掘的难度理当比前者要小得多，但实

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首先，与保存条件较好

的官方档案相比，民间文献多产生、留存于田

野乡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决定了其

必然处于随意留放和散失的状态。这也为其是

否能 够 长 期 保 存 于 世 带 来 了 极 大 变 数。 “天

灾”、“人祸”或意识不到其价值而被弃毁，都

是大量民间文献消失的重要因素。其次，由于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政治运动频发，特别是经历

过 “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私人记录性史料

被大量抄 没、毁 坏 或 遗 失。而 各 种 运 动 过 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 “拨乱反正”，也曾将大量

个人材 料 交 还 个 人 处 理，或 由 组 织 代 为 销 毁。

再加上单位变动频繁，过去曾经保存在单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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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油印资料或个人记录材料，也不断地被

处理或销毁，导致当代中国民间文献资料数量

急剧减少。最后，随着近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

发展，旧房重建或再建不断加快，除了各级档

案馆还保留着较完整的官方档案以外，更为珍

贵的流散于乡村的账本、会议记录、工作笔记

和各种实物史料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日渐

流失或腐烂，或干脆被当做废品送到了造纸厂，

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很难见到此类资料。所

有这些都使得原本应该浩如烟海、取之不尽的

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如今竟成急需抢救的

“国宝”，对此进行搜集、抢救与保护的工作显

得十分迫切。

在走向基层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

还深深地体会到，由于那个时代政治运动频繁，

留给农民的后遗症尚有留存，这使得原本就所

剩无几的记载农村基层政权活动和普通村民生

活的资料由于涉及隐私而不愿示人，往往需要

调查者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去做大量的说服工

作。再加上现今了解那一段历史的基层干部和

普通村民大多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们

的数量年年甚至日日在减少，对包括口述史在

内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资源进行挖掘、搜集与

整理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 本文作者 重庆交通大学思政部讲师、

博士 重庆 400074)

( 责任编辑 薛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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