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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系汇集我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最近所写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一部分论著而成的。本书

的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农村社会经济构成部分；一是关于阶级斗争部分。 
在这漫长的年月里，我为什么要进行这一项的研究工作呢？记得早在社会史论战之后，虽然大家对

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有着比较明确的看法，可是在历史学论坛上，仍有不少人就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

形态，提出种种的异说，甚还有人否认其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之内，他们所提出的论据，说是秦汉以后

的中国已看不见有农奴制度的存在，所谓佃客、客户、佃户等等都为国家的自由佃农，其与地主所发生

的关系，是契约的，而非为身分的隶属，这一个推论，和历史的事实是否相符合呢？我愿意提供一些资

料，让大家好好地推敲一下，看看他们——主佃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我对这一项研究工作感

到兴趣的最初的动机。 其次，在解放之后，为着论述明清时代中国出现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因素，

我曾广泛的（地）搜集工商业方面的资料；同时也注意于农村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斗争资料的探索。我

始终认为明清时代的社会性质，尚是属于封建制的范畴之内，但因它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资本主义生

产因素的萌芽业已存在，是以它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前期的封建社会。又以此时的新因素尚属一种萌芽状

态，那末（么），它的存在，自只能稀疏的（地）、隐约的（地）散在着，特别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

封建大国，这样，其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便更加明显而突出。因此，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特点的分

析与说明，既不能脱离封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所给予的制约，同时，还必须注意这稀疏的、不平衡新因

素的存在，尽管在当时的汪洋大海中不过是一粟而已，然已多少影响到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

和斗争口号与前期有所不同，值得重视。这里，应该明确明清之际的农民起义军中，作为起义军的基本

队伍，始终是以无地或少地的贫农大众为主体的，不过为了南北经济条件的不同，我曾发现东南各省的

农民战争，和起于西北的李张农民军各带有其本身的特点。对于这些问题的剖析，我都提出了自己的初

步看法，但是，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还很差，其中论点可能有错误之处，但为了繁荣祖国的文

化，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因而也就不怕寡陋，如实的把个人意见写了出来，提供大家参考。 其三，

我认为占有大量史料，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历史研究的开端。在这一方面，近年来我国

史学界做了不少的工作；特别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面，民间记录的搜集，也引起人们的重视。本书的

一部分文章即系根据作者于1939年夏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所发现的数百纸民间文约以及最近在北京所

见到的明代徽州民间文约进行排比、类辑而成。 本稿在写作时，为提供更多的史料，以便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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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长编，因而颇有堆积史料之嫌，在引用时，不免有客观主义的倾向，特别

其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记载，都出于封建地主阶级之手，未曾删削改正，希望读者阅读时予以注意，特并

说明。 其四，本稿是以拙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为基础而辑成的，原书于1944年由福建协和大学

印行少数，因限于当时的学习条件，其中若干提法是有错误的。这次在收入本书时，曾作了自我批判，

并使我进一步的认识到旧知识分子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从改变立场始，尤其要学习毛主席的对

阶级的分析的重要性。另外各篇，则系解放以后所写，有的曾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有的未经发表，因

为写作时间相距较远，前后论点可能有些出入之处，这都殷望同志们的指正。  
末后，本稿在写作过程中，曾承蒙许多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不时提出意见或供给史料，这里，我

应该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59年12月记于北京客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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