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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凡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361005)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建国初期到“文化革命”结束之前，特定的价值取向曾经使对中国农村经济史
问题的研究成为史学、经济学理论的热点之一。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
们的目光纷纷离开农村，农村经济问题被空前地冷落。时至今日，“三农问题”已
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但是历史学界并未因此恢复对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的热
情。然而，国外学者并不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依然在他们的
视野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白凯(Kathnyn Bennhandt)的《长江下游地区的
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厦门大学林枫博士翻译，上海书店出版
社2005年9月)一书的出版便是明证。 
    白凯教授对于近现代长江下游地区农村经济及农村问题研究的兴趣，当然是起
因于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探索。她对研究“中国共产革命”起因问题的三种方法
作了分析，这三种方法包括：一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将革命归因于在商
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结果使地主和佃户之间的阶级冲突
升级，“共产革命”是农村阶级冲突激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二是道义经济的研究方
法，强调在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民生活日益不稳定，农耕社会与资本
主义世界经济的并轨，以及国家干预的扩张，都严重威胁着农民在勉强糊口的水平
上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三是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主张商业化和与世界经济的并
轨显然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计，并从而提高了农村生活水准，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
为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治愈的任何深层的结构弊病，而是因为一个或更多
的直接政治因素的影响。白凯认为，上述每一种视角都有助于解释她所提出的问
题，但是单独运用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解释19—20世纪江南事态的发展。 
    白凯的方法的确有别于前人，因此决定了这部著作无论在逻辑结构还是内容展
开方面，都显得新颖别致。她将国家政权、精英(地主阶级)和佃户作为自己论述的
主要对象，这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三方各自地位的变化则是本书论述的主题。
从静态的角度看这三者的关系，大致可如此描述：对佃户来说，为生存而争取尽可
能多地保留劳动成果；对地主而言，其根本目的就是征收地租；对国家来说，其目
的在于成功征收赋税。这三方显然都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
自卷入地租关系的性质，并且经常使三者处于对立状态。当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
关系是变化的，有的时候，国家为了赋税收入，会和地主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农
民，为提高赋税而提高地租。但是，总的趋势则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国家
逐渐加强对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介入，并与地主处于对立状态，最终彻底消灭地
主形成国家与农民的两元格局。 
    这个过程经历了100年。作者通过这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将这三者的互动关系
及其变化，清晰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对这三大主体的论述，以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
长江下游地区为社会背景，这是一个中国百年近代史中发生巨大变化的地域。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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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所论述的对象，有了一个充分显示其本质和变化轨迹的空间。 
    白凯认为，在中华帝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其政治经济体制主要靠向农民征收
地租和赋税来维持。这一体制完全仰赖于地主和佃户、国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有
序关系得以延续。然而，这种体制在20世纪中叶被摧毁，政治经济结构转而建立在
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这种结构的转变，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完成的，它是
1840—1950这百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商业化之于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是新事物，中国农业经济向商业化的转型早在宋代
就开始了。时至清代的中前期，商业化已深入乡村，把地主和农民完全纳入市场经
济的轨道，长江下游流域的商业发展尤为繁盛，这些最终改变了地主、佃户和国家
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佃户对地主的反抗大大升级，地主与佃户关系的弱化，国家
的财政收入受到威胁，政府加强了对农民与地主之间关系的干预。 

1840年以后，外国的入侵使长江下游地区面临着一场危机，严重威胁着精英和国
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地主对佃户交租的压力也有所增大。1853年的太平军不但给
这一地区带来战争，而且使政治麻烦与经济困难交织在一起，直接结果就是民众抗
租抗税行动的显著升级。虽然太平天国对江南的占领是短暂的，而且各地区不平
衡，但是，太平军每占领一处，还是千方百计打上自己的烙印。太平天国对长江下
游流域的统治，非但没有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进行社会改造，反而通过地
方政府体系和土地政策把江南社会折腾得不成样子。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忠实于清政府的地主接手这一被战争蹂躏的地区，政府及
其精英致力于招徕农民重新安定下来开垦土地，并重建传统的权力财产关系。这并
非简单的重建，而是以一种改革的精神产生新的关系、制度与实践。在精英和国家
为了恢复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而全面进行合作的背景下，其影响得到扩张。并且在地
租关系中，产生了政府、地主与佃户之间新的关系模式。越来越多的地主委托租栈
和义庄来照管自己的产业，并且争取获得国家对地租征收的更大支持。国家因此加
强对农村经济的介入，并且为国家为近代化计划而提高苛捐杂税，使民众反抗的声
浪也因此日益高涨。 

辛亥革命之后，政治权力分散在地方军阀手中，但是江南地区却基本没有受到军
阀统治的蹂躏。1928年，国民党的南京政府确立了对包括江南在内的部分地区的稳
固统治。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改良主义和现代化计划，使其统治更具备干预主义。
在国民党统治下，政府推行土地改革的努力将地主对国家干预的容忍推到了极限。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是被革命行动而是被数个世纪以来结构变迁
的累积力量所摧毁。在三方关系的变动中，地主的日子最不好过。他们占据了地租
和赋税的交叉点，最容易遭到两组关系变动的影响。尤其是1927年之后，地主一方
面因为国家提高苛捐杂税而不断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又因为政府和佃户保持低水平
地租的要求而压力重重。国民党统治的最后4年(1945—1949)，地主更是每况愈下，
税收扶摇直上，佃户广泛欠租，政府努力执行二五减租，地租继续下降。地主的经
济困境不过是农村社会权力关系重新调整的征兆。最终摧毁长江下游地区地主土地
所有制的，是国家力量的加强与佃户政治力量的成长。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服
江南时，地租关系已经濒临崩溃，土地改革只是予以最后一击罢了。 
    我们过去习惯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历史，看作是地主阶级
和农民阶级的斗争史，甚至说成是农民起义与地主阶级镇压起义的历史。今天看
来，这种两分法的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白凯从农民抗租、抗税这一特殊视角出
发，以国家政权、地主和佃户这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要论述对象，对中国经济
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进行重新解读，其观
点和结论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为国内学者研究这方面问题提供了新鲜的思路。其
观点鲜明，材料详实，分析剀切，堪称力作。 
    然而，事实的陈述无法超越价值的判断，任何人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保
持纯粹的客观态度，这部著作自然不例外。无论是“精英”概念的使用，还是整个
著作的字里行间与铺叙论述，都表达出作者对农村经济关系中地主阶级的遭遇、困
境和结局的同情。这种取向，与西方学者特有的立场密切相关。西方社会的知识分
子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尤其是中产阶级都以社会中坚自诩，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
形成，将是这个社会走向稳定和成熟的标志。正是这样的观点，影响着作者对中国
近代社会这100年时间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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