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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期待着新的理论解释 

——曹锦清教授访谈录 

陈菁霞 

 

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的出版，

让更多的中国人记住了曹锦清的名字。这本文体如流水账、文字朴实无华的书当

年 即卖了3万多册，并成为当年全国人代会关注“三农”问题的触媒之一。在新

书《如何研究中国》里，曹锦清除了延续一贯的三农话题，也以相当的篇幅深入

论述了 中华文化传统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并试图将三者纳入民族这个统一体中来

理解。 

   

  当前，中国的财富增长上去了，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理论问题。“现在在

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那一套学说，我们的各种社会科学对认识当代中国到

底有 什么作用”？“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在何处，将要往哪里去？”这种对于民族

气运盛衰的执著关切，于曹锦清，既是立场，也是观点和方法。一切从中国出

发，从当下 出发，以民生福祉为终极关怀，认识与理解中国，在《如何研究中

国》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位学者对当下国情的新的观察与思索，以及充溢于其间

的“以天下为己 任”的儒家情怀。 

   

  读书报：当年《黄河边的中国》一出版即产生很大影响，这本《如何研究中

国》您自己是如何定位的呢？可以看作是您这几年间思考的成果汇总吗？ 

   

  曹锦清：这本书里面包括了我这近几年思考的一部分内容，但大部分还没有

写出来。说起来很巧，我60岁的时候，弟子们提出要将我的文章、讲稿收集起来

出 版以作纪念，当时我没有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是大部分已经发表过了，而且这

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但学生们坚持，出版社也愿意出，所以就

这么出 了。书名也是他们定的，我也不是很满意，口气有些大了。所以对这本书

的出版，我是战战兢兢，好在出版以后反响还比较好。 

   

  我每天有记日记的习惯，大部分想法都记在日记里了，想写成文章，但始终

动不了笔。原来定的题目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这门课我在复

旦大 学开办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培训班上讲了5年，但因为所思考的问题牵

涉面越来越广，有点力不从心了。要重新梳理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乃至近

代以 来100多年的思想脉络，势必存在与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



义论，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论

的框 架如何协调的问题。现在通行的叙事都是从传统到现代化这个框架延伸出来

的，很多问题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的立场、经验和兴趣来重新梳

理过去， 确定现在，预测民族的未来，这样一个工程我觉得自己是无力驾驭的。 

   

  读书报：那多长时间内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思想成果的出版呢？ 

   

  曹锦清：我说的力不从心固然有我个人的原因，如学力不够，但更大的原因

是中国的整个发展还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崛起有

足够 的自信。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点自信，但这还不足以让学界站在一个全新的

立场来衡量东西方，重新回顾我们的历史，这个“时点”还没有到，所以很难说

出一个具 体的时间。 

   

  读书报：对于中国的崛起，目前国内学术界和西方的评价有很大差异，这是

否与您所说的“时点”存在某种关系？ 

   

  曹锦清：可以这样说吧。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发展

（如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给西方以深刻的印象，这样在估价中国的 时

候，他们往往进行夸大，以此来警告西方，中国已经上来了，一定要做好准备。

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要学会如何和崛起的中国相处，要理解中国，不要重

蹈 历史覆辙，这是比较温和理性的判断。而中国对自身的崛起还心怀忧虑。如果

不能继续稳定的高增长，大规模的就业，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得到妥

善解 决。因为期待我们的民族能够平稳地复兴，学术界对于面临的一些问题就会

放大性地加以观察，忧虑之心也油然而起。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国内学术界

和西方的 评价有很大的差异。但如果中国再持续稳定发展二三十年，那时全部的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有可能失去解释功能，这

样的一种经验 使得中国的学者有信心重建一种理论来解释自身。 

   

  城乡关系的新阶段 

   

  已经来临 

   

  读书报：针对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农民受到“剥夺”的问题，您主张将农民组

织起来。当前这种可行性有多大？又该如何实施呢？ 

   

  曹锦清：我认为2006年以后这个可能性的空间已经存在了，一个很重要的标

志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工业化积累不再依赖农业和农民，农业税费已经全部

取 消。建国以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只能依赖农业和农民，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

工业化做出了重大牺牲。2004年中央提出，后发国家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第一

个 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引领

乡村。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样，农民组织起来的政治上的障碍被扫除了。让

农民组 织起来，改善农业这一弱势产业的经营状况，维护农民自身的权利，我觉



 

得时候已经到了。 

   

  实施方面，可将村民自治组织、各种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等联合起来，在所在

县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农民协会组织，这样农民的要求可直接通过农协反映到县政

府的各种决策里面，这对城乡一体化建设尤其有好处。类似的协会，二战以后在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比较有效地发挥了作用。 

   

  读书报：当前，城市化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这也与三农问题紧密相

关，与西方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

面？ 

   

  曹锦清：优势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一是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一是城市的

土地国有制。这就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劣势是农村的人口庞大，

没有 一个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如此庞大的人口集群，中国要在短期

内让农民有序进城，压力可以说是空前的。农民进城要有住房和稳定的就业，还

有相关的 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农民所拥

有的宅基地、农地和林地能不能够置换城市的五项保障。 

   

  城乡结合的地方地价很高，转化为城市相对容易些。可恰恰因为这个原因，

农民原来拥有的房子通过出租可以获得租金，他们对户籍城市化反倒无所谓了。

问题 在于那些远郊的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来上海、北京的这些人怎么城市

化？如何避免出现发达国家早期大量存在的贫民窟的问题，这个任务极其艰巨。

好在中国的 地权制度不是私有化，解决城市化问题有相对方便的地方，比如用廉

租房、经济适用房、商品房各占三分之一的形式，来逐步有序地推进城市化。目

前重庆就是这样 做的。 

   

  读书报：当前，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大部分都回去了，继之而来的是80、

90后的新一代农民，与所有新生代一样，他们也会对社会有自己的要求和期望，

这是否会成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又一大压力？ 

   

  曹锦清：是的。目前大面积的进城做不到，虽然现在有些城市对已经获得城

市居住权、稳定就业和较高收入的农民逐步地开放户籍（县和乡镇这两级的开放

度比 较高一些）。可在大城市，像上海，五六百万的外来人口到底怎么处理，这

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将来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为这一代农民工根本就没有经历

过农业的 经验，他们城市化的倾向比父辈要强得多，将来回到农村的可能性已经

不大了。现在，90后还比较年轻，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不能忍受目前的处境，那个

时候要完成 城市化，住房怎么办？如果有些城市对他们的住房解决得比较好，大

量的人涌到这里来怎么办？如果全国的各大城市同时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呢？这

些都是问题。 

   

  研究方法的两个维度 

   

 



  读书报：您在研究中一直强调历史的维度，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这是否与您

早年的历史专业训练有关？ 

   

  曹锦清：是的。目前的社会科学都有这个弱点，第一，理论来源于西方；第

二，直接记录当下观察到的事实，忽视其历史沿革。物理学上的时间与社会历史

领域 里的时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社会时间是流变的，不把当下观察到的事实

放在一个流变的社会时间里去观察，难以完整地理解事实本身。例如，解放以后

县一级官 员的回避制和短任期制，一般三年一任。任期为什么那么短？这个短任

制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查阅了很多县志，知道是宋以后形成的。这种制度长时

段保留着，历 史在流淌着、在当下存在着，只有将历史的脉络梳理清楚了，研究

其原因，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问题。 

   

  读书报：您在调查中强调社会心理，认为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权得到表

达。当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那么多的读者，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您

在调查中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呢？ 

   

  曹锦清：把调查对象当作老师、当作朋友，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了解他们熟

悉的经验，几个来回下来，他们对你就会产生信任感。社会调查有一些是用眼睛

可以 观察到的：比如住房、家里面的陈设、土地、生产成本、产量、收益等等，

但作为一个阶层、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农民有思维有激情，对生活、家庭、孩

子，包括对 社会生活的变动、各种涉农政策以及地方官员的行为等等都有自己的

感受和看法。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重要，但这些感受通过问卷很难被问出来，必

须深入到农民的 家庭和村落中间，和他们在一起才可以慢慢体会到感悟到，然后

把这些东西真实地表达出来。社会心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这是那些抽象的

数字无法触及的。 

   

  读书报：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研究三农问题和中国

社会问题的学者，您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是怎样的？ 

   

  曹锦清：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

代”，他用最高级对他那个时代做出了两个极端的描述。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确

实是最 好的时代，我们看到经济的增长，一个一个的阶层富裕起来，看到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升，看到百年的屈辱终于在这30年中稍稍有点抹平；但从负面看也有

比较糟糕 的地方，腐败、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所以对这个时代的感受，只能

用两个相反的判断构成一个整体，左右两派各持一端，都属偏见。然而，将两组

相反的判断有 重点地加以有机地综合却也十分困难，另外，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

性进一步加大了对当下做出精准判断的难度。对未来的预期，时而悲观，时而乐

观，随新出现的重 大事件而起伏不定。对未来的期待随重大事件而变动，于是对

“现在”，并通过“现在”对“过去”的梳理也变得摇摆不定，这大概就是我近

几年来的最大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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