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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20世纪40一80年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历史时期。其突出标志为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

5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和80年代初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我认为，一种社会变动若能称为变革，

那么所受影响或冲击最大的还是生活在变革时代的人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必然要重

新规范人的行为，新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本书将主要观察婚姻和家庭行为

在社会变革中所发生的变化，以求比较深入地认识社会变革对婚姻和家庭乃至人口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要

对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和家庭变动有深切了解，离不开对这之前婚姻、家庭等人口行为特征的

掌握。因而，本书努力以土地改革这一划时代的制度变革为基点向前追溯和向后推延，试图对婚姻和家庭变

动的脉络认识得更为清楚一些。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很大，进行全国性考察更非短时期所能做到。因此，本

书的分析范围限定在华北地区，特别将焦点置于冀南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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