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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点评：毛主席和刘少奇关于合作社的争论：山西贫农搞互助组提高生产，之后发动

农民拿地入股，用工分来计算报酬，从而生产效率提高。然而刘少奇反对：合作社是空想社

会主义，应该先搞互助组。山西写信，被毛主席看见，觉得做得好，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

讲，在工场手工业中的生产和分工搞好，也能的到很好的收获，之后刘少奇也同意了毛泽东

的观点。（地委书记王谦，写有回忆录--中央党校有合作社的文献汇编）仝老师看来，当时

毛主席的理论提出的不当，认为党应该领导合作化，到长治市党史办查阅了资料，找到了长

治市档案馆的线索，找到了互助组一级的档案。 
 大家可以搜索《中华人地关系史》、张乐天的 BBC 王伦写的《习马会评论》 
 
王雅馨：摄影、农村妇女、对外抵触心理、从土改开始留下的“阴影”，土改改变人心。 
是一篇北大李康博士论文，孙立平指导。农民对土改的记忆，讨论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记

忆，讨论“权利”对记忆的影响，观点立场的不同。 
 
张羽：农民的心里问题-共产党政策引起了农民心里扭曲还是本因为农民心理共产党才制定

了相关引导政策。农民的阶级狭隘性-是教育还是环境导致？看别人是怎么写关于农民的小

事的，会有启发感。 
 
吕成达：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在权利文化的网络下，土改造成中国乡村社会的

人际关系印象，和文化社会变迁。通过阅读土改时期的小说和文献来了解土改时期的人际关

系。通过文学评论者，可以看回忆录。 
 
杜佳芮：土改的暴力问题。土改涉及到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不人性化的现象。杨奎松文献，

打杀地主。暴力手段不值得提倡。延安遇到的事情，感受到老区“又穷又横”，是否土改时

期遗留下来的问题？ 
刘长青：感觉和土改时期的关系不大。 
张鹏：暴力倾向并不严重，是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想要勤劳致富。 
 
陈思：共产党的性质，是否决定其在土改中站在农民的角度里。土改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

需要多关注文史资料《乌合之众》。 
 
布晓瑶：农民心态问题。资料怎么找。随笔性的文献，打工群体。《新乡土中国》费孝通 
 
叶舟舟：从文明的角度去切入，村民和地主的关系在土改时期发生了变化。土改前后人际关

系网的重构。正在查阅党内知识分子对人际关系的描述。情感动员，共产党的意志强加到人

民身上。意志强加，意志迁移，还是情感动员。 
 
黄慧玲：有两个问题： 
1.过关会上满喜为什么会夸大自己的罪行，别人为什么因为多吃一个馍就没有过关：农民-
地主-生产队之间的关系。 
2.农民一开始受地主压迫，再到生产队的介入，再到后来，轮回，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土改

之后农民政治、文化、经济、思想等方面新的发展和现象。例：《土改后农村新景象》---新
华书店华东总书店编辑部编辑 
 



上甘岭的平谷？大家都不愿意多吃一口。 
 
老师：建议大家去读费孝通和梁漱溟看土改。贺赵甜研究梁漱溟的思想变化。梁漱溟全集。

萧红的小说，希望解释土改过程中政策和实践的偏差，考虑是否把理论加入到政策和实践的

讨论中来。当时的领导人制定政策的时候是否根据一些既有理论来对自己的理论制定进行指

导，是否有不符合既有理论的创新？中央负责理论，政策制定；地方部分的理论和部分实践

信息；群众全部都是实践信息，下节课我们讨论杨奎松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