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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书越：46-48 年土地革命在内战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通过土改前后的对比，看看动员

群众参军的影响，看看对农民生产的激励。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之间的不同，分别挑选有代

表性的根据地进行对比分析。但是经济和参军方面的数据不好找到。 
 
老师：找解放军的资料，找这方面的有关研究。胡素珊-土改对动员的影响。陈周旺复旦大

学老师，在开放时代上的文章讲共产党为了作动员而发动土改。要么就去找专门写土改的专

著。 
 
戴余杭：翻身的三个阶段。（政治经济文化）被动-主动-现在。农村教育《我家乡的文化翻

身使》从教育的角度入手。党内系统总结在档案馆有。 
 
李一昕：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的切入点。村庄里贫工团的影响。共产主义的角度，理想主义

的思路，贫农路线为什么会成功，又为什么会最终走向消亡。1.怎么成功？2.怎么消亡？《贫

农团》李立峰 
 
龚玉莹：土改期间“左倾”的根本原因，文章提供了一个高强度内斗争的框架，来解释撕破

脸，高压力场域等现象。任弼时分析左倾错误的原因是阶级划分紊乱，然而这篇文章的作者

并未强调划分阶级标准的重要性。如果斗争不够激烈，无法打破原有的人际关系网，就无法

实现斗争的目的。现在这个社会也是阶级固化的，贫富差距也正在扩大，无论中外都是这样。

是否是穷人思维导致了穷人的生活状况？ 
 
王嘉琪：土改进步性和局限性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意识到了自己的左倾问题，却没有及时

纠正。高强度内斗争是为解放战争做动员准备。 
 
张羽：《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动员》08 年博士论文，动员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最终还是为了平

分农民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内战的时候也需要这样一个情感动员。在论文中也可以看到很

多其他的文献引用。马克赛尔《革命中国道路》中说，农民获得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提

供了动员农民的情感铺垫。共产党首先通过经济手段划分阶级，再确立军事化目标，让农民

有了一定的阶级斗争目标，避免了回到狭隘的地方主义。裴宜理-安源罢工-认为刘少奇的动

员理念很高明。 
 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他虽然也是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但是他们把与理解，体

会农民的情感放在自己的发展目标当中。【个人认为现在这样的情感色彩已经在逐渐的减弱，

当时共产党正在面临与国民党争天下，并且巩固政权的情况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情感上获得联系和纽带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方式。然而共产党执政至今，随着时代的变化，

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 
 
张玲：土改分为了三个阶层，找了一些关于中农的政策资料。1.团结中农（前期）2.革命中

农（中期）3.纠正左倾-团结中农（后期） 
地方文史资料 
 
冷忠晓：有两种不同看待历史的方法，一是从宏观的角度，把革命当成推进时代进步的进程，

而另一种比较微观的角度，就会比较局限于个人的悲喜。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错误，



但是从宏观的角度，超越了个人的维度，很难评判。任何一个角度都会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杨奎松的文章比较偏向于技术性的研究方法，时间、证据等细节的提出。感觉研究在不断地

推翻自己的过程。 
 
曹嘉诚：1947-1949 年华北地区土改农民前后心态的变化。将土改时期的研究延续至今，想

知道现今的农民在面临改革时候的态度以及心态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