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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面要谈乡村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也有其他的革

命。中国革命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变革不都是政治方面的。其实，六、七、八十年代乡

村的科技发展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实际上乡村经历了一场科技革命。我谈科技革命

要强调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六十年代的乡村电力化，第二个是八十年代的强行计划生

育政策。 在日常生活方面，科技革命的历史遗产不亚于政治革命的历史遗产。 

先谈政治革命。我说政治革命具体指地是在乡村草根日常生活的阶级斗争、在

乡村草根日常生活中怎样消灭剥削阶级以及防止剥削者的复辟。这个问题涉及到个人

身份、个人的生活希望。这是河南省开封县 1966年 1月 1号填的表格。1964年 9月

份，四清运动的所谓“第二个后十条”里面有一个被学者们忽视的重要内容：清理阶

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具体的政策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

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的成分

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这个任务很大，在全国农村每一个家庭都应

该审查阶级成分。但是四个月之后，1965年 1月份，宣布了新的四清政策，所谓的二

十三条。二十三条代替了第二个后十条。这个新的政策不包括清理阶级、建立阶级档

案的事项。审查阶级成分的内容消失了。 新的政策不清楚，没有具体说要停止做阶级

成分的工作，也没有说要继续下去。工作队怎么办？每一个地方不一样，有的地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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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登记阶级成分的工作，有的地方没有做。省和省不一样。县和县不一样。这种多样

性是乡村革命的特点。  

焦侯氏是谁？当时她是革命的对象，解放十七年之后还不能对过去的剥削者丧

失警惕。土改时是地主、土改复查是地主、四清运动审定，也就是说填表的时候，也

是地主。倒霉了。 

家庭成员有哪些特点？大家注意了什么？户主是女的。 这比较独特，为什么焦

步池不是户主？我们下面会发现。 

这是表格的备考部分，这个部分 关键。焦步池找不到。 

我为什么说备考栏 关键？看填表说明的第五号：凡该户有重大事情需要记载

的，应填入备考栏内。谁决定什么是重大事情呢？填表的人。我不知道这个表格是谁

设计的，但是设计师很聪明。这个第五号是给填表的人很大的余地。也就是说，决定

权在草根，决定权属于工作队和地方干部。管理中国乡村革命的 关键人物包括两种

人：表格设计师和填表的人。毛泽东没有设计这个表格，估计也没有填这种表格。乡

村革命的实权在表格设计师的手里，也在填表格人的手里。 

河北省有自己的表格格式，跟河南省的不一样。现在可以看表格格式，不需要

看内容。这位贫农还是贫农。河北省的表格设计师不如河南省的，缺乏备考栏，也缺

乏填表说明。每个省有自己的表格。这就意味着每个省有自己的乡村革命。 

到文革期间，乡村变成了中国的古拉格、变成了城市的垃圾场。为了净化城

市，所谓的社会渣滓要遣送到农村去。遣送的时候要填表，落实政策的时候也要填

表 。这些表格，包括登记阶级成分和遣送黑五类，都表明 49年中国共产革命没有到

位。1966年为什么还要整地主？已经没有地主。为什么还要证明这位贫农还是贫农而

不是下中农？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表格？因为政治革命不彻底，害怕阶级敌人要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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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威胁。这只是政治动员和社会治理的手段。为什么要把可怜的黄继

光，所谓的资本家，抛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人改造不了。农村是被改造的对象。很

多宣传都说要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但是农村也是改造人的劳改营。 黄继光去农村是

因为需要受监督改造 。这两种改造，受改造和改造人，并不矛盾，在毛泽东时代是同

时进行的。可以说从长期来看，中国革命确实是改造了乡村，特别是在科技方面。可

是乡村没有成功的改造人。农民不愿意改造黄继光，黄继光也不愿意被改造。 

就历史遗产而言，从六、七十年代的视角来看，填这种表格是乡村革命的历史

遗产。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怎么不忘记呢？填表格。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判断，

乡村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不那么深刻。今天填表格的时候，个人档案里面，没有阶级

成分那一行。没有那个内容。在日常生活中，政治革命的历史遗产好像消失了。假如

今天黄继光想倒卖东西，在城市、在农村都没问题，不必遣送他。今天消灭剥削阶级

的历史遗产见不到了。但是科技革命的历史遗产很明显、很深刻。一个农民在家开灯

就是科技革命的历史遗产。一个乡村妇女被强行的堕胎或强行的通过节育手术也是科

技革命的遗产。  

这些阶级斗争的资料很丰富，有人味儿，可以从中讲故事，很值得研究，应该

继续研究。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焦点应当做一个调整，应当包括科技革命。这本书

是一个例子。《农村供用电安全知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跟这些阶级斗争表格的价值

差不了多少。 

先讲乡村电力化 。乡村电力化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影响日常生活的各种方

面，包括劳动（可以用水泵灌溉，可以晚上开灯缝补）、包括学习（可以晚上看书开

会），包括睡眠，包括传媒，包括安全知识。我们可以从参考书得知乡村电力化的宏

观历史。基本上可以发现哪些村庄是哪年开电的。但是研究者的下一步是写乡村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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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草根社会史。值得研究的课题不少。为什么大蒋庄是 1956年通电的，而胡张庄是

1963年才通电的？普通农民是怎样开始用电？电工是怎样培养的？60年代初期触电致

死事故为什么那么多，而后来怎样防止更多触电事故？当然，不能把政治革命和科技

革命完全分开。科技和政治是连起来的。一方面是农村的广播网络，乡村广播网是通

电后才开始起宣传作用 。我们也可以分析电力和草根阶级斗争的关系。比方说，像焦

侯氏的地主分子可以和贫下中农同样用电吗？ 甚至这本书有政治内容，一百七十二页

之中的两页有明显的政治内容，第一是毛主席语录、第二是修正主义路线对农村电力

化的干扰破坏。总之，电力化是乡村的另一种革命。 

下面讲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计划生育属于科技革命吗？我认为属于。计

划生育意味着国家用科学方式来控制你的身体，控制你的繁殖权。那是一个革命性的

变化。1982年 1983年在有的农村，强行堕胎、强行节育手术造成的悲哀和恐惧跟土

改和镇反造成的悲哀和恐惧差不远。 

计划生育会也有长远的历史遗产。据统计，2007年出生每一百个女孩子的同时

就出生一百二十个男孩子。这是因为虽然 近几年允许生第二个孩子，有人用超声波

发现胎儿性，如果是女的，不相称的堕胎。每一百个女孩儿有一百二十个男孩儿的社

会后果很难想象、很难预料，但是一定会有后果。这个现象要感谢谁呢？20世纪中国

革命伟大的革命家宋健。 他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工程师，他用了科学的方式，所谓的控

制论，来说服邓小平只能实行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虽然七十年代实行的以教育和避

孕用具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开始见效，宋健说按照他的计算机模拟，只能实行

独生子女政策，不能放松，不能中庸。就历史遗产而言，特别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宋

健的革命性和毛泽东的革命性不分伯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