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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郁文同志
、

忍之同志
、

王刚同志和铁映 同志都讲了话
,

对十几年修志工作做了总结
,

指明了今后工作方向
。

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以后
,

我们地方志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起点
,

正象

郁文同志讲的
,

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

下面我就社会变迁方面讲点意见
。

这次修志有特殊重要意义
,

原因不仅在于这次修志规模之大
,

卷数之多是空前的
,

也不

仅是这次修志已经运用了现代化的调查方法或者是计算机方法等手段
,

而是在于这次修志记

述的内容正遇上是千载难逢的我国社会大变迁的特殊时期
。

从我们有第一部志书开始一直到

解放前
,

上千年了
,

总的来说还都是封建社会
,

记载的内容基本上只是量的变化
,

从社会来

看并没有质的变化
,

从社会结构
、

经济结构来看
,

没有大的变化
,

是农业社会
,

没有大的结

构性变化
。

这次修志记载的内容就不同了
,

大大地变化了
,

大大地丰富了
,

记载了由原来贫

困落后的农业国家
,

正变成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
,

记载了共产党领导人 民革命

推翻三座大山
、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这几个阶段
。

内容丰富深刻多了
,

特别是

记载了三中全会以来
,

我们党领导我们国家
,

经过三步走的战略
,

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变

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

实行现代化这么个过程
,

而且这个变化之大之快
,

历史上是

没有过的
。

我们社科院搞了个百县市的国情调查
,

其中有一卷是张家港卷
。

这个任务是 由江苏省社

科院在 90 年安排的
,

91 年至 92 年进行调查并陆续写 出稿子
。

但张家港 92 年开始大变
,

而且

变的很快
。

稿件要定稿时
,

大家说不行
,

张家港正是 92 年至 95 年大变
,

整个社会面貌都在

变
,

不写进这几年的大变不能反映张家港市的现实
,

于是商量重新改写
,

一直要写到 95 年
。

去年在张家港开了全国精神文明的大会
,

大家看到了这里变化很大
,

全 国像这样的县也不少

了
,

如果说我们把这种变化记载下来
,

这对我们中华民族
、

对世界的文化都是重大的建设
。

我

们社会学所经常接待国外同行
,

这几年接待国外学者欧洲的
、

美国的
、

日本的都有
,

尤其是

欧洲学者对我们这段变化特别感兴趣
。

他们说
,

我们当时对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
、

农

民大批进城等状况没意识到它的重大历史意义
,

回过头来看
,

当时好多东西没有记下来
,

现

今年准备再召开一次现场会
,

摸索经验
,

以点带面
,

稳步展开
,

开创基层修志工作新局面
。

(六 ) 培养选拔跨世纪 的人 才
。

一是抓配备
、

选拔一批高层学历毕业生充实史志队伍
,

二是加强培训提高
,

和有关大学联合举办有学位的进修班
。



在来了解那些情况
,

只能从小说和少量的历史档案资料里找
,

跟我国志书比差多了
。

现在我

们要一个省
、

一个市
、

一个县地把这种变化记载下来
,

资料的丰富是可以想见的
。

这届修志

能把历史性地翻天覆地变化这段社会变迁记载下来
,

对整个社会
、

整个文化建设做了一件很

有意义的工作
,

所以这次修志有重要的特殊意义
。

现在正好遇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
,

我们对这个时代怎么看
,

比如王府井的变化
,

92 年

前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一样
,

还基本上是解放初期的样子
。

真正变化是这几年
,

王府井从南

口一直拆到东单协和医院
,

93 年秋开建
,

过几年王府井将完全是新的面貌
,

这个变化是很大

的
,

我们不仅要把它记下来
,

还要把它照下来
。

现在很多城市原来的面貌都在变
,

农村现在

好多村子
,

原来的草房变瓦房
,

瓦房变楼房
,

两层楼变三层楼
,

三层楼变四层楼
,

我最近在

福建晋江看到兄弟俩建了两栋八层楼的家庭住宅
。

这种变化
,

我们这一代把它记载下来
,

是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文化价值的
。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
,

这种变化是否应从两个方面

来把握它
,

那就是从经济
、

社会两方面来把握它
,

一个是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由社会结构发

生深刻变化的时代
; 另一个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时代

。

这两件

事是现在总结概括当前大变化的主要方面
。

一
、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

我们现在社会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
,

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

的变化
。

具体讲
:

第一是我们这个国家正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
,

国外文章也 叫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

明转化
。

什么 叫工业化国家呢 ? 50 年代学习总路线时
,

有一条标准
,

那就是在工农业总产值

里面
,

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后
,

你就是工业化国家了
。

经过这些年实践来看
,

不是这样
,

光

有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还不行
。

按统计资料看
,

19 5 6 年我国工业产值就超过农业产值
,

实

际上还不是工业化国家
。

国际上研究要有这么三条
:

一是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了
; 二是劳

动力结构里面
,

二
、

三产业的劳动力要超过第一产业的劳动力
,

这方面我们到现在还不行
,

到

现在为止
,

全 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占 55 一 60 % ;
三是城乡人 口 ,

城市人 口要超过农村人 口
。

有这么三个标准才能称是工业化国家
。

从现在看
,

我们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
,

国内专家

文章说
,

我们还只是刚步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

第二是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时期
。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
,

有点特殊原因
,

就是说

1 9 6 0 年后实行了城乡分割的农业和非农业户 口政策以后
,

城市化的速度是慢的
。

按我国统计

局统计
,

到 1 9 9 5 年底
,

城市人 口与农村人 口的比例是 28 %跟 72 %
,

农村人口 占 72 %
,

要达

到工业化国家还有个过程
。

我们即使把农民工算上
,

城市人 口也只有 31 一 32 %
,

在这点上我

们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数
,

全世界的城市人 口 已超过 42 写了
,

所以我国正在 由农村社会向城市

社会转化
,

各个地方也都是处在这么个阶段
。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都是随着农业

资金
、

农村的原料
、

粮食进城的时候
,

劳动力同时进城
。

但我国因为特殊的人多
,

再加上 1 9 6。

年的历史原因
,

在农业资金进城
,

农村的棉花
、

粮食
、

工业原料进城的同时
,

搞工业化的同

时
,

把劳动力留下了
,

所以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大量的
。

再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城

市改革
、

工业改革滞后
,

总的来说城市化也滞后
,

所以产生了比如像民工潮一类的大问题
,

这

是第二个转化
。

第三个变化
,

就是我国正在 由一个单一的同质的社会向多样化社会转化
。

在 1 9 7 8 年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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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有制是单一的
,

在城市是国家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
,

在农村里就是人民公社三级所

有的集体所有制
,

也就是公有制
,

这是单一的
; 现在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样化的各种所

有制共存
。

分配原来也是单一的
,

实行按劳分配
,

城市里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
,

农村按工分

分配
,

现在变成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
。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原来都是比较单一
,

现

在也是多样化的
;
经营方式原来是单一的

,

都是国有国营
,

农村里公有
,

集体经营
,

现在经

营也是多种形式
,

生产是这样
。

生活上 1 9 7 8 年前穿衣服都 比较单一
,

只有两种颜色
,

一种兰

色
,

一种军绿色
,

人家西方批评我们说是灰蚂蚁
。

现在十几年功夫
,

穿戴变了
,

在江苏吴江

市的东方丝绸市场门口
,

费孝通先生在那里写了个匾叫
‘

旧 出万匹
,

衣被天下
” 。

这是引用的

一句古话
,

是说吴江出的丝绸很多
,

可以衣天下
。

那时说的天下还只是中国
。

现在的中国可

不一样了
,

现在中国出口的服装
、

鞋子
,

已经遍天下了
,

衣被天下这个话
,

现在不错了
。

到

美国是这样
,

到欧洲是这样
,

到日本是这样
,

中低档衣服基本是中国的
。

《光明日报》有个统

计
,

全世界 1 9 9 4 年的服装出口总额一千亿美元里面近 3 0 0 亿是中国的
,

还有 20 。多亿是香港

的
,

其实香港的东西也是中国转 口的
。

现在讲衣被天下
,

一方面是大量出口衣被天下
,

另一

方面也说明
,

人民的穿着大大变化了
,

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了
,

多样化了
。

第四个是我国正 由一个封闭
、

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式社会转型
。

农业社会本来就是封闭

的
, “

鸡犬相闻
,

老死不相往来
” ,

农业社会它不须要多少交换
。

现在要搞市场经济
,

要搞交

换就得开放了
。

我们国家自 1 9 7 8 年以后
,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

变化之大
,

大家都有体会
,

不

仅北京
、

上海是这样
,

就是偏辟农村也如此
。

不仅向国外开放
,

国内相互之间也是开放
,

商

品流通
。

据有关现代化的材料讲
,

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
、

现代化的程度
,

也可以看每个人

人均年离开家
、

离开社区活动里程有多大
,

前几年统计
,

美国人活动里程一年 2 万公里
,

中

国不超过 3 00 公里
,

现在这几年不止了
,

这也说明比原来开放多了
。

讲社会结构变化
,

还可总

结很多条
,

比如人治社会变为法制社会等等
。

总的是说明我们国家
,

正 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

现代化的工业社会
、

城市社会转化
,

社会结构在转型
,

以后以城市人 口为主
,

以二
、

三产业

阶层为主
,

农民这个层次将越来越少
,

这是客观事实
;
社会结构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

现代化

的过程主要是工业化
、

城市化
,

离了这两条是不行的
。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是现代化了
。

以上

是讲社会结构的变化
。

二
、

经济体制
。

我们国家现在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

由计划经

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要到 2 0 0 0 年初步建立
,

到 2 01 0 年完善建立起来
,

这件

事是非同小可的
,

这个转变要经过一系列的改革
,

一系列的工作
,

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
、

社

会的发展会起极大的作用
。

前面讲的社会结构转变
。

可以这样说凡是发达国家
、

现代化国家

都经历了这样的社会结构转变
,

国外叫社会转型
,

这不是 中国独有的
,

他们都经历过工业化
、

城市化
。

中国特有的特色是我们在实现转型时
,

同时要实现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转变
,

这是人家没有的
;
人家本来就是市场经济

,

人家没有必要这个转变
,

人家是

一个方面转型
,

我们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
,

这个问题
,

再加上我们国家 12 亿人 口
、

96 0 万

平方公里这么大
,

再加上本来事物发展就不平衡
,

所以转变过程中产生许多问题就在所难免

了
。

国外社会学有一类书
,

专门谈社会转型病
,

社会转型过程中
,

比如农村人进了城
,

要和

城里人发生矛盾
,

产生了间题等
:

我们从外国 1 8
、

19 世纪的小说里可以看到很多社会转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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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
,

诸如贫富差别
、

社会不公
、

家庭分裂
、

离婚增加
、

多种犯罪增多
、

吸毒
、

卖淫等等
。

这些
,

咱们这里有没有? 再加上我们社会经济体制转轨
,

两方面交叉起来
,

问题就更多了
。

人

家那里没有卖户 口的事
,

户口值钱
,

外国人不懂
;
你讲民工潮

,

他们也不可理解
,

这是我们

工业化
、

城市化和 国外不同产生的
。

我们如果来把握现在的这个变化
,

是否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把握它
,

那就是整个社会变迁是怎么样 由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
,

怎样从乡村社会变为城

市社会的
,

又怎样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
。

即总的是由传统社会变为现

代化社会
。

我们这届志书如果能将这个深刻变化
、

变迁
,

如实地记载下来
,

那就是一笔世界

性的文化财富
;
我看了浙江的同志写的国外现在对我们这届志书非常重视

,

我想原因也在这

里
;
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把怎么工业化

、

现代化的过程记载下来了
,

这有特殊的意义
。

我有

两条建议
:

1
.

志书要把这些年的事实
、

变化
,

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地记载下来
,

尽可能全面
,

我们不

能要求每个县都写得很好
,

但是至少一个省
、

市能抓几个县 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地把这个变化

过程记载下来
。

铁映同志讲产生些 良志
、

名志
,

我想能全面系统地把这个变化过程反映出来
,

应作为衡量良志
、

名志的一条
。

2
.

志书要把这个历史过程真实准确地记载下来
,

做到这条也不容易
。

这几年我们搞社会

调查
,

发现现在的统计资料靠不住
,

比如土地
,

全国土地据卫星遥感测量是近 20 多亿亩
,

国

家土地局测算出的数字是 18 亿 7 千万亩
,

但统计局的数字是 14 亿 4 千多万亩
,

说不清
。

这

几年浮夸风也 比较厉害
,

动不动就是亿元乡
、

亿元镇
、

亿元村
,

去看那里的房子
、

道路
,

实

在不像亿元村的样子
。

乡镇企业一报就是一年增加 50 %
,

60 %
,

一个省的产值一年可增加

6 0 %
、

70 %
,

这有点常识的人是不相信的
。

那么怎么能解决去伪存真
,

把它真实地记载下来
,

这就很不容易
。

我们这届志书一方面要能做到全面系统深刻
,

另一方面又能 比较准确地把这

么个伟大历史时代记载下来
,

那就功德无量了
,

子孙后代将记下这一笔
,

我们受的千辛万苦

是值得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