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政编码：100006 联系电话：（010）85111765 法律顾问：李继泉（北京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经济日报印刷厂承印 定价：每月 10.67 元 全年 128.00 元 零售每份：0.85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 0143 号 广告部电话：（010）65231249

声明：本报（网）所刊作品，未经本报（网）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来稿作者，如未在来稿中特别注明，则视同授予本报（网）将其作品在本报（网）相关媒介终端发表、汇编出版的权利（稿酬不另支付）。

电话电话：：010010--6525774665257746 E-mail:wenshichanglangE-mail:wenshichanglang44@@163163.com.com
20212021年年 44月月 2929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赵赵 岩岩 王富聪王富聪

53775377548548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
五
四
﹄
话
语
的
承
续

■
李

宁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和科学成为中国现代文

化的核心价值。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对

民主、科学的宣传和阐释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和

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时期关于民主

和科学的光荣传统。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一

部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左”翼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最重

要的特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文化运动的标帜是

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白话文，提倡怀疑精神。”

1937年，张闻天召集理论工作者写成的《中国

现代革命运动史》，第一次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反

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革命”，是“新文化运动

和群众爱国运动的合流”。

1939 年至 1940 年间，毛泽东以革命话语诠释

“五四”，他以“革命运动”来包容五四学生运动和

“新文化运动”以及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五

四观的纠正，毛泽东的“五四”观，成为主导大陆理

论和学术界“五四”阐释的经典范式。

1942 年 5 月 4 日，《解放日报》连发几篇社论，

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诠释五四运动，“没有五四运

动的民族觉悟和思想解放，不彻底摧毁思想上的

旧教条之束缚，要中国人民能接受科学的共产主

义是不可想象的。”1946年 5月 4日，《解放日报》刊

文《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指出：“民

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

体与精神的解放。”1947年 5月 3日，毛泽东对新华

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进行修改，特意加写

了一段，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为现在

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

1947 年 5 月 4 日，《人民日报》刊文《纪念“五

四”及文艺节》指出，“五四运动高喊的民主与科学，

今天都有了更充实的内容：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

主义的政治与毛泽东思想。”1947 年 5 月 6 日，《人

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社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

号召青年“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

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1949 年 5 月 4 日，新中国成立在即，为纪念五

四运动 30 周年，《人民日报》多版刊登了全面介绍

和评价五四方面的文章，刊发纪念五四文章达 30

余篇，纪念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不仅仅是奏响庆祝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的凯旋曲，更是为中共新政权建构意识形态作出重要铺垫”。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五四运动 30周年纪念日召开。朱

德代表中共中央致辞，之后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相继讲话。在此

形势下，五四纪念的规模、范围不断扩大，北平、杭州、东北各地以及

中国留日学生等都参与到纪念活动中。

1949年 5月 5日，周恩来在纪念五四运动 30周年时指出：“三十

年前中国许多能人智士，无论是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走的

旧民主、旧科学的道路，而‘五四’以后则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但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在思想上

也教育了知识分子，使科学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看问题，为

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

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

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

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

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

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

争。”这段描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意

义和作用的经典性评价。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导 读

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萧山提出发动农民，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土地问题，开展了衙前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萧山又继续用土地

改革和围垦的方式，初步解决了“地少农穷”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受土地有限制约的萧山农民，在基层党组织领导

下，在农闲时从事萧山花边、土纸生产等副业生产。尝到甜头的“先

富”村，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创办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太 平 天 国 史 研 究 的 力 作
——《太平天国社会史》读后

■ 丁国宗

昔日红极一时的“显学”——太平天国史，在

今日渐渐淡出史学研究的舞台中心。但在这样

的相对冷淡环境更能让学者静心思考其中不为

人知的一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

的《太 平 天 国 社 会 史》（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2020 年 版）正 是 这 样 一 部 优 秀 的 论 著 。 本 书 研

究 太 平 天 国 的 基 层 历 史 ，相 当 程 度 上 弥 补 了 过

往 研 究 的 空 白 。 这 部 论 著 恰 恰 是 用 扎 实 的 史

料 、独 特 的 视 角 以 及 精 密 的 考 证 来 将 诸 多 感 性

层面的认识提升到理性层面的高度。正如作者

在 绪 论 所 言 ：“ 传 统 上 ，民 众 响 应 和 支 持 太 平 天

国被认定为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主流。要与

此 商 榷 ，必 须 研 究 太 平 天 国 与 民 众 关 系 的 对 立

层面。否则便无法全面认知太平天国在瞬间烟

消云散，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源。”

研究范围与研究问题

通览全书后，深感本书最难处理的便是它的

范围确定与概念界说。太平天国自占据南京到

攻占苏浙期间，除了少数关键据点外，其统治区

是极不稳定的。江西、湖北、安徽等诸多地区长

期 陷 入 清 军 与 太 平 军 的 拉 锯 战 ，太 平 天 国 在 这

些 地 方 始 终 未 能 建 立 较 为 巩 固 的 根 据 地 ，更 谈

不上建立系统的地方基层管理体制。具体到反

对 太 平 天 国 的 民 众 运 动 而 言 ，在 太 平 天 国 统 治

前 后 十 多 年 中 ，其 统 治 区 内 各 种 对 抗 性 的 民 变

层出不穷：既有政治上的立场对立，也有经济上

的 利 益 冲 突 ，甚 至 还 有 文 化 上 的 针 锋 相 对 。 这

就使研究者近乎无从下手。因为如此错综复杂

的 内 容 对 应 的 是 异 常 庞 杂 的 史 料 ，其 历 史 脉 络

之多、篇章结构之大远非一本论著可以完成，而

且要想在如此庞杂的事件中寻觅出简洁的历史

线索并得出简明扼要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

正因如此，作者首先就规定了研究范围，这

是 该 著 能 够 成 功 的 关 键 。 论 文 虽 名 为“ 太 平 天

国 统 治 区 民 变 研 究 ”，但 是 细 细 阅 读 ，似 乎 更 可

以 命 名 为“ 太 平 天 国 后 期 统 治 区 民 变 研 究 ”，即

从 经 济 因 素 入 手 ，着 眼 于 太 平 天 国 攻 占 苏 浙 后

产 生 的 民 变 问 题 。“ 研 究 区 域 ：偏 重 于 太 平 天 国

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效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

区 —— 江 南 ；研 究 时 段 ：瞩 目 于 太 平 天 国 的 后

期 ；研 究 对 象 ：框 定 于 主 要 由 经 济 肇 因 ，带 有 自

发性、突发性，特别是与清政府或清军没有直接

组 织 联 系 的 民 变 类 别 。”如 此 一 来 ，研 究 范 围 就

空前缩小，使得课题具有可操作性。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便是作者对一

系列概念的界定，这是该著能够成功的另一关

键因素。作者在绪论中专门开辟一节“概念界

说”，对“民众”“民变”“民团”“江南”“士绅”进

行细化界定。

作者虽然研究的是太平天国统治区中的民

变 问 题 ，但 他 却 并 不 局 限 于 此 ，而 是 具 有 相 当

宏 观 的 社 会 史 视 野 。 该 书 重 点 探 究 的 有 五 大

问题：一、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成因、表

现 及 影 响 ；二 、太 平 天 国 失 败 的 社 会 因 素 ；三 、

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历史地位；四、民众与革

命的关系；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总的来看，

前 三 个 问 题 关 系 整 个 太 平 天 国 运 动 成 败 的 深

层原因，而后两个问题则极具现实意义。

聚焦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在具体研究上，作者从时序数量、地域分布、

人员构成、民变成因、调控应对等五个方面着手

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结论，并对过往

的传统观点提出独树一帜的认识。

在时序数量一章中，作者通过系统分析太平

天 国 辖 区 70 起 民 众 自 发 的 集 体 行 动 ，得 出 的 结

论是：1860 年代是民变频发的时代；1861 年则达

到了顶峰。作者重新解释了传统论著大为表彰

的“ 着 佃 交 粮 ”问 题 ，揭 示 了 太 平 天 国 区 域 粮 食

租 佃 并 交 的 事 实 。 在 他 看 来 ，太 平 天 国 之 所 以

出 现 如 此 众 多 的 民 变 ，正 是 因 为 借 助 传 统 地 方

实 力 派（如 乡 绅 、胥 吏）进 行 了 传 统 社 会 经 济 秩

序的恢复，导致了民众的心理落差，并且出现了

“过度干涉租佃事务和业佃关系的误差”。

在地域分布一章中，针对苏南和浙江之间差

异，作者分析背后的因素为“这与太平天国政权

对基层社会的干预介入程度有关”。简单而言，

太 平 天 国 在 苏 南 统 治 较 为 巩 固 ，以 恢 复 传 统 经

济 模 式 为 主 ，民 众 运 动 仍 然 是 以 反 对 征 敛 为 主

的传统形式民变；但在浙江统治很不稳固。

在人员构成这一章中，作者则重点突出了太

平天国统治区民变领导者与传统时代民变领导

人 之 间 的 身 份 差 异 。 太 平 天 国 时 期 ，知 识 分 子

参 与 民 变 的 积 极 性 大 大 提 高 ，士 阶 层 纷 纷 加 入

反抗群体。但作者反对孔飞力先生所提出的绅

权 扩 张 说 ，反 而 从 另 外 两 个 方 面 对 此 进 行 了 重

新解释：“一方面他们本来在传统地方社会事务

中 掌 握 主 动 权 ，领 导 民 众 运 动 是 他 们 的 客 观 条

件 决 定 的 ；另 一 方 面 正 是 因 为 权 力 被 压 缩 或 形

成利益冲突，绅士才被迫出面抗争，绅士抗争的

目 的 是 维 护 既 得 利 益 或 要 求 合 理 权 益 ，权 力 展

现 和 扩 张 不 是 第 一 位 ；但 绅 士 主 动 领 导 地 方 军

事武装，造成地方军事化，影响国家权力对地方

的控制，则属另类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太平

天 国 失 败 后 ，清 政 府 在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一 系 列

举 动 有 意 识 地 继 承 江 南 绅 权 被 压 制 的 趋 势 ，意

在 约 束 并 重 新 压 缩 已 被 释 放 的 绅 权 ，激 发 了 国

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如此看来，

传统观点上清朝中期绅权扩张说就变得复杂了

起 来 ，甚 至 清 政 府 的 最 终 命 运 也 与 双 方 的 权 力

斗 争 密 切 相 关 ，这 也 使 得 国 家 与 地 方 社 会 之 间

权力关系值得我们更深入思考。

在民变成因一章中，作者又详细划分了四个

方 面 ：类 型 区 划 、抗 争 对 象 、特 殊 变 乱 和 动 员 模

式 。 在 此 章 节 中 ，作 者 指 出 要 正 视 太 平 军 军 纪

的 问 题 ，并 且 总 体 上 1860 年 后 的 军 纪 较 之 前 大

为下降。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具体案例，对民

变进行了细致的微观考察，认为“它们反映了民

众 求 生 求 安 的 朴 素 初 衷 ，即 抗 争 内 容 基 本 是 与

民 生 相 关 的 经 济 问 题 ”，最 终 得 出“ 经 济 因 素 是

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形成的共同根源”的结论。

在调控应对这一章中，作者则重点分析了太

平 天 国 调 控 预 防 的 十 大 政 策 与 应 对 民 变 的 策

略。在太平天国统治民众、调控预防的问题上，

作 者 将 之 总 结 为“ 天 国 十 策 ”，但 紧 接 着 他 又 一

针见血地指出了太平天国并不能真正执行好这

些调控策略。

在结语部分，作者在总结前面五章主要内容

的 基 础 上 ，对 开 篇 五 个 问 题 进 行 了 回 答 。 太 平

天 国 与 民 众 对 立 关 系 的 成 因 可 归 纳 为 先 天 性 、

后天性和心理因素等三大层面。通过太平天国

内 部 民 变 因 素 的 深 入 研 究 ，作 者 一 反 过 往 太 平

天 国 中 衰 于 天 京 事 变 的 定 论 ，而 将 转 折 点 定 于

标志性的 1860 年，从而得出了“太平天国在挫折

中发展而又在发展中倾塌”的新论。

关于民众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作者大胆地质

疑传统学说，即农民天生具有“革命性”的特点，

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农民对革命存在积极和

消极的双重面相，“所谓农民天生的‘革命性’大

多是在后天激发出来的。农民参加革命还要考

虑 农 民 阶 层 的 主 观 愿 望 ，两 者 之 间 的 利 益 未 必

完 全 协 同 一 致 ，应 辩 证 地 看 待 被 裹 挟 进 革 命 浪

潮的农民的命运。”太平天国虽然也有部分对农

民利益的关照，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并未真正深

入 持 续 地 关 注 农 民 ，因 此 没 有 得 到 全 体 农 民 的

支持，造成农民阶层的分化”。太平天国的经验

教训则需要从民变成因和太平天国政府应变两

个层面总结。其可取之处在于稳定社会秩序的

努 力 、推 行 社 会 战 略 的 尝 试 以 及 地 方 社 会 事 务

中的“变通”原则。但太平天国给我们带来的更

多 的 是 教 训 ：首 先 是 这 场 运 动 未 能 超 越 旧 式 民

众 运 动 的 极 限 ，其 次 是 没 有 建 立 统 一 有 力 的 政

治 权 力 机 制 ，最 后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便 是 失 去 了 民

心，这也是其失败的根源。

综而论之，本书用极为扎实的史料与数据考

察 了 太 平 天 国 苏 浙 统 治 区 此 起 彼 伏 的 民 变 运

动，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

下 。 纵 览 太 平 军 与 清 军 十 多 年 的 激 战 ，太 平 军

在 六 十 年 代 之 前 常 常 得 胜 ，但 六 十 年 代 后 形 势

便 陡 然 逆 转 。 其 背 后 固 然 有 湘 淮 军 的 加 强 、外

国 势 力 的 干 预 ，但 是 其 内 部 失 败 性 因 素 也 起 到

了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 一 旦 丧 失 民 心 ，再 多 的 军

事胜利也不能挽救天国最后覆灭的命运。

不足之处

正如史学泰斗茅家琦先生在序言所言：“人

的认识具有相对真理性，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

深化辩证发展的过程。”本书仍然存在一些可以

进一步讨论或者深化的问题。

首先是茅家琦先生所提出的研究对象问题，

他认为无需介意民变究竟是否具有明显的政治

权 力 意 识 或 者 诉 求 ，而 且 地 方 人 士 主 动 组 织 的

防卫武装（即民团）同样可以纳入民众反抗太平

军的案例之中。笔者认为茅先生的观点是极有

道 理 的 。 许 多 政 治 性 的 反 抗 同 样 是 民 众 反 抗 ，

更何况许多因太平军“打先锋”以及政治腐败导

致 的 民 变 本 身 天 然 就 具 有 政 治 反 抗 性 ，而 不 仅

仅单纯是经济因素的诉求。但是笔者上文也曾

分 析 ，如 果 作 者 将 民 团 问 题 与 政 治 性 因 素 都 考

虑进去，研究范围与材料就会空前扩大，因此本

书 主 要 研 究 经 济 因 素 所 导 致 的 民 变 问 题 。 当

然 ，这 就 使 得 政 治 性 诉 求 以 及 民 团 问 题 变 成 了

一个仍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其次则是作者所强调的民变与太平天国统

治深入基层程度之间的关系。他的观点是愈发

深入，民变爆发愈严重；与之相对的清王朝则较

少 干 预 地 方 具 体 租 佃 事 务 ，不 偏 不 倚 地 充 当 调

解 人 ，民 变 相 对 较 轻 。 笔 者 认 为 这 样 的 看 法 自

然 很 有 道 理 ，但 是 将 太 平 军 统 治 下 的 浙 江 地 区

与苏南地区相对比便出现矛盾了。因为根据刘

晨 的 研 究 ，太 平 军 在 浙 江 引 发 的 已 经 不 是 民 变

了，而是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换言之，太平军

根 本 没 能 在 此 地 建 立 稳 定 的 统 治 秩 序 ，而 苏 南

地 区 却 与 之 不 同 ，太 平 军 在 此 建 立 了 较 为 稳 定

的 秩 序 。 二 者 似 乎 难 以 比 较 ，毕 竟 苏 南 地 区 国

家 权 力 渗 透 基 层 引 发 的 是 大 量 民 变 ，浙 江 地 区

权力未能渗透引发大规模暴力民团。较为合适

的对比应该是与清王朝同一地区不同时段或同

一 时 段 不 同 地 区 管 理 方 式 之 间 的 对 比 ，这 样 方

能凸显国家权力渗透与民变问题之间关联。

最后则是文章编排问题。一些史实形成了

重 复 ，章 章 节 节 都 重 复 提 及 难 免 陷 入 堆 砌 史 料

的 窠 臼 之 中 ，给 读 者 阅 读 带 来 不 小 的 困 惑 。 笔

者 以 为 ，作 者 或 许 可 以 在 案 件 首 次 出 现 时 加 以

系 统 论 述 ，之 后 的 论 述 即 可 一 带 而 过 。 如 此 一

来 ，各 章 节 内 容 相 互 映 照 ，既 可 以 节 省 篇 幅 ，又

可以使行文更加流畅，中心思想更加突出。

当然，这些商榷性意见仅是白玉微瑕，并不

妨碍本书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纵览本书的选

题 立 意 、史 料 应 用 、内 容 结 论 以 及 研 究 方 法 ，正

像茅家琦老前辈评价的一样：“这本书是太平天

国 史 领 域 近 年 来 较 为 少 见 的 优 秀 研 究 成 果 ，推

动了太平天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从口述历史看萧山百年“农地”关系嬗变
■ 周东华 肖 涵

从衙前农民运动到钱塘江围垦

20 世 纪 初 萧 山 农 村“ 地 少 农 穷 ”。 1920

年 1 月 1 日，早期中共党员沈定一在《除夕》

中写道，“富家日日吃年饭。若说柴米油盐

一 切 陈 债 都 要 还 ？ 穷 人 日 日 过 年 关 。 富 人

只 愁 有 得 吃 ，穷 人 只 想 免 得 逼 。 逼 的 只 管

逼！吃的只管吃！一年三百六十日，究竟那

天算除夕。”1921 年 7 月，红船起航。40 多天

以后，萧山就爆发了中共领导的衙前农民运

动。在百年后的调研中，当地的农民回忆起

这段往事，还是非常澎湃。

我 曾 经 听 老 一 辈 的 人 说 沈 定 一 帮 助 他

们减轻农民的租钱，搞农民起义。衙前农民

运动的时候，老百姓都欢迎他。（庞终林，采

访于 2020 年 8 月 1 日）

沈定一设立了农民协会，在衙前一带推

动农民开展了减租运动，但他并没有直接和

地 主 做 斗 争 。 之 前 土 地 的 收 成 是 地 主 和 租

佃 户 五 五 分 成 ，农 民 减 租 后 是 25% 归 属 地

主 ，75%归 属 租 佃 户 ，增 加 了 农 民 收 入 。（庞

友生，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2 日）

村 里 的 大 户 人 家 周 家 的 女 儿 是 沈 定 一

的大老婆，在农民运动的时候沈定一不但散

了自己的家产，还革了岳丈家的‘命’，连家

里 的 保 姆 婆 婆 都 辞 退 了 。（庞 阿 仙 ，采 访 于

2020 年 8 月 4 日）

历时 4 个月的衙前农民运动极大地影响

了萧绍平原，80 多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领

导农民开展了抗租减租斗争，江浙区农民运

动委员会决议称“1921 年，萧山农民正式组

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地主，实为全国农民运

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大革命失败后，萧

山东片农民运动陷入了沉寂。1928 年，中共

农民党员钟阿马带领农民组织“铁血团”，发

动“砍竹暴动”，成为农民运动的延续。

1950 年毛泽东批准中央《关于在各级人

民 政 府 内 设 土 改 委 员 会 和 组 织 各 级 农 协 直

接土改运动的指示》，有序开展土改运动，实

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

等到解放之后，我们村子进行了土改。由

于我们家以前在地主家租田种，因而分得土地

一亩三分，如果没有田种的人家分得一亩一分

田。（俞志桥，采访于 2020 年 8月 13日）

那 个 时 候 的 土 地 实 际 上 还 是 归 农 民 自

己，一直到之后正式有生产队，才有小队长、

算工分。（泮祖木，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1 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萧山人民在治江的同

时，在钱塘江筑堤围涂，创造了联合国粮农

组织所谓的“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围垦

是那个时代萧山人所特有的回忆，影响着那

个年代的所有萧山人。

我第一次参加围垦的时候 20 岁都不到，

是要我们到龙湖村去挑泥，那时候围垦我们

都 是 走 路 去 的 ，走 到 新 湾 有 50 多 里 路 。 在

那里，我们每天都要挑完一定的量，挑完的

时 候 天 已 经 黑 了 ，但 是 我 们 不 能 在 那 里 过

夜，还是要赶回家，所以我觉得围垦的日子

非 常 的 苦 。（庞 连 海 ，采 访 于 2020 年 8 月 4

日）

围垦时，我们就住在靠近钱塘江边的龙

湖村，要自己带去铁耙和扁担，夏天时还要

带好蚊帐。随着线路变远，我们后来需要带

着石头来压住沙子，防止沙子被水冲走，一

次单趟要走 12 里路，而且这个路很难走，正

常的走两步路在那里只能算一步路，我们要

走将近两个钟头才能到达目的地。（庞祖贤，

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4 日）

围垦给萧山人带来了新土地，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人地压力，同时，在钱塘江河口萧

山段，巍巍大堤有效减少水患威胁。“堤外浪

滚浪，堤内金粮仓”展示了萧山围垦事业对

农业带来的巨大贡献。

从乡镇企业到民营经济

萧山形成了各村各有的特色产业，如萧

山花边、土纸生产等，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探

索出的产业模式，推动了村社的经济发展。

萧山花边最早来源于意大利威尼斯，因此开

始也被称为威尼斯花边，俗称万缕丝，是抽

丝行业中的瑰宝。1919 年 8 月，上海商人携

四人坎山教农民挑花边，凤升村由此成为萧

山花边的传承地。

当 时 凤 升 村 的 花 边 厂 会 向 村 民 发 放 材

料花样啊还有线啊这些东西，当时花边的图

案多是花。工具有粗线、中线、细线，针法有

很多，如穿线，芒眼，花三针等等。（杨美芬，

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1 日）

那时候一个女孩子，10 多岁的时候就要

学 做 毛 线 花 的 。 我 从 十 一 岁 开 始 就 做 花

边。我们做花边，一开始做毛线花（绷花），

后来是做纸花。做花一天赚不到一元，一张

花可以卖二元到三元左右。（沈小毛，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2 日）

花 边 的 制 作 ，先 以 绣 针 引 线 ，手 工 挑 织

而成。色泽素雅，精致结实，产品有窗帘、床

罩、披肩等，出口国外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沈 村 、下 门 村 中 人 利 用 本 地 的 毛 竹 资

源，因地制宜的发展土纸生产，开始搞副业。

土纸也参与做过，土法造纸就是先把青

竹砍下，一段段斩开，烧热，之后有人敲料这

些 步 骤 。 土 法 造 纸 还 是 集 体 经 济 的 时 候 。

（俞焕标，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9 日）

我的爷爷和爸爸都会做土纸，制作土纸

的 技 艺 的 传 授 一 般 是 父 辈 传 授 。 做 土 纸 是

阶段性的，农忙时不做，农闲时生产。早上

四点就要起床做纸，炒纸的人要起的更早，

一 般 要 做 到 晚 上 十 一 点 。 炒 纸 是 要 用 到 砖

瓦制的別笼，把半成品放进別笼烘干。（沈亚

祥，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

多 数 集 体 化 村 庄 根 据 村 庄 实 际 情 况 进

行了多种经营，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我们村子在 1981 年办起了瓦楞纸厂，我

当 时 是 做 瓦 楞 纸 厂 的 副 厂 长 和 供 销 社 厂

长 。 而 且 瓦 楞 纸 厂 也 给 村 子 里 提 供 很 多 的

就业岗位，基本上全村的妇女都来瓦楞纸厂

工作，当时下墙门村的小伙子非常吃香，因

为嫁到这里来马上就会有工作，而且工资待

遇什么的都很好。（俞子荣，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16 日）

我是 1999 年开始办企业，叫杭州韵天织

造厂。那时企业是挂在村的名下的，在村里

的 一 个 老 厂 房 里 办 。 凤 凰 的 办 厂 环 境 是 很

好的，不光村里的干部很支持，百姓也很支

持 。 可 以 说 衙 前 整 体 办 企 业 环 境 是 很 优 越

的，我当初企业发展厂房有困难，村里干部

也都及时解决了。（陆惠祥，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

民 营 经 济 的 蓬 勃 势 头 一 直 是 浙 江 长 期

为人称道的地方，而萧山每年的经济增长速

度超 15％，如此强劲的势头，究其原因还是

民营企业在背后的强烈支撑。

从土地污染到美丽乡村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劳

动密集型企业较多，污染问题一直都存在。

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无论是村民、工厂员工

甚至前任厂长都对污染感慨不已。

我当时是反对造大纸厂的，认为这个造

纸污染严重。造纸厂造起来之后，村子里的

水质污染开始变得严重，纸箱所要用到的铁

钉 也 导 致 烂 铁 堆 积 严 重 。 当 时 村 里 造 纸 用

的是燃石煤，厂长想用这个煤渣做碳化厂，

但碳化厂的成立导致污染更加严重。（俞子

荣，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7 日）

1980 年自己办了布厂，亲家和自己两家

一 起 合 办 。 厂 办 起 来 之 后 村 里 污 染 也 跟 着

多起来了，空气质量不好，松树都死了，蚕养

也 养 不 好 。 村 里 喝 水 一 般 用 的 都 是 白 龙 潭

的水，不敢喝河水。（泮祖伟，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5 日）

我 认 为 我 们 村 的 变 化 很 大 。 海 鸟 天 地

也有将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把老房子整理

好修好，这个民宿在萧山达到领先的地位。

今后也会进一步向文化艺术方向发展，一方

面这个对环境影响比较小，另一方面文化气

息也会比较浓厚。（俞巨江，下门村村书记，

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早上起来吸一口新鲜空气，望一眼绿水

青山，吃一点有机食品，就是小康生活。（俞

兴如，采访于 2020 年 8 月 8 日）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是 农 村 的 最 大 优 势 和

宝贵财富。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

村绿色发展是必由之路。

经验与启示

一百年来，萧山从衙前农民运动到土地

改革、钱塘江围垦；从乡村副业到乡镇企业；

从环境污染到美丽乡村，为解决“农-地”问

题提供了丰厚的实践经验。

一 是 解 决 农 民“ 地 少 ”问 题 。 萧 山 农 民

面对少地租地佃地的困境，在共产党人的发

动下，积极捍卫自身权益，寄托了农者有其

地的美好愿望。土改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是让农民从“田里”到“厂里”，解决农

民“致富”问题。萧山的乡村副业和乡镇企

业 是 当 地 经 济 腾 飞 的 窍 门 所 在 。 萧 山 花 边

远 销 海 外 ，声 名 远 扬 ，是 萧 山 的 金 名 片 ；砖

厂、土丝厂、绸厂、布厂，乡镇企业蓬勃发展。

三 是 用 绿 色 GDP 引 领 乡 村 振 兴 ，解 决

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问题。在新时

代 的 经 济 建 设 时 ，当 遇 到 环 境 保 护 与 经 济

发 展 并 进 的 难 题 时 ，萧 山 各 乡 村 群 众 开 动

智慧，创造性地运用生态旅游，文体旅游化

解 新 时 代 农 村 发 展 的 难 题 。 萧 山 乡 村 调 转

船 头 ，转 向 了 绿 色 经 济 、生 态 经 济 、文 化 经

济 ，率 先 走 上 一 条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