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経得到了强化，同时平壤对中国（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印象并不佳。

正值此际，东欧爆发骚乱，中苏不得不搁置朝鲜，着力应对共产党权力垮台的危机。金日成因此逃过一劫。

其后，1957年莫斯科更发生了一场密谋推翻赫鲁晓夫的反党政变。该政变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反将一军，以

反党分子名义，肃清了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中央主席团成员。次年赫鲁晓夫兼任总理。至此，苏联批判金日

成“个人崇拜”的理论根据，与其在平壤的影响力同样不复存在了。

第二部〈民众・集体・国家〉

当代中国民间书信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初探

张乐天（复旦大学）

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搜集

解放以后，中国农村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数

亿农民的生产、分配都必须详细记录；另一方面，中

国曾经 展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留下了大量检查交代

等文字资料。中国因此成为生产民间资料 多的国家。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真实反映群众实践的社会生活

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更没有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

改革 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经济社会

的迅速发展，大量的社会生活资料被丢弃，被送进了

造纸厂。

我从 1988年 始搜集农村资料，主要集中搜集浙北联民村及其周边地区的资料，就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而

言，我目前搜集的浙北联民村的资料是一个村 完整、全面、丰富的资料，已经建成数据库《张乐天联民村数

据库》，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0年，我向复旦大学领导提出“抢救资料”的任务，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一切流入于民间的手写资

料与非正式资料”。这个建议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2011年，复旦大学正式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

会生活资料中心。

搜集资料的工作是困难的。我们摸索着通过各种途径从社会上搜集资料，慢慢地摸清了社会上资料的种类

及分布情况。经过几年的努力，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数量巨大的社会生活资

料。

二、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搜集资料简介

所谓“社会生活资料”，包括基层政府、企事业及其他单位所制作但没有纳入正式档案系统并流入到社会上

去的资料，包括家庭与个人写作的资料。这类资料十分具体、充满细节、直接涉及人的日常行为，而且 90% 以

上都是手写的材料，成为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的难得资料。

近 6年来，我们搜集涵盖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的近 20万件社会生活类数

据、文书资料，初步构建了以长江流域社会生活资料为核心的馆藏资料体系。另外，还收集到超过 31万封来自

民间的手写信件，以及 3200多本日记和工作笔记。下面简单介绍这些资料的情况。

数据资料：

1，10多个生产大队的详细、完整的会计、统计资料，更宝贵的是，5个生产小队会计资料详细记录了每一

个农民的每天的活动安排，数千个家庭几十年的经济收入与分配。

2，数十种具有数据分析潜力的宝贵资料，例如，某市 1950年代完整的工会会员登记表、江西某地区 1950

088 MODER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8



Inter-Asia Research Networks

年代后期干部登记数据等等。

文书资料：

1，基层政府文书资料。约 10万件。

2，企事业单位文书资料。约 9万件。

3，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文书资料，约 1万件。

4，会议记录。

我们搜集了数十种连续性的会议记录，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会议记录、生产大队的会议记录、造反派组织的

会议记录、工会会议记录等等。

个人与家庭资料：

1，个人书信。31多万封。

2，个人日记与工作笔记。3200多本。

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与山西社会研究

行龙 · 马维强（山西大学）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实践中应该将“自下而

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结合起来，这对治

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资料的发掘利用都提出了挑

战，大力 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需要一场“资

料革命”。

一、从“单兵作战”到“集体调查”：档案的搜集

1、 初对资料的搜集以“单兵作战”为主，

即多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员从家乡

着手，在熟悉的环境和有力的人脉资源基础上展

调查和收集整理。

2、在个体调查之外又展 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团队搜集。由以村庄为单位，扩展到以县市区域，从而进

行全面的“地毯式”搜集。

3、农村档案兼具复杂性与多样式，是一个庞杂的“资料群”，采集的分布点已经从南到北遍布了整个山西

省。在内容上除村庄和乡镇外，还包括与工厂、水利、林场等相关的资料。

二、呈现丰富原貌：档案的整理与出版

1、从上千万件档案中选择了 20个村庄，选择的标准是：在时间上完整连贯，内容上丰富系统。

2、资料整理依序而行：首先以村落为单位对档案进行分类，其次 展目录编排工作，建成电子文档，同时

对每份档案进行编码；第三装柜，按照已经整理而成的目录，以档案袋为单位，装入档案柜中，编号保存。

3、我们选定 20个村庄共约 100册的完整资料文本进行汇集、出版。关于档案资料的电子化、数据化方面

的工作也在不断尝试。

三、草根何以发声：文本里的基层社会

1、从依托对象或反映的内容来看，村庄档案资料的内容以村庄和村民生产生活以及社会交往活动为主，以

灌区、供销合作社等为依托单位的档案资料的内容具有专题性的特点。

2、大多数村庄都保留有阶级成分登记表、完整的帐册资料以及上级文件，但也各有特点，有的个人档案丰

富，有的包含村庄活动的内容较多，有的成册上级档案连续完整，有的账册系统，有的关于各种经济活动的分

类统计较为详细。

3、大致可分为八个大类：支部群团文件、行政文件（包括上级文件）、科技档案、个人档案、财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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