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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川田纪事》

内容概要

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
为了记录那些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那种突
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作者以其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为
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痛感于传统的农人正在远去，新时代的农民，却迷失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他们接过农业大旗，却草
率敷衍；他们亦知传统的点滴消融却无力挽住狂澜；他们知道老路已被堵死，却又不知道去路怎么走
⋯⋯作者解剖了满川田这只“麻雀”，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
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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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川田纪事》

作者简介

汪冬莲，有近二十年中央媒体工作经验，曾在国土资源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人民日报社主管、
人民网主办的内参《网络舆情》执行主编、副总编，人民网资讯部副主任,人民网所属子公司人民在线
总编助理。足迹遍布东部、中部及西部十几个省区市，深入农村实地调研耕地保护和土地流转等问题
。发表过大量优秀的新闻及评论作品，例如《阜阳，宅基地革命》、《这里没有空心村》、《珍视政
府与网络民意的良性互动》、《官员上网：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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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川田纪事》

书籍目录

满川田的前世与今生
左手物质，右手精神
1.这里的黄山毛峰不一般
2.山沟里游动着节庆“鱼”
一头进城，一头坚守
1.裂变中的农民工
2.他们，搭上了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列车
3.今日农民：或固守，或突围
4.进城走了十八年
5.出门打工VS在家做光棍
最后的农民:那些坚守土地的人们
1.家园的守望者
2.乡村医生的代际传承
3.退职职工的幸福晚年
4.代课教师的一家
5.三代同堂的领养家庭
6.老支书的一生
7.奶奶嫁进山，孙子奔进城
8.精明女人好当家
9.超生人家
10.洪家小店
11.去打工还是当农民
12.老校长的黄昏恋
13.那些早慧的花儿
无人值守的房子
1.曾经人声鼎沸，如今空无一人
2.末代徽商的后人
3.一个家庭的上山进城之路
4.从无房可住到无人居住
5.两代人的“房事”
6.曾经的大家庭
7. 山寨人家
回归的农业 迷惘的事业
1.留守乡间，却无心向农
2.山林回归，村庄萎缩
3.萎靡的农人：堕落地享乐
4.农药：是“灵丹妙药”还是毒瘤？
5.沦丧的农业，无良的加工
6.生态农业：打破化学农业的迷局
传承与超越，一代人的使命
1.迷失的家园，引起了“出走者”的关注
2.回不去的故乡，记得住的“乡愁”
3.风俗的传承与遗失：时代前进的一体两面
4.城乡一体化发展：复兴之路上绕不过去的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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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川田纪事》

精彩短评

1、一本内容丰富的农村田野调查实录。作者汪冬莲老师以自己的家乡——安徽歙县下属的满川田村
为样本，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四十户农家展开口述访谈，透过这些教育背景、家族沿革和自身技艺
各自不同的农家在改革开放以来遭遇的不同生活变化，来折射出最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
的发展脉络和生存现状。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农村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以及他给出的针对这些问题的解
决路径，都非常值得相关决策部门参考；而本书当中丰富的田野素材，也完全可以给三农问题的相关
研究者，提供二次开发和利用的可能性。
2、满川田村：安徽歙县溪头镇汪满田村。东与大谷运村接壤，南与考坑村、桂林镇西坑村交界，西
北与双河口、上阳尖毗邻。汪满田主姓汪，客姓叶、程。
3、朴实。其实我是很想看关于“传统”的那个部分，传统的失落感散落在对不同人物的故事叙述中
，事实上读完并没有想象中那种强烈的反差感，作者事实摆得比较全面，但是不深。
4、文字一般，也没有什么真知灼见。
5、索然无味
6、一部深刻反映农村社会变迁的纪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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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川田纪事》

精彩书评

1、去年春节过后，中国的互联网上，开始出现一大批由农村出身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撰写的回乡杂
记或随笔。这些关于农村家乡近年来变迁的文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得关于中国农村发
展现状与未来出路的相关讨论，直到当下都方兴未艾。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
出了资深媒体人汪冬莲老师撰写的《满川田纪事》一书，可谓是又给学术界和媒体界关于三农问题的
讨论热潮，增加了一例新鲜的素材。在过往关于中国乡村的见闻随笔和媒体报道当中，有着非常明显
的两极化倾向。一种人出于中产阶层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相对厌倦和审美疲劳，将乡村描绘成世外桃
源式的乌托邦；甚至类似欧宁、左靖这样的知识分子，直接就进驻碧山这样的村落，在那里践行着建
设现实当中的美丽乌托邦的计划。另一种人多半在乡村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都市生活多年
之后，再回到相对破败、衰落和闭塞的乡村，又多少会在笔下，生出将乡村故乡否定化、批判化、负
面化的冲动。汪冬莲老师这本《满川田纪事》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摆脱了上述两种极端化
叙事倾向。汪冬莲以自己的家乡——安徽歙县下属的满川田村为样本，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四十户
农家展开口述访谈，透过这些教育背景、家族沿革和自身技艺各自不同的农家在改革开放以来遭遇的
不同生活变化，来折射出最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脉络和生存现状。这种对于中国
乡村变迁的客观、节制的叙事态度，跟大量以煽情、片面、标签化为特征的自媒体网文相比，明显要
更胜一筹。作者汪冬莲有着近二十年的中央媒体工作经验，他对于中国乡村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其
可能的解决路径的记录与探讨，更多是基于多年媒体工作经历训练出来的本能与敏感性。因此虽然这
本书并非是一本学术论著，但汪在书中所提出的诸多命题，却完全有可能给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社会
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学者，提供可能的议程命题和丰富的一手素材。举例而言，作者在书中记录的八
例成功从农村转入都市生活的案例中，几乎每一位当事人都经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而相对应的是，那
些没有经受较好教育，或者从中国教育体系当中被淘汰下来的村民，则直接面临出门打工，还是在家
做光棍的尴尬命运抉择。教育对于农民都市化进程的显著影响，在书中的几十个案例当中不言自明。
又如，作者通过自己敏锐细致的观察，发现当今农产品质量的日益下滑，跟农民对于农业生产的敷衍
了事、投入日益减少有着直接关系，而这一现象的发生原因，又是源自农民在从事工业、服务业等非
农产业上获得的经济回报，要远远高于农业。因此，不解决农产品收购价格地下和农业收入微薄的问
题，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善和提升农产品质量。这样的观察和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
：“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
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
时代里，中国乡村发生了哪些变化，其未来的发展出路又在哪里，相信阅读这本书，能让你在上述问
题的思考上，找到些许线索和答案。2016.9.28晚作于竹林斋(本文刊发于2016年10月5日出版的《南风窗
》杂志。）
2、这是一本从七十年代初出发，全景式扫描四十年来中国中西部农村发展的非虚构图书。当下中国
农村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农民无心向农，化学农业当家；娱乐严重缺乏，赌博成为乡间唯一的娱
乐方式；光棍成堆，人口流失严重；虽然没有发展起来，土壤和水源污染问题却很严重；水土流失，
河床抬头，山川改变了曾经的容颜......这些问题的历史缘起和当下表现，在书中都有详细的剖析。值
得每一个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关注农业的人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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