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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值得一读，史料详尽。在中国，农民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秦晖从经济历
史学角度对宗法共同体进行深刻剖析，对依赖性人格的分析值得警惕和思考。虽然我感情上不免难以
接受。
2、在比较的基础上对农村封建社会形态“宗法共同体”和“依附关系”的特征的变化规律的认识必
然会归结于兼具“田园诗”和“狂想曲”性格的农民性的认识。当然该书的现实关注还在于发泄那种
民粹主义对现实农民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宗法共同体”和“依附关系”的表现的恨和怜，一方面认为
农民具有天然的“保守性”，一方面又认为农民具有天然的“革命性”。
3、颠覆
4、對文明生態、社會流弊、思想謬誤多有批判之論，但「關中模式」後，論證嚴重不足，似是目的
性過強，勤於批判而忽視考證。
5、前近代的说法不错。。这本书有点old。
6、此书繁花似锦，其他一切相关（尤其教科书）通通落英缤纷。

7、振聋发聩的著作，难得的好书！
8、这书比《传统十论》更细化，有更多具体史实的考证。不过看到了重合的片断——秦晖先生的书
貌似向来如此。
9、library
10、太厉害了！！！！！！！！！！！！！！
11、好不容易啃得差不多，感谢@琸洳 送的这本用文化解释体系的著作，我这辈子要是能写出这种东
西也就够了⋯⋯
12、字字珠玑，篇篇经典，适合经历过考研政治的读
13、学车其间看的，自己理科完全没基础，看来要恶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不那么迷信和盲从权力
。什么时候权利能够替代权力
14、小农研究的经典
15、看点在于秦晖先生对关中模式的提出，后面文化分析大可不看。另外，我很困惑他为什么至今依
然将秦以后的中国称之为封建社会，以其学识完全可以看出这根本没必要，只会使得读者多了许多无
谓的干扰。
16、烦
17、五十岁以上的学者就不能只靠考据吃饭了，所以我认为秦晖比茅海建高一截的地方就在这里，历
史的穿透力。
18、最后一节未读
19、精华在前半部分，后面文化分析比较空泛
20、醍醐灌顶
21、经典，放在现在都是这样，80年代写成的这本书已经穷尽作者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尽管现在来看
还不够。我们可以说作者视角过时，可以说作者资料缺乏，但是在逻辑上现在看来依然异常强大。说
实话，现在再看秦晖的这本书，作者花费的心力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能从马克思如此偏激、狭隘和不
严谨的理论中找到看
22、宪政啊，民主啊⋯⋯天天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在宗法气氛的统治之下，把强权关进笼子里，
得到权利的不一定是人民，共同体的强大也许让小民同样得不到自由......看了一遍信息量太大，不过
成书的将近二十年了很想问问作者现在是什么新看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还是稍微好了那么一些的.
23、实证调查能做到这份上，在下五体投地⋯⋯
24、难得一见的好书,这是一种批判的精神
在读第二遍，需要写一篇读书报告。
25、解开了心中的许多疑惑
26、富平人民势不倒啊。。
27、靠谱，和《传统十论》有同样大的力度，充满着浓浓的80年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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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农民学必读
29、超神作！
30、20130714定制PDF可豆油
31、这真是令人战栗的研究！目前看到的对前现代因素的分析，这本书说得最透彻，也最深刻。有些
概念现在其实已经不流行了，比如宗法土地制度等等，但这些历史事实却在理论演进中不断被重提。
32、PKU lib 第一本，mark之。     好书一本，为学当如此。多领域融会贯通，笔调诗意适意，观点创新
，论证周密，价值中正。溢美之辞甚多，何须我多言呢。
33、今年讀到最有啟發的書，從馬克思本意出發，概念明晰，糾偏補錯
34、深刻的好书
35、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今日，几十年以来，中国的所谓“自由派”们大部分仍为徒具宏大启蒙话
语、缺乏真材实料之辈。在这样的浮泛潮流之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就、九十年代中期初版的此
书尤显独树一帜，其能从扎实的历史实证出发，通过缜密的分析逻辑，次第碾碎一个个宣传神话，真
正回答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土地制度与权力运行机制，直指中西方历史发展之本质区别，不仅是
作者本人几十年学术生涯的开启与奠基之作，且在其诞生逾1/4世纪之后的当今依然是认识中国历史与
现实社会的极精准模版。
36、看了有所收获
37、在学术风格上明显带有八十年代的痕迹，可惜了，本可是世界性的成就
38、本书再三证明了那些以描述预测事实为目的的历史决定论，凡脱离人的行为改求之于必然规律的
，全是垃圾。
39、对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都值得一读
40、我以为这是一本我尚无法言说的书
41、上过金雁老师的课，俄罗斯与东欧转轨比较。好淡定的夫妻
42、看秦晖的第一本就是此书
43、篇篇經典，我不評價，就一句話：讀吧！
44、三分材料说十分话。使用的资料不多，缺乏自然地理禀赋对当地农村影响的分析，推论太多，越
到后面越扯淡，高级版河殇。  D668/5960 普通 徐汇 浦分
45、秦强大的主观臆断和情绪偏见严重放大了局部史实的全局意义
46、秦教授的成名作，至今看来仍是真知灼见
47、秦晖老师一鸣惊人的学术著作，的确颠覆我脑中许多固化的思维和概念，有一些甚至是刮来一个
耳光！顿时清醒了不少！书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大特点和传统的宗族共同体的解释相当精辟！值
得细细品读！
48、看了《白鹿原》后，反过来想想自己之前读的这本书，虽然有很多内容已经记不清楚，还是觉得
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品味，比如，那时的人那时的地那时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以后怎么变成现在的
什么样以后最好能走向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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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书中说到，马克思认为封建社会是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关系的社会，是共同体压迫个人的社会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传统社会也是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秦以后西方的封建（分封制度）在中国已基
本不存在。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的概念完全不同，所以有的学者直接称为中国传统社会或者官
僚社会。但上面的定义应该也是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的，那么中国这么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也是马
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吗？
2、读了很久，但是逻辑结构一直不是很模糊。尝试着写了一篇摘要试图重构这本书。欢迎指正。羌
笛声中杨柳怨—农民及封建社会分析（田园诗与狂想曲缩写）较早的典籍中农民一词即与身份等级相
关，对农民的分析需要还原到所处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关于封建社会，传统的认识是地主占有土
地剥削佃农的社会。但是在对关中部分地区的调研中发现长期以来此地区：1.地主占地比率低；2.租佃
土地比重低，自耕地比重高。建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的阶级分化模糊，但建基于权势的等级分化
极为鲜明，相互间冲突异常紧张。理解封建社会的核心在于权利结构而非所有制结构。古典社会结束
后，各地区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异同：在西欧，人们为逃避战乱而形成拟军事共同体；在东欧，由于
公共政策的地域性差别，使得人们基于地域形成了邻里共同体；在中国，针对宗族的政策管理，使得
人们基于自然血缘形成了血缘共同体。宗法社会通过提供保护创造了人身的依附关系。农民的人身依
附关系使得作为宗法共同体代表的封建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成为可能。社会中产生的大部分剩余并
非通过市场按所有制结构系进行流通，而是以超经济强制的方式按权利结构进行分配。封建社会的局
限性在于权利结构对私有制的抑制使得社会无法进步。由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换的关键即在于用
完整的私有财产结构代替权利结构。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封建主不愿承受保护人民的负担而强行转换实
现（），或是富有的农民阶级不堪忍受领主的负担而强行转换实现（如英国的光荣革命）。而作为封
建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他们一方面希望得到共同体保护，另一方面又有摆脱共同体束缚追求自由私
有权的要求。作为微观的个体他们追求功利主义，作为宏观的主体农民社会鼓吹道德价值。在私有制
结构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农民要么享受于权利结构的保护，“温情脉脉”的乡土社会，要么希冀于推
翻现有社会，彻底满足自身的私欲。我国一次次的封建战争不是宗法社会崩溃的表现，只不过是宗法
社会功能紊乱的表现。
3、为什么没有人叫秦晖大师？秦晖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力及穿透力足以让一大帮所
谓农民史专家嗝屁无数回了。90年代中期，大陆史学界能拿得出手的，除了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
，就只剩下这本了。“一言以蔽之”之类的总结词往往是对作者心思的歪曲，要是一句话能说明白，
还要写一本书干嘛。不过秦晖本书就姑且蔽一下——土地所有制从来就不是中国社会的决定力量，权
力才是主宰。我知道，我又一次极度歪曲了他老人家的意思，这么一说就把秦晖往下拉到了“潜规则
”的水平。想看的还是自己去看吧。除了芙蓉姐姐和李敖，一般人说大话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
力，上面疯疯癫癫吵嚷了半天也是为了同一个庸俗的目的，就是都来买秦晖的这本书吧。一晃十年了
，中国农民学研究好像还是停留在秦的水平上。
4、有时候，读一位作者的著作很想是倒吃甘蔗，越啃越甜，尤其是那些“无心插柳”，“失足”成
为排行榜新贵的作家，比如易中天，我就是先从“洛阳纸贵”的《品三国》入得宝山，愈往深处愈觉
得美不胜收，《品人录》《读城记》《谈美学》，一部比一部甘脆爽口。对于秦晖，也可以以作如是
观。先从“黑马部落”的选集管中窥豹，乱花过眼；再由《传统十论》渐入佳境，领略其学问之精髓
；最后才溯源其上，亲耳聆听其名动天下之《田园诗与交响曲》。“共同体”这个秦晖笔下的关键词
之前已经屡屡照面，所以不算眼生，却始终面目模糊，难以确切地把握其真正含义。眼见秦晖干脆利
落地用这把钥匙解开了不少谜题，往往令人醍醐灌顶，但是这“利器”的身世却一直令我百思不解。
原来，秦晖老师的理论武器就是在这本《田园诗与交响曲》中锻造出来的。20年前，这本书赶上了“
文化热”的最后一班车，引得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颂。“关中模式”这只“黑天鹅”飞过了无数知
识人的心头，摧毁了他们关于传统社会、封建社会的认识，所受之震撼不亚于一场思想启蒙。在此之
前，说起封建社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地主—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想到“富者田连陌千里
，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土地分化；想到土地兼并所引发的一次次农民起义；想到“打土豪，分田地”
“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但是极为典型的“关中模式”却推翻了这种思维定势：这里地权分散、
无地主、无租佃，几乎是一个自耕农的世界。再推而广之，其实就算在其他地区，“主佃对立”也从
来不是社会的主旋律，官民对立才是历史跌宕背后的那根“主弦”。而历朝历代揭竿而起的农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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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爷并非其矛头所指，苛政如虎的官府才是其杀声震天的对象。然而，如果只从“阶级斗争”的
烟雾弹中揪出了“官府”这个“幕后黑手”，算不上什么高明的“历史侦探”，秦晖也不会满足于此
，他还要在历史的迷宫中再深入一层，揪出“宗法共同体”这个无处不在、至今仍逍遥人间的“罪魁
祸首”。虽然招摇地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自称是马克思的徒子徒孙，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
共，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真知灼见。马克思认为，从各种共同体发展到具有
个性的独立个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发达的资本主义经
济与交换关系才以“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依赖纽带”。而封建时代，就是共同体（通过其代表）
对人民的压迫。在中国，这个共同体就是恩威并施、保护与束缚共存的宗法共同体。从秦朝的“编户
齐民”开始，封建王朝的锁链就深入乡、里，将这个国家编织成一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大共同
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法表里的治国之道描画出了这个共同体的“两
张面孔”，一方面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私有财产权几乎被赶尽杀绝，官府的横征暴敛几乎畅通无阻
、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人情关系又给“狼牙棒”裹上了温情脉脉的棉套，“抑制兼并”的“德政”
又把农民都摁在“两亩三分地”的贫困线上，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田园牧歌”的和谐氛围。封建时代
，“权”是无往而不胜的“通行证”，在权力的视野之内，一切私有财产的“堡垒”都被视若无物，
随时可以探囊“充公”。而封建社会中诞生的地主，要么是衔“权”而生，要么佩戴着“红色护身符
”，如享有优免特权的缙绅阶层，恃权侵地的皇亲国戚、各级官员，与官府狼狈为奸的地痞恶霸。而
与“朱门”以外的世界则通过苛捐杂税严防富庶阶层的崛起，土地税之重尤甚于地租。按照秦晖的话
说，这正是：“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无权者无法进行积累，有权者又不需要进
行积累，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积累欲贫乏而消费欲高涨，竞争意识淡漠而身份意识强烈，人人都在等
级壁垒里混日子的文化氛围。两千多年的“恩威并施”也给中国文化深深打上了“共同体”的烙印，
至今仍然赫然可见，鲁迅所奋笔鞭挞的“国民性”大多来源于此。比如，农民奴颜媚骨的“奴性”就
是“依附性人格”；阿Q之死就是源于等级性的“同心圆关系”——关系之外即“地狱”；而农民集
体性的歇斯底里则是共同体对个人理智束缚于压制的结果。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没能跳出“宗法文
化”的手掌心，无论是封建时代闹革命的“农民领袖”，还是雄心壮志改造农民的毛泽东。农民出身
的张献忠一旦权柄在握，就被“宗法共同体”的鬼魂附上了身，向农民亮出了青面獠牙，以天命所归
自居，以“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为由血洗蜀地。而毛泽东雷霆万钧推行的“土地公有
制”使“宗法共同体”披上了现代外衣，十年浩劫的毁灭性不亚于又一场“农民革命”。在宗法社会
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引入西方文化的一些行为模式，其结果可能是：播下了民主，收获的却是群
众性歇斯底里；播下了自由，收获的却是散漫；播下了平等，收获的却只是平均主义。农村革命不在
于打倒多少地主，土地分得多么平均，而是要摧毁宗法共同体、将宗法农民改造为自由民；以社会化
的商品经济取代宗法的自然经济，以自由人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以现代农民的自由个性取代宗法
农民的依附性，即对大共同体下的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的改造，真正实现理性小农的独立
人格。
5、因为选了秦晖老师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这门课，我买了这本书，还在阅读当中。我被秦晖老师
那种特有的知识分子的傲骨与风趣所折服，十分有幸这个学期能够选上他的课，我一定会抓住机会，
多与大师沟通，提升自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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