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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

— 以浙江苍南县为个案

文j 小 京

本文 以浙江省苍南县为个案
,

从社会生态环境
、

生活世界
、

系统世界
、

社会发展与

社会整合等方 面
,

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的历史前提给出了描述和分析
。

据此
,

我们 可

以窥知长时段历史过程支配和影响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方面
。

作者
:

刘小京
,

男
,

1 9 5 3 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 室研究人员
。

本项研究的主要资料是 1 98 3 年 5 月至 1 9 9 2 年 n 月笔者先后 7 次对浙江温 州地区的社

会调研所得
。

考察框架是
:

( l) 地方社会生态环境
; ( 2) 地方生活世界

; ( 3) 地方系统世界
; ( 4)

地方社会发展和整合的特性
。

在此
,

有必要简要解释一下研究中将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
。 “
长

时段
”
是法国年鉴史学大师布罗代尔 ( B ar u d el

,

eF ~
n
d) 提出的

,

指社会上现实与群众之间形

成的一种有机的
、

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
·

布氏强调
,

长时段
“

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
、

协

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
,

它们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
” ,

并
“

表现为人及其经验几乎不可超越

的限制
。 ” ① “

生活世界
”

是现象学创始人
、

德国的胡塞尔 (万“ s s e lr
,

dE m “
dn )提出的

,

即
“

人类的

现实
” ; 它用以强调

“

人们生活在一个浸透他们精神生活中的熟视无睹的世 界里
,

正是在这个世

界中他们感觉到 自己的存在
。

它是 由客体
、

人群
、

地域
、

思想以及他们所能看到和觉察到的所有

东西组成的
,

而人们认为所有构成了他们的存在
、

他们的活动
、

他们的追求的参数
。 ” ② “

系统世

界
”
则是德国社会学家哈 贝马斯 (万动

`

朋 as
,

uJ gr en )提出的
,

指
“

围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行政机构活动而展开

” 的世界
。

③但在本项研 究中
,

后两个概念略作一些调整
: “

生活世界
”
的内

涵有所缩小
,

而
“
系统世界

”
的内涵稍有扩大

,

并将概念的关注点转向状态
。

苍南县是 1 98 1 年由平阳县析置的新县
。

它在行政上隶属于温州市
,

土地总面积 1 2 6 1 平方

公里
,

现有人 口 1 08 万人
。

复杂的地理环境
、

人 口构成及特殊的资源秉赋
,

使苍南地方社会生态

环境显现出若干特质
。

.1 地理环境

① 〔法〕布罗代尔
: 《历史和社会科学

:

长时段 》 ,

载蔡少卿主编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 8 8 年版

② 参见 〔美〕H
·

特纳
: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 ,

第九章 (朱尔根
·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
,

浙江 人民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③ 同上书
,

第十四章 (早期互动论与现象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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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位于浙江省最南端
,

隶属温州市
,

而温州在 明清即 以
“

冲
” 、 “

难
”

著称
, ① 并有欧江

、

飞云江
、

鳌江和南
、

北雁荡山等将全境分割得支离破碎
。

迄今
,

温州市尚不通铁路
;
几条主要河

流上的公路桥及温州机场等
,

均为近十年所建
;全部过境公路均重荷难负

,

拥挤不堪
,

且路况较

差
。

苍南县县城与温州市区之间
,

更有飞云江
、

鳌江两条大河分隔
。

苍南县东临大海
,

北界鳌

江
,

西有南雁荡分支玉苍山
,

主峰大玉苍
,

距海岸线虽仅 o5 公里
,

却已有海拔 9 21
.

5 米的高度
;

往南
,

与闽省交界处亦为绵亘不绝的山地
。

全县海岸线 1 55 公里
,

大小河流 1 54 条
,

山区占总面

积的 63 %
。

县内主要小平原如南港平原
、

江南平原和马站— 沿浦平原均被丘陵
、

河网
、

大海

重重禁锢
,

几如匣中弹丸
。

全县被分裂为 3 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

其中
,

江南的主体是频海小

平原
,

内部河网纵横
,

与南港有横阳支江相隔断
,

与蒲门有丘陵 山地 为屏障
; 蒲门也濒海

,

但以

山地为主
,

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马站— 沿浦平原极为细小
,

仅 12 平方公里
。

南港为内陆

区
,

拥有 玉苍山主峰大玉苍
。

迄今
,

县内部分大镇间的公路仍为石子路面
,

坑坑凹凹
,

行车相当

艰难
;
尽管县城及若干大镇 已装备直通各省的电话

,

但部分乡镇使用的 电话机仍为手摇式
,

与

外界联系殊为不便
。

②

.2 人 口 构成

今纂《苍南县志
·

人口 志 (初稿 ) 》称
, “

本县最先居民为何
,

已难查考
,

各姓人 口
,

原来均先

后从外地迁入
。

~ 就时代言
,

早而可考者为唐末
、

五代
,

其次为宋末
、

明末
,

晚者为清康熙 9 年

( 16 70 年 ) 以后
。 ” 乡间调查也表明

,

现有居民多为明清两代陆续从外地迁入者后裔
。

不同时代
、

不同地区
、

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
,

积淀于今苍南境内
,

经长期繁衍生息及社会交往
,

形成了相互

区隔的文化小传统
。

这些文化小传统间最显而易辨的差别是方言
。

民国修 《平阳县志 》称
, “

今

以言语分别
,

约有五派
。

曰匝语
,

曰闽语
,

曰土语 (俗称蛮语 )
,

曰金乡语
,

曰舍民语
。

大别区之
,

县治及万全 区纯粹欧语
,

小南则闽语十一
;
江南则闽语

、

土语与欧语参半
; 金 乡语唯旧卫所而

已 ;
北港则闽语六

,

匝语四
;
南港

、

蒲门则闽语七八
,

贩语二三焉
。 ” 这其中

,

江南
、

旧卫所
、

南港
、

蒲门均在今苍南境内
。

该县志注称
, “

匝语本为欧族
,

闽语来自闽族
” ; “

惟土语江南一区有之
,

其

称欧语为后生语
,

则似海滨土著本作是语
,

后盖化为匝语也
;金 乡卫

,

前明指挥部属居焉
,

初自

用其乡之语
,

后与土语相杂成金乡语
;
若舍语则散居南北港

、

蒲门各山吞
,

其语亦属少数
。 ”

也就

是说
,

一县之中
,

竟有 5 种不同方言在发挥交际功能
,

人 口构成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

3
.

资源秉城

在传统社会中
,

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
。

在明万历年间纂修的《温州府志 》中
,

即已告称

温 州
“

土薄难艺
” , “
民以力胜

” , “

能握微资以自营殖
。 ”

乾隆《温州府志 》又进一步称
, “
民勤于力

以胜地
” 。

③可见
,

温州暨平苍一带受土地资源限制而推动的农业生产集约化由来 已久
。

清嘉庆

2 5 年 ( 1 8 2 0 年 )
,

温州府户均耕地 5
.

9 亩
。

但由此以降
,

人 口 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
。

19 3 2 年
,

温

州市 (含辖县 )有 2 34
.

1万人
, 1 9 82 年已增至 5 26

.

0 万人
,

增长 了 1 24
.

7%
。

平苍一带的人口增

《清史稿 》卷六十五
,

中华书局 1 9 7 6 年版
,

第 8 册
,

第 2 1 4 6 页
。

在这里
, “

冲
”

指地方冲要
, “

难
”
指民风强悍难治

.

以上资料多据采访所得 (以下凡落此获得的资料
,

一般不再加注 ) ; 井参考了《浙江地理简志 》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苍南县统计局 《统计年鉴 ( 19 91 ) 》

。

胡朴安
: 《中华全国风俗总志 》 (上编 )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 98 6 年版
,

第 1 09 页 ; 张仁寿
、

李红
: 《温州模式研究 》 ,

中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1 9 90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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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更高
:

康熙 6 0年 ( 1 7 1 2年 )
,

原平 阳县 有人 口 2 4 8 1 2 3 人
,

至宣统 3 年 ( 1 9 1 1 年 ) 已增至

4 6 7 9 6 0 人
,

19 3 2 年再增至 6 5 7 6 6 9 人 ; 2 9 5 0 年
,

原平阳县人 口 已达 2 5 9 1 6 1 7 人
,

比 一9 32 年增长

了 1 4 2
.

0 %
。

然而
,

耕地后备资源 已罄
,

人 口增长只意味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
; 1 9 4 4 年

,

原平

阳县人均耕地 (水田旱地合计 ) 1
.

32 亩
,

至 1 9 7 8 年已减至 0
.

62 亩
。

① 因此
,

平苍居民与土谋食

显得异常艰难
。

但 由于苍南地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
,

纬度偏南
,

靠山面海
,

气候温暖湿润
,

适宜茶树等

多种经济作物生长
,

且颇具渔盐之利
;
何况

,

蒲门地区的矾 山
,

明矾总储藏量 1
.

57 亿吨
,

居全国

首位
;
南港地区的碗窑

,

陶土资源也颇易开采
。

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
,

对于构造具体的地方生活世界
,

影响相当深远
。

下面
,

即着重描述苍

南生活世界层面上对本项研究有着密切关联的几个方面
。

1
.

宗族组织

早在宋元时期
,

平苍一带的世家巨族即已有了较完备的宗族组织
。

② 晚清以降
,

一般乡民

也有了宗族组织
,

他们各自供奉一个明确的始迁祖
;定期祭祀

、

展墓
、

修谱
。

崇族集团内部互动

频繁
,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上
,

借助宗族组织之处所在多多
;
任何个人和家庭都难以置宗族利益

于不顾
。

历史上形成的聚族而居一直延续下来
。

据统计
,

钱库区 10 个乡镇
,

5 个居委会
,

137 个

行政村
,

2 1 3 个 自然村中
,

就有 43 个以姓氏命名的行政村
,

占行政村总数的 31
.

38 % ;
自然村以

姓氏命名的或者有姓氏色彩的有 60 个
,

占 28
.

1%
。

全区有 l / 3 的 人口
,

即近 6 万人
,

分别居住

在与之同姓氏命名的村落
。

御 “

国情调查
·

苍南县情课题组
”
在江南地区的调查也表明

,

3 个乡

8 个行政村 内
,

户主为首位姓和次 首位姓的家庭 合计
,

最 低者也占全村家庭总数的 59 秘
,

高者

则在全村范 围内没有一 个异姓户
。 (刃

随着人 口增长
、

迁徙和社 会经济地位变动等等
,

一些大的宗族集团又往往分化为不同的

支
、

房
。

一些支
、

房还 自建供奉本支
、

本房祖光的支祠
,

修纂支谱
;他们已具有相对独立性

。

除此之外
,

还有联宗
,

即同姓之人认作同族
。

联宗使宗族组织规模向巨型化发展
。

由干吴

语
、

闽语中黄
、

王不分
,

因此黄
、

王两姓也往往视为同姓
。

县 人又多为不同历史时期闽中移民后

裔
,

而闽中又有
“

八姓一家
”

的传说
,

林
、

黄
、

陈
、

郑等姓有时也相互引为同族
;
再 上溯殷周时代

,

现有各姓多源于传说中的子姓封国和姬姓封国
,

今虽姓异
,

然追根溯源则为一
,

联宗和结
“

相好

姓
”
的活动愈益膨胀

。

由是
,

宗族组织已发展成为层次丰富
、

结构复杂的组织系统
。

2
.

非农产业

由于人多地少
,

农耕不敷家计所需
,

平苍一带兼业性生产向为农 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护

胡焕庸
、

张善余编
: 《中国人口地理 》 (下 )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 9 8 ` 年版
,

第 1 3 6 页 ; 《苍南县志
·

人 口志 (初稿 ) 犯

指宋代以来 发展起来的以
“
敬 宗收族

”
为宗 旨的宗族组织

,

它与上古宗法制和六朝世族有明显区别
。

参 见盛冬玲
: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 》
,

载 阴法鲁等
: 《中国古代文化 史》 ( l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8 9 年版

徐蓬勃
: 《苍南县宗族械

夕卜犯罪探源 》
,

打印稿
,

约写于 19 91 年间
。

参见拙作
: 《现代宗族械斗间题研究 》

,

载《农村经济与社会 》 1 9 93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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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兼业模式
。

其中
,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户兼营家庭棉纺织业
,

矶矿

开采和茶叶生产
。

① 家庭棉纺织业
。

隆庆 《平阳县志
·

民事 》载
,

平苍妇女
“

不事刺绣
,

惟勤纺绩
,

昼夜无间
。

虽高门巨室
,

始齿之女
,

垂 白之枢 皆然
。 ” 19 世纪中叶

,

宜山镇生产的白色棉布
,

俗称
“

筒布
” ,

畅

销闽
、

赣部分 山区
。

由于农户普遍兼业纺织
,

本地棉花渐不敷所需
,

以致从宁波
、

黄岩一带收 购

棉花运到本地加工
。

至本世纪 30 年代
,

木制老式织布机改革为新式织布机
,

带动了农户棉纺织

业花色品种的革新
。

抗 日战争前夕
,

抵制 日货
,

提倡不穿
“

洋布
”
的运动

,

战争时期的工业品价格

提高
,

均促使群众选择江南土布
,

宜山市上购销花纱布的店行倍增
,

家庭棉纺织业生产也颇 为

兴旺
。

一些农户由此致富
。

① 抗战胜利后
,

江南棉纺织品的销售范围扩大
,

布行与花纱店更多
,

客商往来频繁
,

市场繁荣
,

农户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又有新的提高
。

据 1 9 9 0 年修《平阳商业

志 》载
,

本世纪上半期
,

江南宜山
、

钱库等区的农村中
,

60 %以上的妇女从事土布业生产
,

每年运

销浙
、

闽
、

赣三省的土布达 10 万匹
。

②

② 矾矿开采业
。

早在元代
,

蒲门矾山即己有近百户人家
。

一边开山种地
,

一边挖地表犷石

煎炼明矾
。

明初时
,

炼矾业 已初具规模
。

清乾隆年间
,

苏州
、

宁波商人相继投资矾山
。

接着
,

本

地矾商崛起
,

并逐步排挤了外地矾商
。

③ 民国初年
,

矾山有矾厂 10 余家
,

矿工 3 0 0 0 余人
。

④ 30

年代由于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
, “

20 余座窑
,

停闭仅留 5 窑
,

工 人失业者万余人
,

即
“

烧矾

者干余人
,

开矾者三千余人
,

挑运及卖柴薪者六千余人
” 。

⑤矾矿的主产品为明矾
。

它行销各地
。

最著名者为兴记矾厂的
“

大 明珠
” ,

曾
“

驰誉上海
、

香港市场 30 余年
” ;
致使 40 年代中期起

,

矾山

有 八
、

九家矾厂
,

与兴记矾 厂联合推销产品
。

参加联营各厂的优质大明珠都用兴记牌号 出

售
。

⑥

③ 茶叶生产
。

清代邻县士人赵冶横
,

在所作《拣茶歌 》中
,

⑦ 记述了江南金 乡镇妇女从事拣

茶活动的情况
。

其序称
: “

平邑金镇茶贾收茶
,

必拣去枝梗
,

炒焙入篓
。

其地妇女于黎明装束
,

挚

伴到客邸领茶
,

列坐代拣
” 。

其诗称
:

领茶欲早竞争先
,

鬓影香衣拥入廉
; 不是弓鞋行步缓

,

定教

日日得头签
。

⑧ 苍南茶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

除此之外
,

江南
、

蒲门沿海的制盐业
,

南港桥墩 区的制陶业和烟草加工业等也都颇具规模
。

3 :

外出经商打工等活动

农事之余
,

苍南百姓或在闽浙边界地带做小本生意
,

或南下闽南
,

北
_

L沪杭
,

求职
、

打工作

① 原籍宜山区凤江 乡的杨孔济
,

在《老屋 》一文中称
:

我的上辈很 穷
,

抗日战争期间
,

宜山一带土布业大兴
,

我家终 于盖

起了 5 间平房
,

这房子始建于民国 32 年 ( ] 94 3 年 )
,

据说当年的造价约 8 00 银元
。

载苍南县文联 《南窗》 ,

] 9 9 2 年第 2

期
。

⑧ 本段内容除注明者外
,

大部分取自陈承中等《宜山纺织业的发展 》 ,

该文载《苍南文史资料 》第一辑
。

⑧ 以上有关矶山的资料
,

多取自林维栋《矾矿史话 》 ,

载《苍南文史资料 》第一辑
。

④ 林壮志
: 《从东压明珠实业公司到兴记矾厂 》 ,

载《苍南文史资料》第三辑
;
中共浙南特委负责人 1 9 31 年 5 月 17 日给

中共中央的报告
,

参见中共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
: 《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 》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⑤ 陈镇波
: 《刘绍宽 <厚庄 日记 》的丰富内容和 史料价值 》 ,

载《苍南文史资料》第五辑
。

按
,

民国初年与 30 年代中期的数

字相差较大
,

当有统计 口径方面的因紊
。

⑧ 林壮志
: 《从东甄明珠实业公司到兴记矾厂 》

。

⑦ 据杨奔《苍南风土诗抄 (下 ) 》 ,

载《苍南文史资料 》第 3 辑
。

⑧ 原引者注称
, “
头签

”
是针对

“

来捡茶者凭先后次序发签领茶
、

交茶
”
而言

。



生意
,

有的甚至漂洋过海
。

受此影响
,

苍南渐具开放性
。

4
.

群体社会结构

据中共闽浙边界临时省委在 1 9 3 7 年 10 月的一份报告称
,

① 闽浙边界地区
“
可分为山地和

平地房住两种
。 ” “
山地可以说没有地主

” , “

农民多属贫农和稍 好一点的小农
” ; “
平地有 50 一

60 呢以上的贫农和小农
。 ”
另外

,

平阳县国民党当局 1 9 4 3 年的有关统计也称
,

全县农户中
,

自耕

农占 50 %
,

半自耕农占 35 %
,

佃户占 n %
,

雇农占 4肠
。

土地改革时
,

凡雇工
、

租田
、

银租 (放钱

收谷 )
、

高利贷等均算作剥削收入
,

且剥削收入超过家庭收入 l 2/ 的
,

就算地主
。

然而
,

即便如

此
,

划定的地主户也仅占今苍南县域内总户数的 2铸
,

户均拥有耕地 22
.

9 亩
; 在 山区

,

甚至有

10 亩地即被划为地主者
。

② 至 20 世纪前期
,

地主在地方社会结构中不占特别重要的位置
。

与地主社会地位 下降相对照
,

苍南工商业户在嘉庆后迅速崛起
。

如金 乡镇殷氏
,

以
“
殷大 娜

同
”
烟烛业在福州首屈一指

,

极盛时年获利 10 万元
,

雇工 3 00 多人
,

所制蜡烛行销东南 七省
;陈

氏经营酱油酿造
,

拥有同春牌酱园
,

雇佣 30 多人
,

并在温州
、

瑞安开了分店
,

其产品一直销到东

南亚
,

极盛时亦可左右金 乡市场
。

工商业大户的崛起
,

改变了苍南社会原有的收入排序
。

1 9 4 6 年 10 月中共浙南特委颁行的

党费征收标准
,

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有益资料 (表 1 )
。

据此
,

可将 40 年代中期包括苍

南在内的浙南地区的各阶级阶层经济状况从低向高大致排序 为
:

工人与贫农
,

中农
,

月薪水在

3一 5 万元者
,

月薪水在 5一 10 万元者
,

富农及其他土地剥削者
,

月薪水 20 一 30 万元者
。

表 1 各类人员的党费征收标准 单位
:

元

人人员类别别 每月党费数额额

…
人员类另”” 每月党费数额额

ttttttttttt

工工人与贫农农 5 0一 1 0 0 元元

…
“ “ 水 ” 中” 月 3一 5 万元元 3 0 0一 5 0 ( ) 元元

中中农农 2 0 0一 5 0 0 元元
}

5一 1 0 万元元 1 0 0 0一 2 0 0 0 元元

富富农以上上 1 5 0 0一 1 0 0 0 0元元 }
“ 。一劝 万元元 1 0 0 0 0一 1 5 0 0 0 元元

资料来源
: 《浙南

— 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
,

第 177 页
。

相对于地方生活世界而言
,

地方系统世界的具体构造过程与宏观社会环境的联系比较密

切
,

但地方社会生态环境和地方生活世界在地方系统世 界的构造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

`
们 ” 兰吧 刀

`

队石工
`

。 ` ”
泥

`
f “ 少巴 “ “

工
`口 巴

, 「
让吧

夕 , 刁 “

讥巴
, 「 “ “ ` , 思以

`

比 ”
’

匕从汁侧 见又
’ r ` ” ’

令
.l 地方传统精英

在皇权社会
,

地方传统精英主要指 乡居官宦和其他有功名的士人
。

他们处于民间社会与官

僚政治的接 口处
,

对于调和双方冲突有重要意义
。

然而
,

明清时期
,

平苍传统精英的资格大多较

低
。

据平阳旧志《选举志》载
,

1 5 00一 1 9 0 5 年间
,

全县共 出了 4 名进士和 21 名举人
。

前清知县何

子祥称
,

平苍
“
文风逊浙西远甚

。

士子得一青拎
,

便为
_

l卜境
,

养习商贾事
,

科 岁试聊以备功令
” 。

本

②

·
8 6

《中共闽浙边界临时省委关于闽浙人民拥护红军情形的报告》
,

载中共浙江 省委党史研究室 等
: 《浙南一 南方革命

的一个战略支点 》 ,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 91 年版
。

本段内容除注明者外
,

部分取自王连岳等
: 《农业生产关系 》 , 1 9 9 2 年打印稿

。



县士人毛锦涛也承认
,

县人
“

诵读者率 皆志气卑小
,

甫游痒辄束书高阁
,

营什一利
; 不然亦 自视

满足
,

不复切磋
,

以底有成
。 ”① 据此

,

平苍在科举人文方面的表现可用
“
人文不盛

”

来概括之
。

近代以来
,

县内学子在接受近代教育方面的表现较科举时代强得多
。

一些人还藉以在北洋

政府和以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中谋得相当高的职务
。

但是
,

他们的社会活动场所 已移至大都

市
,

其在家 乡的影响力 已远不如前人
。

2
.

官僚政治

温州府向被朝廷视为
“

民风犷悍
,

遂至 目无法纪
”

的地区
。

② 而平苍一带又尤以
“

难治
”
著

称
。

也许正因为此
,

当时政府规定
,

准平阳知县
“

律满保题
,

以升衔留任 注册
” 。

③ 如前述何子

祥
,

前后任平阳知县七年
,

最后
“

卒于任上
” 。

但这 一优惠政策收效甚微
。

据查
,

1 7 60 一 1 9 10 年

间
,

平阳共换了 73 个知县
,

许多人仅在任年余甚至数月就 因为种种原因去职
。

在任 4 年以上

的
,

仅 12 人
。

平阳县循吏无一人被收入《清史列传
·

循吏传 》
,

而平阳的酷吏昏官却 史不绝书
。

如乾隆以降
,

在平阳任上被法办的知县就有 3 人
。

晚清时
,

温州府县官 员姑息
、

纵容金钱会 民

变
,

又曾与地方精英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

④

民国时期
,

平阳吏治问题较前更加复杂化
。

1 9 1 1一 1 9 4 9年间
,

县长 (知事 )换了 26 个
。

其

中
,

任职最长的张韶舞
,

为平阳县历史上最有名的酷吏
。

3
.

共产党精英

1 9 2 4 年
,

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谢文锦 (温州永嘉县 人 )
,

创建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
。

而

后
,

苍南籍的王国祯
、

张培农等
,

相继成为
“
温独支

”

的成员
。

1 9 2 8 年 1 月
,

中共平阳县委成立
,

领导地方的革命斗争
,

直至 1 9 4 9 年 5 月平阳全境解放
。

在长达 21 年的艰苦岁月中
,

许多领导

人和骨干分子相继牺牲
,

今苍南县 内
,

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

10 0 0 多人 ;至今
,

县内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老党员
、

老游击队员和老交通员仍有 1 6 2 7 人
。

⑤

根据本项研究给定的考察框架
,

共产党精英出现并卓有成效地工作
,

意味着地方系统世界

走向全面分裂
。

而在具体的分裂过程中
,

两个与本项研究有密切关联的方面尤值得注意
。

首先是共产党精英的构成
。

与皇权政治的核心人物主要为外地人士组成相区别
,

平苍一带

的共产党精英主要为本地人士
。

在《苍南英烈 》和 《苍 南县人物志 (初稿 ) 》中
,

其收录 z4 名中共

先烈的传记
,

均为平阳县人
。

其中 1 人与平苍革命斗争联系较少
。

其他 23 个 人中
,

未上过学的

3 人 (2 人为妇女 )
,

初小毕业的 2 人
,

初小肄业的 2 人
,

中学肄业的 1 人
,

中学毕业的 7 人
,

大专

肄业的 3 人
,

大专毕业的 5 人
。

其文化构成颇高
。

其视野
、

心胸和抱负
,

也强于皇权时代的地方

传统精英
。

其次是共产党精英执行的政策
。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实施
。

平南区是

今南港地区的前身
,

1 9 3 7一 1 9 4 9年间中共平阳县委在此设置 了区委
。

有报告称
, “

平南区党组

织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工作
; 由于该项工作做得好

,

每当环境险恶时期
, `

社会名流
’

就主动为我

① 何
、

毛语均见民国《平阳县志
·

风土志
·

士 习 》
。

② 《高宗实录》卷 10 23
,

第 12 一 13 页 ; 转引自《康雍乾时期人民反抗斗争资料》 ,

中华书局 1 9 79 年版
,

第 16 页
。

③ 汪志伊
: 《敬陈吏治之事疏 》 ,

载《清经世文编 》卷十六
,

《吏政
·

吏论下 》。

④ 参见拙作
: 《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 》

。

⑤ 本段内容部分参考了中共苍南县委党史办
: 《苍南革命斗争大事记 ( 1 9 19 一 19 49 ) 》

,

1 991 年印行本
,

潘善庚
: 《温 州试

验区 》 ,

中国展望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10 页
。



们保释 了许多被抓党员和革命群众
。 ” 义公统一战线还使得中共地方组织和骨干分子在地方社会

中的声望提高
,

影响力增强
。

例如
,

1 9 3 8 年
,

平阳县委
“

为了大力开展抗 日救亡工作
,

决定共产

党员通过合法选举
,

可在国民党的 乡镇
、

学校里任职
” ;结果

,

3 名共产党员被选为 乡(镇 )长
,

l

名党员出任镇事务 员兼警备队长
,

还有一批党员当上了当地小学校长
。

②

四

基干上述地方生活世界与地方系统世界的特征
,

使地方社会的发展与整合具有了鲜明的

地方特性
。

其中
,

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起支配作用的几个方面依次为
:

1
.

地方社会经济水准

在传统社会中
,

平苍一带的非农业活动已相当普遍化
,

并具有 了一定的社会开放性
。

史料

表 明
,

1 9 4 7一 1 9 4 8 年
,

平阳县在商 业方面 比较发达
,

有商店 1 10 0 家 ; 但工业方面却相 当逊色
,

统计报表 中
,

机器加工业为零
,

手工业企业也仅有纺织厂 3 家
,

共有工 人 3 06 人
,

瓷器厂 4 家
,

共有工人 2 05 人
,

年产值 1 2 50 元
,

薯条厂 l 家
,

有工人 2 54 人
,

年产值 1 40 元
。

心 地方经济在很

大程度上仍属 于传统经济范畴
。

2
.

城— 镇— 乡结构体 系

相对完整的城— 镇— 乡结构体系是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之一
。

然而
,

温州本

是一个不甚发达且远离其他大 中城市的孤城
,

平苍诸镇与温州市和旧县治昆阳在社会经济活

动方面不存在必然的统属关系
,

诸镇往往直接同周边诸府州厅县的腹地互通往来
;
相当数量的

社会交流甚至不通过温州
,

而直接与 上海
、

宁波
、

福州等地发生
;
平苍诸镇间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虽存在差异
,

但均形成一定规模
,

成为周边农村的社会经济中心
。

由是
,

使原来就存在的苍南诸

文化小传统愈加明哲化和深刻化
,

而且为苍南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带来了诸 多难以泯灭的

特性
。

3
.

传统精英的社会态度

苍南传统精英往往持积极的入世态度
。

如旧时金 乡镇 巨绅殷氏
,

在由族 尊
、

曾任浙江高等

法院院长殷汝熊编纂的宗谱稿本中明确提出
, “
天下四民

,

自士而外
,

农之利不如工
,

工之利不

如商
” ,

并多次表达 了对先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推崇
。

与此同时
,

一些开明士绅均能顺应时代潮

流
,

做若干有益的事情
。

其中
,

最著 名者为叶适今先生
。

据《苍南县人物志 (初稿 ) 》
,

叶先生 1 8 80

年生
,

灵溪镇人
,

本人为前清生员
,

后入口本早稻田大学
。

归国后曾任省都督府秘书
、

省教育会

副会长等职
。

1 9 3 4年间
,

各地成 立农会
,

实行二五减租
,

叶先生带头响应
,

他在
“

凤池
、

凤番原有

出租水 田数十亩
,

他把这几十张契据都无偿交还原主
。

河 口 叶村年收数 卜担租谷
,

除运回 自家

口 粮
,

其余都周济了当地贫 户
。 ”

另据 胡节孙等 《巾共平南区革命斗争历 史概况 》介绍
,

叶先生
“ 1 9 3 7一 1 9 4 9 年春先后为我们保出很 多被捕的党员和群众

。 ”
在开 明士绅的影响和带动下

,

使

一些中小士绅亦能作些干社会有益之事
。

胡孙节等
: 《中共平南区革命 牛争历 史概况 》

.

载叶 贵友主编
:
《艰难的历程一一

1 9 9 1 年印行本
。

《苍南革命斗争大事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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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光等
: 《温州经济的发展

:

一种所有权理论的解释 》 ,

载《农村经济情况 》 1 98 8

中国共产党平阳各区革命斗争史 》
,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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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
,

便形成了平苍地方系统世界的特殊个性
:

地方精英与保守的宏观系统世界间保待着

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
,

而这种相对独立的关系对地方民间社会的取向颇具影响力
。

4
.

地方文化小传统

苍南 向有南港
、

蒲门
、

江南之分
。

其在 自然地理方面的差异己如前述
。

在居 民构成方面
,

南

港
、

蒲门以明清时期迁入的闽南移民之后裔为主体
,

江南的居民构成则相对更复杂些
。

江南和

蒲门沿海地区
,

受清初
“

迁海令
”
影响

,

居民变迁剧烈
。

在产业构成方面
,

江南以水 田为主
,

农户

兼业多为家庭棉纺织业
;
蒲门山地较多

,

农户兼业项 目最重要者为矾矿
;
南港山地比重也较大

,

农户兼业项目有陶瓷
、

制茶和烟草加工等
。

除此之外
,

江南和蒲门沿海地区的渔业生产和晒盐

业亦为传统生产结构中的重要构成之一
。

生产上的差异
,

导致了饮食文化上的 区隔
:

江南人主

食大米
,

南港多食番薯丝
,

蒲门主食除番薯丝外
,

还杂以海杂鱼
。

以此为前提形成的相互区隔的

文化小传统
,

在互动过程中
,

不断强化各自的势力范围
。

加之宗族组织活跃
,

人们在家庭范围内

难以完成的活动
,

大多可以寻血缘线索谋求支援
。

由是
,

不同文化小传统间裂痕扩大
。

在这方

面
,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
“

金 乡语
”

的形成和沿用
。

金乡语以明代金 乡卫军 人及家庭的家 乡语

为母体
,

杂以平阳土语而成
,

其使用范围仅限于金 乡镇
。

但竟能在与母语差异极大
,

社会交往比

较频繁
,

且 已经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环境中使用了 6 00 年
,

迄今不衰
。

矾山籍作家黄传会在《中国

一个县 》中称
, “

金乡人还 可以引为荣的是他们拥有 自己的独特语言— 金乡话
” ;
它

“

发音柔

和
,

娓娓动听
。

我嫉妒地发现
,

金 乡人相互间在用金 乡话进行交流时
,

常常流露出一种优越

感
。 ” ①

地方精英在强化文化小传统氛围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苍南故事卷 》中
,

曾以 《周仲

祥巧对地名 》为题
,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

清末民初
,

江南士绅较多
,

南北港一带士绅较少
,

而周

仲祥 ( 1 8 77 一 1 9 4 3 年 )是南北港士绅中的佼佼者
。

一次
,

江南士绅与之出联征对
,

结果
,

周获胜
,

并为南北港赢来
“

江南十八头大猫怕江西祥一头豹
”
的心理满足

。

②

跨出文化小传统的边 界
,

有时甚至连国 内名流也束手无策
,

奈何不得并不起眼的小地头

蛇
。

金乡籍人殷汝骊
,

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次长
; 兄殷汝熊

,

曾任浙江高等法院院长
;
弟殷汝耕

,

亦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

然而
,

当殷氏于 1 91 6一 1 9 1 7 年牵头纠合一些知名度不亚于他

本人的名流合股在矾山开办东欧明珠实业公司时
,

仍出现了
“

当地矾厂主利用本地人排外思

想
,

暗中鼓动
,

对东颐 明矾公司抬高工价和柴草的价格
,

致使公司的生产成本高于本地矾矿
”

的

事情
;后来

,

公司改组 为
“
兴记矾厂

” ,

靠
“
吸收 当地头 人参加

,

给予干股
”

(即由公司送给股份
,

不

出资金 )
,

才得以
“

经营颇为顺利
” 。

③

与地方文化小传统显现化相联系
,

平苍人民的文化内向性明显增强
。

这一现象的形成
,

当

与吏治不 良
,

地方民间社会与宏观系统世界的互动关系长期紧张有关
。

据对 《苍南故 事卷 》中

41 篇涉苍南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的分析
,

在 5 5 个重要角色 中
,

正面角色 36 个
,

其中平阳籍人

33 个
,

占 92 铸
。

包括绅拎 19 个
,

平阳籍名宦 3 个
,

也就是说
,

地方传统精英 (名宦也可算作地方

传统精英的一部分 ) 占平阳籍正面角色的 61 % ;
平民 (含拳师

、

樵夫
、

厨师
、

戏剧演员 )5 个
,

抗楼

昆仑出版社 1 98 9 年版
,

第 80 一81 页
。

大猫即老虎
; 江西样即南北港地区

,

包括今平阳县的肖江镇及麻步区的部分乡村和苍南县灵溪区及藻溪区
、

桥墩区

的部分地区
。

林壮志
: 《从东匝明珠实业公司到兴记矶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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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首
、

民变领袖 6个
。

正面角色中
,

外地人士仅 3个
,

包括邻县名宦 2 个
,

平阳知县 1 个
。

负面

角色 13 个
,

外地人士竟占了 7 个
,

占 54 %
;
包括知县 4 个 (其中平阳知县 3个 )

,

其他官员 2 个
,

外地平民 1 个
。

而且
,

涉及本地绅拎的
,

多有反抗官府暴政的内容
,

涉及本地名宦的
,

也含政治

黑暗
,

清官反遭诬馅的内容
。

再查 已出版的 8 辑《苍南文史资料 》
,

涉及本地人士的篇什中
,

除一

二篇涉及汉奸殷汝耕的史料外
,

其余均为对本地正面人物的记述
。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太多的屈辱与不幸以后
,

终于走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快行道
。

当此之

际
,

潜心玩味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中国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
,

确实使我们受益匪浅
。

任何

个人和社会集团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
在这个古老的

、

传统 丰厚的国度里
,

地方社会

前期发展过程 中加入的任何重要变量
,

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后期发展过程的或然性和复 娜

杂性
。

可惜
,

我们迄今对此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尚不很充分
。

这 已经并将继续要在相当程度 卜限

制近期许多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可操作性
。

但碍于篇幅
,

只能另文赘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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