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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個案研究（1957–1958）

●李　彤

摘要：1957年夏，反右運動在城市進入高潮時，中共中央指示在農村進行一次大

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反右運動研究相比，學界對此關注不多，微觀、個

案研究更少。本文以河北省Y縣為中心，依託縣、村兩級地方和基層檔案資料，

梳理運動在鄉村底層的開展情形，呈現不同群體的態度差異，探討運動的內在目

標和政治邏輯。文章認為，Y縣農村社教運動的過程顯示，與城市反右運動相

比，農村社教運動的對象、內容、地域有所不同，但手段和實質與城市反右運動

有着極大的相似性，實際是一場底層反右運動。運動被賦予了意識形態和政策功

利的雙重目標，將「思想問題」升格為「階級鬥爭」，呈現出當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運

動的貫通邏輯。

關鍵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統購統銷　農業合作化　階級鬥爭　反右運動

1957年夏，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一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下

簡稱「農村社教運動」）在鄉村底層鋪開。運動持續一年左右，規模大、範圍

廣。這是1949年以後中國開展的第一場大規模農村社教運動。

關於這場農村社教運動，學界已有一些探討。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

面：一是對運動過程的梳理；二是其與反右運動的關係。關於運動的過程，

既有研究大多是聚焦高層政策的宏大敍事。孫東方的〈「大躍進」前夕的一場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山東昌濰為個案〉一文，是少有的、較有代表性

的地方性研究。孫文以山東昌濰專區為中心，依託相關檔案資料，對專區社

教運動的整體歷史過程進行了梳理1。文章雖有地方史料的運用，但多是地

方政策文件，缺少對政策在底層鄉村執行和運作的敍述、分析。農村社教運

動展開時，當局已經發動和展開反右運動，學界的討論非常關注社教運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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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術論文 反右運動的關係，並對此存在不同的觀點。李若建的〈庶民右派：基層反右運

動的社會學解讀〉一文廣泛利用了各地的方志與文史資料中的回憶文章，從社

會的流動模式、組織內部矛盾、手段與目標衝突三個方面，就基層反右運動

的成因作出了社會學闡釋。文章認為，絕大多數「庶民右派」是工作、生活在

小城市和鄉村的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人，受「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的中

央政策所束，反右運動在鄉村幾乎沒有展開和形成規模2。研究拘泥於文本， 

將佔農村人口主體的底層農民排除在「庶民右派」範圍外。韓鋼則在研究中指

出，「農村、企業、高等學校的社會主義教育，實際上是反右派鬥爭在民間的

鋪開」3——把農村社教運動視為反右運動在農村基層的延伸和擴展，或者

說，就是農村基層的反右運動。這不僅是對農村社教運動歷史的一種新認知， 

而且進一步拓展了對基層反右運動的研究。但因韓文不是專文論述，對此結

論沒有具體論證。近些年關於反右運動的研究，一個重要的進展就是研究目

光下沉，不限於將目光聚焦於中共高層的醞釀和部署以及非中共政治精英和

知識精英的遭遇。王海光的研究〈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另闢蹊徑，以從

下到上的視角，介紹了當年底層民眾的「反右言論」，探析反右運動發動的深

層原因。王文認為，相較民主黨派頭面人物和知識精英，民間底層的「右派」

言論對共產黨的統治更具有挑戰性，成為促使整風運動轉向的重要原因4。

程曦敏的〈四川省江津縣直屬機關反右派鬥爭的「收」「放」變遷〉一文聚焦於基

層反右運動的主持者，呈現了他們在運動過程中搖擺於「收」、「放」之間，維

持政治平衡的兩難處境及政策因應5。

上述研究視角的轉向，極大充實和豐富了反右運動的研究，對於全面完

整地還原反右運動歷史極具意義。但總體而言，底層反右的研究還是初步的， 

對鄉村草根的反右運動研究寥寥。研究視角真正下沉到鄉村底層的生動、細

膩的個案研究更是缺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相關檔案史料發掘極少。由於農村

社教運動目標是鄉村農民和基層幹部，他們不大可能像精英階層的「右派」那

樣，留下大量文字，即使留下文字也鮮有出版與發表的可能。鄉村底層史料

的缺失，使以往研究無法較好地還原農村社教運動展開過程的歷史細節。

本文旨在探討，1957年在進行一場以城市精英為鬥爭對象的反右運動的

同時，為甚麼還要開展一場針對鄉村底層民眾的社教運動？這場運動的目標

是甚麼？它在農村底層具體是怎樣展開的？結果又如何？當時政策規定「在工

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實際情形如何？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也有廣

泛、深入探討的空間。本文以河北省Y縣為例6，依託縣、村兩級地方和基

層檔案資料，嘗試為整個農村社教運動歷史研究提供一個個案文本，呈現這

場底層政治運動的情形，揭示運動的複雜面相和內在邏輯。

一　社教運動的由來和部署

資料顯示，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最初是地方行為。1956年冬至

1957年春夏，河南臨汝縣、浙江仙居縣等地方當局要求下級地方和基層「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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