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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三农研究者的智 慧和汗水 ，

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 国 三农的迅速发展做 出 了 重要

的贡献 ，
陆学艺是其 中 的 杰 出代表 。 陆 学 艺 的 三农研究是

“

吃透两 头
”

的精

湛之作 ，
是以社会调查 为根基

，
运 用

“

反弹 琵 琶
”

的辩证方 法 ，
从农民 中

来 ， 为政策解读 而进行的研究 。 陆 学 艺 的 三农研究是科 学性 与人 民性的 结

晶 ，
为新 时代推动 乡村振兴的 实践和从事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提供 了珍贵的

学 习 范本 。

【 关键词 】
三农 政策 调查

—

、

“

吃透两头
”

“

三农
”

这个概念是中 国学术界的一项理论创新 。 据陆学艺教授所言 ，
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后期 ， 中 国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 、 教训 的基础上 ， 依据 中 国

本土实际情况 ， 把我国农村问题分成农业 、 农村 、 农民 问题 ， 既对这三者独立进行研

究 ， 解决各 自 的问题 ，
又分析三者之间 的关系 ， 从而提出 了

“

三农
”

问题的理论 ， 这

一理论的提出给学术界分析 、 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

检验 ， 现已成为学界 、 政界之共识 。

［
１

］“

三农
”

这一概念的初创者是谁 ， 本人没有考

证
， 但毫无疑问的是 ， 那些三农研究者的智慧和汗水 ， 为改革开放 以来 中 国三农的迅

速发展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 。 这些贡献是不可忘记的 ， 因 为 中 国对三农问题的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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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 ， 中 国三农的现代化也不能缺少他们的理论思维 。

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余年 ， 在众多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 中 ， 陆学艺无疑是杰 出 的代

表人物 。 陆学艺本是学哲学 出身 ，

１ ９６２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 本科毕业后又在 中

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 ， 毕业后 留所工作 。 １ ９７８ 年他开始 由哲学领域走 向三农

研究 ， 中 国社科院的领导认为人才难得 ， 特别支持他专 门从事农村问题研究 。
１ ９８ ３ 年

至 １ ９８６ 年 ， 他在 山东省陵县作长期实地蹲点调查研究 ， 兼任 中共陵县县委副书记 。

１ ９８ ５ 年 ， 他被任命为 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 后改为农村发展研究所 ） 副所

长 。
１ ９８７ 年 ，

他被任命为中 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

一年后 ， 升任所长 。 尽管陆学

艺的工作 岗位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 了多次变化 ， 但有两点他始终坚持着 ，

一是研究工

作 ，
二是三农问题 。 当然 ， 陆学艺研究三农的角度也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

随着他的研究方向从哲学到经济学再到社会学 ， 相对应地 ， 其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也经

过了从农业到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历程 。 由 此可见
， 陆学艺是一位对中 国三农问题进行

多角度 、 全方位研究的学者 ， 他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极大地丰富 了我们对农业 、 农村 、

农民问题研究的 内涵 ， 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 中 国农村不平凡的发

展历程 。

陆学艺在三农研究 中取得的重要成绩和他丰富的学术经历 ，
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

１ 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中央电视台 《东方之子》 专栏记者问他得到邓小平同志肯定的那篇

文章是怎样写出来 的 ， 他 回答得十分简短 ：

“

吃透两头
”

。 他所谓 的
“

两头
”

指的是
“

上头
”

和
“

下头
”

， 即 国家方针政策与农村实际 ， 要吃透这两头 ， 就不仅要领会
“

上

头
”

的精神 ，
更重要的是要对

“

下头
”

的实际情况有全面准确 的 了解 。 这种两者相结

合的方法实质就是把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应用到 中 国三农问题的实际当 中 ， 在科学方法

的指导下 ， 总结我国农民 的创造性经验 ， 形成适合本国 国情的理论和对策 。 陆学艺关

于三农问题的三本主要 的论文集 《农业发展 的黄金时代——■包产到户 的调查与研究 》

（
１ ９ ８ ３

） 、 《 当代 中 国农村与当代中 国农民 》 （
１ ９９ １

） 和 《

“

三农论
”
——

当代中 国农业 、

农村 、 农民研究 》 （
２００２

） ， 都是
“

吃透两头
”

的精湛代表之作 ，
是运用

“

反弹琵琶
”

这种辩证方法 ， 从农村社会调查出发 ， 向农民学习经验 ， 为政策而作的学问 。

二
、 向农民学 习

农民是中 国社会的特殊群体 。 中 国革命走 的是一条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 ， 农民是

中 国革命的主力军 。 中 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 ， 农民是 中 国改革开放的先锋部

队 。 毛泽东 曾说 ，

“

不 了解中 国农民 ， 就不了解中 国社会
”

， 他很乐意被称为农民伯伯

的
“

小学生
”

。 在中 国 ， 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关注农 民 、 了解农 民 ， 陆学艺就是其中一

位 。

陆学艺在中学时代就立志做一个农民问题专家 。
１ ９５６ 年 ， 在他 中学毕业的一篇作

文中写道 ：

“

我将通过什么样的活动来给人带来益处呢 ？ 带给人以什么样的益处呢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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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 中毕业前夕 ， 我 已抉择定 了 ， 我立志要在党和前辈们的帮助下 ， 加上 自 己 的刻

苦努力 ，
成为一个杰 出 的农业经济学家

”

。 在那个人人奋发 向 上的年代 ， 陆学艺确定
“

给人带来益处
”

的人生 目标也许不算有什么特别之处 ；
然而考虑到 中 国 当时推动工业

化发展的热潮 ， 他
“

成为一个杰出 的农业经济学家
”

的理想确实显得与众不同 。 在这

篇文章中 ， 他继续写道 ：

“

我生长在农村 ， 农民 同胞的喜怒哀乐 ， 我是深有感受的 。 我

参加过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 曾经同那些贫雇农一起 ， 拿着崭新的土地证 ， 渡过那些

狂欢的 日 子 ， 但是我也亲眼看着他们 中 间 的一些人 ， 并没有 因此而摆脱贫 困 ， 甚至还

有挨饿受冻的
——这真是给我一个重大的刺激 ， 这不是说明我们 的责任吗 ？

”
［
２

］

作为农

民 的儿子和从农村走 出来的知识分子 ， 陆学艺在后来 的三农研究 中始终没有忘记 自 己

的
“

责任
”

， 忧农之忧 、 乐农之乐 ， 数十年
“

痴心不改
”

，
至今仍在为三农发展问题而

殚精竭虑 。

陆学艺不仅对农 民充满感情 ， 对三农研究充满热情 ，
还怀有对农 民 的理性尊重 。

他曾教导他的学生 ：

“

农村 、 农民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 决不能坐在书斋里空想 ， 在书斋

里是想不出办法来的 。

一定要走 出 书斋 ， 到农 民那里去总结经验 ， 向他们学习 。

”
 ［

２
］

向

农民学习 ， 并不是陆学艺的
一种谦虚 ，

而是他一贯 的研究和工作方法 。
１ ９７９ 年 ，

包产

到户还是理论界的禁区 ， 安徽的农 民 自 发地搞 了起来 ， 遭到 了批评 。 陆学艺知道这种

情况后 ， 首先想到的是要和农民谈谈 。 他到安徽肥西县走家串户 ， 农民 问 ：

“

增产粮食

犯不犯法 ？ 

” “

为什么证明 了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 ？

”
［
３

］

陆学艺觉得农民 的话理直气

壮 ， 根据农民的反映 ， 他写出 了 《包产到户应 当重新研究 》 这篇旗帜鲜明支持农民首

创精神的文章 。 这篇文章震动 了 当时的学界和政界 ， 陆学艺 由此
“
一鸣惊人

”

。 事后 ，

他说他的成果只不过是把农民实践中涌现 出来的经验加 以总结而使之成为理论的东西

而已 。 陆学艺常常从与农民的交谈中发现新思想 ， 他也常常用农 民 的话语来表达思想 。

譬如 ， 在说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农民种 田积极性下降的原因时 ， 他引用
一位农民告诉他

的对联 ：

“

高价化肥我不买 ， 平价粮食我不卖
”

， 横批
“

请政府原谅
”

［
４

］

。 翻看陆学艺

写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文章 ， 随处可见农民生动活泼的话语 ，
理论的文章也散发着浓郁

的乡 土气息 。 陆学艺写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后 的文章有 了更多的理性 ， 然而就本人而

言 ， 还是更喜欢他写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文章 ， 读起来就好像跟随作者来到 了 田头垄

间 。

三 、 从调查出发

无论做什么工作 ，
研究或解决什么 问题 ， 首先要解决的是从什么 出发 、 从何处人

手的问题 。 唯物主义反对从本本出发或从主观臆想 出发等唯心主义路线 ， 鲜明地提出 ，

一

切要从实际出发 。

一切从实际 出发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
也是陆学艺三农研究中

的一个基本特点 。 从实际出发 ， 不仅是一个思想问题 ， 更重要的是
一个行动 问题 。 在

陆学艺看来 ， 要真正从实际出发 ， 就必须从社会调查人手 ， 就必须到群众 中去 ， 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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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中去 ， 搜集真实的第
一手资料 。

陆学艺经常问 ：

“

农村的情况怎样 ？８ ． ７ 亿农民 的生产生活怎样 ？ 农民在做什么 ？

想什么 ？

”
［
４

］

， 他的三农研究其实就是通过调查 回答这些问题的结果 。 如一位编辑 （谢

曙光 ） 所言 ， 在 １ ９７ ８ 年那场曾率先在哲学界展开的关于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

的大讨论正 由哲学界扩大至整个思想理论界 、 多数哲学社会工作者还在从理论上

进行全面的探讨之时 ， 陆学艺却 已 由理论转入实践 ， 深入安徽 、 山东 、 甘肃等地 ，
对

当时在这些地区的少数农村悄然兴起的后来引发一场全国农村深刻变革的联产承包责

任制 ， 进行实地考察 ，
连续在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的 内部资料上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

告和建议
［
４

］

。 从 １ ９７ ８ 年冬天到 １ ９８ ３ 年秋 ， 陆学艺利用社科 院给他的工作优惠条件 ，

平均每年大约有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调查 。
１ ９ ８３ 年至 １ ９８６ 年 ， 他在山东陵县

作长期实地蹲点调查 ， 承担县级政府体制改革 的研究工作 。
１ ９８５ 年 ， 他被任命为 中 国

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原挂靠哲学所 的 山东陵县调查研究点也随着迁至

农经所 。
１ ９８７ 年 ， 陆学艺调任社会学所后 ， 他不仅坚持亲 自从事社会调查工作 ， 还组

织研究者针对重要的社会问题联合进行社会调查 ， 集体攻关 。
１ ９８ ８ 年起 ， 他作为主要

的组织者参与了 《 中 国 国情丛书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 ；

１ ９９０ 年至 １ ９９ １ 年 ， 陆学

艺组织课题组对大寨等 １ ３ 个村进行深入调查 ， 了解其社会结构 ， 进而提出 了著名 的农

民分化为八个阶层的理论 ；

１ 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２ 年 ， 他组织课题组对中 国的社会结构进行了

大规模的调查 ， 其初步成果 《 当代 中 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
一书对转型时期 的 中 国社

会阶层结构作了全面而深刻 的分析 。 陆学艺 的调查活动显然远不止列举的这些 ， 事实

上二十余年来 ， 社会调查 已经成了他的职业习惯 。

陆学艺的社会调查方式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大量采用的是典型调查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后 由于调查规模很大而较多地采用 了 问卷调查 ， 但陆学艺本人还是钟情于蹲点典

型调查 。 他认为 ， 中 国 的农村问题根植于 中 国 的传统和历史 ，
只有生活在农民之 中 ，

才可能有深人的认 他领导的
“

当代 中 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

课题组 ， 获取了全国

近 ２ 万个样本 ， 但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一样带着课题组成员找一个乡镇

蹲点调查 。 在中 国农村研究史上 ，
毛泽东

“

解剖麻雀
”

式的典型调查方法有着深远 的

影响 。 虽然陆学艺没有说明是否受到 了毛泽东 的影响 ， 但陆学艺 的蹲点调查类似于毛

泽东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做的农村社会调查 ，
而且陆学艺也像毛泽东一样喜欢开调

查会 。 毛泽东认为
“

没有调查 ，
没有发言权

”

， 陆学艺对 中 国三农问题是有探人的调查

的 ， 因而他是有
“

发言权
”

的 。

四 、

“

反弹琵琶
”

陆学艺的理论非常平实 ， 但他的观点常常 出人意料 。 譬如 ， 关于粮食问题 ， 当粮

食丰收 、 大家精神松懈时 ， 他警告
“

今年粮食大丰收 ， 明年不要又掉下来
”

［
１

］

； 当 国 内

外为
“

谁来养活中 国
”

担忧时 ， 陆学艺满怀信心地说 ：

“
… …

中 国的粮食供给是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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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的 。 靠中 国 的农民养活中 国 ， 是有把握的 ， 中 国的农民是靠得住的
”

［
１

］

。 这些与

众不同的观点 ， 不是为了标新立异 ， 而在于作者辩证的思维 。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

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 要求从全面 、 发展和联系 的角度来认识问题。 陆学艺是经过哲学

的专业训练的 ， 自然非常明 白辩证法的妙用 。

陆学艺认为三农是矛盾的统
一体 ， 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 ，

三农研究的主要任务

是
“

既分析这三者的关系 ，
也研究这三者各 自要解决的问题

”
［

１
］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农业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 他经常引用邓小平的
一句话来说明对农业的关切 ：

“

农业如果

有一个曲折 ，
三五年转不过来 ！

”

在农业之中 ， 他最关心粮食 ， 认为
“

粮食仍是大局问

题 ，
不可掉以轻心

”
［

１

］

。 然而 ， 他认为 ，

“

农业生产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 ，

一个是人 ，

农民 ；

一个是物 ， 农业生产资料 。 问题的两个方面 ， 决定的起主导作用 的方面是农民 。

可以说农业的上帝是农民 ，

８ 亿农民有 了生产积极性 ， 农业的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 农

业就好了
”

［
４

］

。 他强调必须重视农民的物质利益 ， 减轻农民的负担 ，
以保护农民 的生产

积极性 。 陆学艺还认为 ， 中 国 的三农问题是不断发展的 ，
不 同时期三农问题的重点是

不一样的 。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 中 国粮食连年丰收 ， 而农村问题却 日 益尖锐 。 陆学艺

敏锐地注意到中 国三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 问题的重点发生了变化 。 他指 出
，

“

中 国

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 ； 但是农村问题、 农民 问题还没有解决 。

… …

８ 亿农民的 问题 ，

广大农村的问题 ， 这正是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今后必须要解决的最大的经济社会

问题 。

”
 ［

１
］

Ｘ＾？问题的这种新论述 ，
显示了陆学艺

“

与时俱进
”

的创新精神 ，
他依然走

在中 国三农研究的前沿 。

陆学艺是从哲学 、 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角度来研究三农 问题的
， 他很早便认识到

农业 、 农村 、 农民问题三位一体 ，
必须进行综合研究 ，

应该说这是相 当有见地 的 。 然

而
，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 ， 他逐渐认识到就三农谈三农不能解决问题 ， 中 国

三农问题主要不在三农本身 ， 解决的办法必须到三农之外去寻找 。 他曾举例说 ，

“

军事

上常常有这样成功的战例 ， 某一个军事 目 标 ，
正面强攻拿不下来 ， 而采取迂 回 ， 从侧

面
， 从后面进攻 ， 反而容易攻克 。 农业徘徊反复的 问题 ， 农村 中 的诸多问题 ，

久解不

决 ， 怎么办呢 ？ 也可 以采取迂回战术 ， 或者叫反弹琵琶的方式 ， 来解决这些问题 。

”
［

１
］

他认为 ， 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面还要看工业和城市 ， 农村农业与城市工业是一对统
一

的矛盾体 ，
三农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 ， 是因为割裂了两者之间 的联系 ， 导致了

“

城乡

分治 、

一国两策
”

［
１

］

的困境 。 基于此种情况 ， 他提出
“

反弹琵琶
”

的策略 ， 即通过积

极发展乡镇企业 、 加快城市化进程和调整社会结构 ， 从而促进三农可持续健康发展 。

这种
“

反弹琵琶
”

方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应用 ， 是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来把握

问题和解决问题 ，
也算是陆学艺离开哲学后在三农领域对哲学的

一种丰富和发展。

五 、 为政策而作

从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前夕发表第一篇三农研究 的论文起 ，
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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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 ，
他坚持不懈地从事三农研究 ， 涉及 了 中 国三农领域的方方面面 ， 在每一

方面都有其独到的发现 。 当然 ， 任何研究者都有其关注重点 ， 在笔者看来 ， 陆学艺研

究三农问题的重点集 中在三个方面 ： 包产到户 、 农民分化和城乡 一体化 。 包产到户 主

要是关于农业发展的理论 ， 农民分化主要是关于农 民问题的理论 ， 城乡
一体化主要是

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 ，
三者紧密结合 ， 构成了 陆学艺三农理论体系 的主干 。 现在的研

究者对陆学艺的这些理论已经不觉得新鲜了 ， 因为他和他的 同事们总结的这些理论在

社会科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

一些甚至被写入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教科书 。

然而 ， 陆学艺的志趣不仅仅是创建理论 ， 他更在乎的是 自 己 的研究能否在现实中

发挥作用 ， 是否有助于中 国三农的发展 。 纵观他的三农研究 ， 大量的是关于三农发展

的政策研究 。 他的文章很少有纯理论的论述 ， 大多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做出 的具体分析 ，

并且最后总是归纳 出几点政策建议 。 他从不隐瞒 自 己从事三农研究的政策意图 ， 他鲜

明提出
“

吃透两头
”

（

一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农村政策 ， 另
一头是农民 的

创造经验和农民的要求 ） ， 他认为 自 己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

的方针政策 ， 把农民的创造经验总结出来 ， 把农 民 的要求反映出来 ， 由此形成新的更

合适的农村政策 。 他向农民学习 、 从调查出发以及采用
“

反弹琵琶
”

的辩证分析方法 ，

无不是为了求得 中 国三农问题的真解 ， 无不是为了能够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 。 陆学艺

希望 自 己 的政策建议能够被党和政府采纳 ， 但他并不媚上 ， 事实上 ， 他的研究大多走

在当时政策的前面 ， 有不少还是与 当时的领导人的意图相左的顶牛之作 。 陆艺学在政

策研究中坚持
“

不唯上 、 不唯书 、 只唯实
”

， 因为他相信党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 是

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 ； 他相信政府与农 民这
“

两头
”

是统一的 ，
而政策是

“

两

头
”

之间 的桥梁 。 就此而言 ， 陆学艺
“

吃透两头
”

的政策研究 ， 是党的基本精神和人

民根本利益的统一 ，
而他本人则乐意以学者的身份做党和 国家制定农村政策的参谋并

兼做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

陆艺学
“

吃透两头
”

的学问是卓有成效的 ， 他的很多建议都被党和政府采纳 ， 对

中 国三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由此 ， 他本人从
“

两头
”

得到 了很多——党和政府给

予了他荣誉和 良好的研究条件 ，
人民给予了他信任和尊敬 。

１ ９８６ 年他被 国家科委评为

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１ ９８ ８ 年起担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

１ ９９０ 年第

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

１ ９９３ 年 、
１ ９９８ 年 当选第八届 、 第九届 全 国人大代表 ；

１ ９９６ 年当选为 中 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 回忆起 自 己 的研究经历 ， 陆学艺特别感谢党和政

府的栽培以及人民的信任 ，
而他沟通

“

两头
”

之间 的学问 ， 诠释的正是
一个党培养起

来的 、 为人民所尊敬的学者对党 、 国家和人民 的忠诚 ，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爱 。 陆学

艺的三农研究是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结晶 ， 为新时代推动乡 村振兴的实践和从事社会科

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习范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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