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鑒。即使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學習和模仿的

對象，但自1956年以後雙方亦明

顯分道揚鑣，中共開始獨立探索社

會主義政權建設之路。現有研究成

果如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關於上海市政警察改造的研究，高

錚關於杭州的接管與改造，傅高義

（Ezra F. Vogel）關於廣州的共和國

初期史研究，張濟順、郭聖莉關於

上海居民委員會的研究等，都對中

共在城市建立新政權、掌控和管理

城市社會進行了詳細探討1。張樂

天、辛逸關於人民公社的研究，黃

樹民關於林村，陳佩華等人關於陳

村的研究等，都對新中國成立後的

農村政權建設有深入探討2。

然而，不管是關於共和國城市

政權建設，還是關於新政權向鄉村

社會的滲透，研究者都發現，儘管

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但

中國社會原有的各種政治、文化和

人際因素依然在新社會中發揮或隱

或現的作用，對中共建設新社會的

建設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

是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理

想目標。然而，其建設路徑卻無迹

可循，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

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
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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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關於共和國城

市政權建設，還是關

於新政權向鄉村社會

的滲透，研究者都發

現，儘管經歷了一輪

又一輪的政治運動，

但中國社會原有的各

種政治、文化和人際

因素依然在新社會

中發揮或隱或現的作

用，對中共建設新社

會的目標產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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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產黨的理想模式呢？華東師範

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劉彥文的《工

地社會：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

命、集體主義與現代化》（以下簡稱 

《工地社會》，引用只註頁碼）獨闢

蹊徑，從大型公共工程建設的角

度，全面、立體地呈現出社會主義

國家政權建設的全新面貌，為我們

考察中共新政權建設的理念和實踐

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素材。

一項研究要有所創新、有所突

破，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或者

至少具備其中之一）：要麼佔有大

量系統的、鮮為人知的新材料，要

麼採用與傳統研究方法不同的新路

徑3。本書可謂二者兼而有之。書

中充分發掘、利用了兩千餘卷引洮

上山水利工程局檔案，以及數量不

菲的甘肅省委、省政府、省水利

局、省民政局及相關地縣檔案館的

原始資料，並輔之以大量各類公開

文獻、內部資料、田野調查和口述

訪談史料，不僅詳細考察了1958至 

1962年甘肅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以

下簡稱「引洮工程」）的來龍去脈，

更着重分析在技術水平有限和物資

匱乏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幾乎僅

靠傳統的手工勞作，就地取材，建

設大型公共工程。

《工地社會》描述了在原本荒

無人煙的崇山峻嶺中，中共和人民

政府如何調動各種資源、「集中力

量辦大事」的歷史，同時也展示了

在基本上沒有「舊社會」各種因素

影響的情況下，新生的政權如何按

照中共的理想藍圖進行新社會建設

的故事。按照作者的定義，「『工地

社會』是在國家權力的強力推動下， 

由於某一大型工程的存在，而衍生

出來的一批人和制度的組合體。這

個社會因毫無原有基礎而可被按 

照理想意志設置完備的組織體系，

並有一套宣傳鼓動理念來支撐」（頁 

11）。也就是說，在大型建設工地， 

不僅國家組織機構在場，國家意識

形態、思想文化等都在時刻發揮作

用，共同構成一個既有社會主義國

家政權一般特點，又有自身獨特性

的社會形態。

作者以「工地社會」為核心概

念，按照時間順序將全書主體分為

三個部分展開論述：第一部分「工

地社會的誕生」，着重討論引洮工

程的緣起、計劃和開工過程，呈現

工地社會初創時期的雛形；第二部

分「工地社會的運行」，詳細介紹了

引洮工地的施工情況，不僅描述工

地社會的日常勞作、生活、文娛以

及政治運動等常規景象，也探討了

工地上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各類人員

的眾生相；第三部分「工地社會的

裂解」，分析引洮工程的困局和高

層決定工程下馬的經過，詳細探討

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如何在工程停

工、下馬過程中繼續彰顯黨和國家

的存在，以及其在解決工地社會解

體過程中的作為。三個部分按照時

間排列，完整地再現了引洮工程建

設的全過程。本書在中國當代史領

域諸多方面都有重要推進，下文集

中分析其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

研究方面的拓展和創新之處。

一　國家政權組織的 
「另起爐灶」

關於中共新政權建設問題，現

有研究不管是關注城市還是關注 

《工地社會》從大型公

共工程建設的角度，

描述了在原本荒無人

煙的崇山峻嶺中，中

共和人民政府如何調	

動各種資源、「集中力	

量辦大事」的歷史，同	

時也展示了在基本上

沒有「舊社會」各種因	

素影響的情況下，新

生的政權如何按照中

共的理想藍圖進行新

社會建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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