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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

转型中的近代江南农家经济结构
———以江苏省无锡县为中心

汪 效 驷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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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结构的转型是近代江南农村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化和现代机器的侵入与一家一

户的农桑结合型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江南农村经济结构的特有形态;近代江南农家以稻作为主 、以

蚕桑为辅的生产格局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多种经营和“非农化”是农家经济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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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nsfo rma tion o f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Jiangnan is an im po rtant respect of the tr ansfo r-

ma tion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region of Jiangnan in mode rn times.The invasion o f ma rket and modern ma-

chines intertw ined with traditional self sufficient management mode o f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 w hich

formed a unique sta te o f rura l economic in tr ansition.The productiv e pat te rn tha t relied mainly on rice and

was supplemented by silk in most o f the farmer s'family in the count ryside o f Wuxi had not yet changed fun-

damentally;multi management and non farming was still the tendency o f farm househo ld.

　　乡村经济的近代转型是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 , 以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为代表的

“技术学派” 和以马克思主义者陈翰笙为代表的

“分配学派” ①就对中国农村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和

深入的研究 , 并为国共两党提供了政策依据 。但

时至今日 , “三农问题” 仍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

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近代以来农业的发展历程。

江南是我国近代化的先行地区 , 处于太湖流域核

心的苏 、 锡 、常地区更是现代化的前沿地带 。本

文选取近代江南的经济中心———无锡 , 以陈翰笙

对无锡农村的调查和满铁在荣巷三村的调查以及

其它相关调查为主要依据 , 对近代江南农家经济

结构的形成 、演变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剖析 , 以期

修正对转型过程中的江南乡村经济的认识。

一

近代无锡位居苏南京沪铁路的中枢 , 南临太

湖 , 北近长江 , 中贯运河 , 具有明显的区位优

势 , 自古以来就是 “物华天宝” 之地 , “乃为天

然适于农业之区”[ 1] 126 , 是中外闻名的鱼米 、 桑

蚕之乡。

无锡的粮食种植业具有悠久的历史 。乾隆时

期 , 这里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稻米集散地 , “每年

江苏 、浙江两省在锡采办之漕米 , 约在 300万石

左右 , 益以消费各地所需 , 总计当时无锡米市之

集中数 ,常年在七八百万石之间 。”
[ 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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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普通乡民就已经与市场发生了联系 , 在无锡

浒墅 “关北二二百里以内 , 居民生齿日繁。积终

岁辛勤血汗所出之米 、 麦 、 豆粮 、花布 、 鸡豕 ,

完租办赋 , 养老育幼之资 , 以有易无。此往彼

来 , 熙熙攘攘 , 无日蔑有 。”
[ 3]
在近代以前 , 浒墅

关周围农民生产的粮食商品化已得到充分发展。

蚕桑是无锡农村的主要副业 , 植桑养蚕从清

后期在无锡各乡蔓延以来 , 就成为许多农家的经

营要项。19世纪 80年代 , 无锡 “丝茧价格高于

其他一切农作物 , 鲜茧每担 (司马秤 , 合 121

斤)常在 30-60 元之间 , 折合白米 6-10 石 ,

所以当时有 `养好花蚕发洋财' 之说。”[ 4] 11到

1913年 , 据 “ 《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 载 , 无

锡农业总户数 142 134 户 , 养蚕户 142 005 户 ,

占 99%。桑园占耕地面积的 20%, 家家栽桑 ,

户户养蚕 。”
[ 5] 12
整个近代 , 无锡的蚕桑业为 “江

苏全省之冠”
[ 6] 33006
, 在乡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

近代以后 , 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出现了更为普

遍迅速的条件。 “大约在鸦片战争以后 、 由于商

品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积累的增加 , 以无锡为

中心的 , 北接江阴 、 靖江 , 南连苏州 , 东至常

熟 , 西到宜兴 、 金坛的经济区域已经逐步形成

了。”
[ 7] 106
这对业已分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

自然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 米 、 布 、 蚕丝作为

关乎民生日用的基本生活资料 , 成为大宗贸易的

商品 , 米 、布 、 丝三大码头远近闻名 , 土布经营

方式由以花换布逐渐变为布商向农民放贷原料 ,

收回成本 , 农民则获取工资 。1895 年杨氏业勤

纱厂的创建揭开了无锡纺织业近代化的序幕 , 并

迎来了 20世纪初十多年发展的黄金时期 , 20年

代以后 , 随着洋布的倾销 , 逐渐排挤了土布的市

场空间。手工副业衰落的趋势明显 , 陈翰笙的调

查表明:“早已衰落的有织布 、 摇袜 、 织网花和

做花边。这些副业在 1929年前后最为兴盛 , 抗

战爆发前就相继衰落或停歇了。”[ 8] 25扎黄钱 、 织

黄麻布和绩麻线等业也难以为继。手工业的无利

可图和机器生产的替代终于使无锡农村一些传统

手工业消泯于无形。

蚕桑业的各个生产环节都通过市场来运转。

19世纪 70年代后期机械缫丝厂在上海等地的陆

续兴建 , 扩大了蚕茧的需求量 , 专门收购鲜茧焙

烘干茧的茧行应运而生 , 1887 年在洛社镇出现

了无锡第一家茧行———仁倡茧行 , 到 1910年发

展到 140 家。1904 年创办了无锡第一家缫丝厂

———裕昌丝厂 , 1929年发展到 50 家 , 蚕农自养

自缫的土丝生产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 土丝集散 ,

逐步让位于蚕茧。丝市变成蚕茧市场了 。借民族

工商业发展的东风 , 无锡成为华东地区的原茧集

散地 。据 1933 年的调查: “苏省丝产 , 甲于全

国 , 而无锡尤为苏省最盛之育茧制丝区域 , 每年

产销总值 , 计有二 、 三千万元之巨。”
[ 9] 37
一方面

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日益衰

落乃至消失 , 另一方面是蚕桑业在农家经济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无锡乡村经济的近代转

型就这样在副业领域悄悄展开了 , 吴柏均将其解

释为 “养蚕业对家庭棉纺织业的替代” [ 10] 25 , 棉

纺织业和蚕桑业的此消彼长最终使后者成为近代

无锡农家最重要的家庭副业。

与此同时 , 传统耕作业的个别环节也不可避

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 由机器代替了人力 , 最

典型的是灌溉 , 已经由戽水机代替了脚踏水车。
表 1　机器戽水机的发展情况

1929年 1936年 1948年

调查村
戽水

机数

受灌田亩

占使用农

田面积的%

戽水

机数

受灌田亩

占使用农

田面积的%

戽水

机数

受灌田亩

占使用农

田面积的%

黄土泾桥 1 96% 2 98% 2 98%

东吴塘 1 10% 2 90% 1 70%

张塘巷 2 90% 2 92% 1 93%

毛村 1 100% 1 100% 1 100%

白水塘 2 90% 2 90% 3 90%

前刘巷 1 100% 1 100% 1 100%

龚巷 ——— ——— 1 98% 1 100%

曹庄 1 15.4% 1 14% 1 14.7%

苏巷 1 35% 2 50% 1 95%

唐家塘 2 62% 2 80% 2 85%

邵仓 ——— ——— 1 4% 3 50%

　　资料来源: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 《无锡县 (市)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1929 -

1948)》 , 陈翰笙 、 薛暮桥 、 冯和法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第三

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12页。

以上数字说明 , 11 个调查村戽水工具发展

的主要特点是人力和畜力戽水工具的逐步下降和

淘汰 , 而机器戽水工具发展较快较普遍 。这不仅

是 11 个调查村的情况 , 而且反映了整个无锡地

区农田灌溉的实况 。据相关调查 , “无锡戽水机

开始于清末 , ……1933年至 1937年全县机船数

量经常保持有 1300-1600 只。抗战期中 , 戽水

机损坏达 30%。”[ 12] 427戽水机船发展较早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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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接近工业城市 , 易于获得机器

戽水工具 , 资本主义经济也易于向农村伸长 。特

别是经营戽水机利润较大 , 这是戽水工具发展的

根本原因 。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的机器动力在乡村

的出现 , 对乡村生产的近代转型具有深远的意

义。但是 , 无锡农村的生产模式仍然是一家一户

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 资本主义的农场经营在

整个江南地区几乎绝迹。一方面是农业的商品化

程度越来越高和现代机器对农业生产的逐步渗

入 , 另一方面 , 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难以被打

破 , 这构成了转型中的江南农村经济的一般

状态 。

蚕桑与稻作农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 , 由于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 , 农民往往

在二者之间徘徊 , 进行着 “偏向于谁?” 的艰难

抉择 。那么 , 在蚕桑与稻作之间 , 农民选择的倾

向性和大致走向如何 ?换言之 , 蚕桑业是否能以

自身的收益优势超过或取代传统的粮食种植业?

这对认识转型中的乡村经济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二

近代无锡以民族工商业的兴盛而著称 , 在

20世纪 30年代曾号称 “小上海” , 工业的发展

和扩张必然对乡村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 , 无锡蚕

丝业生产 、加工 、销售的各个环节就被纳入了近

代机器生产和市场贸易的轨道 , 再加上 1908年

沪宁铁路的竣工为无锡蚕茧外销提供了便利条

件 , 导致了近代无锡蚕丝业的迅猛发展 , 植桑养

蚕的农户在很长时间里均占绝大多数。
表 2　历年蚕户比重

年份 调查户 养茧户 占调查总户%

1929 716 571 79.75

1936 751 531 70.71

1948 834 496 59.47

　　资料来源:刘怀溥等 《江苏无锡县近卅年来农村经济调查

报告》 ,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 编辑室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

(增刊) 1988年第 2期第 34页。

跟种植业和其他副业相比 , 蚕桑业具有明显

的优势 , “养蚕的主要特点是时间短 , 收入多 ,

周转快 , 养蚕只要一个月 , 秋茧 18 天 , 而且均

在农闲季节 , 桑树多系桑农自植 , 育茧工作由妇

女与一般劳力均可承担 , 桑业与工资两项无需支

出 , 农民以此项收入作为春 、 秋生活资料与生产

资料的主要来源 , 农村中有 `养不怕的蚕 , 种田

不养蚕 , 田角就要荒' 的说法。”
[ 8] 34
人多地少的

困境 、现金收入对于农家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使妇

女劳动力得到充分发挥等因素决定了许多农家热

衷于植桑养蚕 , 养茧规模迅速扩大 , 茧价开始回

升 , 养蚕农户迅速增加 , 桑田所占比重有所增

加 , 陈翰笙调查的四个村 , 桑田所占农田比例在

20%左右 , 这说明了蚕桑业在乡村经济中已占相

当大的份额 , “农民把它与稻麦并列 , 有 `一年

两熟蚕 , 相抵半年粮' 、 `蚕业丰 , 一年足' 之

称。”[ 8] 33但是 , 从纵向上看 , 农桑用地所占比重

不仅没有增加 , 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 这

显示蚕桑业并无超越或取代粮食种植业 。
表 3　四个村桑田面积增减情况

村名
1929年

桑田面积

占使用

农田%

1936年

桑田面积

占使用

农田%

1948年

桑田面积

占使用

农田%

苏　巷 52.39 24.16 49.78 21.44 57.83 19.70

周家巷 114.39 21.29 112.86 20.52 102.79 18.75

张塘巷 67.14 21.09 47.17 15.18 40.59 15.65

东吴塘 78.31 21.25 60.79 22.24 57.91 20.51

　　资料来源: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 《无锡县 (市)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1929 -

1948)》 , 陈翰笙 、 薛暮桥 、 冯和法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第三

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23页。

从收益看 , 蚕桑业所占比重更是有限的 , 据

陈翰笙的调查 , “以 1929年调查村茧总值以每户

平均计算为 74.97 元 , 合糙米 1000多斤 , 相当

三四亩的稻田收益 , 平常年成的蚕桑收入也很

大 , 也要占农副业生产收入的 10%以上。”
[ 8] 33
蚕

桑业固然是农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 但它远远不能

从根本上动摇农家粮食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考察

近代无锡的粮食种植业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这

一点 。

无锡是近代四大米市之首 , 粮食作物的种植

在农家生产结构中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 据 20

世纪 20年代末的调查:“以作物种类言 , 则水田

约占十分之六 , 桑田约占十分之三 , 园艺约占十

分之一 。” [ 13] 97 30年代前后对无锡县第四区的调

查结果是:“全区共税田 50 535有奇 , 内耕作田

数 37 257 亩;稻田 25 289 亩 , 占耕作亩数

67.9%。桑田 10 273 亩 , 占耕作亩数 27.6%。

鱼池共计 400 余只 , 计 1 695 亩 , 占耕作亩数

4.5%。” [ 14] 49由此可见 , 以稻 、 麦为大宗的粮食

种植业的生产结构在近代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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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中 。

曹幸穗对旧中国苏南农家的副业问题进行过

研究 , 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 。但是 , 笔者认为

其对农副业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判断有误 , 他从

上述满铁调查的数据 , 得出了 “对大多数农户来

说 , 种植业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 , 经济的重心在

农耕之外的养蚕业及其他工商副业 , 致使这一带

农村中的农业变成了 `副业' ”[ 15] 132 133的结论 ,

是对历史数据的误读 , 因为就无锡来说 , 满铁选

择的荣巷三村是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 , 是特

例 , 而不具有代表性 , 也与前述陈翰笙调查的结

果大相迳庭;再者 , 满铁是共时性的调查 , 不能

反映历时性的状况;还应该看到 , 即使普通农产

品的贩卖在农民纯收入总额中的比重不足一成 ,

也并不表示种植业的收入就是微不足道的 , 因为

农民种植的粮食大部分都被自家消耗掉了 , 用于

出售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 所谓 “耕田之入 , 抵

消耗之饭食 , 养蚕所得 , 抵全年之家用 。”[ 16] 1443

在捉摸不定的市场面前 , 农民不大可能将经济重

心转向工商副业 。所以 , 仅从近代江南工商业迅

猛发展的事实 , 而武断地得出乡村生产结构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农民已经舍本逐末的结论

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如美国学者李明珠

(Li llian M .Li)指出的那样:“在桑树成林而不

是散种的无锡 , 20 世纪 20年代和 30 年代桑地

仅占该县耕地的约 20-30%。那里的一般情形

是 , 每户拥有的桑地不超过 1-2 亩。水稻和小

麦仍旧是无锡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17] 155

从稻 、麦的亩产量看 , 在解放前的 20年间

(1929-1948)其上升的幅度很小 , 特别是 1936

年到 1948年的十多年时间没有增长。 “根据 11

个村的调查材料 , 以 1929年为 100%, 1936年

水稻为 111.7%, 小麦为 107.6%;1948年水稻

为 110.2%, 小麦为 112.3%。以 1936 年为

100%, 1948 年水稻为 98.6%, 小麦为 104.

4%。”[ 8] 7这与一些学者根据近代战乱频仍 , 农业

生产条件受到破坏的实际情况而得出农业生产力

总体水平下降 ①的结论并不一致 , 主要粮食作物

的单位面积产量尽管上升的幅度不大 , 但也没有

出现大的滑坡 , 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稳定和平衡。

那么 , 蚕桑业为什么没有取代粮食种植业而

成为农家的主要产业呢? 这是因为 , 中国近代农

业的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严重制约 , 加上生产力

水平的低下 , 传统社会中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遭

到破坏 ,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就曾经给

予中国农业以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 , 农民就

不大可能作 “舍本逐末” 式的选择 , 相反 , 受市

场的左右 , 农民往往在 “种稻” 与 “植桑” 之间

出现较大幅度的摇摆 , 19世纪 70 年代起 , “成

片桑园在无锡陆续出现 , 并把大块稻田改种桑

树。”
[ 4] 4
但到 20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后 , 由于蚕

丝业的衰落 , 改桑田为稻田的事例屡见不鲜 。在

20世纪 30年代的农业大萧条中 , 无锡 “农民的

桑田 , 几有一致把他翻作稻田的倾向”
[ 18] 133-134
。

导致桑田面积的急剧减少 , “在十九年时 , 桑田

共有 251 000 余亩 , 二十年减至 150 000 余亩 ,

二十二年更激减至 84 000余亩。”[ 19]

所以 , 无锡农村以粮食种植业为主 , 以蚕桑

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在近代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

变 , 但乡村经济的转型已在这种农桑相结合的生

产结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代的工业化和市

场化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农家在从事 “农

桑” 生产的同时 , 得以选择多种类和多形式的经

营 , 以缓解现金不足的压力和保持家庭收支的

平衡 。

三

近代无锡农家的副业 , 除了蚕桑以外 , 较普

遍的是动物饲养和果蔬种植 , 因为这是农家的生

活消费所必需的产品 , 在没有充分的资金购买的

情况下 , 农民往往会不计成本 , 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而为之。还有一些农家根据自身的地理 、历

史特点和传统习惯 , 经营一项或几项其他副业 ,

以作为生产和生活的补充 。陈翰笙在调查的村落

中对养猪 、养羊 、养兔作了统计 , 养猪户较多 ,

几乎达到每户一头 , 其次是养羊 , 另有少数农户

养兔 。[ 11] 316

果树蔬菜的种植一直是农家的日常生产项

目。在无锡调查组调查的 1929 、 1936 、 1948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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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章有义在 《海关报告中的近代农业生产力状况》 (《中国农史》 1991年第 2期)中指出 ,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处于停滞和

落后状态。向玉成在 《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兼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中国农史》 1999年第 4期)论证

了同样的观点。



个调查年度 , 果园栽种面积占农业用地的比重分

别为 0.02%、0.24%和 0.93%, 呈现明显的上升

趋势 , 各村都有自身的优势项目 , 如邵巷村就以

种植水蜜桃而闻名 , “1940年就开始有水蜜桃 ,

由于获利较大 , 1948 年就成为大发展的一年 ,

其栽种面积就等于该村水稻面积的 17.65%,

其产值竟等于稻 、麦 、山芋等主要农作物总产值

的 34.41%。” 唐家荡村的芹菜久负盛名 , 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 , “1929年还只种 19.03亩 , 占农

业用地 3.54%, 到 1948 年 , 就增加到 35.95

亩 , 占农业用地 6.38%。”[ 8] 24-25靠近无锡城区的

张村区村民普遍种植茭白 , 据土改前夕对 “刘潭

乡一保与十六保调查 , 茭白田各占该保总田亩的

20%与 14%;张村镇小利市约占 20%。刘潭乡

十五保种植户数约占总户数的 29.5%。” [ 20] 413

在织布 、 摇袜等传统家庭手工业衰落的同

时 , 不少地方又兴起了新的种类的手工业 , 最有

代表性的是黄土泾桥的拉丝棉 , 调查者对此有具

体的描述:“黄土泾桥拉丝棉 , 始自 1933年 , 当

时只有一家富农经营 , 除夫妇二人和一小孩从事

外还雇了两个工人 , 这是资本较多 、获利较大的

一种副业 。一方面向丝厂购入下脚茧 (主要是双

宫茧), 另一方面利用农闲季节 , 进行加工 , 拉

成丝棉 , 一年约经营四个多月 , 能拉 25市担下

脚茧 , 除去一切开支 , 可获利 340 元。 ……到

1948年 , 已发展到 30 多户 , 从业者达 100 多

人 , 这时不仅对下脚茧进行加工 , 而且还采取春

季廉价购进原料 , 进行投机 , 获取暴利 , 所以 ,

虽大多数是中农经营 , 但大都雇佣临时工 , 是一

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副业。”
[ 8] 27
此外 , 具有数百年

悠久历史的黄土泾桥的坯砖副业 , “以抗日战争

前一 、二年最盛 , 从业户占全村农户的 70%以

上。每年在夏收 、秋收之前 , 各做三个月左右 ,

销路好时 , 农民兴趣很高 , 甚至把农业生产置于

次要地位 。抗战爆发后 , 销路不畅 , 加之该村新

兴的拉丝棉副业有了发展 , 从业户就急剧下降 ,

至 1948年 , 继续从业的就只有 13户了 。”[ 8] 28乡

村的独立工匠手工业如白水荡的打铁业 、苏巷村

的泥水匠业也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从事独立

工匠手工业的农民存在转化为小作坊主的趋势 ,

如以惠山为主要产地的传统泥人业 “出息不坏 ,

工作又轻便 , 大率业之久者 , 非万不得已时不肯

再从事农田工作 , 乃形成一种独立之手工

业。”[ 21] 39 。在抗战爆发后新兴的家庭作坊手工业

有龚项村的酒坊业 、 毛村的粉坊业等等 。土改时

期的调查也表明 , 除了养蚕以外 , “他如近城区

的种菜 、 做砖瓦 、 拉丝棉 , 滨湖区的酿酒 、 打

铁;张村区的打丝线 , 新渎区的种植桃树 , 沿太

湖边的捕鱼及养猪 、牧羊与各种手工业如木匠 、

泥水匠 、 锡匠 、 铁匠 、 织袜 、 绣花 、 裁缝 、 理

发 、 漆匠等……及各种摊贩的经营以弥补农业收

入的不足 。”
[ 22] 102-103

近代无锡农家的副业具有以

下特征:一些传统副业的衰落和另一些新兴副业

的兴起是交织在一起的 , 多种经营是常态;这些

副业基本上是小商品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的 , 是

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非农化” 趋势非常

明显 , 农家的收入构成也说明了这一点 。

与上述种植业在农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相适

应 , 农业生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 在农

家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最大 , 农 、副及其他各

业收入所占比重如下:
表 4　11村三个调查年度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表

年代 1929 1936 1948

农业 42.15 45.21 51.08

副业 25.75 21.09 25.93

非农副业 33.10 33.70 27.62

　　资料来源: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 《无锡县 (市)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1929 -

1948)》 , 陈翰笙 、 薛暮桥 、 冯和法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第三

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15页。据原表改制。

这是 11个调查村的综合情况 , 可以看出 ,

在较长历史时期里 , 农业生产收入占到农民总收

入的 50%左右 , 副业收入占去二成以上。值得

注意的是 , 非农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

过了副业 , 成为仅次于农业的收入来源 。

其它村的个案调查结果也是如此 , 根据对黄

巷村村民收入的统计 , 田内收入占全收入量的百

分数为 46.13% , 其余 53.87%为田外收入 , 其

中各项收入为:厂工占 15.73%, 船主及船工占

11.03%, 手工业占 6.42%, 蚕茧占 4.48%, 小

贩占 1.19%, 雇农占 0.93%, 畜养占 0.48%,

其他占 13.66%。
[ 23] 5
黄巷村是离无锡市区较近的

乡村 , 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大 , 经济结构发生了裂

变 , 促使农家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满铁调查中也能反映无锡乡村居民收入构

成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 调查人员曾在荣巷三村抽

取了 20户农家 , 对其现金收入做了统计 , 列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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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荣巷三村 20 户农家的现金收入

20户
总计(元)

现金收入
总额中的比重

一户的
平均值

年初始用金 295.50 (8.11) 14.77

工资 940.20 28.1(25.82) 47.01

普通农产品的贩卖 261.00 7.80(7.16) 13.05

蚕茧贩卖 1652.40 49.39(45.38) 82.62

房租 ——— ——— ———

副业收入 253.00 7.56(6.98) 12.65

杂收入 83.00 2.48(2.27) 4.15

临时收入 16.30 049(0.45) 0.82

借入金 140.00 4.18(4.84) 7.00

贷款回收 ——— ——— ———

贷款利息 ——— ——— ———

地租 ——— ——— ———

合计 3345.90(3641.40) 100.00 167.30(182.08)

　　原有说明:杂收入是指砍伐山上的树木出售所得现金。 有

临时收入的有一户 , 是孩子满月时亲朋好友送的礼金。括号中

的数字是包含年初始用金时计算出来的结果。蚕茧是民国二十

八年秋茧和民国二十九年春茧的总额。资料来源:满铁上海事

务所调查室 《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满铁调查研

究资料第三十七编 , 昭和十六年 (1941年)日文版第 118页。

从表 5看出 , 蚕茧收入占总收入的45.38%,

这虽然不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 , 但足以证明养蚕

业所占的重要地位。工资收入占到 25.82%, 这

些工资并非雇佣劳动所得 , 而是依靠去无锡 、上

海等城市务工获取的 , 这项收入具有明显的 “现

代” 性质 。大多数农家在保持粮食种植业的主体

地位的同时 , 经营项目和收入来源多样化 , 工副

业收入在现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 “非

农” 成分在农家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 成为工业化程度较高 、较快的江南地区农家

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

从无锡这个江南区域的典型蓝本可以看出 ,

即便是在江南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

区 , 乡村经济结构的近代转型仍然处于缓慢而艰

难的情形之中 , 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型经济仍然

占据主导地位 , 现代型经济结构远未成形。这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近代化的步伐。从而也进

一步说明 , 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 “三农” 问题要

经历一个长期的 、复杂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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