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版說明 

在準備本書重版過程中，二十六年前的往事時時浮上心頭。

1990 年 12 月 17 日，大陸的中國農學會為了紀念沈宗瀚先生逝世

十週年，在北京的中國農業科學院舉辦「沈宗瀚先生農業學術研

討會」。研討會邀請了先生生前的同事親友與海峽兩岸農業界人

士，包括費孝通、盧良恕、沈學年、馬保之、張乃鳳、沈君山等

人，共聚一堂，以一天時間，從農業史觀點討論沈宗瀚先生與中

國近代農業的發展，以及海峽兩岸的三農問題。我也受邀做了一

場名為「沈宗瀚先生與臺灣農業現代化」的主題演講。 

我與沈先生哲嗣沈君山教授同機飛往北京，這是我第一次去

大陸。在那個海峽兩岸關係尚未解凍的年代裡，我在飛機上心情

忐忑不安，但也頗為激動。從飛機窗外望出去，我心裡想著：沈

先生在天之靈，引領我首次來到神州大陸。我從小在臺灣南部鄉

下長大，關心農業、農村與農民。對於臺灣的三農問題雖然有一

些瞭解，但關於大陸的三農問題，多半只有書本上的知識。記得

1965 年大學一年級時，初次接觸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鄉

土重建》等書，對於大陸的農村與農民，有一種來自歷史想像的

憧憬。現在有機會親臨斯土，可以面對面接觸大陸農村與農民，

自然是非常興奮的一件事。 

在北京停留將近一週，參訪八達嶺長城。天寒地凍，長城內

外氣溫據說相差五度。我站在長城上，想像歷史上漢民族與塞外

遊牧民族的爭衡，頗有一種歷史的現場感。這次北京之行，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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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看到了蘆溝橋，橋上「蘆溝曉月」四字，似乎在提醒訪客抗

戰的血淚與滄桑。後來也去參訪北京近郊竇店的農村，看到農民

以養豬產生的沼氣發電，印象深刻。這次初訪大陸的過程中，我

時時想到歷史上中國農民的苦難；北京之行也讓我對於沈宗瀚先

生畢生為海峽兩岸農業、農村與農民所做的工作及其意義，有了

更深一層的體認。

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匆匆流逝，在修訂這本書並重新付梓的

過程中，我常想著大學時代在臺大農學院旁聽農業推廣系楊懋春

老師的「鄉村社會學」等課程的情景，也想到三十六年前寫完本

書最初稿本時，初謁沈先生的情景，仍不免牽動心緒。研究工作

不能脫離個人的情感，信然！

本書初版於 1981 年由臺北東昇出版公司出版，1990 年由巨

流圖書公司發行增訂新版，當時並未簽訂出版契約，亦未支版

稅。其後作者向巨流圖書公司購回餘書，熊嶺董事長歸還印刷發

行權。今重新校訂增訂版錯字，並增補部分內容，交由臺大出版

中心發行橫排新版。本次新版修訂過程中，承蒙王柏元同學打

字，凌華苓博士細心校讀，改正原版諸多錯誤，仔細核實史料，

謹敬致衷心之謝意。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現在發行橫排新校本，上距初版問世

業經三十五年，流光似水，令人悚然心驚。三十五年來，大陸與

臺灣農村早已輿圖換稿，物轉星移，但沈宗瀚先生在農業、農村

與農民的歷史上所踏下的腳印，必將長留青史。

黃俊傑 謹識 

2016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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