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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风习变迁的影响* 

———以九江为例 

汪红梅1 

( 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系统中心江西九江 332005) 

摘要: 建国初期的新中国步入了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各地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九江的商品经济

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跨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新社会的风习在移风易俗下也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

风习的变迁固然是在政治变革下发生的，但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反之风习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发生着作用，它们在相互影

响中变化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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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迈上了新台阶。饱

受战争创伤的全国人民迅速投入到新社会的恢复和建设中，随着新社会所带来的新发展、新气象，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在悄然

发生着变化，新的风习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建设和运动中迅速形成和蔓延。九江作为长江中下游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经历了

腥风血雨的洗礼，也以崭新的面貌在历史的洪流中奋勇向前。 

一、九江商品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年恢复时期、三年改造时期及三年大跃进时期，在六十年代初期经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后，并没有

从根本上找出问题所在，并由于“左”倾错误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的到来。虽然“文革”前的十多年掀起一次又一次波澜

壮阔的运动，但从 1952 年开始的五年国民生产计划也是在按部就班地贯彻执行。经济发展夹杂在政治运动中，必然会深受影响，

但与旧社会相比，商品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九江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天地。 

( 一) 九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1. 在生产领域，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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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九江的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人民政府接管的工业只有三十多家，从事纺织、发电、火柴、面粉、制米、陶瓷、

染丝、榨油、轧花、酿酒、竹木加工的小工厂、小作坊和家族手工业，连拥有机器生产的兴中纱厂，也因战乱破坏，处于破产

困境。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九江都实现了许多突破。在“一五”计划期间，九江市新建了电力、纺织、

机械、造船、建材、食品等一批企业，至 1957 年，全市工业企业数已达 812 个，其间工业企业户数净增 673 户，增加 4. 8 倍，

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40 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 749 个，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23 个。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 1. 06 亿元，

增长 1. 5 倍，年平均递增 20. 2%。
［1］

 “二五”期间，九江市先后创办了长江化工厂、九江畜产制革厂、九江船厂、九江电信

器材厂、九江仪表厂、九江火力发电厂、云山煤矿机械厂、恒丰机器厂、九江第三棉纺织印染厂、九江针织服装厂、九江油脂

化学厂、九江化工厂、九江磷肥厂、九江动力机厂、九江微型电机厂、庐山水泥厂、九江玻璃纤维厂、九江食品厂、九江肉类

联合加工厂等一大批轻纺、化工、冶金、机械、陶瓷、电力、塑料、皮革、仪表、造船等工业企业。1962 年底，全市工业企业

数为 794 户，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181 户，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 611 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2 户，实现工业总产值 1. 15 

亿元。1961 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 1963—1965 年三年调整时间取得了明显成效。九江市人

民政府在中央、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统一部署下，着手调整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工业发展步伐，对生产方向不够明确、产品

质次价高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并大量精简职工，对新建基础工业企业进行扩建和改造。经过调整，九江市工业生产逐

步回升，到 1965 年底，全市工业企业数为 534 户，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153 户，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 381 户，全市工业

总产值 1. 74 亿元，较 1962 年增长 40. 9%。
［2］

 通过新中国初期大规模的发展建设，九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2. 市场及消费: 计划供应，限量消费 

九江历来是长江中下游商品集散地，清代以后，市场经历多次兴衰起伏，曾经历清咸丰、民国初期、抗战胜利三次兴盛。

解放后经过三大改造，商品流通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交易按计划购销。经过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随后一系列合

并、过渡，再调整，基本形成国营商业为领导，供销社、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为助手的商品零售模式。建立了商业的专门经营

机构，如最早建立的国营九江贸易公司及随后增设的百货纺织品、五交化、副食品、石油、煤炭、商业储运、蔬菜、饮食、工

业品等专营公司。 

以九江港为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九江商业消费城市的特点，也改变了九江港以粮食、农副产品及日用百杂货

为主的传统货源结构，促使港口煤炭、矿建材料、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钢铁、机械、木材等工业用原( 燃) 材料货种急剧

增长，港口开始显示出向工业港发展的趋势。以九江港务局为例，过去一向占吞吐量 2 /3 的包子货( 包子货通常指袋装盐、粮、

棉及日用百杂货和水泥等) 1959 年不到 1 /10；相反，过去只占港口吞吐量 1 /3 的煤炭、矿石、型砂在 1959 年中却增长到 2 

/3 以上。
［3］ 

在消费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生产力落后，货源不充足，商品匮乏，当时的一些消费品实行定量供应。50 年代初的九

江，各地糖、酒、糕点、罐头、奶粉上市品种少，销量小，国营商业经营的货源大都由省、专计划分配到县、市城乡。酒类从

1952 年 6 月起实行专卖，食糖从 1956 年起，开始实行对城乡居民定量供应。60 年代前期，糕点实行凭证定量供应。1961 － 1965 

年间，一般酒都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全国名酒和省产名酒高价零杯销售，每次每人至多只卖 1 市两。
［4］

在定量供应方面，1954 年

各地开始实行棉布定量供应，1964—1965 年，除棉布、豆腐继续凭票定量供应和煤球凭证不限量供应外，1958 年后实行定量

供应的猪肉、卷烟、鲜鱼等商品敞开供应。如 1961 年，各地居民只发给 3 ～ 8 月定量布票，每人 1. 8 市尺。1962 年每人全

年 2. 6 市尺。猪肉从 1960 年 7 月 1 日起，九江市又恢复定量，每居民每月 2. 5 市两，直到 1963 年。1963 年，食糖货源

紧张，九江市居民改为每人每月 1. 5 市两。
［5］ 

3. 工人及职工工资福利收入情况 

在解放后的近二十年，因为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在收入分配上也是统一制定分配标准。在 1949 年 5 月至 1952 年工资改革

前，当时有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供给制，一种是薪金制，供给制主要是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生活必需品分配制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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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制是以货币为主要形式支付报酬，主要是针对公营企业、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新吸收的家庭负担较大的工作人员。1956 年

国务院进行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九江地区参加工资制度改革的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总职工为 30174 人，改革前人均月平均

收入为 33. 52 元，改革后人均月平均工资为 41. 3 元。
［6］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的地位得到提高，除了工资收入外，还享有各种福利，如办职工食堂，维修职工宿舍，新建托儿所，

增加医疗设备等。九江港史记载: 为了改善装卸工风餐露宿的状况，分别于 1954 年和 1956 年兴建了两幢工人休息室。为改善

九江港职工的住房条件，解放后初期分别兴建了一批职工住房，在九江市内形成了三个较集中的住宅区，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

平。
［7］

其它单位仅 1956 年九江兴中纱厂、电厂、海员( 港务局) 、商业等六个单位工会，投资 44 万元( 公积金和福利费) ，

建砖木结构房屋 1150 平方米，有 400 户工人住进新居，租金每户只一二元。
［8］

建国前，个别企业有简单的福利设施，如久兴纱

厂有一个医务所( 医生一名) ，一个哺乳室和可供少数人就餐的食堂。建国后，在政府的推动下，各单位迅速兴办起一批福利

设施。1952 年，市区各厂矿有诊疗所 3 所，医师 3 人，护士 32 人；企业特约医院 20 个，保健员 35 个；浴室 13 个，其中

女浴室 2 个；理发室 9 个，子弟学校 1 所，托儿所 2 所。1953 年，九江各企业的职业福利工作随着生产的提高，逐步增加和

改善，如纱厂、火柴厂还建起了职业食堂、维修职工宿舍、新办托儿所、增加医疗设备等，并建立了管理制度。1954 年，市区

企业已建成职业宿舍 228 间，住宿 748 人( 1955 年 1711 人) ，职工食堂 6 个，就餐 509 人( 1955 年 3224 人) ，职工医院

5 所，就医 5449 人，1955 年建家属宿舍 471 间，住宿 2505 人。60 年代以后，各企业逐步建立了“小社会”，职工宿舍、家

属宿舍、食堂、医院、幼儿园、托儿所、哺乳室和子弟学校基本满足了职工需要。
［9］

 

( 二) 特点 

1. 工业发展讲究全而小，效益不高 

在“文革”前，经过将近三个五年国民生产计划，九江建立了涵盖重工业、轻工业的各领域的企业。在那个交通不发达，

商品流通不便利的条件下，这些企业有利于解决当地的各种需求，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但同时因为企业的性质及市场等

条件的限制，这些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效益不高，没有竞争意识和淘汰机制，而且这些企业没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很多都是

属于重复建设。 

2. 工业发展受政治运动的影响 

如在“全民大办钢铁” “全面大跃进”等错误思想影响下，小钢铁厂遍地开花，钢铁工业异军突起，生产建设畸形发展，

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危害。全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最多的 1958 年小钢铁厂达到 1527 户，1958 年全

区参加大炼钢铁会战劳动力超过 30 万人，建造了高炉 1400 余座。
［10］ 

3. 所有制形式单一 

经过“三大改造”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在九江的所有生产单位基本上上都是公有制经

济，如 1956 年对私营商业改造后，除个体商业占经营总额的 0. 4%以外，其它的都是国有或集体的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虽然

有利于集中资源和力量来办事，但缺陷是企业生产积极性不高，效益低下。 

4. 带有鲜明的平均主义特色 

在计划经济年代，分配和消费都是计划好的，工资收入、住房分配、生活用品的购买等都是按文件、按规章制度、按计划

来实施的。在物资特别匮乏的年代，这种方式有助于保证人民生存的基本条件，缓和矛盾。但另一方面，平均主义也不利于调

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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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风习的变迁 

新中国的建立扫除了旧社会长期附加在人民身上的各种压迫，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上的，而在思想文化上的

改造就具体表现在社会风习的建设上，提倡积极向上、良善的社会风习，摒弃残余的封建落后、愚昧不良的社会风习。 

( 一) 社会风习变迁的表现 

1. 爱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成为当时最大的口号和风向标，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是行动方向 

新中国建立后，九江市民精神振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新社会的各项建设中，无论是在工业、农业还是在城市建

设等方面，人们都表现出高涨的建设热情，以及巨大的能量和创造力。工业方面的建设成就前文已经罗列，在城市建设方面如: 

为了适应城市建设和新工业区建设的需要，加快十里铺新工业区的建设速度，组成一个完整的干道系统，中共九江市委决定组

织五万劳动大军，苦战七昼夜，扩建环湖和跃进大道。
［11］

以及全区各地组织大规模向荒山秃岭进军，改造自然面貌的群众性绿

化运动。
［12］

像这样通过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的建设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比皆是，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建设新中国

的社会潮流。 

在爱国主义方面，保家卫国，捍卫新生政权，同各种国内外反动力量作斗争在九江市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 1951 年的

“五一”，为声援抗美援朝，全区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工商界、医务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据不完

全统计，全区参加“五一”大游行群众的共计 933476 人，占成年人总数的 53. 9%。而且九江市民踊跃参军，积极拥军，如九

江地区青年自愿报名参军人数达到 14 余万人。
［13］

在土改及“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广大九江市民积极参加，

扫除不良分子和行为。如剿匪反霸，斗争恶霸地主，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使得人民认识到过去骑在人民头上做威作福的反动势力

被清除，恶霸遮天、地痞横行、残害百姓的乌烟瘴气被一扫而空，各界安居乐业，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其它的一些活动也在爱

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如爱国卫生运动，订立爱国公约，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等，通过这样的一些宣传和教育，极大提高市民的

思想政治觉悟，形成一种爱国主义的良好风习和积极参与到各项爱国活动中。 

2. 由重商转向重编制内、体制内 

九江历来商业氛围相对而言较为浓厚些，从商人数也较多，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大改造，消除了大量存在的私有制，

于是有单位成为人人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端上“铁饭碗”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人都以是编制内、体制内的人而自豪。建国

初期，人民政府对职工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由国家“统包统配”，成为用人单位的固定职工，不得随便辞退。到 1957 年，

九江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正式形成，企业实行了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1949 年，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为 0. 19 万人，1952 

年为 0. 5 万人，1957 年为 0. 87万人，1962 年为 1. 28 万人，1965 年为 1. 32 万人。
［14］

因为在收入福利方面是计划分配，

贫富无明显差距，又由于工人队伍的迅速壮大，工人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工人老大哥。人人都以能有工作有单位为荣，如九

江居民区西园在解放后，柳氏宗祠成为了这一带居民活动中心了，每逢周一、三、五居民小组就集中在这里学习、读报、讲时

事、教唱歌曲，这里还办“扫盲识字班”，识字上千者还颁发“扫盲证”，先进人物还到市文化宫开会。一到该唱歌的晚上，妇

女儿童都聚集到这里由“九师”派的学生在这里教唱，非常热闹。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开始大量

需要劳动力，为了尽快把妇女从锅灶台边解放出来，于是加紧认字班管理，一批又一批妇女通过扫盲走进了工厂、商店、菜市

场、饮食服务行业。一些当年从“柳氏宗祠”扫盲后参加社会活动的妇女们都已 70 左右高龄，每每谈到当时在祠堂内扫盲、唱

歌都能勾起老人们美好的回忆。
［15］ 

3. 提倡良好风习，如勤俭节约、以劳动为光荣，积极上进的风习等，大力宣传一批优秀劳模，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全社会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劳动光荣的风气，在九江通过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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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活动也很快形成了这些良好的风习。在工人中九江市工会通过组织工人举行劳动竞赛，变役使性劳动为主动性劳动，并按

照不同的形式提出不同的内容，比如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以恢复经济为内容

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以改革创新为内容的技术革新劳动竞赛。
［16］

通过这些形式的竞赛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倡以劳动为

光荣、以节约为美德的风习。1952 年仅九江市，就有 32 个单位 5662 人参加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特别是兴中纱厂、邮电局、

港务局、石油公司、火柴厂等单位，涌现一批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如创造瞿兰香落纱互助清洁法和细纱接头法，石桂英摇纱

法，吴金桃小组经验；海员殷长林首创航行一列式拖带法，周自本开创木排直航上海的先例等。
［17］

各级工会还开办了职工政治

夜校、职工文化补习班，工人文化宫、职工俱乐部和职工图书馆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有利于丰富工人的生活，同时提倡一种

积极向上的社会风习。1951 年 2 月 19 日《九江日报》上刊载《往年赌博、打牌过春节，今年玩花灯、扭秧歌》，1961 年 1 月

3 日《节日生活丰富多彩，文坛艺苑万紫千红———九江市人民欢欢喜喜过春节》等文章，都反映了新中国初期九江市倡导和

逐步形成的良好风习。在勤俭节约风习上，也是不遗余力地大力宣传和提倡，1952 年 12 月 4日和 7 日的《新农村报》刊文《学

习工人老大哥，努力增产节约》、《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以及 1961 年 1 月 10 日《九江日报》刊文:《勤俭老人汪翠

枝》、《书记的传家宝—访克勤克俭的党总支书陈开侑》《克勤克俭话书记》等。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勤俭为美德的风气，

如许多搬运工人自备节约袋，将散落在地上的物品捡起来，交给物主；1954 年，仅火柴厂通过竞赛就节约 1. 38 亿元( 旧币，

后同) ，兴中纱厂 1955 年仅 7 月一个月就节省 1. 46 亿元，降低成本 8. 5%。
［18］ 

4. 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风习的转变 

九江自近代开埠通商以来，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受西化影响相对比内陆其它城市要大些，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一系

列社会改造运动的进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风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衣着打扮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载体，反映了一定时代、一个地方的特色和人们的审美观。建国初，九江城镇中老年普遍穿干

部服、中山装，青少年多穿列宁服、学生装。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知识界男青年爱着青年装、便装棉袄、短大衣，女青年

爱穿短衬衫、三角裙。50 年代鞋袜上，流行浅帮胶底鞋、马口套鞋和浅深统球鞋，中青年干部爱穿浅、深统皮鞋和皮凉鞋。60 ～ 

70 年代，解放鞋、塑料凉鞋、浅统皮鞋和深统套靴普及城乡。60 年代后，长筒袜被淘汰，短筒棉纱袜、丝光袜、尼龙袜、锦

纶袜相继进入千家万户。建国后，青少年男子爱剪游泳头，女子结双辫，中年妇女多夹燕尾式或发髻式。建国后，男子常戴青

蓝色解放帽，夏戴麦草帽、太阳帽、运动帽，冬戴毛呢干部帽、防风帽；女子兴扎花头巾，有时折成三角形作围巾；儿童多戴

小绒球帽。
［19］

这一时期穿着打扮上的风习主要体现为简朴实用的特点。 

解放后，九江的城市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了三个集中的居住区，甘棠湖、闸口以北，龙开河以东为中区，居住密

度高达 282 人/公顷，以一、二层木结构房为主；龙开河以西及闸口以南为西区，以棚户为主，居住密度 101 人/公顷;南门湖

以北，老鹳塘以西为东区，以一、二层木结构房屋为主，居住密度 114 人/公顷。
［20］

房屋的居住结构及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以老

居民区西园为例，1949 年九江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西园的环境进行了治理整顿，1951 年对私房进行验契登记，并发“房地契

证”。1958 年对凡出租 80 平米以上的私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许多富裕之家、商贾名流的旧宅都划作了公房。几乎所有的

“大屋”都变成多户杂居的大杂院，房产由房管所统一管理、分配、维修。那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提倡“先生产，后生活”，

对住宅的建设几乎都停止。
［21］ 

行的风习变化，主要表现在较为新式的现代交通工具愈来愈受到人们欢迎，现代交通工具日益发展，而一些传统的交通工

具如轿子、人力车被逐渐淘汰。公共汽车迅速发展。自行车作为重要的代步工具，也在不断增多。这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

现代气息。据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在那个年代，早上上班时间，一群群统一穿着工作服的九江国棉厂的工人骑着自行车

行驶在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形成了。 

在生活其它方面还提倡了一些良好风习，如提倡讲究卫生，九江市区解放前的环境卫生状况不佳，民国 24 年( 1935 年) ，

九江市政府委员会所编《九江市政》称: “人民对卫生素质不甚讲求，种种污秽拉杂之现象随处皆有。”解放后，城市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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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步入正规，健全管理机构、培训队伍、坚持卫生制度，面貌大为改观。1953 年 3月 4 日，九江市评为全省甲等一级卫生城

市，九江专区专员龙标桂评为全省甲等爱国卫生模范。1956 年，九江市获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市称号，1958 年，九江市评为全

国卫生城市。
［22］ 

5. 革除旧弊，提倡新兴的风习 

革除旧弊，主要有禁赌禁娼禁毒工作的开展，吸毒、赌博、嫖娼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公害，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九江全

境解放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在领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改革，把整顿社会

风尚，建立革命的社会新秩序，作为社会民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禁毒、禁赌、禁娼斗争，查禁贩毒吸毒

和聚众赌博，取缔卖淫嫖娼，维护社会治安，净化社会风气。新中国成立后，九江市禁烟禁毒工作成效显著，查获毒品案件 39 件，

逮捕贩运销售主犯、惯犯 30 余人；缴获鸦片毒品 200 余两；没收毒具 400 余件，将毒品、毒具予以烧毁；对毒犯给予法律制

裁，结束了烟毒对九江人民的危害。
［23］

通过开展禁赌斗争，查处了一批聚众赌博的赌头、赌棍，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好赌分子，

使赌博这一社会公害降到最低程度，基本上杜绝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赌博恶习。对于嫖娼，通过采取逮捕收容、教育改造、安

置就业等措施，一个以贩卖人口、摧残妇女、勒索钱财、藏匿盗匪、散播病毒、污染社会的卖淫行帮基本得到杜绝，稳定了社

会秩序，净化了社会风尚。另外在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宗族观念上，也组织了大量宣传和组织活动。 

在革除旧弊的过程中，同时破旧立新，树立新风。九江解放后，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1949 

年 11 月，成立由七人组成的九江专区妇女工作委员会。通过积极培养基层妇女干部，宣传女劳模和先进人物，鼓励妇女走出家

门从事生产劳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运动中，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通过宣传贯彻《婚姻

法》，达到废除婚姻家庭问题上的旧礼教、旧习俗，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从而提高妇女的思想

觉悟。 

6. 不良风习仍存在，突出体现在政治运动时期的风习 

如大跃进时期的急躁冒进，如反右时期的扩大化，据 1958 年 9 月统计，九江专区共有 1094人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极右 84 

人。
［24］

整风和反右斗争有一定的必要性和意义，但反右的扩大化，使得一些活跃的、富有建设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受到

压制，求真务实的作风受到打击，导致了随后一些不良风习的发展蔓延，如虚夸风，盲目冒进的作风等。在大炼钢铁运动中，

形成了一个献铁、寻铁、为钢而战的热潮。8 月 31 日，庐山全山收集废钢铁二万多斤，云中垦殖场一个 4岁小孩一上午也拣了

四斤铁。九江市发动各户居民、机关单位干部献废旧钢铁，为大炼钢铁出力。据统计，9 月 22 日全市参加献铁人数 31400 人，

献铁 2336 吨。9 月 25 日九江市 400 多劳力和 30 多名干部组织远征，开赴德安傅山挖煤炼焦。根据 9 月 25 日的统计，九江

专区十八万钢铁大军狠攻燃料关，完成燃料七万吨，让已建 2100 多个土高炉，炉炉吃饱不断“粮”。
［25］

这种在后人看来是极端

可笑和错误的运动在当时却掀起了全民的热潮。 

( 二) 社会风习变迁的特点 

1. 以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改变风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充分发挥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充分发挥党的影响和威望，运用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

和群众运动来铲除旧风习，倡导新风习。如 1960 年 1 月 9 日的《九江日报》就有一个大标题《除害灭病讲卫生，干干净净迎

春节》、《九江市开展清洁卫生大扫除》。如在声援抗美援朝运动中，通过发动群众亲身参与各种活动( 大型时事报告会、纪念性

集会、大游行示威、各界代表会议、订立爱国公约等) ，使群众思想发生显著变化，极大提升九江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和爱国主义热情。如在认购公债的动员上，1950 年 1 月份的报纸连续刊文发动。这种方式使得风习改变的速度特别快，效果比

较明显突出。但运动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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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表彰、大力宣传的方式来树立风习的榜样 

运用先进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来影响改变风习是最鲜明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人争先进，人人学模范

的时代潮流影响下。九江市也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对先进人物进行表彰、宣传来倡导良好的风习。如 1960 年 1 月 15号的《九

江日报》就用诗歌、记述等方式讴歌了跃进中的各岗位的劳模，开辟了一个专题《总路线的旗手，大跃进的标兵》，连载了一批

典型的劳模。通过对这些劳模虽平凡，却有着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等精神的宣传来影响社会风习。再如当时提倡勤俭节约的风

习，也是通过报纸宣传、表彰等方式把相关人物作为榜样来影响社会风习。 

3. 新、旧风习杂揉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在移风易俗上，国家、社会、团体都运用各种方式提倡新风习，但毕竟风习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

成，所以在很多方面，旧风习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尤其在农村地区、文化层次较低的、年龄偏大的群体，如封建迷信思想、

男尊女卑的意识、陈规陋俗等仍存在。 

4. 良善和不良风习并存 

由于风习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政治挂帅和上层影响下，提倡的良善风习会很快产生效果，但如果倡导的风习是不良的，

同样也会迅速在全社会传播开来。如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的冒进、急躁、“左”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在社会中影响很大。 

三、两者的相互关系。 

( 一) 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风习变迁 

影响社会风习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因素是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移风易俗也是政治任务之一。但归根到底，经济的因素还是决定性的。 

1. 决定了风习变迁的方向 

解放后，经过“三大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解放前相比，商品经济

在性质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带来了社会风习的巨大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完全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变化，如公有制

及计划分配的实现带来了风习中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使得工人老大哥的地位明显提升；物资

的缺乏及按量分配使得社会中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之风。经济的发展成为了社会风习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2. 决定了风习变迁的内容 

与解放前相比，九江的社会风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重商变为重“铁饭碗”；由崇洋崇奢变为

提倡勤俭节约、大方朴素为美；旧社会中的一些丑恶风习，如毒赌嫖等一扫而光，新社会中风清气正。之所以社会风习的内容

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商品经济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

式、行为习惯、判断标准。正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巨大变化，才会有风习的内容变化。 

3. 决定了风习变迁的特点 

影响风习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面，不同的因素对风习变迁的影响特点是不同的，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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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运动对风习变迁的影响是迅速和有效的，但持久性不够，一旦政治运动一过，风习也会随之而动，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变化对

风习的变迁是潜移默化和影响深远的。因为商品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直接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经济的方

式就会直接体现在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行为习惯中，这就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风习。而且只要商品经济的方式不发生大的

变化，风习就不会发生明显的变迁。 

( 二) 社会风习变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变化起一定的反作用。 

1. 良好的风习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九江的风习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些良好的风习，如主人翁的意识表现出来的建

设新中国的热情、勤俭节约、劳动光荣等风习，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促进作用。当时国家处于物资匮乏时期、

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有限，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必须有人民的支持，而这些良好的风习就有助于克服困难，凝聚共识，从

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2. 不良的风习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五十年代末期，因为领导人的错误认识，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表现在风习上就是急躁冒进，急于求

成，以致于违背了客观规模，这些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破坏作用。比如在大炼钢铁中，用烧炭来炼铁，1958 年冬，九江在两

个月生产过程中，不断传来“一斧能砍万斤柴”传说，15 华里长杨岭原始森林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秃顶，大会战砍伐森林带来

的损失不可估量。
［26］

这些风习下的行为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破坏作用。 

九江，这座长江中下游的小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洗去了近代开埠通商以来的被侵略的色彩，也冲走了与之相适应的诸

多社会风习。九江的经济建设成绩斐然，社会风习也面目一新。在新中国全国一盘棋的形势下，九江与其它一些城市都是整个

新社会中的一个缩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已然由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步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社会风习也将随之

又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 

参考文献: 

［1］［2］［6］［9］［10］［14］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九江市志( 第二册) ［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8． 

［3］《九江港史》编写委员会． 九江港史［M］．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225． 

［4］［5］［20］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九江市志( 第三册)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4． 49． 

［7］《九江港史》编写委员会． 九江港史［M］．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220． 

［8］九江市史志办编． 九江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资料汇编［Z］，九江: 2012． 86． 

［11］江才． 政治挂帅，全民动手，苦干加巧干，建设新九江———九江市五万大军修筑环湖、跃进大道［N］． 九江日

报，1960 － 01－ 08( 1) 

［12］九江专区绿化指挥部通讯组． 乘大好跃进形势，绿化祖国河山———我区绿化运动揭开序幕［N］． 九江日报． 1960 

－ 01 － 09( 1) 



 

 9 

［13］［16］［17］［18］［23］［24］［25］［26］九江市史志办编． 九江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资料汇编［Z］，九江: 2012． 17． 

［15］政协浔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百年西园［Z］． 九江: 2005． 49． 

［19］九江市文化局编． 九江市风俗志［Z］． 九江: 2000． 148 － 149． 

［21］政协浔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百年西园［Z］． 九江: 2005． 41． 

［22］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九江市志( 第一册)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4．4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