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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神话 0与美国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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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美国平民主义运动是发生在美国 19世纪 70年代初至 19世纪末, 以农场主为参与主体,以格兰其、农民联盟、

人民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一场广泛性群众抗议运动。美国传统的 /农业神话0是导致农场主们积极行动起来并投身该运动的

重要因素之一。随着 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美国农场主的经济、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这与农业时代农场主作

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实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农场主们于是通过平民主义运动, 呼吁联邦政府对经济垄断进行管制, 对社会弱

势群体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回到 /农业神话 0时代那个更为温情、更具人性化、社会阶层更为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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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末,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

出现了一次以农场主为参与核心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抗议运

动 ) ) ) 平民主义运动。该运动首先通过建立一系列自发的

民间经济合作组织来维护农场主的经济利益,之后逐渐投身

政治, 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党派 ) ) ) 人民党来表达并期望实现

其政治经济诉求。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当时的政治、经

济、外交等各种因素息息相关, 而美国传统的 /农业神话0中

农场主社会角色的时代转型就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

从殖民地时期至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都是一个农业占

据国民经济统治地位、乡村为其主要居住形式的的社会。尽

管工业革命从 19世纪初即已开始, 从 1810到 1860年, 美国

制造业总产值从 200, 000, 000美元增长到 20亿美元, 大致

翻了十番, 不过,内战前农业仍然在国民生产中占据着首要

地位, 因为经过加权计算后的 1860年的制造业总产值还是

要明显低于当时的美国三大支柱谷物产值 ) ) ) 玉米、小麦和

干草的产值。同时, 工业资本的总投资也只相当于农场土地

和建筑物投资的六分之一 [ 1] 362。

因此, 19世纪末之前的美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

国家, 绝大多数人们生活在乡村。学者简内特# 凯斯的研究

表明, 以田纳西州的上坎伯兰地区为例, 到 1890年, 该地区

的白人农场主仍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 在整个美

国, /小农场主 ) ) ) 美国传说中自给自足的、独立的农场主的

世界, 尽管正在逐渐削弱, 但在 20世纪之前, 还是绝大多数

美国人的共同经历。0 [ 2] 5

这个共同经历意味着, 二十世纪之前, 绝大多数美国人

都生活在乡村,将务农作为终身职业。同时, 农业地区在商

品化农业出现之前,是典型的以农场主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

足的农业生产模式。男人、女人在自家的农场里各有分工,

为生产家庭生活必需品以及少量用于在市场上交换以获得

现金的农产品而奔忙。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家庭自己出产日用品是自身生存、

繁荣与独立的关键。0 [ 2] 14而拥有土地又是这一切的前提,对

一个家庭来说至关重要, 当时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

地。189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 田纳西州普特兰县 82. 8%的

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当地人拥有的农场规模都不大,

上坎伯兰地区最大的农场土地面积在 100 - 500英亩之间,

而平均农场面积则为 45英亩左右。在一个典型的 40英亩

大小的农场里,主人通常会种植玉米、燕麦、小麦、蔬菜, 或者

少许烟草以及用于家庭成员自用的棉花;同时, 大多数农场

主家庭会喂养生猪、奶牛、火鸡、鹅等家禽家畜。这些谷物和

牲畜主要为农场主家庭自用, 为了获得现金, 农夫们通常会

出售少量家庭剩余产品, 参加 /公共劳动0,或者进入木材行

业 [ 2] 19。耕地时,农民们通常使用马、牛、骡子等作为助力牲

畜。

可以说,上坎伯兰地区只是当时美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

影。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 美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 过

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同时人们也非常满足并推崇这样的

生活方式。事实上,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工商业就是边缘化

的产业,自给自足的农场主在北美殖民地中占据绝大多数。

人们当时就极为崇尚自给自足的农场生活。美国建国之父



之一, 著名早期政治家托马斯# 杰斐逊尽管是一名杰出的领

袖、知识精英、社会上层, 与一名卑微农夫的思想不可同日而

语, 但他却过着自己理想中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生活。和许多

种植园主一样, 他自己农庄的奴隶中, 有一定数量的手工工

匠; 尽管杰斐逊所需要的奢侈品必须从庄园外购买, 但杰斐

逊及庄园中其他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在自己的庄园中

出产的 [ 3]。而这同样也是其他农场主们的理想: 在自己的家

中就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 ,要买的东西很少,每年

只用少量的现金, 这样他就能独立于市场,同时也独立于他

人的操纵。杰斐逊时代的一名农场主这样说道: /我农场出

产的产品让我的家庭过着舒适的生活;这些年我们还积攒了

150元钱。我家的开销很小, 一年也就花上 10块钱的样子,

主要用于买盐、钉子等。我们的食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都

不用买, 农场都能生产。用这些积蓄, 我可以用来买更多的

牛, 喂大了再卖出去,这样就能从中获利。0 [ 4]

工业化之前的农场主不仅仅生活无忧,他们从杰斐逊时

代就不仅仅只被当成是美利坚最重要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者,

同时还被赋予了某种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涵义,他们被誉为美

国理想与美国精神的代表。用霍夫斯塔特的话来说,美国传

统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 ) ) /农业神话 0 ( the a-

g rar ian m yth), 在这个神话中, 主角为自给自足的农场主, 而

内涵则是, 该农场主必定是一名理想的美国公民。上至诗

人、政治家、作家、哲学家, 下至四处布道的牧师乃至普通百

姓, 人们都认为农场主是这个 / 国家的脊梁与力量所

在0 [ 5] 24。人们还认为,那些乐观而知足的农民, 在上帝所赐

予他们的土地上辛勤耕作, 收获着土地上的产品, 是一些具

有高尚情操的人。他们和广褒的大自然之间有着和谐而紧

密的联系, 他们拥有堕落的城市所没有的纯洁而高尚的品

格。

从以杰斐逊为代表的美国建国之父, 到多数 19世纪的

美国人, 都持有这种对中小农场主的理想主义观念, 认定务

农是一种蕴涵着尊严与爱国精神的生活方式,后来的美国学

者将其称为 /共和主义0理念。建国之父们相信历史是一个

永不止歇的存在于权力与自由之间的斗争过程,权力与压迫

紧密相连、自由与社会进步相伴始终。财富会带来权力, 贫

穷将产生依赖, 因此, 要享有广泛的自由就必须存在广泛的

平等。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使得美国人认定,人人都应

当拥有自己的土地, 在土地上辛勤耕作会催生节俭、勤奋、社

区精神等美好品质。同时, 拥有土地即成为财产独立的公

民, 只有财产独立的公民才能守护自由, 进而成为共和国的

中坚力量。

这样, 能够拥有一个小农场, 并且在家庭的协助下辛勤

劳动的农场主, 就成为简朴、诚实、独立、健康、快乐的美国公

民的象征。由于他的劳动生产出了农产品,养活了千千万万

的人, 这就使其带有助益他人的性质, 亦被赋予了某种健康

与正直的色彩。这与生活在城市、堕落颓废的人们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托马斯# 杰斐逊就曾经说过: /小土地所有者是

国家最可贵的一部分。0 [ 6]在杰斐逊的理想社会中, 独立的

小农场主是社会的主体,经济自给自足, 人人安居乐业, 社会

欣欣向荣,民主自由有着切实的保障。由于担忧工业的发展

和工业资本的崛起会将美国拖入欧洲工业化国家所处的困

境,他大声疾呼: /让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吧。0 [ 7]可以说,杰

斐逊时代的农业社会一直延续到了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仍然是 19世纪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方

式,而 /农业神话0则依然为 19世纪多数美国人的普遍文化

认知。

二

可以说,从内战后至 19世纪末是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直

至取代农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的时期。农产品所占的比重

从内战到一战期间从原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2% 降到了

35% ,而非农业产品比重则从 38% 上升到 65% [ 1] 402。 1890

年,以美元价值来衡量, 制造业产量首次超过农产品产量,非

农业劳动力人数亦首次超过农业劳动力人数。当时美国农

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为 42. 7% , 而制造业、矿业、

建筑业、运输业与商业劳动力则占到 43. 6% [ 8]。此后, 美国

的工业化进程一发而不可收,到 9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成为

世界上最领先的工业国。到 1910年, 美国工厂生产的产品

差不多是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 ) ) 德国产品的一倍。到

1913年, 美国已经生产出了全世界工业产品的三分之一强。

可见,此时工业已经超过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优势

地位,工业化宣告完成。

在这个大转折的时代,美国农业亦经历了从自给自足农

业向商品农业转变的过程,工业革命的发展给农业带来了深

刻的变化。首先,国内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市场, 国外

也愈来愈多地需要美国的农产品;其次, 农业机械化使农产

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进一步加深了农业的商品化。农场主

不再仅仅种植并制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 他们开始集中精力

从事商品生产,越来越多地从乡村商店购买生活资料。他们

还购买一些农业机械, 希望利用机器优势, 尽可能多地占有

土地,并通过借款实现最大限度的机械化。原本自给自足的

农民,现在不得不经常与雇工、银行、商店、掮客、马匹和机械

打交道了。那种农民自己生产家庭所需的一切产品、生活资

料的自给自足的旧传统已经成为历史 [5] 38- 39。正如约翰# D

# 希克斯教授所说,农场主的独立性开始消失的时候就是当

他们 /像制造商一样, 开始生产一种用于销售的商品, 不再直

接依靠自己土地上所生产的产品来生活, 而是依靠他的农业

-工厂 . 所生产的农产品所创造的利润来生活。0 [ 9]

同时,西部开发使得这种商品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从

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为了获得土地以及寻找发展机会, 美国

人大批迁往中西部大平原地区。从 1870年到 1890年, 内布

拉斯加、堪萨斯、和达科他的人口从不到 50万增长到 300余

万人,而在大平原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增长 [ 10] 26。这

些定居者绝大多数都是成群结队而来, 因而带来了自己原有

社区熟悉的生活圈子和生活方式。同时, 大平原上最典型的

农业生产单位是 /家庭农场 0, 但不再采用传统的自给自足

的生产方式,相反, 他们都是商品农业的操作者, 为一个商品

市场生产谷物和牲畜,依赖于现代资本市场的运作体系 ) ) )

铁路、城市与信贷模式。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 农场主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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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田机、收割机、铁犁、辗谷

机和脱粒机等等, 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然而, 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并没有给农场主带来期待中的

收益。 19世纪 60年代至 90年代末, 美国农业进入了一个价

格急剧下降与动荡的时期。下表列出了三种农产品从 1870

年到 1897年的价格变化情况:

三种主要农产品的平均市场价格, 1870- 1897[ 11]

年份
小麦

(每蒲式耳 )

玉米

(每蒲式耳 )

棉花

(每磅 )

1870- 1873 106. 7 43. 1 15. 1

1874- 1877 94. 4 40. 9 11. 1

1878- 1881 100. 6 43. 1 9. 5

1882- 1885 80. 2 39. 8 9. 1

1886- 1889 74. 8 35. 9 8. 3

1890- 1893 70. 9 41. 7 7. 8

1894- 1897 63. 3 29. 7 5. 8

  造成农产品价格如此持续下跌的原因主要在于, 农产

品产量增加的幅度要远远超过当时人口增长的幅度;在农产

品价格下跌的同时, 农场主们仍需支付一系列生产资料的费

用, 如高额的铁路运费、农业生产设备的投入以及抵押农场

的债务偿还, 这就使得农场主们的困境雪上加霜。在大平原

地区, 由于远离市场,铁路是唯一的运输方式,铁路公司乘机

提高运费, 以牟取高额利润。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发现,将自

己的谷物运到东海岸, 所需运费竟然等同于所运货物本身的

价格! 在承受高运费的同时, 农场主们还必须偿还农场抵押

贷款。当时, 多数农场主都是靠从抵押公司贷款的方式购买

农场。 1890年, 支付利息 8% 以上的抵押农场,在南达科他

占农场总数的 84% , 在北达科他占 81% , 在堪萨斯占 46%。

随着此后农产品价格的下跌, 许多农场主因偿还不了贷款本

息而失去了农场。从 1889年至 1893年, 就有 11, 000家堪

萨斯农场被抵押公司收回。

19世纪 90年代初, 堪萨斯的玉米价格甚至跌到 10美分

一蒲式耳, 如果以这个价格卖出还不如将它们作为燃料付之

一炬。当时西部的一名农场主这样回忆道: /很多次 ,当我在

厨房边的火炉旁取暖时, 耳边响着的是柴禾燃烧时所发出的

劈劈啪啪的令人欢快的声音。现在我们还是这样坐在火炉

旁, 但看到的却是今年所收成的玉米被烧成灰烬, 我们的谈

话因此而变得苦涩而沉重, ,但是, 谁又会来关心这一

切? 0 [12]的确, 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当时农场主的收入要远远

低于美国全民总收入 130%的增幅, 甚至只占到这个增幅的

五分之一。

伴随着经济困窘 ,随之而来的即为社会地位的降低。随

着工业化的发展, 人们开始迁往城市。尤其是从 1840年开

始, 这一年标志着美国从乡村迁往城市的汹涌潮流的开端。

许许多多自小在农场长大的孩子们开始拒绝接受父母的生

活方式, 纷纷迁往城市。而不愿离开乡村的人, 被认为注定

要承受贫穷与痛苦。针对这种趋势,当时的一些农业杂志刊

登了很多的评论、诗歌、故事等表示谴责, 并发出呼吁: /小伙

子们,留在家里的农场吧 ! 0同时还刊登一些建议农场主们该

如何引导自己的儿子,将务农作为自己热爱的终生职业的方

法。纽约的一名农夫这样写道: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每年都

抛弃了务农,抛弃了这个自己的祖先曾赖以生存的职业。人

们开始注意到,务农并不会是通向财富、荣誉与幸福的康庄

大道。而且情况还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直到我们这些以农

业为生的人赢得与他们对社会实际所做贡献相匹配的社会

地位为止。0 [ 13]

社会地位,这一点最接近问题的关键, 因为农场主们已

经开始深切感受到, 这个世界最好的物品只存在于城市, 城

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不仅仅比农场主们拥有更多的财富,

而且后者与前者相比,同时还失去了其原有的受人尊敬的社

会地位。他们认为,来自官方的、表面的对于农民阶层的尊

敬只是一种假相,它掩盖了许多城市人对其内在的蔑视。当

时的一名农场主这样写道: /社会上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生

于、长于我们这片土地,现在却看不起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

作的人们, ,这些人最大的能耐也就仅限于谈论一个煮土

豆或是一块咸猪肉而已。0城市被农夫们看成是放债人、花花

公子、纨绔子弟、带有欧洲大陆思想的贵族聚居地, 而农夫们

则被他们看成是乡巴佬 [14]。

城市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加深了这种敌对情绪。在殖民

地时期的新英格兰,当地的小城镇与附近乡村一直保持着和

谐而亲密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行业、社区利益的交

织。当西进运动开始之后, 人们逐渐往西迁徙, 城市市场逐

渐扩大,自给自足的农场主开始越来越少, 进行商品农业生

产的农场主们在将其农产品出售给城市市场的同时, 对城市

是持有某种怀疑与畏惧心理的。他们不再象殖民地时期那

样,认为自己是整个社区的一份子, 而是将自己看成是一个

职业的、经济的集合体。在平民主义时代, 城市对农夫们来

说已经变成一片完全陌生的领地。但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神

话的浸润,人们早已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 即城市只

是乡村的寄生物,在一个主要由农场主组成的国度里, 农场

主的声音就是民主与美德的声音。在这个背景之下, 越来越

遥远、越来越庞大的城市对农夫们来说, 就是一个与自身利

益相抵触的异类,他们自身也就成为了这个异类所设计的阴

谋的无辜牺牲品。可以说,这种无辜与被迫害的情绪贯穿着

平民主义运动的始终,是整个平民主义思想的历史。

然而,让农场主们无法控制的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

美国的农业王国还是毫不留情地被工业王国所代替, 乡村农

场主的社会中心地位也逐渐被城市的工业资本家取而代之。

曾经是社会主流的农场主们悲哀地发现,不管日益发展、日

渐繁荣的工业社会如何吸引人, 这一切却都建立在以他们

(农场主 )的损失为代价的基础之上, 同时一天天地将他们

与权力和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分隔开来, 让他们越来越远离国

家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流。他们 /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

感到失落迷茫、无所适从。0历史学家詹姆斯# 特纳认为 /平

民主义是那些被抛弃的人们的避难所。0这无疑非常精辟地

概括了平民主义崛起的根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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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 /农业神话 0中自豪的社会中坚力量, 如今沦落

为经济窘迫、受人轻视的边缘人群,农场主们决心行动起来

改善自身境遇。他们首先与 1867年成立了一个经济互助组

织 ) ) ) 格兰其 ( The G range), 在好几个西部州, 格兰其曾经

成功地通过运作, 在州议会通过并颁布了一些关于制定铁

路、农产品储存以及农用升降机最高限价的法律; 此外, 还在

个别州成立了一些 /委员会0对以上企业进行管制, 这是美

国政治中的一个新概念。同时 ,他们还成立了一些自己的小

型工业企业, 并在其他企业生产的农业机械价格过高时自己

组织合作社和股份公司来销售农产品、采购工业品 [ 1] 366- 367。

格兰其是第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以改革为目标的

专业性组织, 它对之后的工人、农民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格兰其之后, 农场主们又组织了类似的绿背纸币党、农民联

盟等机构, 1892年,平民主义运动的最高潮 ) ) ) 人民党 ( the

People. s Party)宣告成立, 它旨在通过政治手段参与选举, 以

通过立法的形式表达并实现平民主义者的政治经济诉求。

1892年 7月,人民党在奥马哈市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1400余

名代表与会。在 7月 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 大会宣布了 /奥

马哈纲领0,并将其称为 /第二份独立宣言0。

/奥马哈纲领0是平民主义政治思想最清晰最纯粹的表

达。其核心包括三点: 货币、交通与土地, 而货币问题又是重

中之重。奥马哈纲领中有关金融的条款如下:由政府控制货

币的发行, 按照现有的 16: 1的银金比例允许自由地、无限制

地铸银, 增加货币供应量以达到人均 50美元的水平,实行累

进所得税, 削减政府预算开支, 开办邮政储蓄银行等。交通

与土地条款比较简短 ,但却十分激进, 如将铁路、电报电话公

司国有化, 禁止垄断以及剥夺 /不在地主0的土地所有权等

等 [ 10] 26。

平民主义者 ( The Popu lists) [ 16]认为当时的政治氛围过

分鼓励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 ,却使得农场主与工人丧失了

经济与政治自由, 并且造成了传统的家庭、社区价值观逐渐

消亡。因此, 农场主们下定决心要在新的工业经济中紧紧地

抓住或者重新夺回以往作为独立小生产者的自主地位, 之前

的经历表明, 政治才是其达成目标的唯一策略和途径。

他们参与政治的手段为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党。在 /奥马

哈0政纲中,平民主义者对美国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体系提

出了挑战, 他们认为政府 ) ) ) 尤其是联邦政府 ) ) ) 能够而且

应该对国家的经济事务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政府完全有责

任建立一个 /公平的政治0环境, 在该环境中 ,民主资本主义

能够取代目前的工业资本主义。这样,政府对铁路动脉、通

讯和金融的管制与所有权就是重建一个更加人性化、更为平

等的社会秩序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10] 110。用历史学家罗伯特

# 拉森的话来说, /在内战之后全国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

工业大发展, 在此过程中,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应运而生, 平

民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即是要解决这些长期以来被忽视、被耽

搁的问题。0 [17]

奥马哈纲领表明 ,这些来自乡村的平民主义者希望, 通

过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 可以重塑国内市场体系, 减缓或

扭转十九世纪工业化造成的财富和权力集中的情况。他们

既不希望推行大规模的集体主义, 也不愿意重建自由放任主

义。相反,他们相信绝大多数公民都能够获益, 如果建立一

个强势政府机制来限制强取豪夺的大公司, 来防止财富和市

场过于集中,并由政府来为公众提供某些要么就是私人企业

无法生产,要么就是只能通过垄断机构来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这样,在一个由政府来引导的非集中化的市场, 一个真

正自由的商业会繁荣发展, 他们也相信, 个人以及公众的努

力会产生一个更加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

平民主义者劳伦兹# D# 列威林认为: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在对于个人财产权极其重视的同时, 却忽视了建国之父

们所如此珍视的个人自由。0这种在个人权利与财产权利之

间的对比具有深远的意义。列威林还认为: /我宣布,这是政

府的职责,让我自己能够生活下去同时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我现在说,保护弱者是政府的职责, 因为强者能够自己保护

自己。0如果政府拒绝行动,其结果只会让社会处于 /一种野

蛮的状态0, 穷人将会孤苦无依, 成为 /工业社会的奴隶 0。

这种 /野蛮状态0是与 /自由放任0的政治理念极其相似的,

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一种 /赢者通吃0的垄断。因此, 在现代

背景之下的传统权利要求扩大政府职能, 使其成为社会福祉

的造就者。他还引用 /独立宣言0的语句表示: /政府是为公

共福利而组成的一个自愿组织。它应当保证个人的生命、自

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因此政府就必须让其公民能够享受

到自由并追求幸福。0 /如果政府无法做到上述要求, 它就没

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就不再能为其公民带来裨益,自然,公

民们也就不用再为其效忠, 不再受到市民条约的约束。0 [ 18]

由此可见, /农业神话0产生于美国的农业王国时代,它

表达了社会的主体 ) ) ) 中小农场主对自身职业的自豪感,也

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辛勤劳动、为国家生产食物的农民阶层的

敬意。然而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 在农业沦为边缘化产业的

同时, /农业神话0的主角 ) ) ) 农场主的地位亦同时边缘化,

为了改善自身境遇,并重新回到美国的 /旧日好时光0, 农场

主们,尤其是中西部、南部的农场主们纷纷组织起来, 投入到

平民主义运动中去,对 /镀金时代0以大工业、大金融资本为

核心的美国现代经济秩序的挑战, 呼吁政府为社会弱势群体

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回归到杰斐逊时代那个更加温情、更有

人性化、社会阶层更为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去。可以说,

在镀金时代,在美国社会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行

痛苦转型的时候,平民主义者们发出了第一声控诉社会不公

的呐喊,促使人们对美国新兴的工业社会进行积极的调整与

完善,为即将来临的进步主义改革吹响了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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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arianM yth0 and American PopulistM ovem ent

OU Y ang- hui

(H 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 ina)

Abstrac t:  The Am erican Populist M ovem ent took p lace be tw een 1870s and 1900s. Its m a in participants and advocates w ere

farm ers, especially the farm ers from the M id - w est o f the Un ited States. The m a in stages o f this movement inc luded the G ranges,

Fa rme rs. A lliances and the People. s Party. One o f the roots o f thism ovem entw as the g radua l disappearing of the traditional Am er ican

/ Agra rian M yth0. In contrast to the rap id deve lopm ent of industry and econom y in the late 1880s, the soc ial status o fm ost Am er ican

farm ers becam e increas ing ly low er, wh ich seem ed contrary to the ir once h igh soc ia l po sition in the past ag ra rian age. Fa rme r thus mob-i

lized po litica lly and ca lled fo r a return to them ore humane, m ore ega lita rian po litica l and soc ia l o rder in the past. T o ach ieve this goa,l

populism dem anded a larger role o f the Federa l governm ent for the regu la tion of econom icmonopo ly and in a id o f the peop le in the low er

soc ia l ladder.

K ey words:  the United S tates;  / the Agrarian M yth0;  the Populism;  the People. s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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