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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

边区的人口流动、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迁、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的研究表明 :11 边区人口流动频繁 ,主要是移民和难民人口 ,占边区总人口

的 18. 7 % ;还有军事人口和文化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对边区的经济、文化

教育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21 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比抗战前有了很

大的提高 ;妇女缠足等陋习废除了 ;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人身自由、婚姻

自由和参政的权利。31 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 ,工商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

要地位 ,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41 边区的阶级结构

发生了较大变化 ,地主受到了极大削弱 ,贫雇农逐渐减少 ,富农和中农成为边

区的主要阶级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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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 (下文简称边区) 社会发生了巨大

变化。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在对边区历史的研究中 ,只注重了政权

变革与建设以及土地政策的演变的研究 ,而其他方面如人口流动、

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

化等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粗浅的研

究 ,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 　边区的人口流动

抗日战争八年是边区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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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难民是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移民和难民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 :一是边区境内人口流动 ,主要是劳动力的合理调剂和迁

移 ,发动地少人多的地区的农民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开垦荒地。如

绥德分区人口 512071 人 ,仅有耕地 1209702 垧 ① (每垧约 3 亩) ,

人均耕地只有 2. 3 垧。而在边区有 3000 多万亩② 可耕地分布在

陇东、关中、延属、三边分区 ,却缺乏劳动力开垦。于是边区就采取

措施将绥德的劳动力调剂出来 ,迁移到有荒地可垦的地区。据不

完全统计 ,绥德分区 1942 年移出 417 户 , 1483 人 ; 1943 年移出

1836 户 ,4961 人。③ 二是来自邻近边区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难

民 ,主要是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如 1943 年进入边

区的难民河南沦陷区约 900 余人 ;陕西国统区约 2200 多户 ,6000

余人 ;甘肃国统区 500 余户 , 1500 余人 ;宁夏国统区约 1000 余

人。④ 1944 年因日本军队扫荡 ,由山西逃来吴堡的难民 524 户 ,

2567 人。⑤ 山东、河北等沦陷区也有少量的难民流入边区 ,如

1943 年定边安置“由山东、河北及邻区近边区地区迁来之移难民

27 户 ,共 130 人”。⑥

内部人口迁移和外部人口迁入构成了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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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至 1945 年边区移民难民人口流动统计如下 : ①

项
目

年
代

1937 —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 合 　计

移难民户数 33735 7855 5056 8570 7823 811 63850

移难民人口 170172 20740 12431 30447 26629 6200 266619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 ,抗战期间 ,边区移民难民达到了 63850 户 ,

266619 人 ,占当时边区总人口 (1944 年 3 月民政厅统计数字为

1424786 人 ②)的 18. 7 %。

边区移民难民的流动方向主要是有大量可耕地的延属、关中、

陇东、三边分区。就拿 1943 年边区安置移难民的统计来看 : ③

项
目

区
别 延属分区 关中分区 陇东分区 三边分区 合 　计

户 　　数 3900 3746 439 485 8570

各区所占比例 45. 5 % 43. 7 % 5. 1 % 5. 7 % 100 %

人 　　口 12294 14176 1745 2232 30447

各区所占比例 40. 4 % 46. 6 % 5. 7 % 7. 3 % 100 %

可见 ,延属和关中分区是移民和难民的主要流向地。在个别地区 ,

移民和难民成为当地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 ,如延安县在 1937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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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是 7703 户 ,人口是 33705 人 ,可是 1942 年户口增加到 16446

户 ,人口增加到 64292 人 ,其中极大多数是从延安县以外移来的。

全县五年增加户口 8473 户中就有 8009 户是移难民 ,占增加户口

的 91. 6 %。而人口 5 年中共增加 31587 人 ,其中就有 29704 人是

移难民 ,占增加人口的 94. 3 %。① 这就是说 ,在延安县移难民是

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

抗战时期边区的军事人口流动也比较频繁。1936 年底 ,各路

红军齐集陕甘宁 ,使边区军事人口骤然增加 ,截至抗战时期西北红

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共 4. 2 万余人。② 1937 年 8 月下旬开始 ,八路

军主力先后东渡黄河 ,开赴抗日前线 ,边区的军事人口减少了许

多 ,只剩下由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 ,一二 ○师特务营、工兵营、

炮兵营、辎重营、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和一二九师特务营、工兵营、炮

兵营、辎重营、三八五旅七七 ○团组成的边区留守部队 ,共 9000 余

人③,即有 3. 3 万军事人口离开了边区。1939 年随着国民党顽固

派进攻陕甘宁边区 ,留守部队进行整编和扩大 ,10 月 ,三五九旅奉

令返回边区 ,军事人口大大增加 ,1940 年底 ,边区军事人口增至 3.

1 万人。④ 1943 年 ,为粉碎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 ,中央军委将三五

八旅、独一旅、新四旅和抗大总校、抗大七分校调回边区 ,次年 4

月 ,教导一旅、教导二旅亦奉命返回边区。1943 年至 1944 年 4 月

的军事人口流动虽然无具体数字可查 ,但军事人口激增是肯定的 ,

据估计当在 6 万人以上。1944 年 11 月至 1945 年 6 月 ,三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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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三八五旅七七 ○团、警一旅、独一旅、教一旅、炮兵团先后离开

边区 ,边区的军事人口又减少了 ,继续驻守边区的是警一旅、新四

旅、教一旅、教二旅 ,共计 3. 2 万余人。① 边区的军事流动人口还

有应征入伍的边区青年 ,以及随军队出征的由边区农民组成的支

前人员。这两项军事流动人口尚无确切资料 ,但其确实存在 ,有待

进一步研究。

抗战时期 ,大量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从海外、沦

陷区、国统区奔赴边区 ,他们大多数是拥有一定知识的文化人 ,因

此 ,成为流向边区的文化人口。由于资料缺乏 ,我们对于这部分流

动人口很难作出详尽的统计 ,只能就现有资料说明事实的存在。

据不完整统计 ,“抗战前后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约有 600 人左

右”。② 1937 年 8 月至 10 月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将 700 余人送往

延安③;1938 年 5 月至 8 月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 280 人去延

安④;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输送 2288 人去延安⑤;抗大举办第五

期时 ,总校与一、二、三分校共有学员 13390 人 ,其中外来知识青年

10403 人 ,占总数 78 % ,其中河北 807 人 ,河南 683 人 ,山西 632

人 ,陕西 441 人。⑥ 这只是有资料可查的。实际上 ,流向边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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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识分子和青年比上述统计多得多。流向边区的这些人口大多

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如 1938 年 7 月抗大全校学员

有 4269 人 ,其文化程度分别是小学 594 人 ,初中 1417 人 ,高中

1440 人 ,专门学校 145 人 ,大学 428 人 ,研究院出身 11 人 ,留学归

国人员 25 人 ,文盲仅有 152 人 ,其他 57 人 ;在 657 名教职员工中 ,

外来知识分子占 47 % ,其中有留学回归者 14 人 ,外来教授 12

人。① 迁入边区文化人口主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 公学、鲁

艺、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院、青年训练班等学校学习 ,他们接受了

革命教育之后 ,有的留在边区 ,绝大多数奔赴各抗日根据地 ,成为

骨干力量。

总之 ,抗战时期边区流动人口主要是移民与难民、军事人口流

动和文化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边区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是人口

流动增加和调济了边区发展生产所需用的劳动力 ,而且带来了先

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 ,以及边区商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推动了边

区经济的发展。二是给边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动。抗战期间边区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鲁

迅艺术学院等十余所高校 ,并开展了科学技术研究 ,边区的文化教

育事业也蒸蒸日上 ,这些都是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进入边区的结果。

三是改变了边区的人口结构 ,提高了人口素质 ,加强了农民与知识

分子之间的交往 ,对改变边区农民保守的思想观念起了良好作用。

二 　社会意识的变迁

陕甘宁边区处在交通闭塞 ,文化落后的黄土高原 ,加之长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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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 ,很少受到近代新文化的影响。因此 ,抗

战前边区农民虽进行了强烈的反封建斗争 ,但绝大多数农民思想

保守 ,小农意识强烈 ,民族意识淡漠。

抗战期间 ,边区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 ,积极开展旨在提

高民众素质的社会教育。边区教育厅在颁布的《社会教育工作纲

要》中指出 :“社会教育不仅是教育民众识字 ,而主要的是给民众以

民族革命意识 ,民族自卫战争中所必需的理论和技能 ,参加实际救

国行动 ,争取抗战胜利。”① 因此 ,“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

众教育的中心内容”。② 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教育的目

标 ,边区在社会教育中注重知识、技能和生活的训练。知识训练方

面“⋯⋯21 灌输民族意识 ,救亡知识 ;31 举行时事讨论、救亡演讲 ;

41 出版墙报 ;51 练习国防歌曲 ;61 表演国防戏剧”。技能训练方

面 ,“11 男子参加自卫军训练、军事管理 ;21 妇女学会简易的医药

看护 ;31 灌输军事常识 ;41 练习防卫技术 :如逃避、防空、防毒等方

法 ;51 战时工作训练 :如构筑战沟、救护慰劳、交通运输、侦探敌情

⋯⋯等工作”。生活训练方面 ,“在集团生活中训练民众的行动纪

律 ,使其参加救亡活动 ,能为大众服务”。③ 通过社会教育 ,提高了

边区群众的民族意识 ,正如林伯渠所说 :“抗战高于一切 ,一切服从

抗战 ,抗战不胜利 ,大家当亡国奴 ,什么都没有 ,这个真理 ,边区人

民是早懂得了的。”④

边区民众对抗日战争的认识表现在行动上是以极大的热情投

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来。抗战时期 ,边区群众踊跃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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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保家卫国。边区的青年男女绝大多数参加了不脱离生产的自

卫军 ,据 1941 年初不完全统计 ,全边区有自卫军 224325 人之多 ,

有 12 %是妇女。① 自卫军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

1938 年春 ,日寇偷袭黄河 ,逼近边区 ,“固临、延长、延川有四千多

自卫军 ,一千多牲口 ,为了保卫家乡 ,配合主力开赴前线 ,而且曾冲

过黄河 ,扰乱并钳制敌人 ,在火线上运回胜利品近六十万斤 ,受伤

战士全由他们抬回了”。至于剿匪战斗 ,“差不多没有一次没有自

卫军参加 ,而且常起着重要作用”。② 不仅穷苦农民参加自卫军 ,

富农、地主也参加了自卫军 ,如 1944 年陇东分区 16212 名自卫军

中 ,富农 266 人 ,地主 129 人 ③,地富占 2. 4 %。除参加自卫军外 ,

边区群众踊跃参加八路军 ,边区的每次征兵运动 ,都是超额完成任

务。1937 年 10 月 ,边区保安司令部给各级政府发出指示信 ,决定

分别充实保安队人员 4000 人和驻陕北八路军 2500 人 ,要求 12 月

中旬完成④,由于人民踊跃参军 ,边区超额完成任务。1938 年冬 ,

边区政府决定 1939 年 3 月以前动员 3500 名新战士参加八路军 ,

事实上不到 3 个月就完成而且超过了。个别自卫军工作好的地

方 ,在自卫连长号召下整班整排的加入 ,前后有 5000 名青年参加

八路军。⑤ 从抗战开始到到 1938 年底 ,边区“总共动员了三万壮

丁 ,开赴前线 ,他们并非由强迫征兵而来”。⑥ 总之 ,在抗战时期边

区农民自愿参军 ,父母送子 ,妻子送郎上前线的感人场面随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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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抗战时期边区群众民族意识的提高 ,还表现在倾注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支援抗日战争。边区向来是个贫脊的地方 ,农民的温饱

问题常常不能解决 ,但在抗战时期 ,“一提到军队需要 ,没有不把他

当做头等事的”。① 抗战八年 ,边区人民共交纳公粮 101. 39 万

石。② 每年实际征收“都超过了预定数目”。③ 尽管农民负担加重

了 ,但毫无怨言。1940 年边区粮食欠收 ,征收 9. 7 万石公粮增加

了农民负担 ,农民却说 :“九万石公粮不算少 ,但八路军要吃 ,不吃

饱怎好打仗 ? 就要更多些 ,我们也要办到”。④ 农民在交纳救国公

粮时普遍说 :“咱们的八路军没粮 ,就不能打仗 ,不能保卫咱们这块

自由幸福、丰衣足食的地方。”⑤ 1943 年征收夏粮时 ,群众说 :“早

点送去给军队吃 ,他们吃了新麦 ,好去出力保卫我们的家乡。”⑥

边区妇女在“一切为了前线”口号的鼓舞下 ,省吃俭用 ,把粮食送给

八路军 ,她们说 :“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抗战 ,我们宁肯自己吃稀一

些 ,也不能饿着战士”。⑦ 足见农民认识水平之高。除踊跃交纳救

国公粮外 ,边区农民给军队运送粮草、做军鞋、送慰劳品、出工修路

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认识上和行动上的表现 ,都说明了向来保

守、闭塞的边区农民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意识的变迁还表现在社会习俗的变化 ,而

·32·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 455 页。

《解放日报》1943 年 8 月 22 日。

《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23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3 辑 ,第 186 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3 辑 ,第 186 页。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73

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3 辑 ,第 186 页。



社会习俗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表现在人身自

由、婚姻自由、劳动自由和参政议政等方面。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

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 ,特别是北方农村 ,女孩子从七八岁起开始缠

足 ,成年后便为三寸金莲 ,又尖又小 ,不能走远路、参加田间劳动和

社会活动 ,不仅伤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 ,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妇女的

自由。边区政府把反对缠足和推动放足当作边区妇女工作的重点

来抓 ,但阻力很大 ,老年人怕大脚闺女嫁不出去。1939 年 8 月 1

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 :“凡边

区妇女年龄在十八岁以下者 ,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 ,一律禁止缠

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 ,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 ,须一律解

放”。① 为推动妇女放足 ,禁止缠足 ,同年 12 月 3 日 ,边区发出《训

令各县突击进行妇女缠足工作》的指示②,促使边区各县区成立放

足突击委员会 ,放足突击队 ,到各乡村进行宣传。经过宣传 ,老年

人怕大脚闺女嫁不出去的顾虑逐渐消除了 ,“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

愿放足 ,逐渐形成了社会风气”。③ 在婚姻方面 ,婚姻自由代替了

包办 ,买卖和童养媳。1939 年 4 月 4 日 ,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

婚姻条例》④,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

一妻制 ,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 ,禁止童养媳及童

养婚 (俗名站年汉)”。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

的原则 ,使妇女不再是男子附庸 ,而在家庭表现出来的是男女平

等。正如一位妇女说 :“过去作媳妇 ,须等公婆丈夫吃完饭 ,才能吃

其残余 ,常被打骂 ,不能过问家里的事。现在打骂取消了 ,妇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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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家里事 ;衣服制得比男子还多 ;过去买卖婚姻 ,现在婚姻自由。

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① 取得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妇

女 ,走出家门 ,参加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和保家卫国的民族解放

战争中来 ,“全边区妇女从城镇到农村 ,从领导到群众 ,从干部到家

属 ,从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到七、八岁的女娃子 ,都卷入了生产运动

的热潮。”“从 1938 年到 1945 年 ,有 20 多万妇女参加纺织 ,共纺纱

600 多万斤 ,织布约 46 万大匹”。② 妇女还参加了边区的自卫军 ,

据 1938 年统计 ,女自卫军人数达 46000 余人 ;1939 年双十节大会

上 ,千余名女自卫军战士参加了军事表演。③ 妇女参政议政在边

区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从边区参议会到各县区参议会都有妇女

代表参加 ,正如子长县群众自编的《乡选歌》所唱的 :“边区要发展 ,

选举要广泛 ,选举好人把事办 ,生活能改善。人口四万万 ,妇女占

一半 ,国事家事全要管 ,事情才好办。道理说明嘹 ,妇女觉悟到 ,宝

娃快把门照好 ,妈妈当代表。”④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传统的“女

主内 ,男主外”的习俗和观念在边区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

三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抗日战争前 ,由于封建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和战争的破坏 ,边

区农村经济凋弊不堪。一方面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着统治地位 ,农

村土地兼并严重 ,土地集中普遍存在 ;一方面农村手工业破坏殆

尽 ,农村金融枯竭 ,商业萧条。因此 ,农村经济结构只剩下不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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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展的单一的农业经济了。抗战期间 ,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

施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使边区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而

且 ,农村经济呈现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

首先 ,在农业经济中形成了以粮食作物为主 ,经济作物并重 ,

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边区恢复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麻、

桑、蓝等。棉花是边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 ,1939 年恢复种植后 ,随

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棉花自给的需要 ,边区植棉面积不断扩大 ,

1943 年至 1945 年棉田面积占边区耕地总面积达到 1. 1 %、2. 2 %和

2. 4 %。①因此 ,棉花成为边区农村的一项主要收入。以 1944 年延

安市场物价计算 ,10 斤棉花值 1. 3 石小米 ,每斤棉花 4500 元 (边

币) ②,当年的棉花产量是 3044865. 2 斤③,这样棉花一项收就相当

于 395832 石小米 ,或等于 137 亿多元边币 ,是 1944 年粮食产值的

21. 8 %。④ 特别在延属、绥德重点植棉区 ,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

半数以上。蚕桑业在抗战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 ,成为蚕桑地区农

村的主要副业。1941 年 ,清涧、吴堡、安定三县产茧 45000 斤左

右 ,可产丝 3000 斤 ,价值约 45 万元 (法币) 。⑤ 1943 年 ,蚕桑业得

到较快发展 ,和 1942 年相比 ,绥德、清涧、吴堡、米脂、绥西、葭县养

蚕户、养蚕量、出茧量分别增加了 29. 37 %、87 %和 46. 87 %。⑥ 蚕

桑业在产蚕地区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蚕桑生产成为吴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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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一个重要的副业 ,在清涧东部几区和绥德枣林坪等区域蚕桑生

产也占农村副业的一部 (分) 地位”。① 边区畜牧业也得到发展 ,主

要分布在陇东、三边分区和绥德、关中部分县区 ,在这些地区的农

村经济中牧畜业地位相当重要 ,许多农民以养牛羊为生 ,出售皮毛

换取日用品及必要的粮食。皮毛成为边区主要出口货物之一 ,仅

1944 年皮毛出口价值约 11 万万元。② 可见 ,以粮食作物为主 ,经

济作物并重 ,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

其次 ,工商业成为边区农村的主要经济部门 ,形成了农工商贸

相结合的产业结构。抗日战争时期 ,边区农村工商业的兴盛与边

区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紧密相连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经济

封锁 ,外面的工业品进不来 ,这就要求边区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和

内部商业贸易体系 ,以达到自给自足的需要。

边区的工业是白手起家 ,到 1944 年时 ,边区在当时条件下已

经建立起大部分工业产品可以自给的工业体系。边区的公营工业

包括了纺织、食盐、石油、煤炭、造纸、印刷、化学、炼铁、被服、机械

和军工等十多个行业。公营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军用和供边区党政

机关之用 ,很少拿到市场上当做商品出售。而在边区农村经济中

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各种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作坊。边区的

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较快 ,1939 年政府提倡大力发展工业合作社 ,

1942 年就“由 10 个生产合作社增至 50 个 ;从事生产的员工 ,由

199 人增至 563 人 ,股金由 11130 元增至 2491600 元 ;每月生产总

值 ,由 6 万元增至 230 余万元”。③ 抗战结束前的 1945 年手工业

生产合作社达到 591 个 ,占各种合作社总数的 67 % ,每月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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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达 32. 2 亿余元 (券币) 。① 为了自给的需要 ,农村乡镇个体手工

业发展也很快 ,而且行业比较齐全 ,主 要有家庭纺织、毡坊、鞋铺、

成衣铺、毛口袋坊、皮坊、染坊、木工坊、铁铺、掌铺、铜匠坊、麻绳

铺、粉坊、油坊、豆腐坊、磨坊、纸烟坊等 ,而且从业人数较多。1944

年 ,边区对延川、固临、鹿阝县、吴堡、盐池、定边、靖边、延安、环县、华

池、庆阳、镇原、曲子、合水等 14 县市的调查统计 ,1942 年有手工

业作坊 399 家 ,从业人数 656 人 ;1943 年发展到作坊 1108 家 ,增

长了 2. 8 倍 ,从业人数 2047 人 ,增长了 3. 1 倍。② 在素无手工业

基础的三边、陇东分区手工业也成为主要产业 ,如 1944 年三边分

区有作坊 506 家 ,从业 1426 人 ; 陇东有作坊 302 家 ,从业 517

人。③ 在某些地区 ,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居于支配地位 ,如绥德

分区 ,“地少人多 ,大部分农户单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

题 ,必须依靠纺织生产收入 ,交换粮食 ,解决穿衣及补充其他生产

的不足。所以中农以下的家庭 ,积极参加纺织的目的 ,不仅为了穿

衣自给 ,而且是为了交换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④ 在绥德以纺织

业为主的村子是很多的 ,比较典型的如枣林坪乡福乐村 ,有 45 户

人家 ,全部从事纺织 ,布匹产量三分之二出售 ;再如农民韩玉英全

家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 48. 79 % ,纺织收入占 51. 21 %。⑤ 这些事

例虽然典型 ,但在当时的边区却带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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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贸易被封锁的情况下 ,边区各地产品的调剂只有靠内

部市场来进行 ,而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则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

展 ,加强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 ,在边区这种联系的纽带则是消

费合作社和农村集市贸易的普遍建立。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始创于

苏维埃政权时期 ,在抗战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边区的县、区、乡

均建立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是发展边区农村贸易的重要环

节 ,它真正起到了供给群众日用品与帮助群众调剂交换 ,互通有无

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中 ,每年由合作社供给农民犁、铧、耕牛、籽种

等 ,在工业生产中帮助各工厂收购皮革、羊毛等农副产品。

抗战开始 ,边区就建立了一些集市贸易点 ,特别 1942 年后 ,随

着边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工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 ,为了商品交换

的需要 ,边区发展起了集市贸易。边区的集市主要建立在县城或

区、乡所在地 ,平日 ,这里公私营商店营业 ,也有一些手工业作坊 ,

每逢集日 ,周围农民和商贩赶集。集市有三天一集、四天一集或五

天一集的 ,在一个地区内的各集市日期相互错开。绥德、关中是边

区经济发达地区 ,集市分布也比较密集 ,绥德有 43 个集点 ,关中有

22 个集点。① 一些历史文献记录了农村集市的繁荣 ,如延安 1938

年有商店 90 家 ,1939 年有 149 家 ,1940 年为 320 家 ,“每逢集日 ,

百货云集”,“一个荒沟忽然成为长二里的华屋高窑 ,熙来攘往 ,俨

然都会”。② 陇东的“曲子县与三岔镇都是以逢三、六、九为集期

的。每逢集日 ,附近数十里的群众和一切流动商贩 ,常是潮涌而

来 ,因此商业交易顿形活跃”。③ 合水西华池“逢集的日子 (五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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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四面大路上 ,人群不断向这里蠕动着、汇集着。各种各样的小

摊 ,街道两旁不知有多少 ;人塞满了街道 ,潮水般地涌来涌去。”①

久而久之 ,一些集市发展成为贸易中心 ,如西华池 1937 年“除了两

三家连肉也找不到的小饭馆外 ,整条街道还没有十家铺面”。1943

年时已发展成为“有 30 家卖布匹、毛巾等的杂货店 ,18 家皮货店

(卖皮带、牲口鞍子的) ,5 家木器铺 ,4 家铁铺 ,3 个理发店 ,大小饭

馆 16 个、3 架压面机 ,镶牙社 1 个 ,染房 4 个 ,中西医诊疗所 1 个 ,

公私客栈 18 个 ,各种小贩 75 个 ,全市商店居民在两百户以上”。②

西华池市场货物吞吐量是很大的 ,据 1942 年 4 月份贸易情况统

计 ,“输出方面有 :食盐每日平均 4 万余斤 ,牛 32 头 ,驴 30 头 ,羊

95 只 ;输入方面 :码子土布 60 匹 ,四 ○码青白洋布 20 匹 ,棉花

2200 斤 ,其次火柴、毛巾亦有输入”。③ 西华池集市贸易是抗战时

期边区农村商业贸易发展和繁荣的一个缩影 ,从这个缩影中可以

看出农村集市贸易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综上所述 ,足见工商业在边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此

而引起了边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

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

四 　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动

陕甘宁边区一部分地区经历了土地革命 ,一部分地区未经过

土地革命。笔者从两类不同地区入手来分析边区农村阶级关系变

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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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历了土地革命地区的阶级关系的变化

边区有半数地区经历了土地革命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由

于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 ,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下面是绥德延

家川三保土地革命前后土地关系变动情况 : ①

成份
土地革命前 地土革命后

户口 共有土地 (垧)每户平均 (垧)分配土地中增减 共有土地 每户平均 (垧)

地主 3 994. 5 314. 8 减 900 44. 5 14. 8

富农 8 729 91 减 539. 5 189. 5 29. 3

中农 85 1276. 5 15 减 42 1234. 5 14. 7

贫农 178 1045 5. 8

雇农 44 38 0. 8
增 1531. 5 2614. 5 11. 6

　　原资料说明 :1、本表系根据青委考察团延川经济材料制成 ,与当时实际分地情况

有出入 ,此处只为推知历史演变之迹 ,故无大碍。

2、地主分出土地若干 ,原调查只说 :“地主土地被分了 ,也给本人留一点。”此处九

百垧系估计数字。

3、土地革命时期 ,阶级划分的标准是 :“靠 (地) 租过活的为地主 ,自己地多雇人受

苦为富农 ,中农是有地种又够吃 ,贫农是租地种 ,雇农是揽了三、五年工的。”

从上表看出 ,革命前少数地主富农拥有大量的土地 ,而大多数贫雇

农只有少量土地 ,土地集中非常明显。经过土地革命后 ,地主、富

农和少部分中农共分出土地 1481. 5 垧 ,分配给了 222 户贫雇农 ,

贫雇农增加了 1531. 5 垧。就户均而言 ,地主由 314. 8 垧减为 14. 8

垧 ;富农由 91 垧减为 29. 3 垧 ;中农由 15 垧减为 14. 7 垧 ,基本持

平 ;贫雇农分别由 5. 8 垧和 0. 8 垧增加为 11. 6 垧。这种土地关系

的变革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我们继续看绥德延家川三保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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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革命到抗战时期各阶级户口增减情况 : ①

成份 革命前户数 1942 年户数 增减户数 增 减 率

地主 3 1 减 2 减 67 %

富农 8 4 减 4 减 50 %

中农 85 236 增 151 增 180 %

贫农 178 125 减 53 减 30 %

雇农 44 1 减 43 减 98 %

可以看出绥德地主、富农的户口减少了 50 %以上 ,中农户口大大

增加了 ,而雇农则因分得土地基本上消减了。贫农相当一部分上

升为中农 ,空缺由雇农填补了一大部分。绥德的情况是这样 ,边区

其它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各阶级的变化如何 ? 下面我们看对安

定、延川、延安三县的部分乡村调查 : ②

调查地区 项 　　目 总户数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其它

安定四个

行 政 村

革命前实数 173 8 12 10 110 33

百分比 ( %) 100 4. 6 7 6 63. 4 19

1940 年实数 228 0 13 126 73 14 2

百分比 ( %) 100 0 5. 7 55. 3 32 6. 1 0. 9

延川禹居区

第 三 乡

革命前实数 321 12 16 50 204 31 8

百分比 ( %) 100 3. 8 4. 9 15. 6 63. 7 9. 6 2. 4

1940 年实数 321 0 22 123 136 15 25

百分比 ( %) 100 0 7 38. 2 42. 6 4. 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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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区

第 五 乡

革命前实数 223 8 14 42 103 40 16

百分比 ( %) 100 3. 5 6. 3 18. 8 46. 4 17. 9 7. 1

1940 年实数 330 0 34 158 61 40 27

百分比 ( %) 100 0 10. 6 49. 4 19. 0 12. 5 8. 1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边区凡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 ,阶级关系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边区各阶层变化的趋势是 :11 经过土地革命的

地区 ,地主经济基本上被消灭。21 富农亦然存在 ,有些地区有上

升趋势 ,而抗战时期的富农大多数属于经济发展了的中农上升为

富农的。31 中农是边区占绝对优势的一个阶层 ,他们中相当一部

分是由分得土地的贫雇农上升的 ,也有极少数地主、富农被分了土

地而下降为中农的。41 边区原来的贫雇农绝大多数分得土地上

升为中农甚至富农了 ,而抗战时期边区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贫雇

农大多数是从外地迁入边区的移民和难民 ,他们享受边区的优惠

政策 ,开垦荒地 ,经过三年时间的发展便可上升为中农或富农。

(二)未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阶级关系的变化

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不象经历了土地

革命的地区那样剧烈 ,但它总有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实

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而引起的 ,一方面 ,在减租减息斗争中 ,使土地

关系发生了变化 ,农民用赎回、购买等方法从地主手中获得了一部

分土地 ,如绥德杨家塔 ,13 家地主四年中卖出土地 619 亩 ,占地主

地土全数的 37 % ,有的卖出则占 65 %。① 地主卖地 ,农民买地 ,这

种土地关系的变化 ,使许多原来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变成了拥有

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另一方面 ,在租佃法令的保护下 ,实行二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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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地租被限制在 375 ‰以下 ,利息被限制在 1 分或 1 分半以下 ,

多年以前的欠租被勾销了。租佃法令还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

租佃经营权 ,地主不得抽回土地。这种改良主义政策的实施 ,促使

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阶级关系发生了变革 ,其趋势是 :11 地主

阶级虽然没有被消灭但其经济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有的地主

因减租减息的实行而出卖土地转入其它经营 ,如经商 ,表现在阶级

关系上则是地主户数逐渐减少。21 广大的贫雇农因减租减息提

高了劳动积极性 ,诚如邓小平所言 :“凡是减了租的地方 ,广大劳动

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都大大增强了。”① 广大贫雇农积极

生产 ,摆脱了贫困 ,上升为中农或富农了。即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

地区富农、中农阶层逐渐增多 ,而地主、贫雇农相对减少。

通过我们对边区两类不同地区阶级关系变化的分析研究表

明 :第一 ,抗战时期土地集中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表现在阶级关

系上地主阶层或被消灭或受到极大削弱。第二 ,富农经济是边区

经济发展的趋势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势头是良好的 ,表现在阶

级关系上贫雇农逐渐减少 ,而富农中农则成边区主要的阶级成份。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理

环境下 ,其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就其趋势而

言是良好的和进步的 ,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各项方针

政策的正确性。因此 ,对抗战时期边区社会变迁的研究对推动我

国边远山区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黄正林 ,1964 年生 ,甘肃庆阳师专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43·

《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① 《邓小平文选》(1938 —1965) ,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8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