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

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温 锐 游海华

内容提要 赣闽粤边区向来远离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政治与经济中

心,是为三省政治的边缘化地区和社会经济的贫困地区。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边区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军兴, 东南各省军政机关、工商企

业、学校、避战逃难人员等纷迁赣闽粤边区,给赣闽粤三地区社会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长期处于区域经济和政治边缘化的边区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赣闽粤边区 现代化浪潮

赣闽粤边区是指福建的闽西、广东的粤北和江西的赣南三省

毗邻地区, 境内纵贯着武夷山脉和横亘着九连山脉; 由于崇山峻

岭、山体宽厚、交通不便, 向来远离三省政治与经济中心,是三省政

治的边缘化地区和社会经济的后发地区。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东

南的浙、闽、粤、赣四省主要军政机关纷迁武夷山山麓 ,形成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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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南抗日大后方。地处武夷山中南段和与南岭九连山脉相交的

赣闽粤三边地区,便凭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地理区位, 首

次改变了三省政治经济边缘化的困境, 成为赣闽粤三省政治经济

中心与东南抗日大后方的腹地。她接纳了闽、粤、赣三省军政机

关、劳力、学校、新兴产业等各项资源和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内迁, 在

国民政府大力恢复和加强对边区人民的控制与管理的同时, 该地

区也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一 现代交通通讯网络的初步形成

清末民初以前, 赣闽粤边区已经有了由水路和古陆道组成的

传统交通运输与通信网络。水路运输干道主要有闽西的汀江水

系、粤东北的梅(江)韩(江)水系和东江水系、赣东南的贡水水系;

陆路主要有跨越武夷山脉和九连山脉的十几条省际山路。 这些

省际山路把前述水系连为一体,组成了赣闽粤边区基本完整通达

的传统运输与通信网络, 维系着三省边区的物资流通和民生及其

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20世纪 30年代前后,以公路建设、汽车运

输和邮电通讯为主要标志的现代交通与通信才在赣闽粤边区开始

兴起(见表 1)。而在此之前, 边区大部分县城普遍设立了邮政局

(邮政代办所)与电报局(电信代办所) , 经营现代通信业务。# 边

区现代交通与通信的兴起, 一来受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浪潮的驱

动(以侨乡粤东北之梅县等地表现最为明显) ,二来应 30年代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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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交通剿共&政策之需。 但是, 正是由于边区多年惨烈的国

共内战,刚刚启动的通信现代化建设成果几乎全部毁于战火,通信

网络一度中断 # ; 边区内的公路建设虽然随着国民政府军的进占

而不断展拓(见表 2) , 尤其是闽西和粤东北形成了自己的公路网,

但是,截止到抗日战争前的 1936年,赣闽粤三省边区间的省际公

路网络并没有形成。

表 1 赣闽粤边区各县最早修建公路和汽车
客运营业时间概况表 单位: 年

县名

最早

修建公路
时间

公营

汽车出现
时间

民营

汽车出现
时间

县名

最早

修建公路
时间

公营

汽车出现
时间

民营

汽车出现
时间

长汀 1928 1935 会昌 1938 1942

上杭 1932 1936 瑞金 1928 1939 1940

武平 1931 1938 1935 石城 1934

梅县 1927 宁都 1934

兴宁 1926 1929 兴国 1933 1935 1945

平远 1930 1930 于都 1933 1936 1945

蕉岭 1933 1933 赣县 1932 1934 1934

寻乌 1933 1936 安远 1933 1943

资料来源:!长汀县志∀ 1993 年版, 第 276、286 页; 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编:!上杭县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81、294 页; 武平县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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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58、268

页;!梅县志∀ , 1994 年版,第 444 页;!兴宁县志∀ 1992 年版, 第 307、316 页; 平

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远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46、

251 页;!蕉岭县志∀ 1992 年版,第 270、275 页;!寻乌县志∀1996 年版, 第 153、

159 页; 会昌县至编纂委员会编:!会昌县志∀,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30、

331 页;!瑞金县志∀ 1993 年版, 第 488、494、495 页; 石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石城县志∀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8页; 宁都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宁都县志∀ (内部版) , 1986 年印,第 216 页;兴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兴

国县志∀ (内部版) 1988 年印, 第 282、291 页; 于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于都

县志∀ ,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31、336、335 页; !赣县志∀ 1991 年版, 第

208、213 页;安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远县志∀ ,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41、347 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进攻和东南抗日大后方的形成,江

南铁路中断、水运失畅,赣闽粤边区内公路运输的地位日益凸显。鉴

于此,赣闽粤三省政府相继修建了几条重要的省际公路。1936年,闽

西新泉至上杭县城公路修通,蕉岭县城至武平岩前公路通车,于都县

城至本县银坑段公路接通; 1937年,赣县江口至于都县城公路通车,瑞

金经会昌至筠门岭公路全线贯通; 1939年,兴国县城至于都银坑公路

修通,于都县城至瑞金县城公路通车(见表 2)。至 30年代末,由于上

述几条重要区间公路的修建与贯通,赣闽粤边区建成了%三横两纵&格
局的通达公路交通网络。所谓%三横&,一是鹰(潭)界(化陇)线,即由

鹰潭经南城、宁都、银坑、兴国、泰和、永阳、永新至界化陇(湘赣交界) ,

这条交通孔道把支离破碎的浙赣、湘桂、粤汉等铁路干线连接起来,往

西可经界化陇入湘或经赣县达粤北韶关,东可经鹰潭至江浙或由黎

川、光泽、上饶入闽,是东南诸省%到西南各省的交通要冲&。 二是朋

(口)赣(县)线,即由闽西朋口经长汀、瑞金、于都达赣县, 这条线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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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粤北韶关或经赣(县)遂(川)泰(和)与鹰界线相接入湘,往东可经

永安、南平至福州或经过闽北建阳至鹰潭、上饶等地,也可经龙岩通漳

州。每天%可以看见络绎不绝的肩挑苦力与挑着一包包的盐从福建运

至江西&,华南各省%大部分将依赖福建的供给& ,此线上的瑞金益发

显示其%闽赣通衢&的地位。三是官(渡)汕(头)线,即由粤北韶关翁源

的官渡经过连平、龙川、兴宁、梅县至潮州、汕头, 1939年6月潮汕被日

军占领前, %江西、湖南、广西以及广东都把它当作比较便捷的出口交
通线&。# 所谓%二纵&,一是宁(都)平(远)线, 即由宁都经瑞金、会昌、

筠门岭、吉潭至平远仁居,这条公路北接鹰界线、朋赣线,南接官汕头

线,为粤盐赣米交互运输的主要路线,也是江西钨、锡外运及自香港经

汕头进口物资的主要通道,还是重要的军运补给线。∋ 二是宁(化)梅

(县)线,即由闽西宁化经连城、新泉、上杭、岩前、蕉岭至梅县,此线北

接朋赣线,南接官汕线,为闽粤交通干道。

表 2 30、40年代赣闽粤边区中心各县

公路干线建设概况表 单位: 年

公路线名称 经过的主要交通点 通车年份

闽

西

武杭线 武平县城- 岩前、武平县城- 十方- 上杭县城 1934

南瑞线 南平- 永安- 连城- 朋口- 长汀- 隘岭- 瑞金 1935

漳瑞线 漳州潮水- 龙岩- 新泉- 朋口- 长汀- 瑞金 1935

新杭线 新泉- 上杭县城 1936

南平- 顺昌- 崇仁- 泰宁- 建宁; 连城- 宁化 抗战期间

南平- 建阳- 邵武- 光泽- 江西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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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编:!江西公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63页。

!江西民国日报∀, 1939年 8月 1日。

!江西民国日报∀, 1939年 10月 7日。



公路线名称 经过的主要交通点 通车年份

粤

东

北

兴梅线 梅城- 兴宁, 白渡- 松口 1932

兴柘线 兴宁- 石正- 大柘- 八尺 1932

柘大线 大柘- 东石- 仁居- 大畲坳 1932

梅城- 丙村, 油坑- 新铺 1933

梅城- 蕉岭, 梅城- 白宫 1934

梅城- 平远石正 1935

蕉城- 武平岩前, 梅县- 石扇- 新铺- 平远东石 1936

丙村- 雁洋 1937

赣

东

南

泰兴线 赣县- 南康- 大庾- 小梅关 1932

寻乌古潭- 牛挨石- 平远仁居, 安远- 定南 1933

泰和- 兴国县城段 1934年底

城于线 赣县- 遂川, 赣县- 兴国 1935

城于线 吉潭- 会昌筠门岭, 寻乌城- 吉潭,瑞金- 宁都 1935

银坑- 宁都- 广昌- 南丰- 南城 1935

于都城- 银坑 1936

赣县- 于都,瑞金- 会昌- 筠门岭- 吉潭- 牛挨石 1937

瑞金- 于都, 兴国- 银坑段 1939

安远- 信丰 1943

资料来源:!武平县志∀ 1993 年版, 第 258 页; !长汀县志∀ 1993 年版, 第

277 页;!上杭县志∀ 1993 年版, 第 282 页;!福建文史资料∀第 4 辑,第 38、42

页;!梅县志∀ 1994 年版, 第 445、446页; !平远县志∀ 1993年版,第 246 页;!蕉

岭县志∀ 1992 年版, 第 270 页; !赣县志∀ 1991 年版, 第 208 页; !寻乌县志∀
1996 年版,第 153、153 页;!安远县志∀1993 年版,第 341 页; !兴国县志∀ 1988

年印, 第 282 页;!瑞金县志∀ 1993 年版, 第 488 页; !于都县志∀ 1991 年版, 第

331 页;!会昌县志∀ 1993 年版,第 325 页。

综上所述, 循着边区%三横两纵&的公路网,东可达江浙; 东南

可至福州、厦门、漳州;南可至潮汕;西可至赣县、韶关、湖南; 北可

至南城、鹰潭。无疑,赣闽粤边区%三横两纵&的公路交通网络是东
南抗战的重要军事补给线,也是大西南和东南诸省联系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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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当年南部中国的交通中心。尽管这一公路交通网络带有明显

的战时特征,但是,它对赣闽粤边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样深远。

通信设施的建设也与此相类似。30 年代边区大规模的国共

内战结束之后, 国民政府致力于地方治安和恢复经济建设; 邮政局

也恢复邮递。至抗战时期,各县县城和主要乡镇, 尤其是交通要道

乡镇均架设电报线或电话线(县城之间的电话线与电报线一般共

线)。赣东南的电报中心宁都局% 负责瑞金、长汀、于都、会昌、兴

国、泰和等地的转报任务&,可发给南昌和赣县;闽西的电报中心长

汀局, %凡发往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电报均由此路发出, 又

开通直达福州报路&;粤东的蕉岭, %联络地点有梅县、平远、福建省

长汀、江西的筠门岭和会昌&, 1944年冬,韶关沦陷, 广东省电信局

迁至兴宁县, 兴宁一时成为连接闽、粤、赣三省的转报中心局。

至此,赣闽粤边区现代通网络初步形成,电话入户也开始少量成为

事实。它与前述边区初步形成的公路交网络相结合,为战时赣闽

粤三边地区的第一次现代经济产业潮奠定了的坚实的基础。

二 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产业潮

1938年以后, 随着赣、闽、粤三省军政机关的相继内迁, 沦陷

区难民、军政人员、医院、学校、银行、工商企业等纷迁赣闽粤边区;

与此同时, 为巩固东南地区的抗日后方, 坚持抗战救国, 三省政府

还在边区创办了一批新的现代产业。它们承接了 20世纪初边区

现代化的启动, 在边区现代化进程中卷起了第一次现代经济产业

潮。首先, 边区的现代工业企业及其生产呈现快速发展之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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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在个别行业,粤东北梅、兴等县已经出现了几家近代工业

企业。但是,严格说来,边区的工业化进程真正开始于 20世纪初

期。20世纪 30年代以前,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努力, 民间人士的积

极参与,赣闽粤边区各县创办了一些以纺织、印刷、电力为主的现

代工业企业;其中,粤东北的梅县、兴宁走在前头。 不过, 由于多

方面条件的制约,近代工业的发展仅处于启动或萌芽阶段, 尤其是

历经 30年代激烈的国共内战后,闽西和赣南刚启动的现代工业不

仅没有发展,而且受到严重影响而趋于衰落。曾任江西建设厅长

的张泽尧说, 1931年以前, %本省实无大工业,更不足以语重工业。

所有各项轻工业, 不啻手工业而已&。# 江西全省工业状况如此,

赣南工业则尤为落后。苏区革命后, 赴宁都调查社会状况的政府

人员说: %该县工业, 极不发达,除少数之手工业,以织夏布, 此外实

无一工业可言。& ∋ 30年代末期的上杭县,也%无实业之可言&, %全

县无一大工场, 无一大制造厂, 所有出品皆用手工制造, 无有用机

器者&。( 宁都、上杭如此, 闽西和赣东南可见一斑。

抗战爆发后, 出于经济建设和解决军需民食、物资短缺的需

要,退居边区的后方政府对现代工业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

同时利用市场的引导与刺激, 边区创办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

业企业;另外,当时各沦陷区也内迁了不少工厂到边区安家落户。

这些现代工业企业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工业机器、生产工艺和管

理模式。因此, 至 40年代前半期, 赣闽粤边区各县可谓工厂林立,

一派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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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上杭县志 实业志∀ , 1938年版。
!江西民国日报∀, 1934年 12月 10日。

张泽尧:!十年来之江西工业∀ ,见!赣政十年∀1941年印。

参见温锐、游海华著:!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 ∃ ∃ 20世纪赣闽粤三边

地区实证研究∀,第 228页表 3- 15。



1938年以后的赣南, 其工业可说是盛况空前。据记载, 赣南

工业中心赣县, 抗战时期, 经常有工人 10 人以上之工厂, 共计 67

家,职员 235人,工人 3836人; 1941年,赣县全县工厂达 54 家, 工

人3978人, 赣县成为全国 14 个重要经济城市之一。 抗战后迁

来赣县的印刷厂就有私营的印记、鼎记等 7家,公营的民生印刷第

二厂、新赣南印刷厂等 4家,上海迁来的专印钞票的大东书局、专

翻印铅版的商务印书馆, 共计 13家印刷厂和 1家制铅锌版和凹凸

版的企业。# 1943- 1944年, 赣东南各县经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登

记的工厂计有 29家,经济部登记的赣东南各县工厂计有 49家。∋

其他如瑞金、石城、会昌、寻乌、安远等县也创办了印刷、纺织、粮食

加工等一些轻工企业。尽管上述资料不同,统计数据有差异,但都

反映了抗战时期赣南工业中心赣县和赣东南各县工业的空前盛

况。

闽西工业比战前有了新的发展。闽西工业中心长汀县, 20 世

纪 20年代就开始建立了一批近代工业, 可惜大部毁于 30年代国

共内战的战火。抗战爆发后, 一些福建沿海的工厂先后迁入长汀;

同时,长汀创办了一些工业企业;另外, 在%东南工合&指导扶持下,

也成立了一批工业。例如, 1939年, %工合&长汀事物所建立%汀州
城区机械社&,生产切面机、火锅、熨斗等; %工合&于城区成立 4 个

纺织合作社,机织土布供不应求; 1939- 1945年间, %工合&长汀事

物所组建合作社 50多个,就业人数几千人; 1943年, 湖北汉阳兵

工厂 1000多人内迁长汀河田镇设厂, 同年, 长汀商人兴办新华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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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江西近代工矿史资料选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根据第 78- 86页表统计而来。

!赣南民国日报∀, 1941年 8月 4日。

!力行日报∀ , 1946年 5月 4日;!赣县志∀1991年版,第 177页。



厂和大同、民生、春光碾米厂; 1944年,官商合办的%长汀县光明电

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 另外, 化工、冶炼、印刷、服装、粮食加工

等工业企业也相继创办, 工业门类渐趋齐全。期间,上杭和武平县

也创办了几家工业。1939 年, 上杭商家合办%丰记布庄&, 为木机

织布企业;同年,武平县城创立%开文印务局&, 1945年, 此局迁上

杭;由地方乡财投资兴办的%上杭复兴书店&, 从梅县买来两台旧机

器,承印!上杭精诚报∀,兼印表格。#

粤东北的兴、梅等县得地利之先, 承接了 19世纪末以来工业

化发展的基础, 又较少受到 30年代边区国共战火伤害, 现代工业

在三边地区遥遥领先。抗战时期, 梅县工业呈膨胀式增长, 计有卷

烟厂 10多家,从业人员 3000多人;火力发电厂 4家; 私营机械修

理厂 14家;纺织厂 13家;碾米厂 7家; 印刷业 20家;玻璃厂 7家;

其中机器修理、纺织、印刷、碾米、卷烟等行业多采用机械化生

产。∋ 卷烟业最为兴盛, 它兴起于 30 年代末, 是抗战时期梅县的

支柱产业。抗战期间,梅县先后成立民生、海源、复兴等十几家烟

厂。各厂职工人数多达几百人,少的也有百人以上;产量也从每天

的几万支增至几十万支; 设备从手工制作发展为机器制造, 各厂先

后生产的香烟牌号共达百余种;产品远销江西、湖南、福建、广西等

省。例如, 1938年成立的海源烟厂最盛时职工人数达 400多人,

产量每天达 50多万支,还在兴宁县、广州市另设了分厂;复兴烟厂

创设于 1940年,职工最多时达二三百人, 抗战胜利后曾在汕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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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县志 工业∀, 1994年版。
!上杭县志∀1993年版,第 240页;!上杭文史资料∀总第 5期,第 41页。

!长汀县志∀1993年版, 第 219、212页;政协长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

汀文史资料∀第 26集,第 66- 67页。



赁华资烟厂进行生产。

兴宁、梅县工业以纺织业为龙头。%兴宁织造很发达&, %兴宁、

梅县的布很好&; 1928年起, 兴宁、梅县的洋纱布就完全抢了赣州

在寻乌市场的生意。# 抗战爆发后, 兴宁布业再展辉煌业绩。全

县织造棉纱成品的工厂大小不下 800多所, 专门织布匹家庭有 3

万余户,几乎是家家纺纱织布; 规模大者, 拥有铁机、木机 500 -

600架, 小者,亦有 10- 20架。乡间更有% 无机不成家&之谚! 兴

宁城郊的草地, 几乎全为晒布的场所。纺织产品精良, %实可架舶

来品之上&; 销路广泛, %操纵了半个中国各市场布业的牛耳&。∋

据 1935- 1953年的不完全统计:兴宁织布人数达 20多万人,年产

%细布&就达 150万匹。( 在以布业为中心的纺织业的带动下, 其

他%袜业、毛巾以及笔、墨、) 鞋、五金制造、化装品、肥皂、成 ) 等,

均有大量生产&。∗

其次, 边区的公路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初步兴起。由于前述

现代公路交通网、邮电通讯网的初步形成和交通站点、邮政局、电

报局的普遍设立,赣闽粤边区的汽车运输业和现代通信业蓬勃而

起,官营、私营或官商合营的汽车公司纷纷成立。30 年代中期以

后,闽西长汀有龙连汀汽车公司, 上杭有民兴公司,武平有民行汽

车公司、福华转运栈等; 抗战期间的筠门岭, 除官营外, 还有%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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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气日报∀ , 1942年 10月 22日。

% 细布&面宽 1尺 1寸,大布面宽约 2尺;十尺细布为 1丈。见!梅州文史∀第 3辑,

第 117页。

!正气日报∀ , 1942年 10月 22日。

毛泽东:!寻乌调查∀ ( 1930、5) ,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

集∀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51、55页。

政协梅县文史委员会编:!梅县文史资料∀ ,第 19期,第 150- 151页;中共梅州市委

党史研究室编: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99年版,第 398页。



远&、%大昌&、%建华&等商营汽车运输公司;瑞金则有%赣闽粤行&、

%晋昌行&、%保安行&、%城关区职工运输行&等 4 家汽车运输商行;

相形之下,粤东北的汽车运输业更为兴盛, 平远县有 6个行车公

司,梅县先后营运的行车公司有 12家,蕉岭有 4家。 随着汽车

运输公司的成立,各公司纷纷购买%雪佛兰&、%道奇&、% 福特&等牌

号汽车从事客货运输业务,边区的现代运输业蔚然兴起。1938-

1939年的官汕公路上, 每日行驶的汽车从四五十辆增至二三百

辆; 40年代初,兴宁的客货汽车共有 320多辆, 名列广东省第二,

1945年还增至 500余辆; 赣东南的筠门岭经吉潭至梅县的公路

上, %每天有一、两百辆车子来回跑&;小小寻乌县吉潭圩的%新兴公

司&,拥有汽车六七部, 带动邻近澄江的十几部车子跟着跑业务。

由于汽车运输一度居于垄断地位, 在上述两条公路上, 都曾经发生

过汽车运输排挤肩挑劳动力现象。# 粤东北梅县公路建设发达,

城乡公路交错纵横, 各线班车来往班次少的有 4次, 多的达 20 余

次。∋

邮政、电话、电报等现代通讯方式也进入并较多地应用于边区

社会经济生活中,并对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时期创办的大

量现代杂志报刊一般都通过邮政局发行和邮寄; 而在赣东南的筠

门岭镇,则可以收到来自国内外的信件。( 人们通过邮政局,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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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会昌县筠门岭镇实地调查。

!梅县志∀1994年版,第 456页。

!江西民国日报∀, 1939年 8月 1日;!兴宁县志∀1992年版,第 316页; 1999年寻乌

县实地调查。

!长汀县志∀1993 年版, 第 286 页;!上杭县志∀ 1993年版, 第 294 页; !武平县志∀

1993年版,第 268页;!正气日报∀ , 1944 年 1 月 17日; !瑞金县志∀ 1993年版, 第

495页; !平远县志∀1993年版,第 251页;!梅县文史资料∀第 28辑,第 92页;!蕉岭

县志∀1992年版,第 269页。



不断了解外界的各种信息。相对邮政业而言, 电讯业的信息传播

更为快捷,因而除了军政机关广泛采用外,它也频繁应用于各种商

业经营。抗战时期, 寻乌吉潭潘作醴家装有一部电话, 通平远、梅

县,主要用于做米粮等商品贸易,从而对边区商品贸易的信息有较

及时的掌握。 抗战期间的瑞金,布匹、百货价格涨跌频繁, 套购

倾销之风大盛, 电报因而成为各大商户商场出奇制胜的%黑武器&。

裕兴祥商号利用电报传递商讯时以%烟纸豆&代%金、银、锡泊&。徐

恒太得到丰城土布涨价消息, 即向广东帮的福兴昌、杨和茂等商号

购进兴宁棉布, 甚至雇人抢购;当获得跌价消息时,则四出招揽, 兜

售倾销。# 兴宁的无线电台,则多为商人使用。∋ 市场波动与现代

通信,为各大客户带来各种新的商机。

再次, 文化教育、金融、旅栈饮食等服务业也在战时的特定环

境中呈现初步繁荣之象。抗战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 赣闽粤边区

16县区内迁大中专院校 68所、银行 89家, 新创办报纸 56种(见

表 3)。其中,安远县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师范学校, 寻乌、石

城、于都、安远 4县第一次创办现代新闻报刊,兴宁、平远、蕉岭、寻

乌、安远 5县第一次出现银行这一现代金融机构; 并且民国时期安

远县仅有的 4种报纸,兴宁、会昌、瑞金 3县的 15个学校全部兴办

或内迁于抗战时期; 民国时期,梅县、赣县、瑞金绝大部分银行也是

内迁或建立于抗战期间。长汀、梅县、赣县三地因是赣闽粤边区的

中心城市, 内迁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大中专学校众多, 还兴办

了 23种杂志或刊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闽西的汀、杭和粤东北的

兴、梅 4县还开办了现代保险业务,均由当地银行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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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编:!瑞金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1988)∀ ,第 179页。

1999年寻乌县实地调查。



表 3 抗战时期赣闽粤边区各县内迁和新创办的

报刊、院校、金融机构数量概况表 单位:种;所; 家

报纸 其他刊物 大中专院校 银行 保险机构

长汀 5 10 8 9 3*

上杭 3 2 5 3*

武平 1 2

梅县 5 5 13 17/ 18 2*

兴宁 11 7# 8* 1*

平远 1 1 3*

蕉岭 6 2 9*

寻乌 1* 2*

会昌 1 4# 4

瑞金 3 4# 6/ 7

石城 1* 1 1

宁都 5 7 5

兴国 4 3 2

于都 1* 8 2

赣县 4 8 7 12/ 14

安远 4# 1* 1*

合计 26 23 68 89 9

资料来源:!长汀县志∀1993年版, 第 748- 749、736- 737、696- 699、711

- 712、480- 482 页;!上杭县志∀ 1993 年版, 第 760、709、464 页; !武平县志∀

1993年版,第 661、340 页; !梅县志∀ 1994 年版, 第 950- 953、866- 869、873、

539- 540、599 页; !梅州文史∀第 7 辑, 第 85 页; !兴宁县志∀ 1992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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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表中数据仅据县志所载内容统计; 2、标* 号的数据表明该栏产业为第一次出

现,标# 号的数据栏表明民国时期该栏产业全部为抗战时期创办,符号/前数据为

抗战时期数据,符号/后数据为整个民国时期数据; 3、复刊的报纸、复办的院校作新

办计算; 4、大中专院校包括各类职业学校; 5、同一银行的分支机构(办事处)分别计

算。



716、650、652、674、419、433页; !平远县志∀ 1993 年版, 第 573、519、324- 325

页;!蕉岭县志∀ 1992 年版,第 575- 576、537、370 页;!寻乌县志∀ 1996 年版,

第366、199 页;!会昌县志∀ 1993 年版, 第 435、407、367 页; !瑞金县志∀ 1993

年版, 第 684、653- 655、605 页;!石城县志∀ 1989 年版, 第 445、417、331 页;

!宁都县志∀ 1986 年印, 第 262、403、426、445 页; !兴国县志∀ 1988 年印, 第

601、623、624、436 页;!于都县志∀1991年版, 第 519、471- 473、413 页; !赣县

志∀ 1991 年版, 第 548、549、471- 472、303 页; !安远县志∀ 1993 年版, 第 567、

531、454 页。

这一时期, 赣闽粤地区内迁的报纸有原在广州出版的!中山日

报∀与!大光报∀、原在韶关的!中国报∀、原在汕头的!汕报∀、原在南
昌的!江西民国日报∀和!力行力报∀,也有由当地党政部门、社会团

体和私人创办的报纸如长汀的!汀江日报∀与!中南日报∀、梅县的

!劲报∀和!梅县日日新闻∀、赣县的!正气日报∀与兴国的!盟友西
报∀等。新设立的银行既有%四行二局&(国家级)的办事处, 也有福

建省银行、广东省银行、江西实业等省办银行的分支机构, 私营银

行如江西裕民银行和县立银行等也陆续开办。内迁的著名大中专

院校有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前身)、国立中山大学、厦门大

学、中正医学院、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勤商学院、私立广州大学、

江西兽医专科学校、江西省立南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江西财经大

学前身)、省立南昌工专学校、省立福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等。

为满足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 培养专门人才的职业技术学校

纷纷创办。例如, 1938年, 长汀商业补习学校、县立工业职业学

校、农业职业学校相继成立;抗战期间上杭县成立%私立上杭力行

农校&。40年代初期, 兴宁县先后创立省立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

校、县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梅县则创办了多家会计学校和县立高

级助产学校;此外,梅县平民医院还附设% 私立平民护士学校&、黄
塘德济医院附设%私立德济护产学校&。1941年以后, 赣县创办了

多家职业学校, 有省立赣县高级助产学校、私立东南高级商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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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私立新中国职业学校、南华工业职业学校、

章贡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等; 1941年秋, 会昌筠门岭新华初级商业

学校成立; 40年代初, 瑞金县相继创办私立建成森林职业中学和

可大应化初级职业学校等等。上述职业技术学校创办的时间有长

有短,招收的学生有多有少,开设的课程有工有农、有商有医,创办

人有政府有商会有私人, 都是立足于抗战建国和为边区经济发展

培养适时性专业人才。

另外, 随着战时三边地区人流、物流的涌动,来往驻足人员的

增多,城镇旅栈与饮食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江西省建设厅先后在

赣州、宁都、南城、光泽等九地创办陶陶招待所,采用现代旅店管理

方法,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边区转运重镇筠门岭, 旅栈业从抗

战前的 20余家发展到 80余家; 其中,岭梅旅社拥有高雅床位 20

余铺,大众宿舍每晚可住旅客 300 余人。# 抗战时期的梅县城有

旅栈业 34家,长汀县有 60家。∋ 饮食业也兴盛一时, 40年代前期

的会昌开设的铺子以吃食为最多; 瑞金县城的消遣场所,主要是酒

店,县城每 100家铺子中就有 60家酒店;宁都则流行露天茶社, 大

街小巷、空坪草地都摆起桌椅卖茶。( 粤东北的梅城,抗战前有 20

多家席馆酒楼; 抗战爆发后,广州、汕头迁来不少较有名气的酒楼

茶馆;一些酒楼茶馆还到省港等地聘请一批%女招待&来招徕顾客,

梅州宾馆、月宫酒家、安东食堂、东湖旅社还附设舞厅。∗ 此外, 边

区城镇的电影放映业、照像业、律师事务所等一些新兴服务产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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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发展。这些新兴的社会、经济服务产业呈现的初步繁荣,与前

述边区工业企业的崛起和新兴工业生产的发展、运输通讯产业的

兴起共同构成的边区现代经济产业潮, 是当年三边地区第一次现

代化浪潮的主要标致 ∃ ∃ ∃ 尽管它是战时特定环境的产物。

三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

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边区地方政府,延续了清末%新政&以来

的政府管理职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在政府机构设施、管理职

能和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乡村社会的管治理等方面进行部分的

调整与改革,以适应战时边区经济产业潮的兴起。抗战后方社会

经济的发展推动政府管理职能与之适应与实现缓慢转变的趋势,

战时的赣闽粤三边地区的瑞金、长汀、梅县等县地方政府管理职能

的变化可以得到引证。

第一,基层行政组织分工愈来愈细,不少专门的行政机构独立

出来,政府管理职能行业化和专业化特征日益明显。首先, 财税机

构进一步的分设。瑞金是赣东南的重要进出口关卡,民国以来, 税

务机构设立繁多。1939 年, 设江西省战时卷烟管理局瑞金查验

所; 1941年, 设财政部湘赣区税务管理局赣南分区税务管理所瑞

金分所,专办统税、印花税、矿产税、烟酒税稽征;同年, 设立财政部

缉私署瑞金缉私所; 财政部江西省税务局瑞金税务员办事处。

1942年直、货两税机构分开, 瑞金又分别设立相应的分局(所) ;

1944年, 设财政部盐务局瑞金分局, 专司盐税与食盐缉私; 1945

年,设立上饶海关税务司公署瑞金支关。闽西长汀县, 1940 年设

货物税分局, 1943年设直接税局。粤东的梅县, 1940年设立广东

省财政厅梅县税务局(直接税局)、财政部广东印花烟酒局梅州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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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分所(后改为货物税局)。 抗战时期,财税机构进一步分开; 税

务征收,也往往按照税收种类或税收的性质设立专门的征收机构。

其次,县政府还设立了其他许多新的专门的管理部门或机构。例

如, 1937年,适应抗战的需要, 瑞、汀、梅三县先后设立兵役科, 负

责征兵、组训、保安等事情; 40年代, 上述三县又相继设立统计室

或统计科,办理统计事宜等。# 这表明, 抗战时期, 政府管理职能

行业化和专业化特征愈来愈明确。

第二,政府增设了不少新的经济管理与服务机构, 社会经济管

理职能更加突出。19世纪末期以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推动

下,边区传统产业不断扩张,现代产业相继崛起, 商品经济和市镇

也呈现一定程度的繁兴。与此变化相适应, 战时边区也增设了一

些新的农工商经济管理与服务机构, 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管理逐渐

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在农业方面,为了推动传统农业的革新, 边区地方政府成立了

以良种推广为主的管理机构, 从事农业指导与服务工作。例如,

1936年,长汀县建立苗圃; 1943年更名为县农场, 其工作主要是培

育良种、试种农林新品种等; 1940- 1941年间,梅县县府设立农业

工作站; 1941年又设立垦荒指导员, 各区、乡、保设立垦荒会, 鼓励

与推行垦荒垦植。∋ 工商业方面,抗战以前,边区各县县府均设立

建设科,全权管理工商业事宜; 抗战期间,各县又先后增设了其他

一些工商业管理与服务机构。1939年, 瑞、汀两县分别成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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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瑞金事务所、长汀事务所,以贷款协助各县工

业合作社的成立并指导其工作。 1940年, 长汀县先后成立联合

购销处和公沽局,前者主管纸品外销,后者掌管全县粮食的收购,

配销、运输、保管; 1938年,长汀县成立物资管理处、限价委员会;

1940年, 梅县成立%非常时期梅县物价平价委员会&; 上述委员会
会同商会和同业公会等, 管理市场物价。# 在基础设施管理方面,

随着战时公路交通的发展, 新设了交通管理机构。1940年, 江西

省公路处瑞金工务段成立, 下设 7个工区, 负责公路养护、渡口管

理事宜;翌年,瑞金县设立交通管理站,与县警察局共同行使交通

安全管理职权。∋ 1941年,福建省建设厅在长汀县设立交通管理

站,办理行车登记, 收取养路费; 公路养护则由漳龙汀工程处负

责。( 1939年,广东省建设厅在梅县设立县工务总段; 此外, 梅县

还成立了交通安全监督站,负责考核司机,征收养路费。∗

第三,为社会提供现代新型的民众文化教育、卫生服务和社会

保障等公共产品,开始纳入政府行政的职能范围。自清末新政至

30年代前期, 边区虽已普遍设立了各类现代基础教育, 但在成人

民众教育方面几无起步。随着赣闽粤三省政治经济中心向三边的

转移,三边地区的成人民众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同时, 社会公益管

理事业也得到了展拓。文化教育方面, 各县都建立了民众教育馆、

公共体育场等场所, 对民众进行教育和服务。例如, 1935 年和

1937年, 瑞金县相继建立民众教育馆和公共体育场; 1939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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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长汀县建立了公共体育场和开办省立民众教育馆。 另

外,边区地方政府还成立了不少县立职业技术学校,为本地经济的

发展培养适时性人才(见前文阐述)。在卫生方面, 1936年, 瑞金

县诊疗所成立; 1938年, 长汀县卫生院成立;同年, 梅县成立卫生

事务所。# 卫生院(所)等现代官办医疗机构的设立, 表明民国政

府在致力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上, 已超越了传统政府的职能。

社会保障方面, 主要是从事救济工作。战时边区各县均设立各种

救济机构,对丧失生活来源的难民进行救济, 并作好妥善安置。例

如,民国期间,梅县县政府先后成立了难民救济会、赈济委员会、冬

季救济委员会等对灾民进行施衣、施粥等救济。∋ 1934- 1938年,

平远县县长林公顿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把社会保障事业作为政府

的重要事情来办,他在全县 160多个保中, 设立了%义仓&, 为贫民

百姓备荒。(

第四,政府管理职能逐渐由县城向乡村基层延伸。经 30年代

激烈的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在恢复对三边统治之后,三边各县开始

陆续推行以保甲制为基础的%新县制&, 至抗战军兴,国民政府对三

边地区统治进一步加强, 新县制在三边各县全面推行, 在新县制

中,县以下行政组织以保甲为基础, 设区、乡(联保)、保、甲 4 级组

织;区设区分所,并设民团, 区内设乡(联保) , 置乡公所, 有编制若

干。例如 40年代寻乌各乡镇公所的人员编制总数曾一度达 120

人,后缩编为 86人 ∗ ; 民国寻乌乡镇一直稳定在十六、七个建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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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表明每一个乡镇一般都有 5- 8个行政人员。1942年, 蕉岭县

的乡镇公所编制为 8人, 各保也设编制,为 4人,其中保长 1人, 副

保长 1人,干事 2人,民政、警卫、经济干事由副保长及国民学校教

员兼任。 有编制者, 都纳入县财政开支。这表明, %新县制&推行
以后,国民政府在强化对边区基层社会的严厉控制的同时, 基层政

权建设与清政府相比,无疑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 其政府的机构至

少已经深入乡镇一级,有的已经到达行政村这一级了。同时,其他

行政机构的设置也纷纷下延。例如警察机构, 1945- 1948年, 瑞

金县警察局在壬田、瑞林、九堡、武阳设立了 4个区乡警察所(分

局)。# 再如电信机构,苏区革命后, 瑞金县邮电局在武阳( 1939年

改为临时邮局)、壬田、九堡、万田、黄柏、石门、油岗、大柏岭等地还

设有 8个代办所,电报局也在武阳设立了收发处; 1940年, 长汀增

设新桥、童坊、馆前、濯田、水口等乡邮政代办所及 4个信柜; 抗战

时期,除县城外,梅县还有松口、丙村、畲坑、隆文 4个邮政局,全县

邮政代办所 43处、信柜 26处。∋ 卫生和教育机构也向乡村基层

延伸。1940年,长汀县新桥、河田、古城、濯田继县城设卫生院后

均设分院; 到 1946 年, 梅县共有区卫生院 1 所, 乡镇卫生所 4

所。( %新县制&推行以后, 边区各县的乡(镇)中心小学和保国民

学校普遍建立, 各学校办学经费均享受国民政府财政资助。上述

内容既说明了边区政府对社会统治的加强,也体现了边区政府社

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增强。

就战时的边区社会而言,不管是政府机构设置的专业化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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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趋势,还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社会公共产品提供的增

加及其社会统治能力的下延, 都或多或少体现了战时边区政府在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顺应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某些趋势。

四 民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的强化

随着政府管理机构的增设和下延及其专业化管理职能的强

化,边区战时地方政府整合社会和组织民众的能力大为提高;战时

边区现代新闻出版、大中专院校等文教事业的出现与膨胀性发展,

现代公路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建成,也为地方政府整合边区提供了

条件;加上当时边区与全国一样形成的国共统一战线大环境,国共

两党为抗战建国共同做出的努力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的国民党

专制统治所形成的制约等因素,从而把长期处于国家政治与社会

经济边缘化的三边地区,快捷地引导并纳入国家民族%抗日救亡&

的时代洪流之中,使历经东南抗日战火洗礼和激荡的边区民众, 其

国家与民族观念日益增强,并迅速上升为%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流

意识。

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民众的组织与动员广

泛而深入,是当年边区民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强化的重要标致。

%在闽西, 在潮梅, 先后成立与组织了+随军工作队, 、+下乡工作

队, 、+区乡的民众抗敌服务团, 、+青年战时服务团, 、+流亡宣传团,

等等&; %全岭东的青抗会员约有一万多人&, %梅县中等学校的学抗

会有五六千人&。 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期间仅福建全省为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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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奔走呼号的戏剧团体就有 200余个。 这些各种各样的抗日

救亡团体, 从其团体的社会属性看, 有%学抗会&、%青抗会&、%妇抗

会&、%商抗会&等等组织。其中,既有共产党领导的团体如%岭东各

地青年抗敌同志会&, 也有国民党领导的团体如各地% 抗敌后援

会&。一些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如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
蕉岭县%东区服务队&、福建省教育厅的%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

团&, 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干训班,协助当地组建抗宣团队,培训抗宣

人员等。# 边区民众组织, 虽然其规模难与苏区革命时代相比, 但

其普及各个阶层所具有的广泛性特点则是空前的。

在各色抗日救亡团体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下,面向民众的抗日

救亡宣传活动深入城乡, 是战时民众动员程度的另一个标尺。

1938年,梅县一千多高中学生下乡开展救亡运动, 在乡村%建立了

二百多个夜校, 吸引了整千整万的青年农工劳动妇女读书&; 他们

%深入到每个角落去开展救亡工作−−并推动和帮助乡村的战时

教育,建立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团体通

常都把抗日救亡宣传和社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如动员学生教员

帮助抗属春耕, 领导群众筑坡开圳,号召儿童收拾肥料等; 以上方

式在闽西的永定、龙岩和粤东的潮梅、大埔等地均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 抗日救亡团体采取了灵活多样方式进行宣传, 例如选择圩

日演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 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

并散发抗日宣传品; 会同当地党政文教各界, 联合发起召开抗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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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报告会、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城乡绘制抗战标语和墙

头漫画;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慰劳前方将士;开展多种形式的义卖、

义演、义劳、义展、义捐活动, 为抗战救国募集资金和物资; 创办各

种报刊杂志,宣传抗日救国观念,如福建长汀国立厦门大学战时后

方服务团主编的!唯力∀、连城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主编的!战地通

讯∀、南昌吉安生活书店出版的!教战月刊∀、梅县南华学院学生自

治会主编的!南大期刊∀等等, 这些杂志面向社会各界发行, 都以抗

战救亡为宣传主题。经过广泛而深入的抗宣活动,边区%穷乡僻壤

的农村,也荡漾着救亡歌曲的余响和抗敌的标语了&; %各地的慰劳

军队、优待抗属、扩大春耕(闽西南最好) ,特别是一元还债、募捐和

义卖运动(梅县、兴宁、龙岩)已经成为真正广泛的群众运动, 深入

到各阶层和穷乡僻壤中&; %大大地把农村间民众的抗敌情绪与民

族意识提高了&。

战时组织与动员起来的边区民众,抗战救国中的实际行动则

是其国家民族意识强化的关键指标。战时的边区民众, 纷纷参战

支前,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抗日救亡的热情和保家卫国的决心。

众多边区青壮劳力踊跃参军入伍,奔赴前线打击侵略者。据有关

资料显示, 八年抗战中, 江西应征入伍的兵员共 103 7 万人, 占国

统区动员应征人数的 7 5% ;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 赣

闽粤边区从军人数至少在 10万以上,梅县一县就近 2万人。# 更

多的青壮劳力则把保家卫国的热情投入到后方军需服务当中。例

如, 1943年夏,第十二集团军决定将一大批武器弹药从定南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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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安远县的鹤仔乡, 鹤仔乡等地群众每天投工 200多人,义务搬运

武器弹药近半年; 1944年,在江西大庾修建新城国际机场, 赣南各

县群众积极参加,单每天出工的民工就有几万人; 赣州东南工合机

器厂的全厂工人, 齐心协力日夜锻造道丁, 为修建机场出工出

力。 捐献资金与物资, 是边区民众爱国献金的集中体现。抗战

初期,梅县人民共捐献国币 1 14万元; 蕉岭中学师生成立的%战时

后方服务团&, 1938年底, 募制棉衣 20件、慰劳袋 250只(每袋内

有万金油、八卦丹、毛巾各一) , 1939年初,又募得国币 666元。#

1939年,在闽粤边区的%一元还债运动&中, 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群众团体就募得国币约 5万元。∋ 抗战期间的安远县, 几乎每年

都要进行募捐慰劳活动, 仅 1944 年濂江乡富家认购义卖春联达

382对, 募集法币 7640元; 1945年,安远县募集鞋共计 3594双、袜

1250双。(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广大边区民众实际行动的生

动写照。

自古就局限于传统家庭生活与农活劳作的客家妇女, 发扬苏

区革命妇女的光荣传统, 成为边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

则是战时边区民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全面抗

战爆发以后,边区各县相继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等组织, 积极参

加抗日救亡活动,许多妇女逐渐走出厨房、走出家庭,活跃在抗日

宣传的舞台上。兴宁和瑞金妇女代表队,都曾携带慰问品, 奔赴潮

汕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抗战中的赣县, 各乡均设立妇女队, 凡年在

18- 40岁的妇女每日参加训练两小时; 梅县东山中学的女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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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暑期举办军事训练班和救护训练班,使学员掌握一定的军事

和医护知识;蕉岭%东区服务队&曾经召开一次%三八妇女节&纪念

会,与会妇女达 3000多人;粤东各县则通过妇抗会、妇女会、妇女

夜校等团体,组织起了数万的知识妇女和农村妇女。 赣闽粤边

区是我国客家聚集地,客家妇女以吃苦耐劳而著称, 抗战中, 大批

劳力参军参战, 边区妇女勇敢地承担起大部分生产劳动和社会劳

动。闽西的军需运输, %大部分是妇女出来充任&; 福建输往粤赣等

省的食盐, %大部分利用人工运输&,其中%妇女占 90%以上&。因

此,在闽西通往粤东北和赣南的各条交通线上, %每天有成千成万

的妇女,成群的搬运盐&, %不停地帮助政府的运输工作&。# 赣南

妇女同样如此。据当时记者估计, 赣南%各工厂中,妇女至少要占

职工人数总数的 40%以上&, %她们自己所作的工作, 已经由需学

习的阶段变成了得力的技术人员&; 因此, 该记者评价说: %在新赣

南的建设事业中,如果有人问我, 那些人出了更多的劳力与汗血?

我的回答是新赣南的妇女们。& ∋

当然,无论是边区民众组织动员、参军入伍、服务抗战后方、捐

献资金与物资, 还是边区妇女%抗日救亡&活动的不甘后人、尽管这

里面无疑也有边区政府的强制性义务, 但是, 边区民众抗日救亡的

热情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及其实实在在的行动却是无可否认的事

实。正如当时报刊所评论: %在百姓确乎实践了抗战的口号,+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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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当兵,儿童上学堂,妇女耕田地,老人看家乡, 。& 在这里, 边区

民众普遍的组织动员和深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的强烈振憾则应

该是无疑的。它是战时赣闽粤三边地区广大民众在边区第一次现

代化浪潮中的政治回应和政治参与流, 并与当年边区的交通通讯

建设、经济产业潮和边区政府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等内容融洽于

一体,汇合成三四十年代边区社会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作者温锐, 1953 年生,江西财经大学教授 ;

游海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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