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代耕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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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为无劳动力或劳动

力不足的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代耕的原因、措施, 揭示了代耕对明显改善抗属

生活水平,推动扩军与归队工作、激励士气,带动生产、凝聚人心、鼓舞全民抗

战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关键词 代耕 抗属 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 根据地对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了诸多优待措施,

代耕是其中最中心方式。关于代耕, 学术界在研究抗日根据地的

优抚时已有所关注 , 但缺乏研究深度, 突出表现在对代耕及其重

要地位认识相对模糊,这从行文上往往把代耕作为优待办法之一

而寥寥数语带过可窥知一二, 即使这寥寥数笔也多从条文入手, 没

有深入地从实践中对代耕进行动态分析。本文想做的是: 选取陕

甘宁及华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分析对象,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从代耕的原因、措施入手, 在动态中阐明代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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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代耕的著作或论文主要有孟昭华、王明寰!中国民政史稿∀ ,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敖文蔚!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 ,武汉大学出版社。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

形态与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玉、徐云鹏!论抗日根据地的军事社会

保障∀,!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 2 期。上述作者在叙述抗日根据地社会优抚时

略有提及。需要指出的是,做为劳务优抚,代耕与劳动互助有本质区别:前者带强

制性,是专门为了帮助抗属无代价地给贫困抗属施以帮助;后者完全自愿,以平等

互惠为原则,属于生产互助性质。



对改善抗属生活水平,推动扩军与归队工作、激励士气,带动生产、

凝聚人心、鼓舞全民抗战等方面的积极效用。需要说明的是,文中

的代耕定义,系本人综合相关辞典及资料所得出的,指根据地人民

在党和政府组织下为无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的抗属进行代耕代锄

代收等工作,还包括帮助抗属解决日常生活困难, 从而达到带动抗

属积极生产,建立家务, 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文中引用的资料,

主要为本人看到的当时根据地的报刊及已出版的档案和相关文献

材料。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

对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抗属, 可以实行多种优待方式: 提

供公粮公款的物质优待; 提高政治地位的精神优待;以代耕为主的

劳务优待。根据地为何选择以代耕为优待的中心方式呢? 其原因

主要有:

(一)以物质优抗为中心, 使根据地财政难以支撑。随着抗战

的持久化,抗日队伍日益壮大,抗属不断增加,战争愈益残酷,物力

财力愈益艰难, 对抗属不分经济劳力状况,完全采取公粮公款等物

质优待,无论地方自办或统筹统支,都会难以为继。晋察冀边区阜

平#按口归粮∃进行优待, 1938 年优抚所需占财政收入的 85% 以

上 ,根据地财政不堪重负。这与一切为了抗战胜利, 首先保障军

费开支的财政支出的核心原则也相冲突,常此下去任何抗属都得

不到满意优待, 生产生活不仅不能改善,还会下降。晋察冀与陕甘

宁边区一样得到国民政府承认,抗战初期接受其财政支助, 物质优

待尚难以承受, 其他根据地以物质优待为中心,财政压力更是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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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仆:!华北敌后 % % % 晋察冀∀ ,三联书店 1979年版,第 100页。



而知。晋冀鲁豫根据地军费支出即占财政收入的 90% ,还有各项

事业需要经费支持,因而明确指示不能单纯依靠公粮公款解决抗

属生计。 且单纯物质优待也会使抗属变成懒散闲人, 产生靠人

吃饭的依赖性, 有些地方出现今天物质优待, 明天又缺衣少食的现

象,失去优待意义。为保障军费开支, 缓解财政压力, 实行以代耕

为核心的劳务优待, 减少物质优待,通过帮助并带动抗属生产, 提

高生活水平势在必行。

(二)一些抗属因没有或缺乏劳动力,生产生活遇到诸多困难,

影响军民抗战情绪。抗日军人主要来自占人口 80%左右的贫雇

中农,入伍前家中生产生活主要依赖他们。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贫、雇、中农合计平均每户 4 5人弱,有的不仅耕具种子不足,甚至

没有耕具的也不少。& 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 因自然环境的

关系, 农业生产时令性分明。拾粪沤肥、耕地锄草,尤其是春耕夏

耘秋收几个生产关口,对劳动力的需求迫切。老少抗属挑水打柴、

种菜养畜、开挖窑洞、修缮住房等事务, 也需要得力的人手。许多

妇女抗属,旧观念仍未转变,认为参加劳动是羞耻, #不上地是嫁人

的条件∃, 一般农民也认为#少吸一口烟就能省出来,何必让老婆去

上地∃。∋ 这就使得抗属的劳动力更显得紧张。因而, 一名壮丁一

旦应征,家中如果没有或缺乏劳动力,根据地不帮助解决耕牛种子

土地等问题,为其代耕, 土地可能就会荒芜, 抗属即有流为饿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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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动员妇女参加春耕的指示∀ ( 1942年 4月 15日 ) ,见河南省财

政厅、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四,档案出版

社 1985年版,第 311页。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晋察冀概况∀ (内部发行) , 1982年版,第 56页。

冀鲁豫行署:!(冀鲁豫区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暂行条例)并提示其基本精神与应注意

事项的训令∀,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财经组!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 山东

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612页。



虞。一个短时期,因优待不到位,北岳区士兵家属曾有因饥荒外逃

和要饭的, 极个别的甚至沦为强盗 ,影响军民抗战情绪。抗日军

人知晓家人的处境, 对抗日会没有激情,削弱部队战斗力。这给根

据地敲了一记警钟, 督促持之以恒地抓好代耕工作,使抗属经常得

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安慰, 免除军人顾虑,激励士气。

(三)体现公平原则。八路军在敌后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创建抗

日根据地,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参军人数在各县分别占劳动力

的 12%至 50%。在山东某些地区, 参军人员占强壮劳动力的

59%。& 众多抗日军人舍小家顾大家,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保卫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根据

地的党、政府和群众在享受军人用热血与生命带来的和平时,应积

极为军人家属尽力所能及的义务,为没有或缺乏劳动力的抗属代

耕,帮助、鼓励抗属生产, 让抗属不因亲人上前线而影响生产与生

活,展示自己的爱国热忱,体现公平原则。

二

为使代耕落实到位, 根据地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动员、调剂劳动力。为抗属代耕必须要有劳动力可供调

遣使用,因日寇屠杀摧残、连年灾害、大量人员脱产等, 根据地劳动

力相当紧张。据北岳区 1943年 8月对所属村庄的不完全统计, 平

均每个劳动力须耕作经营 15 亩到 25 亩, 耕作牲口亦减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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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达格芬 嘉图:!走向革命∀ ,第 241页。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 ,转引[瑞典]达格芬 嘉图:!走向革命∀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41页。



40% % 70% 。以上因素使现有劳动力耕种负担大为增加。为

此,根据地采取多种途径解决代耕劳动力问题: 1 动员所有农村

男劳力参加代耕。除脱离生产为战争服务者外, 均负担代耕。吴

堡任家沟男劳力 50 人仅 38人参加代耕队,因有 7 名议员和 5 名

青年主任、工会主任、自卫军连长等因工职未参加,这就加重了其

他劳力负担。鉴于此, 1943 年规定 15 % 40 岁& (有的地方 16-

45岁 ∋ )的男劳力一律参加,村干部除支书、乡长、识字班教员、村

主任、村长、乡政府书记外都负担代耕,使代耕人员达到适龄劳力

的 90%以上,这就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其他代耕劳力的负担。2 号

召农村老弱妇孺等半劳力组织杂务队, 帮助抗属挑水砍柴等解决

日常生活困难。#尽可能动员自己妇女儿童, 帮助抗属做各种副业

的发展∃。∗ 3 号召非农劳动力参与或支助代耕。鼓励机关团体

人员利用礼拜六协助代耕, 动员雇工、商人、自由职业者、店员、学

徒参加代耕,商人、自由职业者可以钱代工,经代耕队交纳。+ 经

过动员,安定县下乡工作人员在南区已开始实行礼拜六制度,; 工

厂工人、店员学徒等利用休息日帮抗属耕田, 商人、老板也为抗属

捐献。− 以上几种方式, 最大程度地拓宽了为抗属服务的人员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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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宁边区工会给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的工作报告∀ ( 1938年 4月 17 日) ,!群众∀
第 1卷第 18期。

!安定县征粮扩军函∀ ( 1940年 1月 19日) ,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二)∀ ,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

!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 ( 1941年 8月) ,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一,第 116页。

!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 ( 1941年 8月) ,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一,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15页。

!加强优抗代耕工作∀ ,!解放日报∀1942年 6月 10日。

王军:!今年吴堡的代耕工作∀ ,!解放日报∀1943年 4月 23日。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晋察冀概况∀ (内部发行) , 1982年版,第 65页。



围。4 有计划地分配调剂代耕劳动力, 避免代耕过滥成为群众负

担。根据地依据抗属的土地收获、消费标准、代耕土地的远近、各

村劳动力的多寡决定需要代耕的劳动量。如吴堡规定#每口平均

两垧(一垧约等于 3 5亩)以上三垧以下没有人力畜力的, 全部代

耕;略缺者部分代耕;如代耕两垧土地生活仍不能维持, 政府酌量

救济;每口平均四垧以上,如抗属孤老、残废按每口人代耕四垧计,

除外一律不代∃。 通过以上方式,根据地较好地解决了代耕劳动

力问题。

(二)建立、整理、完善代耕组织。根据地重视乡、村代耕组织

建设, 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政府普遍设置优抗委员会,

由民众团体及公正士绅共同组织, 负责办理抗属登记, 辅助政府进

行代耕,执行优抗法令等工作,优委会领导一个代耕队和一个杂务

队。代耕队在陕甘宁边区各乡设总队, 行政村设分队, 村设小组,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 以村为单位设代耕队或代耕班。代耕队的职

责主要有: 1 调查抗属人口、土地、劳动力、每年用度及生活情况,

以便依情优待。2 调查当地劳动力、土地情况、生产收获量以及

工商业者数量及收入情形, 以便合理负担。3 调查代耕收获量,

抗属生活是否低于一般生活水准, 以及代耕队的组织与工作等, 以

便发扬优点,纠正缺点。& 代耕队初由队员民主选举负责人, 1943

年规定由乡长或村长兼任队长,实行一元化领导 ∋ ,加强了对代耕

工作的管理。杂务队由农村老弱妇孺组织,受代耕队长领导,为抗

属挑水砍柴拾粪种瓜等,杂务队不能顶替正式队员。经过认真整

理组织,各根据地代耕队相当完善。以 1942年的吴堡为例: 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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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今年吴堡的代耕工作∀ ,!解放日报∀1943年 4月 23日。

!加强优抗代耕工作∀ ,!解放日报∀1942年 6月 10日。

王军:!今年吴堡的代耕工作∀ ,!解放日报∀1943年 4月 23日。



有36个代耕总队, 101个代耕分队, 429 个代耕小组, 代耕队员共

有4308人, 代耕抗属 868 户(其中八路军抗属 758 户, 友军抗属

110户)。 在赤水,全县共组织义务代耕队 38队,代耕地 661垧,

收粮 139石多,须完全依靠政府救济的仅 9 户赤贫抗属。& 完善

的代耕组织,尽可能做到了既不遗漏一个应受代耕的抗属, 又不浪

费十分紧缺的劳动力,达到公平周到,更有利于监督和落实代耕,

为取得令抗属满意的成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逐步完备代耕条例。根据地重视在实践中逐步完备代耕

条例, 用条例形式固定代耕中的积极成果, 指出缺陷问题, 不断推

进代耕工作。1937年 12月与翌年 2月, 陕甘宁、晋察冀边区先后

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协助抗日军人家属耕种单行办法∀, 规

定#为缺乏劳力或老弱病残的抗属义务代耕∃。在实际运行中, 各

根据地代耕取得了一定成绩, 也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如

1938年宁县一区抗属 12家仅代耕一家, 不少代耕队员平时不关

心抗属代耕,不愿按时耕种,敷衍代耕。旧观念依然有市场, 仍冀

望于政府对抗属物质优待 ∋ ; 许多抗属也没有转变物质优待的陈

念, #抗日去了就得优待∃、#不发钱米不是优待∃、#代耕团、突击队

帮助耕耘不算是优待∃、#逃跑地主的土地给他种也不是优待∃等现

象依然存在。∗ 鉴于此, 1939年 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关于优待抗

属的指示精神∀,明确#从积极的生产事业入手,尽量避免消极的解

决方式∃; 同年陕甘宁边区颁布!义务耕田队条例∀,强调#定期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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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迫切问题∀ ,!抗敌报∀1938年 7月 16日社论。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一,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88页。

!赤水抗属积极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负担∀ , !解放日报∀1943 年 2月 11日第二

版。

!加强优抗代耕工作∀ ,!解放日报∀1942年 6月 10日。



讨论代耕计划, 定期检查∃、#分工负责, 按时耕耘与收割∃。明确了

代耕职责, 加强了掌控力度。上述文件对实践有明显推动作用,

1939年 9月,关中分区义务耕田队按时分工种麦, 提早收割, 柴水

困难亦给以相当解决,新正三区八乡义耕队砍回四大车柴分给抗

属。

利用连环责任制, 深化对代耕的控制力度。1941年开始, 根

据地面积缩小, 人口减少,牺牲与脱队士兵增多, 扩军与归队工作

面临困境。为扭转不利局势, 1941年 8月陕甘宁民政厅公布!优

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 申明代耕原则是#使抗属生活不低于一般

人民∃。为解决抗属生活困难,要求#对全无劳动力之抗属, 挑水背

柴等工作,也应分配某些专人负责∃。为便于比较成绩,规定#每月

代耕队员分配固定代耕地∃。深化对代耕队员和抗属的教育与要

求, 年终 #奖励模范代耕队, 大会斗争纠正怠工的代耕队∃;发扬

#模范抗属∃,号召#有劳力抗属从事生产,无劳力者应操作纺织、缝

纫、养鸡、养鸭、饲猪、畜羊等副业∃。建立报告制度,督促组长联席

会每半月#检查及布置代耕工作∃, 代耕队长常向优委会作报告, 优

委会#至少每月应向直属政府报告一次∃。通过行政督促手段, 激

励了代耕队员与抗属两方面的积极性。

制订代耕赔偿条例, 为抗属提供法律援助。1942年, 根据地

面临更大的挑战,优抗工作也出现#重工轻抗∃、#人在情在∃、#存比

亡好∃等现象,大大妨碍了军队巩固。清延县政府深入检查发觉 4

处很坏的代耕队,如二乡贺家河代耕队轮流替背冒河抗属白玉英

种麦 2垧,不磨土疙瘩,只收半斗麦子( 30斤斗)。& 延川县五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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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贵, 自己土地种的很好,对代耕却不负责,种迟没打土块, 2垧只

打一斗多,政府发动群众斗争,大家决定把他的麦地 2垧调换给抗

属,给他以实际的教育。 为纠正各种怠工现象,陕甘宁边区 1943

年 1月公布!修正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第十条强调#代耕不力

而致欠收者由代耕人补偿∃。责成代耕不力者赔偿抗属损失,动机

是为了教育帮助代耕队员, 收效也是明显的。1943年 2月, 延安

县群众大会检讨拥军优抗工作,一位谷忠远农民答记者说: #真是

我们忘本了,以前应付代耕真对不起。∃ & 此后, 各根据地掀起了

代耕热潮, 山东根据地争先为抗属耕地,沂南长山区抗属田地 412

亩已全耕完,并向野店区挑战,引起教员、学生响应,保证人人帮耕

半亩。∋

代耕条例的日趋成熟,代耕控制从行政干预到法令制裁的完

成,说明根据地时刻关注抗属利益的维护。抗属做为相对的生产

弱势群体,根据地通过合理完善代耕条例,很好地兼顾了抗属与代

耕队员的双方利益。

(四)推行多种代耕方式。代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为了使党

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开展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的长期工作。各

根据地依据县乡村抗属和劳动力的多寡、土地情形等不同状况, 经

过多年代耕实践,逐步摸索出灵活多样的代耕方法,以代耕土地数

目、代耕人员、代耕收获量、抗属参与生产为参照,分为: 1 固定代

耕。从春耕开始固定人到秋收结束完全负责,其中又分为包工(包

人)和包粮(包耕、包租)。包工,依据每垧地春耕夏耘秋收需要的

人工牛工(每垧地 10人, 2个牛工)分给队员, 按数还工。包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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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为单位,把代耕土地均分给队员,抗属只出种子肥料,督促经营,

秋收后由县政府规定各种代耕土地的农产品标准收获量, 队员按

数交产量, 不足补偿,多余归己。2 临时代耕。固定代耕土地, 即

代耕土地有一定数目,但代耕人临时委派,无专人固定负责; 3 临

时帮工。即给缺少人力畜力的抗属临时帮助,不固定土地和人员。

4 集体劳动。即集中使用力量, 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为抗属代耕。5 组织抗属生产, 帮助建立家务。即帮助抗属制订

生产计划,积极引导抗属生产,利用部分物质,协助抗属建立家务,

使抗属达到中农以上生活水平。

包工便于追踪评比代耕成绩,如吴堡, 1942 年采取代耕队员

直接个别向抗属负责, 加重责任, 代耕工作进展很好 , 但要避免

某些队员出工不出力,不好好代耕,致使#庄稼没草高, 打得一点还

都是些秕谷∃ & ,减少收获量的现象。包粮对贫困无劳力的抗属是

最好的办法。晋西北岢岚受代耕 483户, 30户包粮, 很好地解决

了贫抗的生计。∋ 但要避免一些弊端:土地抛荒;队员与抗属的关

系不密切, 降低双方对抗战的认识;队员送的粮食不好, 影响抗属

生活;尤其要避免向群众收钱,为抗属买粮的包粮现象。如靖边县

青杨区、新城区个别乡不为抗属代耕, 而向群众收钱买粮∗, 这违

背了代耕原则, 降低了生产,使抗属与群众间产生矛盾, 必须坚决

避免。临时帮工对部分有劳力只缺畜力的抗属是好办法, 既优待

了抗属,又减轻了代耕人员的劳役负担, 晋西北各地多为临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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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临时代耕介于两者之间,既可以比较相同数量土地代耕效

果,又可以灵活安排代耕人员, 但奖惩对象是整个代耕小组, 惩戒

较为模糊。如左权县某村, 1943 年秋荒, 抗属土地没锄两遍的有

30亩,优委会执行规约,只能让代耕小组按年成包赔。&。集体劳

动可以节省劳力,多打粮食,如曲阳某村去年因实行集体劳动, 少

用了 500个工 ∋ , 但需要代耕人员的高度自觉和共产党员的榜样

作用。以上 4种方式各有利弊,关键在于对代耕队员的积极引导,

让队员既出工又出力,既出好粮又不荒芜土地,通过代耕密切队员

与抗属的关系。

根据地反对不动员抗属生产的单纯代耕。在报上点名批评:

富县优抗单纯代耕, 未着重组织抗属生产, 只规定大人代耕 10 亩

小孩 7亩,每亩收 2斗细粮,故很少成绩。∗。这是因为,随着代耕

成为经常性的群众工作, 不少抗属又产生了依赖代耕的心理,代耕

组织也习惯了为抗属代耕, 缺乏为抗属建立家务的观念。且抗战

临近胜利, 建设任务开始显现, 因而政府号召以组织抗属生产, 帮

助建立家务为代耕的中心环节和终极目标。+ 即#代∃是为了# 不

代∃,通过授之以渔, 积极引导抗属生产, 协助抗属建立家务, 使抗

属达到中农以上生活水平。经过政府的宣传指引,从 1944年起代

耕工作向领导抗属成家立业的方向转变, 效果相当不错。如庆阳

30里铺二乡帮助抗属李兴荣建立家务, 耕一余一, 今春与人分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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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猪分得 36斤肉,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三

根据地对代耕工作的高度重视与长期不懈的努力, 使代耕取

得了诸多成效。

(一)代耕明显改善了抗属的生活水平。事实证明, 代耕明显

改善了抗属物质生活。通过代耕, 抗属逐步丰足, 一些抗属受互助

的劳力超过了子弟在家时的劳力。曲子某营战士武文彬的家属,

全年受帮 200余工,被互助劳力超过子弟在家劳力。& 很多抗属

借助群众代耕和自己勤劳生产,不仅丰衣足食,而且年年有余。如

安塞四区一乡抗属王仁山、白自德家属,因群众积极代耕和自身生

产,已丰衣足食, 1943的秋粮吃到翌年秋天还可节余 2石以上, 平

均一天吃面一次,肉菜蛋也常吃到,还有酒喝, 并有耕牛一条猪一

口,棉衣 7月已准备好了。∋ 类似王、白家属的抗属比比皆是, 延

川县赵家沟代耕队争先给抗属收秋,一年代耕能供 2年吃用∗; 曲

子抗属丰衣足食,群众代耕全年达 200余石 + ; 吴堡辛家沟区级干

部,帮助抗属秋收,战士霍时彩家收获两年吃不完。,

晋绥解放区兴县高家村抗属白二蛮的话语更为形象: #我们对

现在政府真是没说辞了, 我兄弟当兵以前,我们兄弟仨人都给人家

揽工, 生活老是没办法, 这二三年有粮吃有牛用, 比我兄弟在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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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强。∃ 白二蛮的言辞不是套语,而是对根据地代耕成绩的真实

写照, 这可以通过两个比较强化认识:从纵向比, 抗属生活生产比

边区政权建立前地方军阀统治时期有保障得多。志丹抗属王荣怀

在旧社会被搞得家破人亡, 革命后勤劳生产成为全县首富。& 横

向比,国统区兵役制乌烟瘴气,谈不上对抗属的优待。得不到优待

从国统区逃入陕甘宁边区的抗属, 仅延安县为数即达 1000个以

上。∋ 边区政府把它们分别安置在各乡,分给土地,发动农民代为

耕种。友军抗属王禄生夫人说: #丈夫在中条山无消息了, 我上有

老父下有孤女, 没有政府代耕救助就完了。∃ ∗ 国统区抗属向抗日

根据地的不停流动是对代耕良好成绩的生动注释。

(二)代耕推动了扩军与归队工作、激励了士气。与国统区主

要靠#捆、绑、押∃解决兵役问题形成鲜明对照。抗日根据地建立在

动员基础上的对士兵家属带来实际利益的优待,如帮助耕种、发放

优待粮款等改变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积习, 建树起当兵

光荣的正确认识。陕甘宁根据地有成效的对抗属的优待是代耕,

1938年边区有 46358个队组织起来, 1939年增加到 63797个。+

陕甘宁边区 1941年 10月各县代耕统计表显示:全边区代耕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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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万垧, 受益户户均 6 6 垧 , 数量相当大, 效率非常高。1942

年延川县 8000多亩地是代耕的, 分属 2472个军人家庭。& 帮助

抗属即是帮助动员工作, 代耕的巨大成绩,解除了父母妻子的担忧

心理,为扩军带来了便利,根据地出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
上战场∃的感人场面。晋察冀边区唐县一位 60多岁的老太太在欢

送新战士大会上讲: #子弟兵打日本鬼子是顶光荣不过的事..不

要惦记你们的家, 你们的老婆、孩子、母亲 ..他们是有人照顾
的。∃ ∋ 陕甘宁边区 1939年冬决定第二年 3月前完成扩大 3500

名新战士到八路军的任务, 事实上不到第二年 3月就完成并且超

过了,有些地方自卫军整班整排地加入,总共有 5000人入伍。∗

代耕促进了归队工作。1941 % 1943年根据地形势较为紧张,

不少士兵潜逃或逾假不归,根据地正确对待脱队现象, 从各方面反

思自己工作的不足, 在优待这一环节,狠抓代耕工作及其他优待方

式,让战士及其家属放下心来。某村尹一多到村公所向中队长说:

你们这样关怀照顾家人,代耕了 4垧地, 我真太对不起公家了, 今

天我回队去。王成瑞、齐心多刚回家,王哥对他说:谁叫你跑回来,

村里人给咱们代耕, 你回来做啥。两人自动归队了。+

代耕激励了士气。根据地鼓励战士与家属书信沟通, 热情招

待探望战士的抗属, 军区人员也写信鼓励战士, 让其了解家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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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环县车道区五乡抗属贺秀英, 勤劳维持全家 12人的生活, 不

仅不埋怨, 相反刻苦做活,经常写信鼓励丈夫安心工作, 还常做鞋

袜给丈夫捎去, 写信让他安心军队工作, 不挂心家事。 晋西北军

区副参谋长在新年时给战士写信: #你们父母妻子儿女,有我们照

顾,已经代耕了土地,帮助了人工, 贷给了款项,供给了粮食, 他们

都在安心生产, 生活一定有办法。∃ & 军人了解家庭代耕情况, 深

为感动,感谢政府关怀, 英勇杀敌的士气倍增, 保卫边区的情绪更

加高涨。

代耕与扩军、归队、士气相互促进相互支持。提高战斗力是抗

战的核心工作, 没有壮丁或少有壮丁奔赴前线或奔赴前线但无斗

志对根据地而言都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代耕首先卸下壮丁奔赴前

线放心不下家属不能全力投入战争的包袱,其次通过组织人员代

耕,使现有劳动力充分流动起来,劳动力数量不变,劳动次数增多,

使农业生产未因扩军而减少产量。因而代耕具有扩增效应, 即有

一名队员从事代耕就可以解放一名壮丁或多名壮丁参加抗日队

伍,代耕队员增多,抗日队伍会随之成倍扩充,而抗日队伍的扩充,

部队的巩固和壮大又为根据地营造了稳定局面, 使根据地的经济

生产、代耕有了和平的环境。如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4年#拥军
月∃有万余人参军。1945年#拥军月∃参军者达 3万多人, 到处出

现青少年争先参军的热烈场景。山东八路军在人民支持下迅速壮

大, 1945年上半年发展到 23 万人。∋ 代耕充分体现了辩证法思

想,很好地解决了抗战与生产、劳动力的减少与劳动量的增多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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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70页。

!兴县一区各村热烈拥军优抗代耕∀ ,!解放日报∀1943年 5月 23日。

!环县抗属贺秀英,经常写信鼓励丈夫安心工作∀ ,!解放日报∀1943年 5月 30日。



看似矛盾实际互相依赖的紧迫问题,做到既扩充了部队、激励了士

气,又发展了生产,突出显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

(三)代耕激发了抗属的生产热情、赢得了人心、推动了全民抗

战。根据地人民响应为抗属代耕的号召,除义务耕田队外, 妇女组

织代工团, 帮助抗属耕种下种收割;青救会广泛动员青年代耕; 儿

童团帮抗属砍柴挑水送肥料放牧牛羊等;工人休息日组织耕田队

到乡村,由政府分配帮抗属耕田; 工厂老板为抗属捐献财物; 机关

团体工作人员利用礼拜六为抗属代耕; 自卫队也加入代耕洪流; 有

些开明地主向无地抗属提供土地使用权。

各阶级各阶层积极参与或支持代耕深刻感染了抗属。在政府

的#组织有生产能力的抗属进行生产,男的应当设法解决土地问题

或介绍职业,妇女应组织纺织或从事其他副业∃ & 的宣传教育和

鼓励下,许多抗属觉悟提高,认识到抗战也是自己的任务, 因而他

们积极生产,不要代耕,不吃优待粮, 涌现出了众多的模范抗属。

如孟平贫苦妇女抗属梁春平自己动手, 生活好了还带动五户抗属

生产 ∋ ;安塞模范抗属李林海自力种地 100余亩。抗属们积极劳

动,主副业生产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赤水全县 903户大多可靠

自身劳动解决生活问题, 由政府部分辅助抗属 105户, 须完全依靠

政府救济的仅赤贫 9户。副业生产也很可观:织布 1168 丈, 纺纱

2114斤,养蚕抽丝 57斤, 养鸡 4000余只,猪 491 口。∗ 抗属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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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水抗属积极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负担∀ ,!解放日报∀1943年 2月 11日。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晋察冀人民翻身记∀ , 1982年版,第 60页。

!冀鲁豫行署指示 % 关于 1944年春季优抗工作∀ ( 1944 年 4月 10日 ) ,见!晋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四,档案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52页。

齐礼:!边区实录∀ (初集) , 1939年 12月解放社出版,第 100 % 101页。见时事问题

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 1957 年,第 283

页。



积极生产,减轻了政府与人民的负担。

根据地充分依靠社会互助和抗属个人生产自助, 极好地落实

了对抗属的优待,保障了抗属的生活水平。代耕人员今天为抗属

代耕,明天自己就会因为入伍而享受代耕,因而代耕既是实践活动

又是对根据地人民武装动员的思想教育。为抗属代耕成为根据地

各种社会组织或阶层的共同行为准则, 形成了人人帮助抗属的社

会风尚。在党的领导下,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 大批群

众(含地主)被吸收到抗日队伍中来,人民用劳动力或提供土地等

展现了自己的抗日热忱, 这种热忱是根据地走向胜利的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 根据地为缓解根据地财政压力、激励士气、体现公

平原则,对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抗属采取了代耕形式为主导

的劳务优抚。代耕的开展, 对改善抗属生活、调动军人抗战积极

性、发展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壮大了抗日人民武装,赢得了人

心,推进了全民对抗战的支持,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李翔,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近现代史 2002级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仲明)

!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1979 % 2000∀

由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专业工具书!中国近代史

论著目录 1979% 2000∀, 231万字, 2005年 6月将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论文卷、著作卷两部分, 其中收录

抗日战争史专题研究的著作、论文约 6000余条目,可供读

者对该专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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