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伪维新政府统治环境的脆弱

基于 维新政府殉难先烈题名录 的考察

刘 ! 霆

! ! 内容提要 ! 伪维新政府是 1938年 3月 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沦陷后扶植的以北洋旧官僚

梁鸿志为首的傀儡政权。其存在时间短、实力弱、统治也极不稳固。1939年 3月,维新政府举行了

一系列的成立初周纪念活动, 并公布了∀维新政府殉难先烈题名录#, 其记载了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

来上自部长,下至伙夫、茶役等死亡人员的详细信息, 对之进行分析研究,并从死亡人员的身份构

成、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等三方面加以考察,可以得知维新政府在短暂的统治寿命中其统治环境是

极其脆弱的,而导致这种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并不来自于与之对峙的外部政权,而是其统治区域内对

维新政府极度不认可的沦陷区抗日民众。

关键词 ! 伪维新政府 ! 题名录 ! 统治环境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贯彻 以华制华 , 分而治之 的政策,每占领一地区即搜罗汉

奸败类,扶植傀儡政权。南京沦陷后, 1938年 3月 28日,以北洋旧官僚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在南京成立,至 1940 年 3月该政权 宣告解消 ∃与汪伪政权合流, 其间仅存

二年零一天,实际控制区仅南京、上海二特别市及日军在苏浙皖三省所占领的沿铁路公路的狭窄地

带。与其他伪政权相比, 维新政府存在时间短,实力弱,统治也极不稳固。

1939年 3月,维新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的成立初周纪念活动。他们大肆宣扬 各地秩序之日渐

恢复,与人心之日趋安定 % ,恬不知耻的宣称, 舒适的生活, 是维新政府赐给的幸福 。& 这样无耻

的纪念活动还不忘给那些所谓的 殉难先烈 开追悼会,梁鸿志、温宗尧二奸诔词,以 追念殉难先烈

以身许国死事之惨 ∋,并公布 维新政府殉难先烈题名录 (以下称 题名录 )。有学者统计,抗战

期间各伪政权被刺杀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有 3 名, 其中维新政府即占 2名 ( ,如把考察范围扩大

到维新政府的军、政、警各级组成人员, 数字就更庞大。这方面 题名录 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其记载

了维新政府从成立筹备期至 1939年 3月,包括被刺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的 339名各级公务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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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 ∃ , 并且详细地列出了这些死亡人员的年龄、职务、死亡原因、死亡地点等信息。迄今为止, 题

名录 的史料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故笔者在本文中对 题名录 进行了分析研究,虽然

题名录 的统计错误较多,如李国杰被刺时间为 1939 年 2月 22日, 题名录 竟误记为 1938年 2

月 22日 % ,整整相差一年, 又如被暗杀的汉奸马育航, 题名录 竟错记为马航育 & ,但这些量的错误

并不影响对其进行性质的描述,且笔者也根据相关史料对能够考证的错误信息加以了更正。值得

注意的是, 题名录 看似统计得极为详细,所涉及人物有陈箓、唐绍仪这样的高官,更有许多名不见

经传的中下级公务员,甚至伙夫、茶役也名列其中,但真实的死亡数字绝不止 339人。笔者查阅了

当时的一些报刊资料,发现许多死亡人员的名字被遗漏,如 1938 年 4月 17日, 江浦县桥林镇区长

沈蔚民被 匪 炸死∋, 而沈氏之名及事迹就未被 题名录 所记载。故需要明确的是, 本文仅是笔者

基于 题名录 的死亡数字所进行的研究,并着重从死亡人员的死亡原因、死亡地点、身份构成等三

方面加以考察, 以之来分析维新政府统治环境的脆弱及其原因, 并力图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一 ! 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死亡人员原因分析

笔者对 题名录 中人员的死亡原因进行了梳理统计,并制表如下:

表 1: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人员死亡原因统计表 (

死亡原因 人 数(总数 339) 比 例

土匪击杀 136 40. 12%

暗 杀 40 11. 80%

铳 杀 40 11. 80%

游击队击杀 34 10. 03%

新四军击杀 23 6. 78%

便衣队击杀 14 4. 13%

战 死 11 3. 24%

误 杀 7 2. 06%

丁锡山部所杀 2 0. 59%

暴 徒 2 0. 59%

强学增部所杀 1 0. 29%

嫌 疑 1 0. 29%

失 踪 1 0. 29%

不 详 27 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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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可知,对维新政府的统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其统治区域内的 土匪 。在 题名录 中,与

匪相关的表述五花八门, 有 被匪贼杀害 、被匪铳杀 、被匪暗杀 、讨伐匪贼战死 、土匪绑去杀

害 、新四军匪杀害 、公务中被匪射杀 、通行中被匪射杀 、公务中被匪虐杀 、侦查土匪被捕

活埋 、被匪贼袭击烧死 、执务中遭匪勒死 。∃ 维新政府所谓的 匪 应分四类,其一是鱼肉百

姓、横行乡里的真匪,他们也时常袭击日伪成员, 抢夺枪支、财物以壮大自己。如川沙地区, 抗战初

期,游匪土杂队伍大小有十余支, 各霸一方 % ; 其二是民众自发组织的地方抗日武装。如常州乡区

民众组织的义勇军、大刀会、自卫团、游击队等抗日武装。至 1938年冬, 此类武装发展到五六十

支& ;其三为新四军武装,新四军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 在维新政府成员的眼中, 新四

军的服装及武器配备与正规军相去甚远,且他们在心理上也不刻意将 共军 与 匪 相区分。故才

有所谓的 新四军匪杀害 、新四军匪贼袭击致死 等死因的表述; 其四是沦陷区的一般民众,他们

出于对汉奸的痛恨, 常对维持会或自治会成员及日伪的警察、税收人员等进行袭击,维新政府将这

类难于侦破的案件, 一律归为 匪杀 。

维新政府所谓的 匪 ,包含的对象十分广泛, 甚至可涉及到表 1中所列的各类人物。判断标准

的非确定性、对 匪 界定的扩大化与随意性, 将沦陷区的相当一部分民众都纳入 匪 的范畴,正表

现了维新政府统治的脆弱及民众对于伪政权的极度不认可,并以暴力方式进行着反抗。 匪 的横

行、肆虐与维新政府的统治相始终, 匪 所造成的 活埋 、暗杀 、虐杀 、射杀 、烧死 等案件每

日见诸报端,给维新政府伪官员们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时刻威胁着伪政权原本就极其脆弱的

统治环境,正可谓 风声匪唳, 草木皆贼 。
就目前的资料看, 题名录 中的 暗杀 事件多为国民党的军统特工所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

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却仍然积极地进行锄奸行动,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为军统局锄奸活动提供政策依据。1937年 8

月 23日及 1938年 8月 15日国民政府两次公布∀惩治汉奸条例#,表示对汉奸严惩不贷。∋ 维新政

府成立的当天下午, 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发表声明, 宣布其 完全为日本之傀儡, 其参加此项组织人

等,自应依国法惩处 。( 重庆方面对投敌汉奸的主要惩治方式即派军统人员,有计划的进行刺杀。

其次,戴笠个人对抗战所持的积极态度使军统局在抗战初期实施了较为坚决的锄奸行动。戴

曾说: 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一天不得寸进尺∗∗这次再不打∗∗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亡国的惨

祸? 并认为 最要紧的是能够持久地奋斗下去∗∗谁能持久, 谁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武汉会战之

际,戴笠提出 正面抗战十项对策 ,其中就有 应发动沦陷区武力,暗杀敌伪首领,破坏敌伪行政,以

对抗其,以华制华−的策略 。.

第三,维新政府与国民党缺乏沟通的历史渊源与政治基础。维新政府的组成人员多为北洋旧

官僚,与国民党上层的关联较少,而国民党一向以革命党自居, 对这些 北洋余孽 十分鄙夷。且维

新政府成立在原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武汉会战后,日本又狂妄的提出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策略。这些都加强了国民政府以锄奸手段来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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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有较大变化, 而汪伪政权的上层与重庆方面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军统局对之采取了 派

进去 与 拉出来 的两手方针,一方面通过各种管道派人打入汪伪内部, 另一方面对汪伪官员进行

策反工作。∃ 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明朗化, 许多汪伪官员为预留后路,与重庆方面都暗通款曲,周佛

海即是典型的例子。这个阶段国民党锄奸的积极性及坚决性与维新政府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不管怎样,军统特务对汉奸的制裁行动震慑了汉奸,营造了抗日的气氛,并鼓舞了沦陷区的人心。

铳杀 对于表现维新政府脆弱的统治环境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铳是民间铁匠锻造出来的旧

式火器,严格说来, 铳杀 并不能算死亡原因,只表现死者死于何种武器,而没有明确使用武器的主

体。之所以用 铳杀 来表明死因, 乃因其使用后的痕迹比较容易判断, 而 铳 的使用对象十分广
泛。从 题名录 中的表述来看,除 铳杀 外, 还有 被游击队铳杀 、被匪铳杀 、便衣队逮捕铳

杀 、侦查新四军被绑铳杀 %等。这种土火器的使用者更多的是民间武装力量, 大量的 铳杀 事

件,与 匪杀 一样,成为维新政府统治及伪官员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

游击队与便衣队的成分也相当复杂,有国民党的浦东游击队、忠义救国军, 有新四军组织的江

南抗日义勇军, 而更多的是沦陷区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如无锡地区有寨门联防大队、东北塘

联防队、梅村自卫联防大队等 11支民间游击武装 & ,常州地区有义勇军、大刀会、自卫团、游击队等

抗日武装五六十支∋, 高邮地区有陈文率领的抗日义勇团 ( ,川沙地区有张惠芳组织的 边区民众抗

日自卫团 。+ 对这些名目众多的民间抗日武装,维新政府并不能准确的区分, 常称之为 匪 , 如尤
国桢部原为无锡地区的抗日武装, 后被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收编,其部于 1939年 1月 28日击毙伪

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 但 题名录 中却记为 被匪狙击 /, 由伪政权控制的报纸也称吴

突遭暴徒狙击 。0 这说明了 匪 、便衣队、游击队的主体其实是沦陷区的广大抗日民众。

丁锡山部与强学增部都可归为此类民间抗日武装, 丁锡山先为忠义救国军收编, 后又加入中

共。强学增组织的无锡县国民抗日自卫大队于 1939年 5月编入江南抗日义勇军。

新四军也在敌后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京沪杭沦陷后,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

战,创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 2月 15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 指出: 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

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 后又指示: 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

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新四军的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

南,进行了一系列胜利的战斗,而且 主动与敌后的各种抗日武装建立联系,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

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 争取合作, 共同抗日 。! 典型的就是将众多的地方抗日武装收编进

江南抗日义勇军,加以积极领导,以更有效地打击日伪政权。如 1938年 10月, 陈毅授予地方抗日

武装梅光迪部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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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各抗日力量对之进行了严厉打击, 但真正使维新政府疲于奔命且

严重危及其统治和伪官员生命安全的是以 匪 、游击队、便衣队等形式存在的大量民间抗日力量。

二 ! 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死亡人员地点分析

近代以来的地名及行政区划变化较大,笔者仅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考察了 题名录 中的死

亡地点,并制表如下:

表 2: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人员死亡地点统计表 ∃

地区 人 数(总数 339) 比 ! ! 例

上海 85
市区 38

租界 22

沪西 9

日占区 7

郊县 47

20. 07%
市区 11. 21%

租界 6. 49% (占上海 25. 88% )

沪西 2. 65% (占上海 10. 59% )

日占区 2. 06% (占上海 8. 24% )

郊县 13. 86%

浙江 8
杭州 5

嘉兴 3
2. 36%

杭州 1. 47%

嘉兴 0. 88%

江苏 148

南京 20

常州 20

无锡 40

苏州 35

镇江 10

扬州 23

43. 66%

南京 5. 90%

常州 5. 90%

无锡 11. 80%

苏州 10. 32%

镇江 2. 95%

扬州 6. 78%

安徽 67

安庆 12

宿县 1

池州 1

滁州 51

当涂 1

宣城 1

19. 76%

安庆 3. 54%

宿县 0. 29%

池州 0. 29%

滁州 15. 04%

当涂 0. 29%

宣城 0. 29%

不详 31 9. 14%

从表 2 可知, 题名录 中的死亡人数由高到低分别为江苏、上海、安徽、浙江。越靠近统治中

心,非正常死亡的汉奸人数越多。呈现出以江苏为核心向四周逐渐递减的辐射圈。这表现了越是

统治中心,民众的反抗越是强烈,维新政府的统治秩序越是混乱,统治环境越是脆弱。

笔者着重对上海特殊的 孤岛 地位进行了考察。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不平等条约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中国政府丧失行政管辖权的租界地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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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二是位于黄浦江两岸的中国管辖区。开战以后,各阶层民众为避战祸,大量

涌入租界。日伪为排挤英美在租界内的传统主导地位也乘机渗入。国民政府则在此潜伏了大批特

工,并伺机刺杀投敌汉奸,以树立国府威信和抗战形象。租界内民众自发的抗日斗争及中共领导的

抗日救亡运动更是此起彼伏。多重力量的激烈角逐, 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 租界内一时血雨腥风。

竭力维护秩序的租界当局虽疲于奔命, 焦头烂额, 但其为保持传统地位与日伪进行的警权的争夺却

为躲避日本统治的中国人,寻求自己的治外法权 , 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 因为日本若欲使用武力

夺取租界,就不可能不冒与英、美、法开战的危险 。∃

国民政府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对那些与日本谈判、合作的官员进行了以暗杀为主的锄奸行动。

当时 上海区是军统局领导下国内外百数十个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最盛时期,竟高达千人之

众 。% 笔者将 题名录 中发生在上海市区的案件进行了整理,制表如下:

表 3: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上海市区死亡人员统计表 &

姓 ! 名 身 ! 份 死 亡 地 点 死 亡 原 因

唐绍仪 前国务总理 法 租 界 暗 杀

周凤岐 将出任绥靖部长 法 租 界 暗 杀

屠复 南京地方法院院长 法 租 界 暗 杀

陈福生 上海市船舶管理处主任 法 租 界 暗 杀

陆伯鸿 上海市民协会长 法 租 界 暗 杀

李国杰 前招商局总办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余大雄 事业部参事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马育航 立法院顾问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任保安 上海市政公署地政局长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钱应清 财政部钱币司司长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陈云 上海南市区政务长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徐朴民 维持会干事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吕思民 自治会职员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俞耀章 嘉定警察局长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俞安民 嘉定县警察所长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李崇寅 绥靖部高级副官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陆连奎 上海工部局督察长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钱华 ∀晶报#主笔 公 共 租 界 暗 杀

刘家顺 乡 董 公 共 租 界 土 匪

耿寿实 沪西侦缉分队长 公 共 租 界 游击队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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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人 船舶管理处主任 公 共 租 界 不 详

刘宏福 苏浙皖盐务署科长 公 共 租 界 不 详

陈 箓 外 交 部 长 沪 西 暗 杀

朱鸿涛 上海南市办事处主任 沪 西 暴徒狙击

徐锡民 虹桥路程家桥自治会长 沪 西 不 详

朱秋根 上海虹桥维持会长 沪 西 不 详

陈德开 不 详 沪 西 不 详

张永茂 沪西警察分局警士 沪 西 游击队击杀

张学文 财政局沪西露秤捐助理 沪 西 游击队击杀

衞文焕 财政局沪西露秤捐助理 沪 西 游击队击杀

高培育 林肯路警察所巡官 沪 西 土 匪

从表 3得知发生在上海市区的暗杀事件 19起,其中 18件发生于租界内。笔者前文已作说明,

这只是基于 题名录 所作的考察, 实际数字要大许多。沪西也是此类案件的高发地带,伪外交部长

陈箓即被刺于此。严格说来, 沪西是中国政府的辖区,但是对于租界越界筑路的警权问题, 中国政

府与租界方面一向争论不休。八一三事变后,情况尤为复杂,租界当局、傀儡政权、日军之间的三角

关系紧张、微妙而难以控制,使得沪西成为无主地带,被称为 歹土 。

鉴于 亲日之华籍官员被暗杀者甚众 ,日人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日本总领事向工部局及法

国总领事提请 加紧防范 。∃ 伪市长傅筱庵甚至以 租界当局, 对于检举凶犯及防止手段, 殊属毫

无成绩可言 而 要求接收租界内第一法院 % , 陈箓被暗杀后日当局向工部局提出强横要求,称 若

工部局仍不能逮捕暗杀案之主持者,及阻止同样暗杀案件之继续发生,则日当局将认为工部局无力

维持公共租界内之治安, 日方为自卫计, 将采适当之措置, 若有必要时,即采用武力, 亦所不惜 。&

租界当局试图限制租界内的暗杀活动, 于 1938年 7月同意将暗杀者引渡给日本宪兵队, 并于 7月

19日发表紧急布告,宣称 租界内居民如对租界内武装军队采取挑衅打骂,则巡捕房应即以之移送

有关之武装军队 。∋ 7月 20日,租界方面将暗杀者江海生交给日本宪兵。尽管中国政府向英美抗

议,但工部局仍继续将这些暗杀者送入日本宪兵手中。但针对汉奸的锄奸行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

遏制。对于这些事件,太平洋战争后,汪伪政权进行了总结: 上海自事变起,渝方利用租借的孤岛

在后方捣乱,则英美帝国主义者,和彼志同道合, 沆瀣一气, 于是租界上的空气,弥满恐怖∗∗上海

在过去,成为渝方与英美合作施展恐怖手段之根据地, 且为间谍活跃之巢穴。 (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暗杀活动绝不仅是一二个特务组织所能完成的。因为 政治暗杀自然而然

地衍生自 30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

构,他们既为了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这些个人与国民政府的军事特工组织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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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 比如孙亚星及其同伙实施的一系列炸弹案和暗杀案。孙亚星说: 所发

生的对付汉奸的暗杀事件,比我指挥的要多, 由此看来,上海有不止一个的暗杀组织像我们一样活

动者。我不知道他们,因为我们是独立活动的。 %美国学者魏斐德曾这样描述这些组织的社会结

构: 这些小市民(学生、印刷工、店铺学徒、制镜者、珠宝商、茶室堂倌、店员、零售商)的社会身份并

不固定,他们租借廉价房,从一家迁至另一家,消磨时间,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动的任务。他们在贫富

悬殊的全城游弋。 &可见, 即使是国民党主导的政治性暗杀, 沦陷区的民众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军统局对这些沦陷区的民众暗杀团体进行了组织、利用,实行着名义上的领导。

三 ! 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死亡人员身份分析

通过对死亡者的身份进行分析,亦可看出民众以激烈的反抗所表示出的对维新政府的极度不

认可是其统治环境脆弱的主要因素。

表 4: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死亡人员身份统计表∋

部 ! 门 职务 人数(总 339 人) 比 例

政
!
!
!
!
!
!
!
!
!
!
!
界

各
!
级
!
政
!
府
!
部
!
门

部长 2

社会名流 2

顾问及参事 2

司长 1

局长 2

科长 2

市长 1

县长 3

县市政务长 2

各级区长 3

乡镇长 3

办事处主任 1

一般公务员 2

地方法院院长 1

工部局监督长 1

28

税

务

部

门

箔类专税总局长 1

船舶管理处主任 2

税务征收主任 1

税务征收员 8

税警 2

15

各
类
伪
组
织

维持会及自治会会长 20

维持会及自治会成员 28

上海市民协会会长 1

乡董及乡佐 10

59

102 30. 09%

各级政府部门

占总人数 8. 26%

占政界 27. 4%

税务部门

占总数 4. 42%

占政界 14. 71%

各类伪组织

占总数 17. 40%

占政界 5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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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
!
!
!
界

绥靖部分区司令 1

文官长 1

高级副官 1

少校参谋 1

情报员 12

行政人员 4

宪兵 1

士兵 15

徐洪发部 14

50 14. 75%

警
!
!
界

各级局长 3

所长 2

警备队长 4

巡官、探警类 19

警长 11

警士 81

120 35. 40%

其
!
!
它

商人(与政府关系者) 1

晶报主笔 1

小学训育主任 1

小学教员 1

售票员 1

茶役 1

伙夫 2

军用苦力 1

身份不详 58

67 19. 76

由表 4可知,死亡者中警务类人员人数最多, 达 120人, 占 35. 40%。维新政府的警察除了负

责辖区内的治安,还有大量的 剿匪 任务,以至于警力常常严重缺乏。南京警察厅曾一度 扩充全

市警力 , 并 分别增加分驻所及警卫 。∃ 由于死于 剿匪 的警察人员数量巨大, 维新政府为表安

慰,常为一些低级警务人员开追悼会,如 1939年 2月 2日, 就为 剿匪阵亡 的胡传龙、狄要堂、王敬

仁三警士 举行合葬祭 , 且 蚌埠中日长官亲临致弔 。% 但获此殊荣的三警士,在 题名录 中的年

龄竟是空白 & ,说明维新政府对于这些死亡的小人物的信息根本没有进行认真的统计, 追悼会只是

对死亡人数众多的警察整体在形式上的安慰,绝不是真正的对其职业的尊重和对其生命的珍惜。

政界的死亡人数是 102人,占 30. 09%。笔者将政界分为各级政府部门、各类伪组织及税务部

门三类,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各类伪组织, 即各地区的维持会或自治会, 占 57. 84% ,这类组织对于日

军占领初期稳定统治秩序作用极大, 有些就是日后地方伪政权的雏形, 如 1938年 7月 1日,常州

(武进)自治委员会改称伪武进县公署。∋ 这类维持会或自治会的成员往往成为日军在占领区实施

日常管理的代理人, 是沦陷区民众最早认识到的汉奸, 也因而成为民众的报复对象。报复的动机来

自民众对于维新政权和汉奸的仇恨,这是此类组织的死亡人数比例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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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死亡人员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在政府的职能部门中, 其相对比例却最高, 这也是笔

者将之单独进行考察的原因。维新政府对民众的经济压榨主要靠税收来完成, 从税务人员的死亡

数字来看,沦陷区民众不仅暴力抗税,而且以杀死税务征收人员的方式来表示对伪政权的痛恨。

警务人员、维持会或自治会成员、税务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维新政府的所有统治政策要

靠他们贯彻、落实,故而他们在公务中与群众的矛盾最多、摩擦也最多。这部分人员的非正常死亡

率高,说明了维新政府在基层统治的困难。其统治环境的脆弱也可见一斑。

维新政府从成立到消亡, 始终处于战争状态中, 但军界的死亡人数却最少, 只有 50人, 占

14. 75%, 见下表:

表 5:伪维新政府成立一年来军界人员死亡原因统计表 ∃

死亡原因 死亡人数(总 50人) 比 例

匪 杀 16 32%

游击队 16 32%

战 死 9 18%

暗 杀 4 8%

便衣队 1 2%

强学增部 1 2%

铳 杀 1 2%

不 详 1 2%

失 踪 1 2%

! ! 通过对 维新政府殉难先烈题名录 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维新政府成立一年以来,各抗日力量均

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由于伪政府军事实力较弱,并不能有效地与国共的正规军作战, 在其死亡

的 339人中战死者 11人,仅占 3. 24%。故真正使维新政府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并严重危及其统治

和伪官员生命安全的并不是其统治区域以外与之相对峙的敌对政权,而是其统治区域内以 匪 、游
击队、便衣队等形式存在的大量的民间抗日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匪 的横行、肆虐与维新政府

的统治相始终。维新政府将几乎所有的游击队、便衣队、新四军、以及沦陷区的相当一部分民众都

纳入其所谓 匪 的范畴, 且这种对 匪 界定的随意性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体现了官、民的严重对立。

越靠近江苏、上海等统治中心,民众的反抗越是激烈,维新政府的死亡人数就越多。且死亡人

群多集中于警察、维持会或自治会成员、以及税务人员,他们是维新政府统治政策的贯彻、执行者,

与群众接触最多,在公务中与群众产生的矛盾、摩擦也最多。他们的高死亡率, 说明了维新政府在

基层的统治秩序及经济政策受到沦陷区民众的普遍抵制和不认可, 而这种常常以极端的暴力反抗

方式所表达的不认可才是维新政府统治环境脆弱的最主要因素。此外, 国民党在沦陷区的潜伏特

工所进行的锄奸行动,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敌后的游击战争都进一步破坏、瓦解、恶化着维新政

府原本就极其脆弱的统治环境。国共双方还以各自的方式力图对沦陷区的民间抗日武装发挥影

响,以争夺其领导权。维新政府就是在如此脆弱的统治环境中苟延残喘,直至被汪伪政权所取代。

(作者刘霆,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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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伪维新政府统治环境的脆弱

∃ 根据∀维新政府殉难先烈题名录# ,∀维新政府初周纪念册# ,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 1939年 6月,第 308 328页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