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实态

——基于通县新 民 会 的考察

刘 洁

内容提要 抗战 时期 ， 华北 日 伪 当 局 成立新 民会 ， 以 加强社会控制 、辅佐伪政府施政 。

通县位于北京近郊 ，是 日 伪 当 局树立 的 治 安模范县 ， 也是新 民 会的模 范 区 。 通县新 民会协

助 伪政府进行组 织控制 、 思想控制 、 民 意控 制 、 乡 村控制 ，建立 了
一套从 内到 外 、横跨城 乡

的社会控制体系 。 然 而 ，新 民会对于通县的 控制并不成功 。 通县作 为 日 伪 当 局 的模 范县 ，

尚且如此 ，整个华北沧陷 区 伪政权 的基层社会控制 效果 当 不容高估 。

关键词 新 民会 华北沦 陷 区 社会控制 通县

七七事变爆发后 ，华北地区迅速沦陷 。 面对动荡不安的华北基层社会 ，伪中华民 国临时政府无

力建立稳定的统治 。 日本认为 ，

“

鉴于新政权不可能把民众诱导到亲 日 满 ，所以要结成与政府表里

一体的民众团体
”

。
① 于是 ，新民会应运而生 。 作为伪政府的辅佐机构 ，新民会

“

立于政府与民众之

中间
”

的姿态② ，及其民众团体的外衣 ，使其成为协助伪政府维持社会秩序 、加强社会控制的重要工

具。 为了将控制触角深入华北城乡 ，华北 日 伪当局成立了与各级行政机关平行的新民会组织 ，从而

形成了
“

府会一体 ，政教一致
”

的双轨政制 。
③ 这样 ，伪政府隐身于后

，
新民会活跃于前 ， 推行

“

政治

的
”

社会控制 。
④

通县位于北京以东 4 5 里处 ，从北京经平通铁路不到 1 小时即到通县 。 《塘沽协定 》签订后 ，
通

县被划入冀东非武装区 ，
从此

“

成为
一

个受制于 日本的特殊地区
”

。
⑤ 1 9 3 5 年底

，
通县成为伪冀东

① 成 田贡
： 《 中华 民国新民会大观》 ，公益社 1 9 4 0 年版 ，第 5 7转 引 自王 强《汉奸组织新 民会 》 ，

天津社会科学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第 3 0 页 。

② 《新民会今 曰 成立 》 ，季嘯风、 沈友益主编 ： 《 中华 民国 史料外编 ？ 前 曰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第 6 4 册
，
广西 师范大 学 出

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4 3 7 贺 。

③ 王 菊隐 ： 《新民会扩大组织——坚持特殊性与民众同进 》
，
《新 民报半 月 刊 》第二卷第七 号 ，

1 9 4 0 年 4 月 1 曰
，第 4 页 。

④ 罗斯在 《社会控制 》
一书将社会控制分为两种 类型 ，

一类是伦理 的控制 工具 ， 即社会 自发形成的 自然秩序 。 另
一 种控制 类

型是政治的控制 ， 即由 国 家权力推衧的控制
，

一般被用作政策 的工具 。 见 Ｅ． ｉ 罗斯著
，秦志勇 译 ： 《社会控制 》 ，华夏 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3 1 3 頁 。 本文所 涉及的
“

社会控制
”

的概念取
“

政治的
”

意义
，
即 由 国 家权力主 导的政治控制 。

⑤ 张振鵾 ： 《前言 》 ，
章伯锋、 庄建平主编 ： 《抗 曰战争 》第 1 卷

，

四川 人民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第 1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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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共 自治政府所在地 。 1 9 3 8 年初 ，
日本认为冀东地区

“

治安 、及其他一般情势 ，均略具相当准备 ，
亟

应组织新民会之模范区域
”

。
？ 在此背景下 ，新民会通县指导部于 1 9 3 8 年 6 月 成立 。 该年 1 1 月 ，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正式议定
“

将大兴 、宛平 、通县 、首都四郊建成模范区
”

。
② 从此 ，通县成为新民会

中央大力打造的模范县 。 与此同时 ，伪政府认为
“

首都乃全国首善之区 ，万国观瞻所系
……是以近

郊之治安 ，应有更行强化之必要
”

，故
“

拟设立治安模范区域 ，其区域范围 ，
业已规定 ，先行试办者计

有宛平 、大兴 、通县等三县
”

。
？ 这样 ，

通县不仅是新民会的模范县 ，
也是 日 伪当局树立的治安模范

县 ，号称
“

铜墙铁壁模范县
”

。
④ 为 了与

“

模范
”

名实相符 ，
日 伪当局竭尽全力加强对通县的统治力

度 。 因此 ，通县是考察日 伪当局对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较好范本 。 目前学界关于新民会县

级组织的研究尚属缺乏
，
尤其从华北沦陷区基层控制 的角度对新民会县级组织进行的研究 ，

更属空

白 。
⑤ 本文主要利用北京市通州区档案馆所藏之档案资料 ，从组织控制 、思想控制 、民意运作 、乡 村

控制等方面分析通县新民会的相关活动 ，藉此考察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基层社会控制之实态 。

一

、

“

模范会
”

：通县新民会与各分会

日伪当局认为 ，

“

组织愈多 ，每一个人所属 的关系网亦愈多 ，
而加到每一个人身上的约束力也

越大 ，愈使他不容易作奸犯科
”

，而
“

中 国的民众一向是没有组织的 ，被人称为
一盘散沙

”

？
， 因此格

外需要将其组织起来 。 新民会作为民众团体 ，最重要的职能就是通过各级会组织来控制民众 。 新

民会中央指导部甫
一

成立 ，
便积极建立各级新民会组织 。

1 9 3 8 年 6 月 1 日 ，新民会通县指导部正式成立 。 其时 ，
整个河北省 已成立的县级指导部只有

1 8 个 。 其余各县由于治安 尚未恢复 ， 直至 1 9 3 8 年下半年到 1 9 3 9 年才陆续成立指导部 。 至于 山

西 、 ？可南等省的县级新民会组织则建立得更晚 。
⑦ 根据 《 中华 民 国新民会章程》 ，新民会为

“

与政府

表里
一体之民众团体

＂

。
⑧ 为此 ，在组织及人事上 ，

各级新民会会首由 同级行政首脑兼任 。 首任新

民会通县指导部部长 由通县知事冉杭兼任 。 次年 ，
因冉杭升任保定道指导部部长

，
所以通县指导部

部长一职先后改 由金士坚和徐葆莹继任 。
⑨

新民会通县指导部下设总务科和指导科 ，总务科掌管会计 、文书 、庶务等工作 ，科长先后由 田宝严

① 《新民会河北指导部筹备事务进行经过》 （ 1 9 3 8 年 4 月 4 日 ） ， 季嘯风、沈友益主编 ： 《 中 华民 国 史料外编
？ 前 Ｂ 本末次研

究所情报资料 》第 6 5 册 ，第 4 6 7 页 。
．

② 《新民会年报 》 （ 1 9 3 8 年度 ）
，
新 民会中央指 导部 1 9 3 9 年编印

，
第 5 0 1 页 。

③ 《北京临时政府设立治安模范 区 》
，
《南京新报 》

，

1 9 3 8 年 1 】 月 1 3第 2 版。

④ 通县党史县志 办公室编 ： 《通县革命史》
，
北京 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 第 7 6 页 。

⑤ 中国 学界对于新民会已有不 少研究论著 ，
（ 曾业英 ： 《略论 日 伪新 民会》 ， 《近代史研究 》 1 9 9 2 年第 1 期

；
王强 ： 《汉奸组织新

民会》 ） 。 其 中 ，
关于县级新民会的研究 ，数量少且欠深入 （ 刘殿枉 ： 《新民会在顺义 》 ， 《

北京党 史研究 》 1 9 9 5 年第 6 期 ） 。
近年来 日

本学者菊地俊介从 日伪对华北沦陷 区的青年政策 、女性政策等 角庋开展 了 对新 民会的研究 （ 菊地俊介「 日 本 占領下華北 （
二扫 （于 易

新 民会Ｏ 青年政策 」 、 『现代 中国研究 Ｊ 2 6 号 、 2 0 1 0 年 3 月
；菊地俊介 「 Ｂ 本 占領下華北仁扫 （ 于易新 民会乃女性政策 」 、 「现代 中 国研

究 Ｊ 7 7 号
、

2 0 1 3 年 3 月 ） 。 中 外学界从基层社会控制的角 庋对县级新民会的研究 ，迄今尚无 ，现有的关于沦 陷 区基层控制 的研究 多

集中 于华 中地 区
（ 曹 大 臣

： 《 日 本 占领华 中初期 的基层控制模式 ：
以 太仓县为 中 心 （ 1 9 3 7

—

1 9 4 0 ） 》 ， 《 民 国档案 》 2 0 0 4 年第 1 期
；
潘

敏 ： 《 江苏 日伪基层政权研究 1 9 3 7
—

1 9 4 5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 笔者认为 ，对于新 民会县级组织及华 北沦 陷 区基层控制

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⑥ 《新 民会分会与民众 自 卫 》 ，
原件藏于 中 国人民大 学图 书馆特藏 阅 览室 ， 编者及出 版信息不详 ，第 7

—

8 頁 。

⑦ 王强
： 《汉奸组织新民会》 ，

第 4 5
—

5 0 贾 。

⑧ 《 中 华民国 新民会章程》 ， 《新民会报 》 第
一号

，

1 9 3 8 年 4 月 1 曰
，第 3 页 。

⑨ 《 关于调委徐葆莹署理通县知事的公函》 （ 1 9 4 3 年 1 2 月 3 1 曰 ） ，北京市通 州 区档案馆藏
，
旧政权档案

，

1 0 2／ 1 2／ 5 7 1
，
第 1 4 2

页 。 按
，

下文引 用之通州 区档案馆所藏之旧政权档案 ，

一律简 称
“

通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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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日本人中村义照 、角 田正夫担任 。
① 指导科掌管宣传教化 、训练青年诸事 ，科长

一

职 由中 国人张致

平担任 。
② 1 9 4 0 年 3 月 ，伪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并人汪伪南京国民麵 。 与此相适应 ，新民会各级机构

也进行了改组 。 以通县为例 ，新民会通县指导部被改组为新民会通县总会 ，总会下辖事务局 ，作为处理 日

常会务之中枢 。 事务局设局长、次长各
一

人 ，
局长由县知事兼任 ，次长由 日本人角田正夫担任 。

③ 县知事

虽同时兼任新民会会长和事务局长职务 ，但据时人回忆 ，

“

会长只是虚名 ，
不负任何责任 ，只是开大会

时通知他出席参加
，
也只是听会 ’

不表示任何意见 ，次长掌握一切
”

④
，故实际会务由角 田正夫把持 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越来越多的 日 籍会务职员被抽调至太平洋战场 。 同时 ，华北作为 日 军兵站

基地的地位 日益突出 。 为此 ，
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

“

竭尽全力加强扶植新民会
”

，改革新民会的各

级机构 ，使
“

新民会为彻底的中华民 国新民会 ，绝不可 以成为 日本人的新民会
”

。
⑤ 在通县 ，事务局

被改组为事务部 ，原来之事务局局长和次长均被撤销 ，设部长
一人总理会务 ，

以加强一元化的领导 ｏ

事务部部长一职先后 由常绪坤和李善承担任 ，
强化了华方对会务的影响 。

？ 其次 ，
日 籍职员 由于数

量锐减 ，改从台前退至幕后 ’ 以参事身份指导会务 。
？ 其三

， 原来由县政府负责的武装 自卫和保 甲

训练事项改由新民会办理 ，标志着新民会
“

从思想 团体向政治团体演变
”

。
⑧ 为此 ，事务部下辖的机

构也进行了改革 ， 由原有的总务 、指导二科增为三科 。 第
一

科负责宣传教化 ，第二科负责农村武装

自卫 ，第三科负责会计、文书等庶务 ，职能 日 益扩张 ，分工渐趋细化 。
？

分会是新民会的基本组织 ，凡新民会会员必须属于某
一

分会 。 通县新民会成立之后便积极成

立分会 ，藉由分会来控制民众。 在农村 ，新民会以大乡 为单位成立农村分会 。 分会之下 ，
又 以 自 然

村为单位成立村支会 ，将村民组织起来 。 在县城 ，
通县新民会以职业别成立教育分会 、职员分会、体

育协会 、中西医职业分会及商业分会 。
⑩ 相较其他县级指导部 ， 如同样位于京郊的怀柔县直至 1 9 4 0

年 4 月才组织了教育分会和商业分会？ ，乐亭县指导部直至 1 9 3 9 年 5 月 亦仅有教育分会之设？ ，
通

县指导部在组织分会方面无疑走在前列 。

以通县教育分会为例 ，该会成立于 1 9 3 8 年 1 0 月 2 7 日 ，

“

以信仰新民主义、发扬民众精神 、彻底

努力剿共灭党之工作
，
而谋国家复兴 、 中 日 满永久亲善 、共同发展地方教育为宗 旨

”

。 教育分会的

主要职能包括
“

地方教育之研究设计及改进事项 ，
地方教育之调查统计及编撰事项 ，举办各项研究

会及学术讲演会 ，会员之心身训练及陶冶事项 ’办理评议及合议事项 ，会员公众福利事项 ，会员之征

集及组织等事项 ，办理关于通县指导部交办事项 ，办理关于联合协议会之决定事项
”

。
？ 由此可见 ，

教育分会兼有教学研究的学术社团和教师行会的双重性质 。

通县教育分会共有会员 4 1 人
，其中通县公署主管教育行政的官员 5 人 ，学校校长及教导主任

① 《通县新 民会体育协会职 员 名册 》 （
1 9 3 8 年 1 1 月 ）

，
通档

，

1 0 2 ／ 1 2 ／ 2 7 0
，
第 5 2 页 。

② 《 关于奉令变更机构的函》 （ 1 9 3 9 年 3 月 2 日
）

，
通档 ，

1 0 2 ／ 1 2／ 3 4 7
，
第 1 页 。

‘

③ 《关 于改组的函 》 （ 1 9 4 0 年 4 月 9 曰 ）
，
通档

，
1 0 2 ／ 1 2 ／4 2 4

，第 7 页 。

④ 徐白 ： 《沦陷时期 的通县人民惨遭蹂躏 》 ， 《文史选刊 》 1 9 9 5 年第 1 5 期
， 第 8 页 。

⑤ 日 本防卫厅 战史室编
，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 《华北治安战 》 （ 下

） ，
天 津人民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5 3 頁 。

⑥ 《关 于报送 1 9 4 4 年度县联议案处理经过调查表的公函 》 （ 1 9 4 4 年 1 0 月 ）
，
通档

，
1 0 2 ／ 1 2 ／ 5 9 9

，第 2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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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日本防卫厅 战史室编 ： 《华 北治安战 》 （ 下 ） ， 第 5 2 页 。

⑨ 徐白 ： 《 沦陷时期 的通县人民惨遭蹂躏 》 ， 《文史选刊》 第 1 5 期 ，
第 8 页 。

⑩ 《关于庆祝孔子诞辰的函 》 （
1 9 4 0 年 9 月 2 1 日 ）

， 通档 ，
1 0 2 ／ 1 2 ／ 4 4 1

， 第 6 页 。

？ 中 华民国新 民会中 央总会 ： 《河北省怀柔县事情 》 ， 中华民国 新民会 中 央总会 1 9 4 0 年版 ，第 1 9 页 。

？ 陈佩编辑 ：《 河北省 乐 亭县 事情调查 》 ，新民会 中央指导部 出版部 1 9 3 9 年版 ，第 1
6 页 。

？ 《教育分会章程 》 （
1 9 3 8 年 1 1 月 ） ， 通档 ，

1 0 2 ／ 1 2 ／3 4 7
，第 7 0

—

7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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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人 ，普通教师 1 6 人 。 校领导 （校长和教导主任 ） 占会员总数的 4 9 ％
， 成为会员主体。 他们既是

实际教学政策的主导者 ，又活跃于教育的第一线 ，能接触到大量师生 ，是教育界的中坚力量 。 此外 ，

这些会员在当时均为高学历者 ， 中等专科学历者 2 8 人 ， 占 6 8 ％
，大学本科学历者 1 3 人 ， 占 3 2 ％ 。

①

结合当时民众受教育的平均程度 ，这批人堪称名符其实的地方精英 。 新民会便这样通过教育分会

将通县教育界精英悉数网罗 。 教育分会的情形如此 ，其他职业分会当大抵如此 ，
Ｅ 卩各按职业组成分

会 ，吸纳业界精英 ，接受新民会的指导 。 通过分会 ，新民会把各行业 、各地区的人民控制起来 。

新民会认为 ，

一

种组织 ， 除了在消极方面能对人加以约束 ，

“

在积极方面 ，只要团体组成的意见
一

致 ，

‘

众志成城
’

，什么都可以作 〔 做 〕 的成
”

。
？ 然而 ，新民会会员多而滥 ，

要想达到
“

众志成城
”

的

目 的并不容易 。 据时人回忆 ，早期加入新民会要办理
一定的手续 。 后来 ，会员

“

发展工作
‘

突飞猛

进
’

，手续也不那么完备了 ，许多人糊里糊涂成了新民会会员
”

。
③ 至 1 9 4 2 年 8 月 ，新民会最高顾问

铃木美通称 ，

“

现在约有 3 5 0 万会员
，将来准备将华北的全部居民都吸收进来

”

ｏ

？ 在此方针指导

下 ，
至 1 9 4 4 年 5 月 ，新民会已吸收了

1 0 0 0 万会员 ，约 占华北总人口 的 1／ 1 0 。
⑤ 庞大的组织下 ，滥竽

充数实为常态 。 以职员分会为例 ，该会由通县境内 的公务员组成 。 分会之下以各机关为单位成立

支会 ，支会会长由该机关的长官担任 。 为了
“

振发会员精神
”

，该分会规定每星期举行朝会一次 。

然而 ，会员多不能按时参加朝会 ，于是职员分会只好派人
“

劝说
”

会员每周按时参加朝会。
？ 职员分

会的会员作为公职人员 ，
理应为诸分会树立表率 ， 尚且如此散漫 ，更无论其他分会 。 如果缺乏严格

的纪律性 ，
新民会的组织只能徒具形式 ，并不能真正约束和控制会员 。 1 9 4 5 年 8 月 ， 随着 日 军战败

投降 ，通县新民会各级组织很快瓦解 ，职员亦自行解散 。

二、

“

思想战
”

：新民主义宣传与青年训练

新民会的主要任务是与国共两党进行
“

思想战
”

，即通过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来磨灭其反抗

意志 。 对此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 、素有新民会理论领袖之称的缪斌⑦谈道 ：

“

此次事变 ，使用武

力是不得已的事体 。 事变之后应当赶快用道义感化人民 ，使人民 自动地来解决此次事变 ，新民会便

是负有此种使命的 。

”

⑧谬斌所指的感化人民的
“

道义
”

，具体说来 ，就是新民主义思想 。 这种思想

产生的最初动因是 日本的
一

些思想家如谷 口吉彦等人 ， 急于为 日军的侵略战争提供合法性证明 。

其理论框架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即将走向灭亡 ， 日本在中 国的军事行动的 目 的是用东方文化道

德取代已经失去信用的西方政治和文化秩序 ，
即建立东方文化新秩序 ，达到复兴亚洲的 目 的 。

？ 缪

① 《新民会通县教育分会会 员 简 明簏历表》 （
1 9 3 8 年 1 1 月 1 6 曰

） ，通档 ，
1 0 2／ 1 2／ 2 7 0 ，第 1 8

—

2 4 页 。

② 《新民会分会与民众 自 卫》
，
第 1 0 页 。

③ 果 勇 ： 《华北沦陷 区的新民会》 ，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 曰伪统治下的北平 》 ，

北京 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2 8 2 页 。

④ 曰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 《华北治安战 》 （ 下
） ， 第 2 4 0 页 。

⑤ 北京 市档案馆编 ： 《 曰伪 北京新 民会》 ，
光明 日报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3 7 7 页 。

⑥ 《职 员分会改 组筹备会记录 》 （ 1 9 4 0 年 6 月 1 3 曰 ） ，
通档

，

1 0 2／ 1 2／ 4 4 1
，第 5 4 頁 。

⑦ 缪斌 （ 1 9 0 2
—

1 9 4 6 ）
，
早年参加国 民革命 ，

曾任黄埔军校教官 、 中 国国 民党第二届候补 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 北伐结束后 ，任

江 苏省政府委 兼 民政厅斤 长 。
抗战爆发后叛变投敌

，
任新民会 中央指导部部长

，

著有 《新 民主义 》
一

书
，
奠定 了新民主义思想的

基袖
，
被 日本人枧为中 国方 面的新 民主义理论领袖 。 参见 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 ，

＂

Ｔｏｗａ ｒｄ Ａ Ｎｅｗ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Ｏｒｄｅｒ ：

Ｔｈｅ Ｈｓｉｎ
－ＭｉｎＨｕ ｉ

＂

，

Ａｋ 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

（ ｅｄ ）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

ｏｎｓ
，ｐ ｐ

．
 2 5 9 

－

2 6 1 ．

⑧ 爭斌
： 《缪 中央指 导部 长之开会辞》 （ 1 9 3 9 年 1 0 月 3 曰 ）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 《抗 曰 战争 》 第 6 卷

，
四川 人民 出版社 丨 9 9 7

年版 ， 第 3 9 4 页 。

⑨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
ｙ
ｅ

，

“

ＴｏｗａｒｄＡＮｅ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ｄｅ ｒ
：
ＴｈｅＨｓｉ ｎ

－ＭｉｎＨｕ ｉ

＂

，
Ａｋ 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 （ｅｄ ） ’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Ｅｓｓａ
ｙ
ｓｉｎ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

ｉｏｎｓ


’ｐｐ
． 2 5 5 

－

 2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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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随后利用中国典籍中 的
“

王道主义
”

和
“

克己复礼
”

等思想对此加以阐释 ，于 1 9 3 8 年 1 月 出版《新

民主义》
一书 ，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 缪斌在该书中说 ，

“

优者善者生存 ，劣者恶者败

亡
”

，
故

“

战争者
，
正欲使不平者平 ，

不和者和耳
”

？
，
将 日本的侵略战争解释成替天行道 ， 为 日军的

侵略战争辩白 。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 ，高超的控制方法是精神上的 。
？ 新民主义披着东方传统文化

的外衣 ，对中国人的思想施以潜移默化之奴化影响 ，确实是
一种事半功倍的控制手段 。

通县新民会为宣传新民主义 ，与 国共两党进行
“

思想战
”

，采用 了五花八门 的方式 ，如派销 《新

民周刊 》 《新民报》等刊物 ，要求政府公务员 和学校教职员
“
一律必须订阅 ，不得藉词拒受

”

ｏ
？ 作为

新民会重点教化对象之学校 ，则被要求开设
“

新民课程
”

，每周
一小时

，
由通县新民会的职员担任讲

授 ，
以利学生彻底明了新民主义。 在连续讲授两个月后 ，新 民会认为学生对于

“

新民奥义已有相当

之了解 ，故关于前项课程 ，
拟暂行终止讲授

”

。
④ 除了 口头讲授 ，通县新民会还发大量的宣传品给各

校 ，如 《新秩序 》 《新中国 》 《新民会大纲 》等 。
⑤

高压政权之
“

思想战
”

往往软硬兼施 ，除了正面宣传新民主义以外 ，对涉及三民主义 、共产主义

及抗 日 思想的书籍亦厉行查禁 。 1 9 3 8 年初 ，新民会中 央指导部部员泷本治郎视察弘达中学 ， 发现

该校图书室有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抗 日 书籍。 嗣后 ， 新民会中央认为
“

其他多数学校之图书室 中应

尚存有此种书籍 ，亦未可知
”

，
要求各校

“

严加检查 ，扫除毁弃
”

。
？ 没过多久 ，又认为抗 日 书籍若 由

各校 自行焚毁 ，

“

难免混淆 ’
以致有不统一之弊 ，

而 阳奉阴违 ，
私 自储藏 ，未加焚毁者亦实有之

”

⑦
’故

要求各校将所藏之反动书籍交由当地新民会处理 ，
由新民会将书名上报中央指导部 。 随后 ，

新民会

中央指导部就各地呈缴上来的图书进行汇总 ，择出部分制成禁书 目录 。
⑧

1 9 3 8 年 9 月 ，
河北省立第

一

新民教育馆向新民会通县指导部呈缴 3 0 4 本
“

禁书
”

。 这些图书涵

盖了政治 、历史 、中小学教材等各种类型 。 其中一部分确是 《 中华 民 国训政时期约法》等国 民党读

物 、李达的 《现代社会学》等社会主义图书和 《 1 9 3 6 》这样的反 日 书籍 ，然而连《书信作法》和 《皮肤

病的预防及治疗》这样的图书也被作为反动读物加以査禁 ，实让人莫名其妙 。
？ 这 3 0 0 余本

＂

禁书
”

中的绝大部分并未出现在新民会中央指导部于稍后整理出版的禁书 目 录中 ，
仅有 3 1 本被列人该禁

书 目录 ，
也就是说通县查禁的这批图书只有 1 0 ％ 被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认可 。 出现这种现象 ，不外

乎两种原因 ：

一则新民会明令各校
“

如已遵前令毁弃在先 ，
以后不得再有发现

，

一经查出 ，应 由各校

主任人员负责
＂

。
⑩ 学校方面迫于高压 ，战战棘競 ， 唯恐有漏网之鱼 ，不管是不是反动读物 ，

一律上

缴 ， 以免后患 。 二则通县 自 1 9 3 3 年被划人冀东非武装区 ，较早成为 日本染指之地
，
其有关国共两党

及反 日 图书 ， 比之其他地区为少 ，亦在情理之中 。

然而
，
通县新民会仍不放心 ，

于 1 9 3 9 年 6 月 指示各校
“

如仍有蕴含抗 日意味之书籍 ，
即速缴送于

① 缪斌 ： 《新民主义 》 ， 中华 民国新 民会 出版部 1 9 3 8 年版
， 第 1

－

2 页 。

② Ｅ ． Ａ＿ 罗斯 ： 《社会控制 》
，第 3 2 5 页 。

③ 《关于派销订闻 〈 新民报〉 的 函》
（

1 9 3 8 年 9 月 8 曰 ） ，
通档

，

1 0 2 ／ 1 4／ 6 9
，第 8 页 。

④ 《关于终止讲授新民要义课程的函》 （ 1 9 3 8 年 1 1 月 1 4 日 ） ，通档
，

1 0 2／ 1 4／ 6 9
， 第 2 4 页 。

⑤ 《 关于送发宣传品的函 》 （
1 9 3 9 年 8 月 3 日 ）

，
通档 ，

1 0 2／ 1 2／ 3 4 7
，
第 1 8 页 。

⑥ 《 关于毁弃反 曰 书籍的训令》 （
1 9 3 8 年 5 月 2 1 曰 ） ，通档

，

1 0 2／ 1 2／ 2 7 2
，
第 5 页 。

⑦ 《关于毁弃反 日 书籍的代 电 》 （ 1 9 3 8 年 9 月 1 5 日
） ，通档 ，

1 0 2／ 1 2／ 2 7 2
，第 2 9 页 。

⑧ 新民会 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于 1 9 3 9 年根据各地查禁的图 书 ，
先后编成 《禁止 图 书 目 录 ？ 抗 日 之部 》 （ 1 9 3 9 年 ） 、 《 禁止图 书

目 录 ． 社会主义之部 》 （ 1 9 3 9 年 ） 、《 国 民党 关系 图 书 目 录》 （
1 9 3 9 年 ） 。 通县所 查禁 的 3 0 4 本 图 书 只有 3 1 本被列入 以上三本禁 书

目 录之中 。

⑨ 《河北省 立第 一新民教育馆检出书 目
一览表》 （ 1 9 3 8 年 9 月 1 6 曰 ）

，
通档 ，

1 0 2／ 1 2／ 2 7 2
，第 3 6

￣

6 5 頁 。

⑩ 《 关于收缴抗 日 书 籍的训令》 （
1 9 3 8 年 5 月 3 1 曰

） ，通档 ，
1 0 2 ／ 1 2／ 2 7 2

，
第 2 1 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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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部
”

。
① 于是 ，河北省立第

一新民教育馆又将《留东外史》及《丁玲文选》等 2 3 册图书交给新民会通

县指导部 。 表 1 为此次上缴之图书 目录 ，
其中除《丁玲文选》《 留东外史》因有反 日 内容而被新民会中

央指导部列人禁书目录外 ，
其余书籍多为奇侠怪谈之小说类 ，难以达到日伪所谓

“

反动图书
”

的标准 。

表 1 1 9 3 9 年 7 月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检出书箱数量表

书名｜著者 ｜出版社Ｉ ！书名 ｜著者 ｜出版社

—

南北异人传张个侬上海南方书店家庭小说集

￣

徐卓呆等大东书局

满城风雨


张恨水上海大名书局天台奇侠传蔡陆山


新亚书局

留东外史


不肖生


大东书局酱色的心


陈启修


乐群书店

儿童谈话
“

徐蘧轩

．

世界书局欧美透视詹文浒世界书局

丁玲文选


丁玲上海仿古书局荒唐梦


路无涯


玫瑰书店

课程标准
—

教育部
．

百城书局

—

湖上的悲剧田汉

洪秀全大达书社滑稽小说大全赵ｇｇ
一

资料来源 ： 《河北省立第 一新民教育馆检出 书籍数量表》 （ 1 9 3 9 年 7 月 4 曰 ） ，
通档

，
1 0 2／ 1 2 ／ 3 4 7

， 第 2 6
—

2 7 页 。

新民会之思想战的主要 目标是青年 。 青年人血气方刚 ，人格思想的可塑性强 ，历来是各党各派

争相拉拢的对象。 从社会控制的效果来看 ，

“

培养教育青年人这样的有远见的政策就优于对成年

人的即时管理
”

。
？ 七七事变以后 ，华北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爱国心切 ，

不愿在伪政府下就学 ，多随学

校内迁 ，导致沦陷区学校大量停办 ，生源锐减 。 这样的客观情势也迫使新民会必须立即对青年展开

思想工作 ，
清除其爱国思想 。

为教化青年 ，各级新民会均成立青年训练所 ， 自诩
“

凡有指导部之省道县 ，均有训练所之设
” ③

，

足以证明其对青年的重视程度 。 通县青年训练所成立于 1 9 3 8 年 8 月 。 从 1 9 3 8 年至 1 9 4 0 年 ，通县

先后训练了七期青年训练生 ，每期培训时间约两个月 ｏ
？ 这些青年训练生受训的内容包括学科 、劳

作和军事三科。 学科即意识形态和行政能力训练 ，劳作即农业生产劳动
，
军事指军事训练 。 遗憾的

是
，笔者未能找到通县青年训练所培训课程的相关资料 ， 现综合通县近旁之各县情况 ，

以作参考 。

表 2 为怀柔县青年训练所的课时表 。

表 2 新民会怀柔县总会青年训练所课时表



ＷＢ


课时 （ 时 ）



在总课时中所占比重 （
％

）

学科 ：

（新民主义 、新民精神 、中 日 满不可分离关系 、 防共

要义 、县政大观 、乡村 自治问题、 日 语 、县财政、县教育 、警 2 3 4 3 7 ． 5

察与民众、农业概要 、
卫生 ）



劳作 2 7 3 4 3 ． 7 5

军事 1 1 7 1 8 ． 7 5

资料来源 ：
中华 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 ： 《河北省怀柔＊事情 》 ，第 2 0 页 。

① 《关于抗 Ｓ 书藉搜集送缴的函》 （ 1 9 3 9 年 6 月 2 7  3 ）
，
通档 ，

1 0 2／ 1 2／ 3 4 7
，
第 2 0 页 。

② Ｅ．Ａ？ 罗斯 ： 《社会控制》 ，
第 3 2 5 页 。

③ 陈佩编辑 ： 《河北省 乐 亭县事情调 查 》
，
第 2 5 页 。

④ 《关于举行青训 生入所 式的函 》 （ 1 9 4 0 年 4 月 Ｉ 2 曰 ） ，通档
，

1 0 2 ／ 1 2／ 4 4 1
，
第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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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见
，学科的具体科 目 既有

“

新民主义
”

这样的意识形态课程 ，
又有

“

县政大观
”“

县财

政
”

这样的行政训练课程 。 至于学科 、劳作和军事三大科 目 的主次轻重 ，
表 2 显示 ，学科课时所 占

比重为 3 7 ． 5 ％
，劳作占 4 3 ． 7 5 ％

，军事占 1 8 ． 7 5 ％ 。 因此 ，怀柔县青训所以学科和劳作并重 ，
以军事

训练为次要 。 乐亭县与通县同属冀东道 ，乐亭青年训练所
“

以精神训练 、勤劳奉仕 、农村训练为主

要 ，
自卫训练为次要

”

①
，
同样也更重视学科和劳作 。 此外 ，

唐山市青年训练所同样也以学科和劳作

为主要训练内容 。
？ 以上三地均注重精神塑造和农业技能的提高 ，而将军事训练置于次要地位 ，通

县的情形也许与这些地方出入不大 。 揆其原因 ，
入所受训的青年大多来 自农村 ，培训 目标是

“

坚强

其爱乡 自治观念
，
而作乡村之中坚指导者

”

③
，
即培养农村基层行政人员 。 于是 ，

行政能力和农业生

产技能的训练 ，成为该项培训的题中之义 。 这些青年随后成为各地新民青年团和新 民合作社的

骨干 。
④

新民会对思想的控制可谓从外到 内 ，软硬兼施 ， 既注重道义之感化 ，又实行高压钳制 ，尤其注意

对青年进行思想塑造 。 那么 ，其控制效果如何？ 入江昭对新民主义曾如是评价 ：

“

最终说来 ，再多

的政治宣传也不及 日 军在中 国的实际行动重要 ｏ

“

⑤当时的通县群众也回忆说 ，新民会
“

在理论上越

来越破淀百出
”

，
在群众中 的形象极坏 。

？—切正如孔子所言 ：

“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

何？

”

日 军发动侵略战争 ， 巳属极为不仁之举 ， 宣传教化手段再好也只是徒具形式 ， 并不能发挥作

用 。 对此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森冈 皋少将承认 ，

“

大部分与实践不相适应的思想运动均成泡

影。 军方本来着重致力于精神方面的培育 ，但其结局 ， 虽强行灌输 占领军所赶制 出来的
‘

新民主

义
’

，却非当地民众所能接受
”

。
⑦

三、 假造民意 ：新民会联合协议会

伪政权向无民意机构 ， 为点缀门庭 ，
日伪当局于各级新 民会附设联合协议会 （ 以下简称

“

联

协
”

） ，作为
“

畅达民情 、宣布上意
”

⑧的民意机关 ，借以把握民心 。

关于联协的作用和地位 ，新民会中央总会顾问安藤纪三郎曾谈到 ：

“

民众对于分会之信仰 ， 自

然以代表分会综合意志之机关 ， 即联协之活动如何为转移
”

。
⑨ 可见 ，联协的活动关乎民心 向背 ，是

日伪当局控制民意的重要工具 。 通过考察通县联协的运作可知 ，联协正如时人所回忆的那样 ，

“

专

为 日伪歌功颂德 ，把 日 伪的要求用欺骗加命令的方式强加于民众
” ⑩

，
是一个假民意机关

，
并不能真

正代表民意 。

通县新民会从 1 9 4 1 年至 1 9 4 4 年每年都举行联合协议会。
1 9 4 2 年初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加

① 陈佩编辑 ： 《河北省 乐 亭县事情调查 》
， 第 2 6 页 。

② 《唐 山 市青年训练所训练 细 目 》
（

1 9 4 0 年 4 月
） ，
张洪祥 ： 《翼 东 曰 伪政权》 ，

档案 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第 2 6 7
—

2 6 9 页 。

③ 陈佩编辑 ： 《河北省 乐 亭县事情调查 》
，
第 2 6 页 。

④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
，


“

ＴｏｗａｒｄＡ ＮｅｗＣｕｌ ｔｕｒａ ｌＯｒｄｅｒ ：

Ｔｈｅ Ｈｓｉｎ－ＭｉｎＨｕｉ

“

 ，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
（
ｅｄ ） ，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ｎｄ 

ｔ
ｈｅＪａ

ｐ
ａｎｅ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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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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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
 2 6 8

－

2 6 9 ．

⑤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
ｙ
ｅ

，


“

ＴｏｗａｒｄＡ ＮｅｗＣｕｌ ｔｕｒａ ｌ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ｓｉｎ

－ＭｉｎＨｕｉ

＂

，Ａｋｉ ｒａＩｒｉ
ｙ
ｅ （ｅｄ ）

，
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
：
Ｅｓｓａｙ

ｓ ｉｎ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 ｒ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ｐ
．
 2 6 9 ．

⑥ 马汝 良 ： 《通县新 民会》 ，通州 区政协文 史资料委员会編 ： 《烽火通 州 》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9 4 页 。

⑦ 曰 本防卫厅战 史室编 ： 《华北 治安战 》 （上 ） ， 第 1 9 4 页 。

⑧ 《新民会联合协议会规则 》
（

1 9 4 0 年 5 月 1 5 曰
） ，章伯锋 、庄建平主编 ： 《抗 曰 战争》第 6 卷

，
第 4 0 9 页 。

⑨ 《安藤纪三郎谈伪新 民会 1 9 4 0 年 工作 重点 》 （ 1 9 4 0 年 8 月 2 0 3 ）
，章伯锋、庄建平主 编 ： 《抗 口战 争》 第 6 卷 ， 第 4 1 3 页 。

⑩ 果勇 ： 《华北沦陷 区的新 民会》
，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编

： 《 曰 伪统治下的北平 》 ，第 2 8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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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
一

次临时联合协议会
，
故共举办了五届 。 笔者査阅档案资料 ，仅见 1 9 4 2 年初通县临时联协及

1 9 4 4 年度联协的相关档案 ，今权且以此为参考 ，初步考察联协的民意运作 。 根据会章 ，县联合协议

会之候选代表由各分会自行选出 ，再由新民会委员会从这些候选人中
“

衡论推荐
”

，
由县总会会长

正式任命。
？ 由此可知 ，代表并非完全由 民选产生 ，新民会在其中具有相 当大的操作空间 。 仅就这

一点看 ，联协的民主性即须打折扣 。 那么 ，新民会精心圈定的这些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 表 3 是通

县 1 9 4 4 年度联合协议会的代表构成 。

表 3 新民会 1 9 4 4 年度通县联合协议会代表构成表




 

人数 比重 （％ ）年龄人数 比重 （％ ）所属分会人数 比重 （ ％ ）

！ 校长 3 8 2 0
—

3 0 岁 8 2 2



职＃分会
医生 1 3 3 0

－

4 0
岁 2 5 1 2 3 2



（ 县城 ）

商人 8 2 2 4 0
—

5 0 岁 1 5 4 1

官员 1 2 3 2 5 0
—

6 0 岁 1 0 2 7

新民会普通会员 2 2 5 6 8

农民
 3 5 6 0

—

7 0 岁 2 5（ 乡村 ）



农村分会会长 1 1



资料来源 ： 《 1 9 4 4 年度通县联合协议会代表名簿 》
，
通档

，

1 0 2／ 1 2／ 5 9 9
，
第 4 0

— 4 4 页 。

1 9 4 4 年度联协共有代表 3 7 人。 由表 3 可见 ，代表由农村分会代表及县城职业分会代表两大

部分组成 ，范围横跨城乡 。 代表年龄从 2 0 岁至 6 0 岁不等 ，平均年龄 4 3 岁 。 其中 ，
4 0 岁至 5 0 岁这

个年龄段的代表占据主流 ，这些人正值年富力强 ’是各行业的当权群体 。 从职业构成来看 ，代表中

既有官员 、农民 ，也有商人 、校长和医生
，

几乎涵盖了
士农工商各阶层 。 其中 ，农民代表所 占比重最

大 （
3 5 ％

） ，这也契合当时华北地区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 然而 ，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 ，农

民当中有 1 1 人担任新民会乡分会会长
一

职 。 由于新民会各级会长由 同级行政长官兼任 ，故上述之

1 1 人或许同时兼任乡公所的职务 ，属于领薪人员 ， 因而不能将其等同于体制外的直接从事农业生

产的农民 。 表 3 中仅有两个农民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 即便如此 ，
也不能贸然将这二人等同于下地

劳动的农民 。 抗战期间 ， 由于 日 军搜刮太甚 ，摊款过重 ，许多富有的乡 绅为 了躲避征收摊款之苦差

而主动退出乡 村政权 。
② 表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

“

农民
”

也许系退隐之乡绅地主 ， 亦未可知 。 尽

管表 3 中的
“

农民
”

代表之经济地位尚不能确定 ，
但官员 、商人 、校长 、医生等通县中上阶层加起来

已 占代表总数的 6 5 ％
，构成了这届联协代表的主体。 显然 ，

这些中上阶层并不能代表占据总人口

之多数的下层百姓的利益。 代表的广泛性值得怀疑 。

由这些代表组成的联协 ，其讨论的事项有哪些 ？ 1 9 4 2 年临时联协之议案 内容全部与战争有

关 ，包括
“

请通电表示通县四十万民众誓＃大东亚战争之后盾案
” “

请收集废金属品 以便呈献军方

案
” “

募集慰问袋送往前方慰劳皇军案
”

等 。
③ 上述之清

一色的支援战争之议案 ， 说明这届联协的

提案范围被严格限定为与太平洋战争有关的内容 。 事实上 ，联协开会之前 ，
通县新民会在会议通知

里就预先设定了会议主题 ，即
“

将政府当局策应大东亚战争之方针下达于民众 ，
及阐 明华北 民众之

① 《新 民会联合协议会规则 》 （
1 9 4 0 年 5 月 1 5 曰 ）

，
章伯锋 、庄建平主 编 ： 《抗 曰战争》第 6 卷 ，第 4 1 0 页

。

② 杜赞 奇著
，

王福 明译 ： 《文化 、权力与 国 家 ：
1 9 0 0
—

1糾 2 年的华 北农村》 ，
江苏人民 出版社 2 0 1 0 年版

， 第 1 8 1
—

1 8 3 页 。

③ 《新 民会临时通县联合协议会记录》 （
1 9 4 2 年 3 月 9 日 ） ，通档 ，

1 0 2／ 1 2／ 5 3 4
， 第 8

—

1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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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与任务
”

。
① 面对命题作文 ，这些御用民意代表恐怕很难拂逆上意 ， 只得投其所好 ，鼓吹通县民

众参战的决心 。



表 4 新民会 1 9 4 4 年度通县联合协议会议案表






已解决之议案


—

议案号件名解决办法

1请将杂役亩捐明令划归产权人负担案亩捐业已 明定由产权人负担 ，
至杂役应遵循私人契约

2请改正杂役责任量及棉花供 出量收买办法 ， 本年度视收获量之多寡及灾情之有无再决定供 出之

以昭公允案数量


？

3为偏僻之村落组织武装支队以维治安案应向县联庄会请求办理


4请发放三间房飞机场被占地亩补偿金案县府绝本困难情形 ， 向上方请求


5请核减三间房飞机场被占地之各村捐税该区呈报占地数额 ， 由县府呈请核减


6＝＝
担建设三间房飞机场之所需■

識统筹办理
以昭公允案

7細謂■舦辅走 ，
以她

髓已齡各搬 ，舫■紙严为处罚
毁路面茶

8请豁免警备路所占 民地之田赋亩捐案省联已决 ，令各县报告被占地亩数


9请在北门外设立派出所 ，
以维治安案视需要情形再行设法尽力办理



1 0为县城内情形特殊 ，请免摊款案


按原案办理


1 1请于各乡镇设立髙级小学案由县府呈请省府办理

1 2为肃正思想恳请成立巡回文库案


由省教育馆负责办理




移任之议案


1 3为请求取缔白面馆 ， 以靖地方案


由县总会函县政府办理


1 4令民众在凉水河两岸开渠种麦以增产案由县总会函请县府合作社调査办理


1 5大东亚战争决胜之年应厉行军事教育案由县总会对青少年团加强训练


1 6停止配给学生以玉米而于教职员增加配给案 由县总会函合作社査照办理


1 7为各区供应岁给之土地数 目今昔不同
，
请参

1 7

酌各区地亩数目 另定摊款成分案纖会函县政府办理．

1 8为镪镪河沙地瘠土不毛 ，请豁免亩捐案由县总士函请县政府办理


1 9为街头摊贩亦应负担摊款以昭公允案由商会拟定负担办法转呈县府审核


资料来源 ： 《民 国三十 三年读通县联合协议会解决议案处理经过状况调 查表》 （
1 9 4 4 年 1 0 月 ） ，

通档
，

1 0 2／ 1 2／ 5 9 9
， 第 3 2

—

3 4 頁
； 《新 民会 民国三十 三年度通县联合协议会移任委员会议案处理经过状 况调 查表 》 （ 1 9 4 4 年 1 0 月 ） ，通档 ，

1 0 2／ 1 2 ／ 5 9 9
， 第

3 5 页 。

① 《 关于举行本县联合协议会的函 》 （
1 9 4 2 年 1 月 2 9 日

） ，
通档

，
1 0 2 ／ 1 2／ 5 3 4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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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比为参战而特意举行的临时联合协议会 ，
通县 1 9 4 4 年度联协之议案内容更广泛 ，涉及社会

方方面面 ，更便于考察联协的议事过程 。 表 4 为该年度之议案表 。 由表 4 可知 ，该届联协的议案处

理办法大致有二 ：

一为当场议决 ，

一为议而不决 。 其中 ，
4 号 、 5 号 、 6 号 、

7 号 、 8 号议案 ， 大多涉及 日

军修建三间房飞机场及警备公路给予百姓的经济补偿？ ，关乎民生 ，切 中时弊 。 其所以能当场议

决 ，是因为县政府等行政机关巳有解决方案 ，故联协给以
“

县府绝对负责
” “

县府统筹办理
”

等明确

答复 。

另
一类议案 ， 即议而不决的议案 ，

则被移至新民会通县委员会进行不公开 、不透明 的内部表决 。

新民会通县委员会如 同联合协议会一样 ，
附设于各级新民会总会

，
由府会双方之少数要人组成 。 根

据表 4
，
被移任的议案一共 7 件 ，

几 占该年度议案总数 （
1 9 件 ）之半 。 这些议案为何没有当场议决 ，

而被新民会弃置于委员会呢？

由表 4 可知 ，这些议案大多涉及敏感利益 ，新民会无力也无意介人这类棘手事务 。 例如 1 3 号

议案请求取缔白面馆 ，
白面馆系鸦片烟馆俗称 ，又称

“

膏店
”

。 抗战期间 ，
通州城遍布鸦片烟馆 。 据

通县居民 回忆 ，

“

城内外膏店有五 、六家之多
”

。 日 本人
“

为 了消除中 国人的反抗意志 ，给一切
‘

不 良

嗜好
’

开方便之门 ……欲使之成为
‘

顺民
’

，先使之成为
‘

烟民
’ ”

。
② 因此 ，取缔鸦片烟馆显然不可

能 。 而且 ， 由于 日伪当局名义上一直有禁毒之倡 ，故新民会亦不便当场否决这个议案 。 于是只好踢

皮球 ，将议案移至委员会 ，嗣后委员会答以
“

由县总会函县政府办理
”

，
该案便不了了之 。 再如 1 7

号议案 ，
该案提议重新划定各区摊款比例 。 各区摊款早有定数 ，

此番提议重划 比例 ，牵涉各方利益 ，

远非新民会所能解决 。 于是 ，该案同样被答以
“

由县总会函县政府办理
”

， 却没制定出相应的分摊

方案 ，显系虚与委蛇之法 。 联协通过
“

移任
”

的方式 ，获得了对表决结果的操纵空间 。 对于县政府

能办的议案 ，联协当场予以通过 。 对于县府不能办而又不便当场否决的议案 ，则将其移任至委员

会 ，最后虚与委蛇了事 ，
而这

一

切均以 民意的名义进行 。

由上观之 ，
联协代表之产出 ，

联协提案之范围 ， 以及议案的表决过程均被新民会操纵起来 。 联

协之运作既不公开透明 ，也不民主。 所谓
“

正当之民意
”

通过这种方式被精心制造出来 ， 为伪府点

缀门庭 。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 ， 当局控制力度之强弱往往以社会之需要为转移 。 如果社会秩序

的维持较容易 ，社会控制就较为宽松 ，人民也将得到更多 自 由 。 反之 ，

“

如果社会秩序的维持困难 ，

更多更好的控制手段就是社会所需要的
”

。
③ 因此 ，联协侵夺民权 、假造民意 ，从侧面反映 了沦陷区

基层社会的失序及伪政权的无力 。 控制的加强 ，意味着沦陷区人民 自 由的减少 。 最终 ，这种过度的

控制将加剧人民与伪政府间的对抗程度 ，从而影响伪政府的统治秩序 。 联协对民意的控制 ，非但难

以增进民众对 日 伪当局的支持 ，反而由于其虚伪性而
“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痛恨与抵制
”

④
，这必然

影响 日伪当局的控制效果 。

四 、 乡村控制 ：新民会与保甲连坐及武装 自卫

抗战期间 ， 战争的巨大物资消耗使得 日伪当局必须加强社会榨取 ，
以维持战争机器之运转 。 这

就要求伪政权将政治权力进一步深入乡村 ，
以利搜刮事项之进行 。 为此 ， 日 伪在华北推行大乡制 ，

① 按
，

1 9 4 2 年春 ，
Ｂ 军在通县三间房修建飞机场 ，

征用 民田 2 0 余頃
，
参见张 向群 《通县人 民抗 日 大事记 》 ， 《文 史选刊 》 1 9 9 5

年第 1 5 期
， 第 4 3 页 。

② 朱向如 ： 《我的童年回忆 》 ， 《文史选刊 》 1 9 9 5 年 第 1 5 期
，第 2 7 页 。

③ Ｅ ． Ａ■ 罗斯 ： 《社会控制 》 ，第 3 0 2 页 。

④ 马汝 良 ： 《通县新 民会》 ，
北京市通州 区政协文 史资料委员会编 ： 《烽火通州 》

，
第 9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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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乡作为伪政府之行政末梢 ，
以加强对乡村的政治控制 。 此外 ，

华北 日伪当局还面临中 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 日 武装的严峻挑战 。 中共抗 日 武装在 1 9 3 8 年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 ，并未一蹶不振 ，
而是

蓄势待发 。 据 日 本华北方面军掌握的情报 ，
1 9 3 9 年底 ，连通县这样靠近北平的地区也有 中共组织

渗入民间 。
① 至 1 9 4 0 年

，
通县东部成为中共蓟宝三联合县第 四区的辖区 。

② 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 ，

光靠大乡政权显然不足以对付中共领导的抗 日势力
， 乡村社会的秩序亦难以维持 ，这就要求 日伪通

过其他方式强化对基层的控制 ｏ

日 伪当局认为 ’

“

由政府所办的事情 ，每每到了 乡 下之后 ，不是变了本质 ， 就是敷衍了事 ，很

少能发挥实际效果 。 所以若打算使一种制度能够切实地实行 ，则 除 了政府的命令之外 ，必须另

外有
一

种推动的机能 。 新民会的乡村分会 ，正好合乎这种理想
”

。
③ 基于这种考虑 ，新民会农村

分会便作为协助 乡公所加强社会控制 的工具 ， 围绕推行保 甲和武装 自 卫两大任务④ ，
以大乡 为

单位在华北各地纷纷建立起来 。 为节省行政开支及各项工作推行之便利起见 ，新民会乡 分会与

乡 公所合并设置 ，分会长 由 乡 长兼任 。 分会之下 ， 以 自然村为单位设立村支会 。 支会长初 由村

长兼任 。 保 甲制实行之后 ， 由于村长改为保长或联保主任 ，
于是支会长也就 由保长或联保主任

兼任 。

新民会推行保甲制 ， 主要是看重其人身控制的作用 ， 即通过将人民编人保甲
，实行连坐制 ，

而使人民互相监视 。 通县作为 日 伪的模范县 ，率先于 1 9 3 8 年 1 1 月 试行保甲制 。
1 0 户 1 甲 ，

1 0

甲 1 保 ，

一般以一 自然村为
一

保 ，如该村太大则编为数保 ，称联保 。 由于保甲制 的实施效果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乡保长队伍的素质 ， 因此有必要首先对通县的乡保群体进行考察 。 这一时期的

通县档案 中充斥着大量的乡保长的辞呈 。 乡长在当时已 是伪政权的正式行政人员 ，保长虽不是

正式人员 ，但也有
一定之薪水 。⑤ 即使出 于谋生的角度 ， 乡保长亦不至于辞职。 那么 ， 这些乡 保

长纷纷辞职 ，
究为何故 ？ 1 9 4 3 年 4 月 ，

通县水牛房村保长兼新民会支会长董书庭向大乡 长递交

辞呈 ：

村 民董 书庭于 去年 1 0 月 间 蒙贵 乡长之指派 ， 充 当本村保长 。 敝人 自 愧才 薄 学 浅 ， 缪蒙重

寄 。 自 接事 以来 ，数 月 之 间 ，对于公务多 有贻误之处 。 幸蒙各方长 官未加深责 ， 思之不胜感激 ，

惶恐之至 。 长此 以往
，
倘若贻误要公 ， 敝人实难 负 此重 责 。 也兼之敝人家道 中 落 ，度 日 维艰 ， 在

此薪桂米珠之际 ，实难株守家 乡 ， 坐 以待毙 。 故于不 得 已之 中 正 在托人谋事 。 倘若仓促外 出 ，

无人负 责 ， 与 其贻误要务于后 ，何若辞退于事先 。
⑥

这段文字透露几个信息 ，其一 ，董担任保长系 由 乡长指派 ，非其本人 自愿 ，
也非 由民选产生 ，说

明这时人们多不愿意充任保长 。 其二 ，董称其家道中落
，度 日维艰 ，

正在托人谋事 ，
这说明董的家境

① 曰本 防卫厅战 史室编
： 《华北治安战 》 （上 ）

，
第 1 2 6 页 。

② 通县党 史县志 办公室编 ： 《通县革命史》 ， 第 7 5 页 。

③ 《新民会分会与 民众 自 卫 》 ， 第 1 3 页 。

④ 按
，
自 1 9 4 2 年初 华北合作 事业 总会成立之后

，
原 由新民会办理的合作社业务统由 华北合作事业 总会接管

，
故本文未将合

作社纳入研究范围 。 参见王士花《 日 伪统治时期 的华北农村合作社》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 0 0 1 年 第 1 期 。

⑤ 朱德新 ： 《 乡 村基层政权》
，
魏宏运主编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 东农村社会调 查与研究》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1
0 4 页 。

⑥ 《关于请求辞职的呈 》 （ 1 9 4 3 年 4 月 1 9  0 ） ，通档 ，
1 0 2 ／9 ／ 1 2 9

， 第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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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富裕 。 笔者通过査阅当时通县政府的地亩册 ，发现大羊坊乡 保长平均拥有地产 1 2 ． 6 亩 。
① 以

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
1 2 ． 6 亩属于中等以下 。 由此观之 ，董的情况并非个例 ，

而是当时之普遍情

形 ，即通县的保长群体并非乡村富户 ，而是中下人家 。
②

之所以 出现这
一

情形 ，原因之一在于抗战期间 日伪为了以 战养战而搜刮太甚 ，导致富有乡绅主

动逃离乡保政权 。 这
一时期 乡 公所和新民会乡分会的议事内容几为征收摊款所充斥 。

1 9 4 3 年 5

月 的新民会通县总会区委员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征收乡青年训练所的 口粮和制服费 。
③ 1 9 4 4 年

8 月 的双树乡 乡务会议也围绕征收军警援护委员会的摊款 、替燕京道保安队征募 8 名新兵 、征收乡

公所职员的 口粮等搜刮事项而展开 。
④ 过重的搜刮导致直接负责向所在村庄征收摊款的乡保长吃

力不讨好 ，

“

因而上层视当乡保长为畏途 （挨打的架子 ）
，
多雇流氓或穷人充当之

”

。
⑤ 由这样一支

脆弱的 、不安于位的保长队伍领导的保甲制 ，其控制机能可想而知 。

虽然保长纷纷联名具保 ，称
“

村中虽
一童叟俱按名 口注入户 口 册 ，均身家清白 良善百姓 ， 为此

民村等敢具确实甘结 ，倘有隐匿不报之情形 ，
以后査出 ，

民等全村愿以身家性命担负全责
”

？
，
然而

中共势力仍然深人通县乡村 。 在 1 9 4 1 年至 1 9 4 2 年 日 伪统治秩序最稳定的时期 ， 中共统战工作仍

暗地进行 ， 积极争取乡保长 、小学教师的支持 ，并派人直接打入伪乡公所 ，化 日伪政权为两面政权 。

通县东部地区至 1 9 4 3 年已成为 中共平三蓟联合县十区的辖区 ， 向中共完粮纳税 。
⑦

乡保政权的两面化 ，
说明新民会推行的保甲制的控制效果并不理想 ，

不但没能制人 ，反为人所

制 。 但若完全将 日伪对乡村控制的不力归结到保甲制身上 ，
也是不全面的 。 事实上 ，对 日伪来说 ，

由新民会主导的乡村控制除了保甲制之外 ，
还有武装 自卫 。 通县是

“

模范县
”

，属于 日军划定的
“

治

安区
”

。 由于 日军被大量调至非治安区用于清剿 中共武装 ，故治安区的防务主要由伪军及民 间武

装维持 。 通县的民间武装因而较之其他地区 ，格外发达。 新民会在通县先后成立的民间武装有武

装 自卫团和保甲 自卫团 。

武装 自卫团 ，又名
“

政治工作队
”

或
“

新民联武队
”

，是职业性武装 ， 由通县公署发给枪支并每人

①


表 5 新民会大羊坊乡分会 1 9 4 2 年度支会会长地产表


村别支会会长拥有土地 （ 亩 ）村别支会会长拥有土地 （ 亩 ）

何凤侣1 0 ． 5

郑庄村李洪恩 1 0水牛房



董树棠 （
1 9 3 9 年在任 ）



1 Ｚ 5



北神树


党文和


9



马家湾


赵德元


4


董村
一

谢拴1 6｜ ｜康村Ｓｍ 2 6

人均地产 1 2 ．  6

资料来源 ： 《通县大羊坊 乡 地亩册》 ，通档 ，
1 0 2 ／ 8／ 1 2 1

，第 1
一

5 8 页 。

② 关于抗战期间 华北 乡保群体的经济状况 ，朱德新与杜赞奇等 学者 均持相似看 法 。 根据朱德新在寞 东农村 的采访调查 ，

三

四十年代基层农村行政人员 具有三个特点 ，即
“

1
－ 中等 阶层偏下 ； 2 ． 能说会道 ； 3 ． 为生计 而参加

”

。 参见 朱德新 《 乡 村基层政权 》 ，

魏宏运主编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 农村社会调查 与研究》 ，第 9 6 页 。 杜赞奇认为 2 0 世纪 2 0 至 4 0 年代
，
过重的摊款给 乡政权

带来很大 负担和麻烦 ，
导致 乡 村精英主动逃 离 乡 政权

，
使得 乡政权逐渐劣质化。 参见杜赞奇 《文化 、权力 与 国 家 ：

1 9 0 0
—

1 9 4 2 年 的

华北农村》 ， 第 1 8 3 页 。

③ 《新 民会通县 总会区委员会会议记录》 （ 1 9 4 3 年 5 月 1 0 曰 ）
，
通档

，
1 0 2／ 1 2／ 5 7 2

， 第 4 5
—？ 页 。

④ 《双树 乡 乡务会议记录》 （
1 9 4 4 年 8 月 2 5 日

） ，
通档

，

1 0 2／ 8／ 9 6
，第 3

＿

5 页 。

⑤ 李楚 离 ： 《坚持翼 东游击战 争 ，
为创造大块游击根据地而斗争 》 ，

＊热辽人民抗 曰 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 ： 《冀热辽人民抗

日斗争文献 ？

回忆录》 第三辑 ，
天 津人民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第 8 页 。

⑥ 《 关 于报告本村村民盲 目从匪及村中现有情况的呈 》 （ 1 9 4 3 年 4 月 2 0 曰 ） ，通档
，

1 0 2 ／ 8 ／ 1 2 8
， 第 1 页 。

⑦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 ： 《通县革命史》 ，第 1 1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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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3 0 元薪俸 。 团内 以班为单位 ，每班 1 0 人至 3 0 人不等 。
① 表 6 为 1 9 4 1 年底通县武装 自卫团一

览表 。 由表 6 可知 ，
1 9 4 1 年底

，
通县的武装 自卫团兵力 5 8 8 人 ，

4 7 0 支枪
，

1 3 0 0 0 多粒子弹 ，几乎一人
一

枪 。 然而 ，这些枪支均系缴 自 民间 ，

“

多有破坏 ，
不堪应用

”

。 通县为此于 1 9 4 2 年专门设立修械

处 ，令团员将损坏的枪支送来修理 ，
以保证战斗力 。

② 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中 ，又将团员 中 吸毒

者及年龄 4 0 岁 以上者清理出去 ，实行明朗的人事制度以严定赏罚 。
③ 凡此种种 ，均 旨在加强战力 。

这年 8 月 ，驻通县的 日本警备队队长令新民会马驹桥地区办事处主任孙冠英挑选 5 名优秀的武装

自卫团员 ，各骑 自行车
一

辆 ，随同 日军讨伐共军 。
④



表 6 通县武裝 自卫团
一

览表



地区名团员数枪支数 （ 支 ） 弹药数 （
粒） 地区名团员数枪支数 （ 支 ） 弹药数 （粒 ）

燕郊镇


3 3


1 2


3 6 0后寨府


9


1 0


3 0

邢各庄 3 0 1 2 3 6 0太子府 9 1 0 3 0

胡各庄 3 0 1 2 3 6 0和合站 9 1 0 3 0

古城 3 0 1 2 3 6 0王庄 9 1 0 3 0

式姑庄


3 0


1 2


3 6 0张各庄 9 1 0 3 0

西焦庄


3 0


1 2 3 6 0贾家疃


9



1 0


3 0 0

大兴庄 3 0 1 2 3 6 0大豆各庄 9 1 0 3 0 0

梁家坟 3 0 3 0 9 0 0大甘棠 9 1 0 3 0 0

小庄 2 0 2 0 6 0 0小辛庄 9 1 0 3 0 0

盛屯 2 0 2 0 6 0 0谭台 9 1 0 3 0 0

北杨庄 1 8 1 8 6 0 0 7ｊｃ乐店 1 7 1 7 5 0 0

翟里 3 0 3 0 1 0 0 0槨店 2 1 2 1 8 4 0

双卑头 1 0 1 0 3 0 0北提寺 2 0 2 0 3 8 0

马各庄 1 0 1 0 5 6 0东张各庄 2 0 2 0 6 0 0

草市 1 0 1 0 3 0 0后营 2 0 2 0 1 0 0 0

五里桥


1 0


1 0


3 0 0前德仁务 2 0



2 0


5 1 0

西集镇


9 1 0


3 0


总计 5 8 8 4 7 0 1 3 1 9 0

资料来源 ： 《通县公署 1 9 4 0 年食粮 、经济 、治安报告书 》 （ 1 9 4 2 年 2 月 ） ，通档 ，
1 0 2 ／ 5 ／3 2

， 第 1 3 页 。

除了武装 自卫团 ，
通县新民会训练的 自卫武装还有保甲 自卫团 。 通县保甲 自卫团于 1 9 4 1 年成

立 ， 以 自然村为单位编成 ， 由该村保长或联保主任领导 。 与武装 自卫团不同 ，保甲 自卫团不是职业

性武装团体 ，其团员不领薪俸 ，凡村内的青壮年均须于农闲时轮流受训 。 以通县大羊坊乡 为例 ，该

乡新民会分会于 1 9 4 2 年 1 2 月 至次年 1 月 先后分两次共抽调 1 1 1 2 名壮丁进行训练 。
⑤ 这些人经过

① 《通县公署 1 9 4 0 年食粮 、经济 、治安报告书 》 （ 1 9？ 年 2 月 ）
，
通档

，

1 0 2／ 5 ／3 2
，
第 1 3 页 。

② 《关 于修理枪支问題的通令》
（

1 9 4 2 年 8 月 8 日
） ，
通档 ，

1 0 2 ／ 1 2 ／ 5 3 4
， 第 2 1 页 。

③ 《第五次 治安强化运动 实施要领》 （ 1 9 4 2 年 1 0 月 7 曰
） ，通档 ，

1 0 2／ 1 2／ 5 3 4
，第 5 3 页 。

④ 《关 于挑选青年 团 员随 同 Ｈ 本警备队讨伐的密令》 （ 1 9 4 2 年 8 月 1 0 曰 ）
，
通档

，

1 0 2／ 1 2 ／ 5 9 9
， 第 3 8 頁 。

⑤ 《通县大羊坊 乡 第二期青壮年受训报到册》 （ 1 9 4 3 年 1 月 2 7 曰 ） ，
通档 ，

1 0 2／ 8 ／ 1 2 3
， 第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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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之后 ，在其所在村落巡逻放哨 。 各村保甲 自卫团人数在 1 0 人至 3 0 人之间① ， 团员之多寡既取

决于该村人口数量 ，
也取决于该村拥有的枪支数量 。 有的村庄因为没有枪支 ，便没有成立保甲 自卫

团 。 至 1 9 4 1 年底 ，
通县保甲 自卫团编成的情况为

，
永乐店地区团员 1 2 0 人 ，西集地区 7 0 人 ，燕郊地

区 7 0 人 ，诸葛店地区 1 2 0 人 ，贾家疃地区 1 5 0 人 ， 张家湾 、牛堡屯 、 尹各庄保甲 自卫团正在成立中 ，

共计团员 5 3 0 人。
？ 由于 日伪把从民间收缴得来的枪支优先分配给武装 自卫团和青年训练所使

用 ，余下的枪械才归保甲 自卫团使用？ ，故保甲 自卫团装备极差 ，不得不以木棍代替 ，被通县百姓戏

称为
“

棍儿团
”

。
？

武装 自卫团和保甲 自卫团在执行防务时密切配合 ，
以武装 自卫团为主力 ， 同时轮流抽调保甲 自

卫团员作为辅助巡逻 。 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 ，
保甲 自卫团负责夜间巡逻 ，老人妇女儿童负责 日

间巡逻 ， 同时以武装 自卫团所在村为枢轴村 ，统筹乡村 自卫 。
⑤

通县新民会为 了维持其
“

铜墙铁壁模范县
”

的招牌 ，对于训练民间 自卫武装 ，
不遗余力 。 对此 ，

新民会中央事务总长喻熙杰在 1 9 4 1 年的 《新民会工作概况》中特意提及通县 ，称
“

武装 自卫团 ，
以

三河县为中心 ，亘于通县 、平谷、蓟县一带 ，编成为第一政治工作队及第二政治工作队 ，更分此为八

班 ，与 日本军及县警察队相协力
，

以对抗八路军 ，团员达数千百名
”

。
？ 可见 ，

通县的武装 自卫确实

走在前列 。 事实上 ，它也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 。 根据中共方面的记载 ，

“

伪
‘

武装 自 卫团
’

密布各

村 ，监视并防止中共地下武装打人
‘

模范县
’

。 这对开辟抗 日地区造成了极大困难
＂

。
⑦

1 9 4 2 年 ， 中

共在通县的游击区先后丧失 。
？ 这一年新民会的工作也被该会顾问宋介褒扬为

“

士气最为高涨的

时期
”

。
？

然而 ，对共优势的取得主要是建立在 日军强大的军事实力 的基础之上 。 1 9 4 1 年 7 月 的冀东肃

正作战 ， 由 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直接参与对共作战 。
⑩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

虽然 日军主力被

调离华北 ，
日伪为了维持通县治安

“

模范县
”

的声誉 ，仍然很重视通县的防务 ，驻通县的 日伪军总兵

力一度达到 5 0 0 0 多人。
？ 随着 1 9 4 3 年以后 日 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 ，其在华北的统治也 日 益力

不从心 。

“

极端劣势
”

之新民会 ，在失去 日军军事后盾之后 ，
日 益显 出其对华北基层社会控制 的乏

力 。 1 9 4 4 年 9 月 ，
通县东部的西集镇被八路军攻克 。 不久 ，

通县武装 自卫团在随同 日军收复西集

镇的军事行动中被八路军击溃。 至 1 9 4 4 年底 ， 日伪在通县的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运河以西 ，
通县

东部 、南部已经被八路军收复 。
？ 中共势力 的扩张 ，说明新民会在争取民众、控制 乡村等方面的

失败 。

战争对经济榨取的需求 ， 以及来 自 中共的竞争压力 ，促使日 伪当局加倍强化其对乡村社会的控

制力度 。 然而 ，
不顾华北农村的经济承受力的搜刮 ，

以及侵略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 ，使得 日伪当局

① 《剿共模范地 区保甲 自卫 团 编成清册 》 （
1 9 4 3 年 1 月 ）

，通档 ，
1 0 2 ／ 8 ／ 1 2 3 ， 第 7

＿

3 1 页 。

② 金士坚等撰修 ： 《 河北省通县 志要》 ，
台北 ，

成文 出版社 1 9 6 8 年版
， 第 3 2 1 页 。

③ 《新民会通县总会区委员会会议记录》 （ 1 9 4 3 年 5 月 1 0 日 ） ，通档
，

1 0 2／ 1 2 ／ 5 7 2
，第 4 8一 9 页 。

④ 张向群 、
田广志

： 《通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大事记》 ， 《通州 文史 》 1 9 8 6 年 1 月 号
，
第 6 页 。

⑤ 《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实施要领 》 （
1 9 4 2 年 1 0 月 7 曰

）
，
通档

，

1 0 2／ 1 2 ／ 5 3 4
，
第 8 0 頁 。

⑥ 喻熙杰 ： 《新民会工作概况》 （
1 9 4 1 年 1 0 月 2 0 曰

） ，
章伯锋 、庄建平主编 ： 《抗 曰 战争》 第 6 卷

， 第 4 2 9 页 。

⑦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 ： 《通县革命史》 ，第 7 7 页 。

⑧ 通县党史县 志办公室编 ： 《通县革命史》 ，第 8 2 页 。

⑨ 曰本防卫厅战 史室编 ： 《华北 治安战 》 （ 下 ） ， 第 2 4 3 页 。

⑩ 通县 党史县 志办公室编 ： 《通县革命史》 ，第 7 7 页 。

？ 通县 党史县 志办公室编 ： 《通县革命史》 ，第 8 9 页 。

？ 通县 党史县 志办公室编 ： 《通县革命史》 ，第 1 1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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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不得人心的政权 。
？ 新民会借由保 甲连坐和武装 自卫以加强对乡 村社会控制的努力 ，

除 了

在 1 9 4 1 年至 1 9 4 2 年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 ，依仗 日军武力
，
得以暂时实现之外 ，基本上属于有心无

力 。 诚如新民会 自身意识到的 ，

“

恢复乡村治安 ，大队的军警固然是需要的 ，也是可能的
，但未必是

71Ｃ久的
”

。
② 新民会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 乡村控制 ， 既短暂又脆弱 。

结 语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
？ 罗斯在 《社会控制》

一

书中指出 ，

“

对秩序统治最严峻的考验 ，
发生在诸

如战争状态
”

中
，
这时

，

“

秩序似乎完全是国家和法律的创造物… …那里对于控制的需要是最紧迫

和持续的
”

。
③ 中 日 战争引起的巨大物资消耗 ，

及其对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秩序的冲击 ，使得 曰 伪

政权不得不竭力强化社会控制来维系统治 。 由于县政府和乡公所的统治力不足以控制广袤的华北

基层 ，
新民会作为协助伪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 ，

应运而生 。

为维持社会秩序 ，维护
“

模范县
”

的声名 ，新民会通县总会协助伪通县政府实行了多种社会控

制手段 ，控制面从外到 内 、纵横结合 、横跨城乡 ｏ 首先 ，通县新民会通过外在的分会组织对会员进行

人身控制 。 然而 ， 由于会员杂而滥 ，分会组织亦欠严密 ，难以达到 日伪期望的控制效果 。 其次 ，
通县

新民会还积极进行
“

思想战
”

，对人民 、尤其是青年施以教化 ，
以达到磨灭其反抗意志 、实现思想控

制的 目 的 。 这同样是徒劳的 ，新民主义并未为普通群众所接受 。 此外 ，新民会还通过联合协议会来

假造民意 、控制民心 。 然而 ，联协的代表并非民选 ，议事过程也不透明 。 新民会对舆论和民意的控

制愈强 ，人民的 自 由就愈少 ，这反过来加剧 了人民对 日 伪当局的反感 。 因此 ，控制 民意只能是 自欺

欺人 。 以上均是横向之控制 。 从纵向角度来说 ，与其说新民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 ，
不如说其重点控

制地域是乡村 。 当时的中国乡村是伪政府权力鞭长莫及之处 ，更有中共势力出没其间
，
这对 日伪的

乡村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 。 日 伪迫切需要依靠新民会来加强控制 。 围绕编制保甲和武装 自

卫
，新民会农村分会不遗余力 。 然而 ， 中共力量的客观存在 ，

以及 日 伪过重的搜刮 ，使得保甲和武装

自卫的推行并不成功 。 此外 ，新民会对乡村的控制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日 军强大的军事后盾 。 随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的大量撤离 ，
沦陷区的统治秩序便难以维系 。 凡此种种 ，均导致新民会对乡

村社会的控制并不成功 。

通过对通县新民会的考察可 以得知 ，尽管 日 伪当局希望在华北基层社会实现强有力的控制 ，这
一努力却并未取得显著成效 ，

可谓力不从心 。 通县作为
“

模范县
”

， 日伪尚且难以对其实现有效控

制 ，整个华北沦陷区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之实态当不容高估 。

〔 作者刘 洁 ，
北京大 学历史 学 系 博士研 究生 〕

（ 责任编辑 ： 高 莹 莹 ）

① 杜赞奇 ： 《文化 、权力 与 国 家 ：
1 9 0 0
＿

1 9 4 2 年的华北农村》 ， 第 2 0 4 頁 。

② 《新 民会分会与 民众 自 卫 》 ，第 9 页 。

③ Ｅ ． Ａ． 罗斯
： 《社会控制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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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

ｓｔｈｒｅｅａｎｔ 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ｓｔｃａｍｐａｉｇ
ｎｓ

 ：ｆ ｉｒｓｔ ｌｙ ，
ＳｈａｎｘｉＮｅｗＡｒｍｙ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ｏｃ 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1 9 3 9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ｈｗｅｉ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1 9 4 1

；ｔｈｉ
ｒｄｌｙ ，ｔｈｅＧｕｏｍ ｉｎｄａｎ

ｇ

＾

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ｉｋｅＹａｎ
＇

ａｎｉｎＭａ
ｙ

1 9 4 3 ．Ｔｈｏｕ
ｇ
ｈｔｈｅＣＣＰｓ

ｐ
ａ ｒ

ｔｙ
ｈ ｉｓｔｏｒ

ｙ
ｂｏｏｋｓｈａｖｅｍａｎ

ｙ 
ｄｅｐ 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ｔｈｅｓ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

ｔｈｅ
ｙ

ｓｃａｒｃｅｌ
ｙ
ｎｏｔ 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ｉ
ｎ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ｗｏ

ｙ
ｅａ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ａｎｔ ｉ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ｓ ｔｃａｍｐ
ａ
ｉｇ
ｎｓ

’
ｔｈｅＧｕｏｍｉｎｄａｎ

ｇ
－

ＣＣ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ｗｅｒｅｉｎｅａｓｅｆｏｒ ａｔｉｍｅ
’
ａｎｄｔｈｅ ｔｗｏｐａｒｔｉｅｓｅｖｅｎｈａｄｃｌｏｓｅ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
ｎｄ

ｐａｒｔ ｉｃｕｌａｒｌ
ｙ

ｉｎ 1 9 4 2 Ｃｈｉａｎ
ｇ
Ｋａｉ

－

ｓｈｅｋ
ｉ
ｎ 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ｌ

ｙ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ｔ
ｏｍｅｅｔ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

ｓｅｎｔ ｍａｎ
ｙ

ｔｅｌｅ
ｇｒ

ａｍｓ ｔｏＺｈｏｕＥｎｌａｉ ｉｎＣｈｏｎ
ｇｑ

ｉｎ
ｇ

ｔｏ
ｔａｌｋａｂｏｕ 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
ｅｘｐｅｃｔ

ｉ
ｎ
ｇ

ｔｏｍｅｅｔＣｈ ｉａｎｇ
Ｋａｉ

－

ｓｈｅｋ ｔｏｄｉｓｃｕｓ ｓｔｈｅＧｕｏｍｉｎｄａｎ
ｇ
－ＣＣ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ＺｈｏｕＥｎｌａｉ

＇

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ｅｎ ｔＬｉｎＢ ｉａｏｔｏＣｈｏｎｇｑｉｎ
ｇ

ｔｏ ｍｅｅｔＣｈｉａｎ
ｇ
Ｋａｉ

－

ｓｈｅｋ．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

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ｅｘｐ
ｅｃｔａｔ

ｉ
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ｓｈａｒｐｌ
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ｎｅ

ｇ
ｏｔｉａｔ 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ｗｉｔｈｏ ｕ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ｕ ｌｔｓ．Ｓｏｏｎ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 ｉｓ ｓｏｌｕ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ｔｅｒｎ
，

ｔｈｅＧｕｏｍ ｉｎｄａ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 ＣＣＰｂｅｇ

ａｎａｎｅｗ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ＴｏｍｏｙｕｋｉＣａｓｅ
一

Ｃ ｅｎｔｅｒｅ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Ｖ ｉｃｔｏｒｙｏ
ｆ

Ｃｈｉｎａ
＇

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ａ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ｎＨｕａ（ 3 9 ）

Ｃｈｉａｎｇ
Ｋａｉ －ｓｈｅｋ

，ＨｕａｎｇＦｕ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ｏｍ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ｉｓｅｏｆＢｅｉｐ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ｕｒｅａｕ

Ｃｈｉｅｆｓ
 
Ｈｅ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4 6
）

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Ａｒｅａｓ一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Ｘｌｎｍ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ｕＪｉｅ（

6 2
）

Ｄｕｒｉｎ
ｇ 

ｔｈｅ Ａｎ ｔ
ｉ

－

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Ｗａｒ

，

ｔｈｅ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ａｎｄ

ｐｕｐｐｅｔ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ｉｅ ｓｉ
ｎ Ｎｏｒ 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ｓ 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Ｘｉ

ｎｍｉｎＳｏｃｉｅｔ
ｙ

ｔｏ

ｓ 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ｓｏｃｉｅｔ

ｙ
ａｎｄｔｏｓｕｐｐ

ｏｒ
ｔ ｔｈｅｐｕｐｐｅｔ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ａｄｍｉ

ｎ
ｉ
ｓｔｒａｔｅ ．Ｌｏｃａｔｉｎ

ｇｉ
ｎｓｕｂｕｒｂ ｏｆＢｅｉ

ｊ
ｉｎ
ｇ ，Ｔｏｎｇ

ｃｏｕｎ ｔ

ｙ 
ｗａｓａｍｏｄｅｌ ｃ ｏｕｎ ｔｙ 

ｆｏｒ
ｐｕｂｌ ｉｃｏｒｄｅｒｓｅｔ ｕｐ


ｂ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ｎｄ

ｐ
ｕｐｐｅｔ ａｕ ｔｈｏｒ ｉｔｉｅｓ

，
ａｎｄ ｉ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ａ ｍｏｄｅｌｃｏｕｎ 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ｎｍｉ
ｎＳｏｃｉｅｔ

ｙ
．ＴｈｅＴｏｎ

ｇＣ
ｏｕｎｔ

ｙＸｉｎｍｉｎＳｏｃｉ
ｅ ｔｙｈ

ｅｌｐｅｄ ｔｈｅｐｕｐｐｅ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 ｔａｋ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ｔｈｏｕ
ｇ
ｈｔ

1 5 9



抗 曰 战争研究 2 0 1 5 年第 2 期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ｐ

ｕｂ ｌｉｃｏｐ ｉｎｉｏｎ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ａｎｄｖｉｌｌａ
ｇ
ｅｃｏｎｔ ｒｏｌ

，

ａｎｄｂｕ ｉｌ ｔａｓｅｔ ｏｆ 
ｓ ｏｃ 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
ｎｓ

ｉ
ｄｅａｎｄｏｕｔｓ

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 ａｃｒｏｓ ｓ ｔｏｗｎｓａｎｄ 
ｖｉｌｌ ａｇ

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ｔｈｅＸｉｎｍｉ

ｎＳｏｃｉ
ｅｔ
ｙ

＇

ｓ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ｔｏＴｏｎ
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ｕｃｃｅｓ ｓｆｕＬ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
ｎＴｏｎ

ｇ
ｃｏｕｎｔ

ｙ ，
ａｓａ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ｎｄ

ｐｕｐｐｅ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
ｗａ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

，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ｐｐｅｔ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
ｇ

ｒａｓ ｓ
－

ｒ ｏｏｔｓｏｃｉｅｔ

ｙ
ｉｎｗｈｏｌｅｏｃｃｕｐ ｉ

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
ｎＮｏｒｔｈ Ｃｈ 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ｏｖｅｒｖａｌｕｅｄ ．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一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ｙ

＇

ｓ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ｉ屯

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
，

1 9 3 9
－

1 9 4 4ＣｈｅｎＭｏ（ 7 7 ）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
＇

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
， 1 9 4 2 

－ 1 9 4 5



Ｊｉａ
Ｑｉｎｈａｎ（ 9 3 ）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ｏｕ 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ｔｈｅＰａｃ ｉｆｉｃＷａｒ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ＵＳ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

＇

ｓ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ｔｏｐｕｂ ｌｉ
ｃｏｐｉ

ｎｉｏｎ ｓ
，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 ｔ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ｅｓｔａｂ ｌｉ ｓｈｅｄ ｔｈｅＯｆｆｉ ｃｅ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
ｃ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ｉｎ Ｊｕｎｅ 1 9 4 2  ｔｏｔａｋｅａｎｔ

ｉ

－

Ｆａｓｃｉ
ｓｍ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
ｇｉ
ｃａ

ｌｗａｒｆａｒｅ

ｔｏ ｅｎｅｍ
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ｃｏｌ ｌｅｃｔ 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ｌｏｖｅｒ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Ｕｎｔ ｉｌＡｕｇｕｓｔ 1 9 4 5 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ａｎ ｄ ｉ

ｓ ｓｏ ｌｖｅｄ ｔｈｅＯｆｆｉ
ｃｅ

，
ｉｎ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ｙ
ｅａｒｓ ｉ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ｍａｎ

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ｂｏｕｔ Ｃｈ ｉ

ｎａ
＇

ｓｒｅｓ ｉ
ｓｔａｎｃｅ

，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ｕ ｔｓ 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ｃｏｎｔ ｒ
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 ｎｏｆ 
ｔｈｅ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ｐ
ｅｏｐ ｌｅ

＇

ｓ ｆｉ
ｇ
ｈｔ

ｉ
ｎ
ｇ

ｓｐｉ
ｒ ｉｔ

，ｔｏｔｈｅ ｉ
ｎｓｐ ｉｒ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ｆｉ

ｇ
ｈ ｔｈｅａｒ

ｔ
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ｌ ｉｔａｒ

ｙ
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 ｏｌ ｉｄａｔ
ｉｏｎ ｏｆｗａｒｔｉｍｅ ｒｅｌ

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ｌｌｉ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ｌ ｉｎｅ ｓｏｆ ｔｈｅＯｆ ｆｉ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 ｃＳｅｒｖ ｉ
ｃｅｓｔｏ

Ｃｈ ｉ
ｎａ

＇

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

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

＇

ｓａｔｔ ｉｔｕｄｅｔｏｔｈｅＣ ＣＰａｎｄ ｉｔｓ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 ｄ
ｉ
ｒｅｃ ｔｌ

ｙ ｉ
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ｏｆ ｔｈｅＵＳ

ｇ
ｏ 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
ｐ
ｏｌ ｉｃ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Ｃｈ ｉｎａ

，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 ｅｏｆ 

ｔｈｅＵＳＡ
＇

ｓＦａｒＥａｓ ｔ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

ＳａｍｅＮａｍｅｓ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ｕｎｔｙ ＩＶｂｇ ｉｓｔｒａｔｅｓｏｆ ｔｈｅＧｕｏｍｉｎｄａ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ＣＣＰ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Ａｎｔ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
 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
1 0 8 ）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Ａｎｔ
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ｕｎｔ

ｙｍａｇｉ
ｓ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ＣＰａｎｄｔｈｅＧｕｏｍｉ

ｎｄａｎｇｆｏｒｍｅｄｉ
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
ｏｎｐｒｏｃｅｓ ｓｏｆ 

ｔ
ｈｅ

ｉ
ｒ
ｇ

ｒａｓ ｓ
－

ｒｏｏｔ
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ｌ

ｐ
ｏｗｅｒ ｈａｄ ａｌｍｏｓｔ ｈ

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ｄ

ｇ
ｒｅａｔ ｅｘ

ｐ
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ｐ
ａｒｔｉｅｓ

，
ｔｈｅ

ｙ 
ｈａｄｍａｎ

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 ．Ｂ ｅｃａｕ ｓｅｏｆ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ｄｅｓｉｇｎ ｉｄｅａｓ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ｄｍｉ
ｎｉｓ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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