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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租减息

运动中农民的思想变迁

■ 徐建国

[摘 要 ] 抗战时期 , 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 , 对根据地农民进行了经济上的动员 , 提高

了农民的经济地位 , 进而改变了农村阶级状况。同时 , 通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极大地动摇了农民传统

的封建思想观念 , 形成了经济、政治上的动员和社会变革的整体互动 , 促进了农民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观

念的产生和增强 , 主要表现在阶级意识、团结和组织意识、斗争意识、政权观念和参政意识、民族国家

观念、政策法令意识等六个方面。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思想观念的变迁 ,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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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的 研 究 , 目 前 学 界 主 要

限 于 运 动 的 开 展 、 过 程 、 经 验 等 方 面 。 本 文 拟

从 农 民 思 想 观 念 变 迁 这 一 视 角 对 这 次 运 动 进 行

研 究 , 从 而 探 讨 经 济 政 策 和 社 会 变 动 之 间 的 关

系 , 揭 示 中 共 发 动 和 组 织 农 民 的 社 会 根 源 。

晋 冀 鲁 豫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主 要

经 历 了 三 个 阶 段 : 1942 年 以 前 是 宣 传 阶 段 ,

军 事 斗 争 是 当 时 的 主 要 任 务 ; 1942 年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开 始 在 部 分 地 区 试 点 的 基 础 上 逐 步 展

开 , 并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绩 , 群 众 的 积 极 性 初 步

调 动 起 来 , 思 想 观 念 也 发 生 了 较 大 的 变 化 , 为

1944 年 运 动 的 广 泛 深 入 开 展 打 下 坚 实 的 基 础 。

1944 年 开 始 ,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在 全 区 广 泛 开 展

起 来 , 成 为 普 遍 深 入 的 群 众 运 动 。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绝 不 是 过 去 我 们 所 想 象 的

那 样 简 单 , 以 为 政 府 下 道 命 令 , 或 群 众 团 体 召

开 个 大 会 就 可 以 把 民 生 工 作 处 理 完 , 广 大 群 众

的 生 活 真 正 得 到 了 改 善 ” ①。 根 据 地 农 民 生 活

于 封 闭 半 封 闭 的 乡 村 社 会 中 , 固 守 着 世 代 相 袭

的 传 统 思 想 观 念 。 绝 大 多 数 农 民 认 为 : “那 块

地 该 交 多 少 租 是 老 规 矩 , 说 减 就 减 , 有 点 亏

心 ”, “富 贵 贫 贱 由 命 定 , 减 了 的 也 发 不 了 财 ,

不减 的 也 不 一 定 就 吃 亏 ”。② 所 以 , 要 真 正 使 党

的 政 策 贯 彻 落 实 下 去 , 使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思

想 观 念 在 群 众 中 生 根 发 芽 , 就 要 改 变 农 民 传 统

的 思 想 观 念 , 以 新 民 主 主 义 的 思 想 观 念 来 取 代

农 民 固 有 的 传 统 观 念 , 这 个 过 程 是 循 序 渐 进

的 。 纵 观 农 民 在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中 思 想 观 念 的 变

化 ,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

一、阶 级 意 识 的 产 生 和 增 强

在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开 展 前 , 农 民 的 头 脑 中 是

没 有 阶 级 这 个 概 念 的 。 由 于 封 建 社 会 十 分 漫

长 , 传 统 思 想 观 念 在 农 民 头 脑 中 根 深 蒂 固 。

“地 主 阶 级 对 于 农 民 的 封 建 统 治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东 西 , 不 但 有 其 经 济 基 础 , 而 且 有 其 上 层 建

筑 , 即 农 民 在 思 想 上 、 道 德 上 、 习 惯 上 , 都 在

封 建 束 缚 之 下 , 认 为 地 主 的 封 建 统 治 是 当 然

①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 河 南 省 档 案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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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页。

② 太 行革 命根 据 地史 总编 委 会 : 《太 行革 命 根据 地

史 料 丛 书 之 五 : 土 地 问 题 》,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1987 年

版 ,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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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的。”① 这导 致 农 民 只 有 穷 富 观 念 , 缺

乏明 确 的 阶 级 意 识 , 而 且 “把 贫 富 贵 贱 都 看 作

是 ‘命 运 ’决 定 , 不 能 由 人 ”②, 甚 至 在 绝 大 多

数 农 民 看 来 , 不 但 不 应 该 仇 恨 地 主 , 反 而 应 该

感 谢 地 主 : “地 是 人 家 地 主 的 , 人 家 不 租 给 咱

地 , 咱 怎 么 能 活 呢 ? ”③

如 何 改 变 农 民 的 命 运 观 念 ? 这 是 运 动 开 展

的 关 键 一 步 。 群 众 的 发 动 , “离 不 开 农 民 的 思

想 觉 悟 , 当 群 众 还 没 有 认 为 减 租 是 必 要 的 和 正

当 的 时 候 , 他 便 不 会 积 极 的 行 动 起 来 ”④。 如 何

提 高 农 民 的 思 想 觉 悟 呢 ? “这 就 须 要 从 根 本 上

对 农 民 进 行 阶 级 教 育 ”⑤, 也 就 是 说 要 找 到 打 破

农 民 命 运 观 的 切 入 点 。 单 纯 用 讲 大 道 理 或 行 政

命 令 的 方 法 , 是 不 可 能 得 到 农 民 的 赞 同 和 认 可

的 ,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是 从 农 民 的 贫 富 观 念 出 发 ,

引 导 农 民 “结 合 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 进 行 反 省 。

‘穷 人 是 怎 样 穷 了 的 ? 地 主 是 怎 样 富 了 的 ? 地

主 是 怎 样 压 迫 咱 们 的 ? ’ 围 绕 着 这 些 问 题 , 群

众 便 会 从 自 己 生 动 的 历 史 事 实 中 , 找 到 ‘穷 根

子 ’”⑥, 使 农 民 从 内 心 深 处 认 识 到 他 们 并 不 是

天 生 命 穷 , 而 是 由 于 地 主 阶 级 的 剥 削 才 导 致 贫

穷 , 农 民 有 了 剥 削 和 被 剥 削 的 意 识 觉 醒 , 才 能

树 立 明 确 的 阶 级 观 念 。 通 过 “访 痛 苦 ”、 “倒 肚

子 ”、 “诉 痛 苦 ” 等 形 式 的 引 导 , “特 别 是 经

过 最 受 剥 削 最 受 痛 苦 的 群 众 的 反 省 , 群 众 的 阶

级 觉 悟 便 会 大 大 提 高 , 和 地 主 之 间 的 阶 级 界 限

便 会 明 显 的 划 分 开 ”。⑦

对 于 从 事 双 减 的 干 部 来 说 , 则 存 在 如 何 引

导 的 问 题 。“要 教 育 所 有 干 部 以 群 众 的 话 解 答 群

众 问 题 , 使 农 民 认 识 剥 削 关 系 与 剥 削 实 质 , 尽

量 揭 露 地 主 阶 级 的 凶 恶 , 对 农 民 的 欺 压 狡 诈 ,

暴 露 其 伪 善 面 目 , 打 破 农 民 ‘良 心 下 不 去 ’ 的

旧 观 念 , 启 发 其 阶 级 意 识 , 明 确 阶 级 对 立 。” ⑧

这 个 过 程 可 以 简 化 为 , 从 农 民 朴 素 的 贫 穷 观 念

出 发 , 诱 导 农 民 思 考 : 自 己 为 什 么 穷 ? 是 因 为

被 剥 削 穷 的 。 地 主 为 什 么 富 ? 是 因 为 剥 削 别 人

富 的 。 从 而 使 农 民 产 生 剥 削 和 被 剥 削 的 意 识 ,

在 此 基 础 上 , 引 导 农 民 明 确 剥 削 者 就 是 地 主 ,

被 剥 削 者 就 是 贫 雇 农 , 从 而 确 立 明 确 的 阶 级 观

念 。 阶 级 观 念 的 产 生 , 使 农 村 分 裂 为 剥 削 阶 级

和 被 剥 削 阶 级 , 弱 化 了 农 民 的 家 族 认 同 , 消 解

了 宗 族 与 宗 族 、 村 与 村 之 间 的 矛 盾 , 为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的 开 展 打 下 了 基 础 。

二、团 结 和 组 织 意 识 的 增 强

小 农 经 济 的 封 闭 性 和 分 散 性 , 使 农 民 之 间

缺 乏 必 然 的 联 系 , 处 于 涣 散 状 态 。 改 变 这 种 状

况 , 就 要 在 农 民 具 有 的 初 步 阶 级 觉 悟 的 基 础

上 , “启 发 农 民 的 阶 级 意 识 , 明 确 阶 级 对 立 关

系 。 只 有 阶 级 关 系 在 农 民 意 识 中 明 确 起 来 , 才

能有真正的社会统一战线”⑨。农民有了阶级认

同 感 和 归 属 感 , 才 能 引 导 他 们 团 结 起 来 。 因

此 , 要 引 导 农 民 “从 租 佃 关 系 上 认 识 地 主 老 财

一般黑 , 天下穷人是 一 家 ”⑩。为 了 动 员 广 大 农

民 团 结 起 来 , 很 多 地 方 提 出 了 “组 织 起 来 有 力

量 ” 的 口 号 。 为 了 加 强 运 动 中 的 阶 级 团 结 教

育 , 有 些 地 方 提 出 了 “农 民 是 一 家 人 ”、“一 条

①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 , 山西、河北、

山东、河南档案馆 :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

经 济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二 辑 , 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 1990

年版 , 第 690 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

编》第二辑 , 第 690 页。

③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河 南 省 档 案 馆 编 《晋 冀 鲁 豫 抗

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 河南部分) 》 ( 二 ) , 档案出版

社 1985 年版 , 第 441 页。

④ 《晋 冀 鲁 豫 抗 日 根 据 地 财 经 史 料 选 编 ( 河 南 部

分) 》 ( 二 ) , 第 440 页。

⑤ 《太 行 革 命 根 据 地 史 料 丛 书 之 五 : 土 地 问 题 》,

第 202 页。

⑥ 《晋 冀 鲁 豫 抗 日 根 据 地 财 经 史 料 选 编 ( 河 南 部

分) 》 ( 二 ) , 第 441 页。

⑦ 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 : 《晋 冀 鲁豫 边

区史料选编》第二辑, 1980 年内部参考印行, 第 259 页。

⑧ 《太 行 革 命 根 据 地 史 料 丛 书 之 五 : 土 地 问 题 》,

第 206 页。

⑨ 《太 行 革 命 根 据 地 史 料 丛 书 之 五 : 土 地 问 题 》,

第 206 页。

⑩ 《太 行革 命根 据 地史 料丛 书 之 五 : 土 地 问 题 》,

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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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干 到 底 ”、“大 家 都 是 穷 朋 友 ” 等 口 号 。 ①

通 过 家 的 观 念 的 延 伸 和 扩 大 , 把 广 大 农 民 团 结

到 被 剥 削 阶 级 这 个 阵 营 里 来 。

针 对 运 动 中 出 现 的 农 民 之 间 互 相 倾 轧 的 现

象 , 太 行 区 平 顺 县 用 “大 鱼 吃 小 鱼 , 小 鱼 吃 虾

虾 , 老 根 是 地 主 ” 这 样 通 俗 易 懂 的 口 号 让 群 众

知 道 “地 主 通 过 你 来 剥 削 我 ” 的 道 理 , 消 除 了

农 民 之 间 的 对 立 情 绪 , 稳 定 了 阶 级 阵 营 。②

农 民 有 了 阶 级 认 同 感 和 阶 级 归 属 感 , 还 需

要 有 一 个 组 织 起 到 组 织 和 协 调 的 作 用 , 把 涣 散

的 农 民 力 量 整 合 起 来 。 农 会 在 整 合 农 民 力 量 方

面 具 有 自 身 的 优 势 。“农 会 不 同 于 政 权 , 更 不 是

政 权 的 附 属 , 而 是 农 民 自 己 的 组 织 , 不 是 站 在

农 民 上 面 或 外 面 向 群 众 要 求 , 而 是 站 在 群 众 中

间 领 导 群 众 。” ③ 所 以 要 切 实 把 农 民 组 织 起 来 ,

形 成 有 组 织 的 斗 争 , “首 先 是 应 把 农 会 壮 大 与

健 全 起 来 , 动 员 一 切 农 民 加 入 农 会 , 使 农 会 等

群 众 组 织 具 有 雄 厚 的 群 众 基 础 ” ④, 成 为 整 合

农 民 力 量 的 中 心 。 如 沙 河 县 在 运 动 中 , 由 农 会

组 织 农 民 开 展 运 动 , 取 得 很 大 的 成 绩 , 并 且 使

农 民 “真 正 认 清 了 农 会 是 为 自 己 谋 利 的 群 众 组

织 , 在 ‘要 抗 日 吃 饭 , 组 织 农 会 自 己 干 ’ 的 口

号 下 , 纷 纷 成 立 或 改 进 村 农 会 ⋯⋯ 以 前 对 农 会

表 示 怀 疑 或 观 望 的 农 民 , 均 已 正 式 加 入 ”⑤。

通 过 实 际 的 群 众 斗 争 , 让 农 民 得 到 利 益 ,

更 易 于 推 动 农 民 团 结 和 组 织 意 识 的 增 强 。 “从

斗 争 中 组 织 农 民 , 组 织 农 民 力 量 , 让 农 民 群 众

了 解 , 只 有 自 己 团 结 起 来 , 组 织 起 来 才 能 改 善

自 己 的 生 活 , 提 高 自 己 的 社 会 地 位 。” ⑥ 1943

年 1 月 , 太 行 区 涉 县 由 农 会 组 织 召 开 了 斗 争 本

县 头 号 地 主 任 聚 五 的 万 人 大 会 后 , 广 大 农 民 认

识 到 加 入 组 织 的 重 要 性 , “全 县 农 会 会 员 猛 增

到 18300 多 人 , 青 救 会 、 妇 救 会 会 员 增 加 到

7500 多 人 ”⑦。

三、斗 争 意 识 的 产 生 和 增 强

农 民 有 了 阶 级 意 识 和 团 结 观 念 , 需 要 通 过

斗 争 这 种 具 体 的 形 式 加 以 巩 固 和 加 强 , 并 且 使

农 民 在 斗 争 中 得 到 实 际 利 益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强

化 阶 级 意 识 和 团 结 观 念 。 但 由 于 多 年 来 一 直 受

地 主 阶 级 的 剥 削 和 压 迫 , 农 民 对 地 主 怀 有 强 烈

的 恐 惧 心 理 , 不 敢 或 不 愿 意 直 接 与 地 主 开 展 面

对面的斗争。“被地主压迫很多年的佃户 , 是不

敢 出 头 减 租 的 ”, “经 我 们 鼓 动 后 , 他 们 虽 然 认

为是应该的、合理的 , 但还不愿意自己出头”。⑧

采 用 集 体 斗 争 的 方 式 是 改 变 这 种 状 况 的 重要方

法 之 一 , 在 集 体 斗 争 中 激 发 农 民 的 斗 争 意 识 ,

“从气势上形成农民斗争的政治优势”⑨。

太 行 区 涉 县 于 1942 年 11 月 3、13 日 和 24

日 连 续 在 南 岗 召 集 了 联 村 斗 争 大 会 , 有 数 千 人

参 加 , 当 场 就 把 旧 债 文 书 烧 毁 , 农 民 收 回 了 被

押 的 土 地 。 1943 年 1 月 17 日 又 在 井 店 召 开 了

斗 争 大 地 主 任 聚 五 的 万 人 斗 争 大 会 , 有 20 名

受 害 者 诉 苦 , 极 大 地 激 发 了 农 民 的 阶 级 观 念 和

斗 争 意 识 , 群 众 的 精 神 面 貌 大 变 , 各 项 工 作 都

随 之 活 跃 , 全 县 的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就 在 这 段 时 间

内 普 遍 开 展 起 来 。⑩ 在 1942 年 的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中 , 太 行 区 左 权 县 麻 田 镇 在 斗 争 地 主 贵 和 诚

时 , 也 是 在 群 众 组 织 起 来 , 集 体 登 门 辩 理 后 才

算 账 退 租 的 , “当 场 退 出 钱 2700 元 , 粮 食 30

① 参见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 河南

部分 ) 》 ( 二) , 第 445、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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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 》 ( 二) , 第 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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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料 丛 书 之 七 : 群 众 运 动 》,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1989 年

版 , 第 197—198 页。

⑤ 《新华日报》( 华北版) 1942 年 8 月 11 日。

⑥ 《太 行 革 命 根 据 地 史 料 丛 书 之 五 : 土 地 问 题 》,

第 208 页。

⑦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

稿 (1937—1949)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68 页。

⑧ 《晋 冀 鲁 豫 抗 日 根 据 地 财 经 史 料 选 编 ( 河 南 部

分) 》 ( 二 ) , 第 438 页。

⑨ 《李 雪 峰 回 忆 录———太 行 十 年 》 ( 上 ) , 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142 页。

⑩ 参 见 《太 行 革 命 根 据 地 史 料 丛 书 之 五 : 土 地 问

题》,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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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①。

四、参 政 意 识 、政 权 观 念 的 产 生 和 增 强

经 过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 广 大 农 民 的 参 政 意 识

和 政 权 观 念 显 著 增 强 。 在 运 动 中 , 中 共 强 调 引

导 农 民 的 民 主 政 权 观 念 。“在 佃 户 面 前 , 着 重 解

释 : 现 在 的 八 路 军 不 和 别 的 军 队 一 样 , 抗 日 民

主 政 权 , 也 不 和 老 政 权 一 样 , 他 们 不 是 相 富 人

不 相 穷 人 , 现 在 不 是 官 ( 相 官 ) , 民 相 民 ” ②,

使 广 大 农 民 认 识 到 抗 日 民 主 政 权 是 代 表 穷 人 利

益 的 政 权 。

农 民 在 运 动 中 得 到 的 实 际 利 益 促 使 其 进 一

步 增 强 对 政 权 的 信 任 感 , 积 极 投 身 到 参 政 议 政

中 来 , 其 参 政 意 识 和 政 权 观 念 不 断 增 强 。1941

年 的 村 政 权 普 选 中 , 冀 南 广 宗 县 刘 湾 头 村 在 登

记 选 民 时 , 把 村 民 刘 得 喜 漏 掉 了 , 于 是 他 找 到

筹 备 村 选 的 负 责 人 , 要 求 参 加 选 举 。 ③ 太 行 区

1942 年 的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促 进 了 村 政 权 的 改

造 , 那 些 同 地 主 富 农 有 勾 结 、 领 导 斗 争 不 力 的

村干部 , 都被群众改选掉了 ”④ 。林 县 清 沙 村 在

运 动 中 罢 免 了 不 为 群 众 谋 利 益 , 私 用 公 款 的 农

会正副主席 , 群众的情绪开始有了新的转变。⑤

太 行 区 在 1944 年 冬 季 的 县 选 中 , “证 明 人

民 对 选 举 是 非 常 认 真 的 , 有 些 人 因 得 不 到 公 民

权 痛 哭 。 武 乡 、 左 权 有 些 村 庄 , 参 加 选 举 选 民

达 公 民 总 数 75%以 上 , 榆 社 全 县 参 加 选 民 达 公

民 的 73%。” 羊 角 村 的 一 位 佃 农 说 : “现 在 民

主 好 了 , 咱 算 出 了 一 口 气 。” 赞 皇 县 石 路 村 在

选 举 前 一 天 , 一 个 叫 郭 宝 银 的 妇 女 对 人 说 :

“明 天 选 举 是 一 件 大 事 , 咱 们 都 要 早 起 , 别 误

了 。” ⑥ 在 1944 年 的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中 , 太 行 区

平 顺 县 路 家 口 村 佃 户 秦 德 顺 说 : “地 主 告 我 ,

干 部 问 你 时 你 要 说 租 已 经 减 了 , 你要防备以后

种不上地。现在我懂了 , 这不能怨干部 , 由政府

作主 , 就要真减 , 不 能 假 减 。”⑦ 这 些 事 例 说 明

人 民 对 政 府 信 任 度 的 增 强 , 也 说 明 农 民 参 政 意

识 和 政 权 观 念 的 增 强 。

五、民 族 国 家 观 念 的 产 生 和 增 强

在 封 闭 的 传 统 社 会 中 , 农 民 缺 乏 民 族 国 家

观 念 。 中 国 共 产 党 从 中 日 民 族 矛 盾 的 角 度 来 引

导 农 民 , 交 租 交 息 是 因 为 在 中 日 民 族 矛 盾 占 主

要 地 位 的 形 势 下 , “争 取 地 主 、 资 产 阶 级 的 大

多 数 站 在 抗 日 民 主 政 权 方 面 , 而 不 跑 到 敌 人 与

顽 固 派 方 面 去 ” ⑧。 如 果 不 交 租 交 息 , 把 地 主

阶 级 推 向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对 立 面 , 就 会 增

加 敌 人 的 力 量 , 削 弱 自 己 的 力 量 。

为 维 护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 要 “教 育 干 部

人 民 在 执 行 法 令 中 , 注 意 克 服 与 防 止 各 种 偏

向 , 在 某 些 地 区 注 意 调 整 各 阶 层 间 存 在 的 不 协

调 的 现 象 ”。 “对 已 经 执 行 了 法 令 的 每 个 公 民 ,

保 障 其 人 权 、 政 权 、 财 权 、 地 权 , 坚 决 贯 彻 减

租 减 息 法 令 , 其 已 减 者 , 必 须 依 法 交 租 交 息 ,

借 粮 须 还 粮 。”⑨ 要 使 民 族 国 家 观 念 成 为 群 众 的

自 觉 意 识 , 还 需 要 “再 引 导 群 众 根 据 抗 战 的 环

境去讨论 , 即本来不该交租 , 但是因为要抗战 ,

地 主 投 靠 了 敌 人 对 大 家 不 利 , 所 以 应 该 交 一 些

租 , 换 取 地 主 和 我 们 一 道 抗 日 ”⑩。“各 地 都 强

调 进 行 法 令 、 政 策 教 育 , 引 导 群 众 了 解 共 产 党

政 策 的 全 部 内 容 和 精 神 实 质 , 使 农 民 从 切 身 体

会 中 , 认 识 减 租 减 息 是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土

① 《太 行 革 命 根 据 地 史 料 丛 书 之 五 : 土 地 问 题 》,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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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山西大学晋冀 鲁豫 边 区史 研究 组 : 《晋冀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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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策 , 目的是团结各阶层参加抗日斗争。”①

在 成 为 自 觉 意 识 的 基 础 上 , 农 民 才 能 够 从

国 家 民 族 的 大 局 出 发 来 考 虑 问 题 。 黎 城 县 在

1944 年 的 双 减 运 动 中 , 由 于 地 主 在 减 租 之 后 生

活 发 生 困 难 , 于 是 召 开 了 农 民 地 主 联 席 会 , 农

民 在 道 理 上 、 法 令 上 说 服 了 地 主 , 然 后 自 动 地

向 地 主 作 了 适 当 让 步 , 酌 量 减 少 了 减 租 的 数

量 , 照 顾 了 地 主 的 生 活 。②

六、政 策 法 令 意 识 的 增 强

在 传 统 社 会 中 , 农 民 遵 守 的 是 乡 规 民 约 这

些 不 成 文 的 规 定 , 信 奉 的 是 传 统 伦 理 道 德 观

念 , 缺 乏 政 策 法 令 意 识 , 即 使 是 经 过 宣 传 , 农

民 一 般 也 是 采 取 漠 然 的 态 度 。 “由 于 佃 户 对 法

令 不 了 解 , 如 对 减 租 办 法 不 懂 , 已 减 租 的 还 不

知 道 是 怎 样 减 的 , 有 的 根 本 不 知 道 种 地 还 要 按

照 法 令 订 约 交 租 。”③ 所 以 , 造 成 工 作 不 能 顺 利

开 展 的 主 要 教 训 之 一 是 “在 广 大 群 众 中 缺 乏 法

令 的 解 释 教 育 ”④。

如 何 增 强 农 民 的 政 策 法 令 意 识 , 使 他 们 自

觉 地 用 政 策 法 令 来 保 护 自 己 的 合 法 权 益 呢 ? 只

有 使 农 民 掌 握 了 政 策 法 令 , 才 能 够 把 政 策 法 令

贯 彻 下 去 , 要 “重 点 宣 讲 减 租 减 息 是 抗 日 民 主

政 府 的 法 令 , 进 行 减 租 减 息 是 合 理 合 法 的 ” ⑤。

“我 们 发 动 群 众 就 是 为 了 把 政 策 法 令 贯 彻 下 去 ,

发 动 农 民 掌 握 政 策 法 令 并 作 为 自 己 斗 争 的 武

器 , 和 地 主 进 行 斗 争 。 所 以 政 策 法 令 本 身 就 是

发 动 群 众 的 , 同 时 也 只 有 正 确 地 执 行 政 策 法 令

才 能 把 群 众 充 分 发 动 起 来 。” 政 策 法 令 意 识 的

增 强 , 是 个 不 断 强 化 的 过 程 , “先 要 在 舆 论 上

作 动 员 , 如 在 报 纸 上 发 表 文 章 , 请 士 绅 开 会 ,

在 座 谈 会 上 要 求 他 们 表 示 对 减 租 减 息 的 意 见 ,

经 过 小 学 教 师 进 行 宣 传 等 ”。⑥

经 过 动 员 , 群 众 初 步 觉 悟 起 来 , 就 迫 切

要 求 进 行 实 际 的 斗 争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由 于

“群 众 尚 不 完 全 了 解 党 的 政 策 和 政 府 的 法 令 ,

要 求 也 往 往 有 超 越 法 令 范 围 , 所 以 对 行 动 起 来

的 群 众 ” ⑦ , 更 要 进 一 步 加 强 政 策 法 令 教 育 ,

使 群 众 的 行 动 能 够 约 束 在 政 策 法 令 允 许 的 范 围

内 。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是 开 展 说 理 斗 争 。 由 于 知 识

水 平 和 社 会 见 识 等 方 面 的 差 异 , 处 于 政 治 劣 势

地 位 的 地 主 往 往 在 说 理 斗 争 中 占 有 优 势 , 迫 使

农 民 自 觉 加 强 了 对 政 策 法 令 的 学 习 。“每 一 个 大

会 几 乎 都 有 激 烈 的 争 辩 , 反 映 了 农 民 、 地 主 都

在 运 用 中 央 的 土 地 政 策 , 为 自 己 的 利 益 寻 找 法

律 政 策 依 据 。”⑧ 通 过 辩 论 的 形 式 来 学 习 政 策 法

令 的 效 果 , 比 单 纯 的 宣 传 要 好 得 多 。 通 过 对 政

策 法 令 的 深 入 了 解 , “有 不 少 贫 苦 农 民 敢 于 站

出 来 诉 苦 , 与 地 主 开 展 面 对 面 的 说 理 斗 争 , 这

在 历 史 上 是 没 有 过 的 ”⑨。

综 上 所 述 , 可 以 看 出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从 经 济 的 角 度 对 根 据 地 农 民 进 行 政 治 动

员 的 过 程 。 这 是 党 在 经 济 和 政 治 动 员 相 结 合 的

基 础 上 结 出 的 硕 果 。 经 济 和 政 治 动 员 推 动 了 农

民 思 想 观 念 的 变 化 , 反 过 来 , 农 民 思 想 观 念 的

变 化 又 进 一 步 促 进 了 中 共 经 济 和 政 治 动 员 的 进

行 。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广 大 农 民 的 思

想 变 迁 , 促 进 了 传 统 乡 土 社 会 农 民 思 想 观 念 的

重 构 , 加 速 了 乡 村 社 会 向 近 代 社 会 的 转 型 ; 农

民 由 传 统 思 想 观 念 向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思 想 观

念 转 变 , 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为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胜 利 打 下 坚 实 的 思 想 基 础 。

〔作者徐建国 ,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 福

建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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