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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晋西北近现代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El本入侵引起
的政治格局或地方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中共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的整合中，更表现在该地区由一个过去
鲜为人知、封闭的“边缘”地区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开放”的“革命实验场”以及逐步走向现代
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考察这些变化发生发展的某些线索及其特点，对于理解同一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华北“边缘
”地区的农村社会非常有益。

　　本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为研究地域，以“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为研究架构，
通过对中外学者高度关注的张闻天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中共晋西区党委以及中共晋绥分局
调查研究室大量调查资料的检索与整理，提出了自己对华北“边缘”地区农村社会或“革命”中的中
国农村社会的历史性解读。
此书的贡献在于发现和首次利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以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新话语形态和“价
值中立”的学术原则，讲述晋西北农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经历过的某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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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玮(1969一
)，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西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带头
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及中共党史研究。
重要著作有《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
农村社会》《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
经济损失的调查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等，在《中
国乡村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光明日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50余篇，多次获山西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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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村租佃关系在战争与革命的双重影响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战争破毁了农民生活的常态，农村社会出现失序格局，许多农民为躲避战乱而离开所居住的村庄，一
些土地因此荒芜，交租收租产生波动。
中共政权推行的减租政策对租佃关系影响甚大，减租在具体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问题丛生而复杂，
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
围绕减租与交租，主佃双方的利益在中共政权的介入下进行重新分配，佃主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将钱租
变物租、租种变伙种，并用“新死租”、“实租”、“未讲定”租、“伴死地”、夺地等形式对抗减
租，佃户则为得到减租应得的实际利益将“死租”变成“活交”，从而出现抗战发生后死租变活租的
现象。
租佃关系由于双方利益的争夺而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租佃期限在缩短，租佃双方争执在增加。
在租佃纠纷解决过程中，政权力量已经开始显现，一些地方亦出现了农民集体通过各级政权机构寻求
租佃纠纷解决的新现象，但主佃双方面对面的解决为数尚且不少，这不仅反映了租佃关系的复杂性，
亦反映了战时中共政权渗入农村基层的艰难以及减租政策层面与实践层面之间的距离。
同时，在租佃过程中，宗族血缘认同成为一道耀眼的景观。
虽然传统的宗族血缘关系在租佃中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因血缘关系佃主减租或佃户不减租而对另一方
进行经济“照顾”一面，也存在与其他租佃关系别无二致的利益追逐一面，但抗战后租佃关系中宗族
血缘认同渐趋浓重的新变化，则说明时局的动荡使更多的农户将信任与寻求保护、帮助的目光投注到
宗族这种社会基层群体组织上，显示了宗族组织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在经历外敌入侵、革命的过程中，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开
始出现转机，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
虽然地主制经济在革命的过程中得到削弱却并没有消失，租佃关系在乡村社会依然存在，租佃型式在
战争与中共革命的影响下有了与以往根本不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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