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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战时期绥远省政与在绥西施治历史研究》(作者丁平)，作为民国时期绥远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
的研究课题，其内容不仅包括由于日本侵略，加之当时绥远军政受制于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致
使绥包于1937
年10月相继沦陷，其省政中心被迫西移于绥西陕坝；而且绥远省政府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围绕着战
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绥西进行恢复和重建，最终使绥西在国统区范围内形成独具自身特点的格局
。
基于这一点，《抗战时期绥远省政与在绥西施治历史研究》选用了一个更为客观、多元的框架来审视
、重现绥远省政这段多种因素交织、多条线索共存的历史。
这一研究视野无疑有效地扩展了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在绥西施治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

本书前言介绍选题及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所采用的基本史料，
并对其创新之处作出说明。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西移陕坝前的绥远省政”，首先对抗战前绥远省政作了概略地记述，目的在于为本书的研究
做一些铺垫。
而重点则是探讨绥远省政中心西移于陕坝及其原因，并对绥远省政府流亡于晋陕期间这段历史给予了
一定程度地关注，而这时绥远政局的演变，其主要线索有两条：一是蒋介石与阎锡山争夺傅作义已付
诸于行动；一是傅作义与共产党走上了合作抗日道路。
这两条线索及其之间的消长，主导着绥远省政府返绥后形势发展大局，关系着绥政的定位和走势，理
所当然地成为本书聚焦的领域。
第二章“动委会与新县制”，动委会与新县制在绥西的成立和推行，作为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在政制演
变进程中的晴雨表，不仅展现了傅作义在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道路上亦进亦退的历史轨迹，而且提供了
作为以县为自治单位的新县制实施历程。
第三章“土地整理与土地合作经营”，绥远省政府于1940年在绥西推行和实施的土地整理，在当时的
国统区内，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举措又成就了合作运动在绥西的兴起和发展，这就是当时国民党人
所称道的“绥西实行着两项有价值的民生主义的新政”。

虽然土地整理在不妨碍地主生产的范围内和合作场社以承租方式施行，但它是趋向于改善与农民关系
的一个步骤，有利于增加战时生产，配合了军事胜利之需。
第四章“治水与经济复兴”，主要记述绥远省政府于1940年3
月五原战役胜利后，其省政工作的首要之图，即为扩大耕作面积，增加农业生产，以保障军粮民食。
为促成这一目标，傅作义提出“治军与治水并重”的指导方针，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成立了水利工
程指挥部，决定动用兵工疏浚渠道，大兴水利，开创了河套水利史上军事水利建设的先例。

由是，将绥西推向以治水为中心的经济复兴之路，国家的政权控制力量完全深入到了经济领域。
第五章“文化与教育的复兴”，文化宣传在抗战时期的绥西，作为傅作义政治动向的标志性参照物，
政治化的特征始终贯彻着绥远省政府在河套的整个过程，故有“延安文化”风行、“重庆文化”
猖獗、“美国文化”渗透三阶段之说。
而教育作为百政之母和建设之基，绥远在绥包失陷后，一些文化教育机构也随军政人员的逃离而停办
。
除沦陷区外，当时绥远政权所及的地方，仅有五原、临河、安北、东胜等县局，其学校教育也只有几
所小学校。
鉴于此，绥远省政府首先筹设国立中学，继则推行国民教育，而傅作义也在绥西创办了私立奋斗中小
学，践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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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之首，教育当先”的指导思想，就此开始了绥西教育复兴的黄金时期。

结语部分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绥远省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下属政权，其省政自
然代表它所属阶级各个阶层、集团的长远和共同利益，而在这短暂的八年时间里，抗日救国浪潮不可
遏制地推进到政治制度变革层面，波波相续，异彩纷呈。
生活于这个政治大环境中的绥远省政府，其省政无不打上时代所具有的新旧杂陈、半生不熟、矛盾多
变的历史烙印。
所以，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府的根本政策大计、施政方针、军事大计、财政经济计划及战时生产，以三
民主义之名，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实，则成了绥远省政府统治集团的最终出路。
这就是抗战时期绥远省政被时代所赋予的发展性、进步性外壳被保留下来的原因。
同样，它也是绥远省政府在抗战八年中能够立足于绥西而又左右逢源的基本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在绥西施行的绥远省政，其影响和作用都是具有双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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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战时期绥远省政与在绥西施治历史研究》(作者丁平)，作为民国时期绥远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
的研究课题，其内容不仅包括由于日本侵略，加之当时绥远军政受制于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致
使绥包于1937年10月相继沦陷，其省政中心被迫西移于绥西陕坝；而且绥远省政府在特定的战争环境
下，围绕着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绥西进行恢复和重建，最终使绥西在国统区范围内形成独具自
身特点的格局。
    《抗战时期绥远省政与在绥西施治历史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全书分为西
移陕坝前的绥远省政；动委会与新县制等数章内容。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抗战时期绥远省政与在绥西施治历史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