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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民众政治生存状态考察*

游 海 华

〔摘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民众的生存状态，学界尚无专门研究。已有的一些相关论

述，主要是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 此后主要是针对中共游击区的。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

的研究表明: 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原中央苏区军民，除顽强抵抗的加以

枪杀外，其他均视不同情况或不追究、或抓捕后释放、或“感化”、或关押，大都陆续获得自由。重获

自由或停止对抗的原中央苏区军民，绝大部分得以生存。总体看来，1935 年夏以后的赣闽边区 ( 不包

括游击区) ，尽管不乏阶级报复的行为和情绪，但基本上恢复了普通民众所需要的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

这也是赣闽边区得以成长为中国东南抗战大本营的中心，并发挥其东南抗战堡垒作用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赣闽边区; 原中央苏区军民; 政治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 － 3815( 2012) － 07 － 0073 － 09

An Investigation of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Existence in the Jiangxi-Fujian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the South from 1934 to 1937

You Haihu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no specific studi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in the

Jiangxi-Fujian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the south from 1934 to 1937． The existing dis-

cussions focus o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the south; then the focus shift to the CPC

guerrilla areas． Studies on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field survey show that after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 set off on the Long March，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t Nanjing gave orders for

shooting only the former soldiers and civilians of the Central Chinese Soviet Area who put up stubborn resistance;

but for the rest，the KMT authorities adopted different tactics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taking no action a-

gainst them，arresting but then releasing them，carrying out“reformatory education”of them or putting them in

prison，but setting most of them free later one after another． The former soldiers and civilians of the Central Chi-

nese Soviet Area who regained freedom or stopped resistance were able to survive． Generally speaking，in the

Jiangxi-Fujian Border Region ( excluding the guerrilla areas) after the summer of 1935，there prevailed a relative-

ly s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needed by the ordinary masses of the people although there was no lack of class

vengeances and sentiments． This was also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for the Jiangxi-Fujian Border Region to grow into

the center and a stronghol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Southeast China．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学界关于南
方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大致以中共中央和主力
红军开始长征为界 ( 1934 年 10 月) ，形成了苏
区史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两个相互关联而又
明显有别的研究领域。长征以后，原中央苏区
暨赣闽边区重新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版
图，关于该地区民众的政治生存状态①，学界尚

无专门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虽然有所涉
及，但其关注重心在于中共游击区，无法涵盖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日战争时期的东

南区域社会史研究———以闽粤赣皖浙毗邻地区的国统

区为例” ( 10CZS022 ) 的中期成果之一。

①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的中央苏区和赣闽边区地理范围

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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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主题。在此，笔者将依据文献资料和
实地调查材料，对这一问题作一客观探讨。

一、三年游击战争初期赣闽边区的
民众政治生存状态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以
后，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办事处
和中央苏区军区相继成立，在赣闽边区顽强坚
持斗争，统一领导和 “指挥江西、福建、闽赣、

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 ( 闽北军分区在内) 及
各直属的地方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以及各
该地区的党政工作;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党
政工作人员，共约 4 万人① ( 其中中央分局、江
西军区和赣南军区领导的部队和地方党政工作
人员约为 3 万余人②) 。

到 1935 年五六月份，在国民党军的持续
“围剿”下，留守中央苏区的 4 万红军部队和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几乎全部覆没，只有少部分人
突围到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闽西南、闽
粤边等原中央苏区周边山区打游击 ( 其中，闽
赣边仍属于原中央苏区，闽西南和原中央苏区
部分地区重叠) ; 自此以后，赣闽边区国共争战
的尘埃基本落定。因此，从时间上看，1934 年
10 月到 1935 年春天这段时期，仍然是国民党军
和留守红军继续交战的时期。战争时期，双方
均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因此，国
民党军对留守军民的打击和镇压无疑是残酷无
情的。

革命亲历者的回忆，以其亲身经历为这一
时期的民众政治生存状态提供了见闻实证。例
如，杨尚奎回忆: “敌人不但搜山、伐林、烧
山，实行 ‘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惨无
人道的三光政策，并且采取经济封锁政策。首
先是并村……其次是严格控制墟场上的买卖，

规定了一个人只能买一定数量的粮菜油盐和日
用品，多买了就以 ‘通匪’论罪。……严密控
制了保甲制度，加强了基层反动统治力量。”③

陈丕显记述: “敌人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
性的 ‘清剿’。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恶
棍，组织了 ‘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

无数坚毅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

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人寰! 中央革命
根据地当时被反动派杀害的人数达七十余万。”④

伍洪祥回忆说: “在国民党军的支持下，地主还
乡团反攻倒算，对苏区群众进行了疯狂报复，

烧杀劫掠，穷凶极恶。”⑤

革命回忆录中所记述的国民党军和地主豪
绅对原中央苏区军民的 “反攻倒算”、阶级报复
情况，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的实地访问和
新闻记者的实地采访所证实。1950 年，中央人
民政府组建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南下慰问革
命老区; 一些记者随团深入原中央苏区采访，

他们的访问经历和成果或在报刊以连载形式发
表，或结集出版发行; 其中，既有个案描写，

也有概括叙述⑥。

新中国成立以来编撰的赣闽地方党史和革

·47·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林天乙主编: 《中共闽粤赣边区史》，中共党史
出版社，1999 年，第 205—206 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
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404 页; 中共赣
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赣南人民革命史》，中
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第 321 页。
杨尚奎: 《艰难的岁月———杨尚奎革命回忆录》，江
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 页。杨尚奎 ( 1905—
1986) ，苏区时历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省委
宣传部长，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曾任赣粤边特委副书
记、书记，1949 年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陈丕显: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6 页。陈丕显 ( 1916—1995 ) ，福建上杭人，
苏区时历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
央苏区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等职，三年游击战争
时期曾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1949 年后曾任中共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伍洪祥: 《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第 113 页。伍洪祥 ( 1914—2005 ) ，福建上杭
人，苏区时历任少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白区工
作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等职，三年游击
战争时期曾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青年部部长，
1949 年后曾任福建省政协主席。
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闽浙赣分
团编辑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闽浙
赣分团工作报告汇编》 ( 1951 年油印本) 、唐铁海的
《中央老根据地印象记》 ( 劳动出版社，1952 年 ) 、
西虹的《老红区行》 ( 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
1953 年) 、王树人的 《闽西人民坚持斗争二十年》
( 华东人民出版社，1953 年。该书是先在《解放日
报》上连载发表，然后结集出版的) 。



命史，不但提供了不少 “大屠杀”实例 ( 例如
于都县禾丰地区、桥头天心崖下石洞，瑞金国
民党军夜袭云集、九堡，以及菱角山、南门冈、
竹马岗、云龙桥，龙岩的白土、永定的内山、
上杭坑口的连塘村和稔田的黄砂铺等地的残
杀) ，而且提供了十分翔实的阶级报复和 “反攻
倒算”统计数据。从时间上看，大屠杀大都发
生在主力红军长征以后至 1935 年上半年，这段
时间正是留守军民和国民党军继续交战的时期。
因此，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人员大都是战场战死
的红军和被俘未降的军人及革命群众。

依据地方党史、革命史论著和赣闽边区地
方志统计而来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反映
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赣闽边区的民众政治生存
状态，当然，主要是三年游击战争初期国民党
军对各县军民残酷打击的反映。对这些数据展
开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
这种政治生存状态的理解。

苏区革命后原中央苏区有关县区被难概况

闽 西 地 区 ( A)

长汀 上杭 武平 龙岩 永定

迫害致死
人数

32876 76536 8560 2974 4221

抓丁或被
捕人数

1333 2400

抓走妇幼
人数

2430 10272 405 756 7892

逃亡异地
人数

3358 2950 1212 5915

毁灭村庄
个数

145 105 12 33 153

绝户数
( 户)

6383 10791 1133 1113 9467

烧毁民房
间数

4516 15737 9625 271218

被抢杀耕
牛头数

8284 14116 7766

荒芜土地
亩数

53063 15737 15044

赣 南 地 区 ( B)

瑞金 兴国 会昌 石城 宁都 上犹

迫害致
死人数

18000 2142 972 576 4820 2124

烧毁民
房间数

6500 16461 1293 24592 243

被抢粮
食担数

23500 3492 7395 28557 30820

被抢耕
牛头数

7274 674 618 2361

被抢农
具件数

98425 22844 86567 3270

被抢银
洋元数

107349 4956 231755 86520 10662

夺走土
地亩数

86542

说明: 1． 根据下列资料编制而成。2． ( A) 栏统
计时间为苏区革命后至 1949 年，龙岩、永定两县则从
1928 年始。3． ( B) 栏统计时间为三年游击战争期间。

资料来源 ( A) : 长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长汀
县志》，三联书店，1993 年，第 629 页; 上杭县志编
纂委员会编: 《上杭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 29、529 页; 《武平党史通讯》总第 13 期，第 24 页;
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龙岩市志》，中国科学
技术出版社，1993 年，第 596 页; 永定县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编: 《永定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第 3 页。

资料来源 ( B) :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赣南人民革命史》，第 347—348 页; 中共瑞金
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瑞金人民革命史》，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47 页; 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工
作办公室编: 《宁都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第 183—184 页。

首先，红军长征以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渐
控制了原中央苏区腹地各县城乡 ( 赣南的瑞金、
兴国、宁都、石城、于都、会昌等，闽西的长
汀、宁化等 ) 。1935 年 4 月，江西省政府重划
全省行政督察区，把之前的 13 个区缩编为 8 个;
将上述赣南 6 县和广昌县划为第 8 区①。自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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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省府重新划定各行政督察区辖县》， 《江西民国日
报》1935 年 4 月 25 日。



后，国民党军对留守红军斗争的重点转移到赣
粤边、闽赣边、闽西南、闽粤边等中共游击区
的 “清剿”上来。换言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
统治下，原中央苏区腹地各县城乡已由战时社
会进入相对和平社会，国民政府已视放下武器、
停止对抗的原苏区军民为自己统治下的属民。

其次，某些数据作为地主豪绅 “反攻倒算”
的依据，不太恰当。 ( A) 栏显示，苏区革命
后，杭、武、永三县共荒芜土地 83844 亩。关
于此点，1929 年 7 月中共闽西一大决议中指出，
闽西 “田地荒芜日多，六县统计荒田占百分之
二，尤其是杭、武二县有超过百分之三、四
者”; 1932 年 6 月，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颁布
布告称: “现查我们福建省区内，尚未开垦的荒
田、荒地，为数约计六万余担。”① 1934 年春，
在已经 “消灭了二十一万担”荒田的基础上，
中央土地部还提出了消灭四十万担荒田② ( 4 担
约合 1 亩———笔者注) 的春耕号召。可见，所
谓荒田问题，苏区革命时即已普遍存在，经过
长达 1 年之久的第五次 “围剿”与反 “围剿”
战争的破坏，荒田数量还应进一步增多了。因
此，荒田问题，主要为战乱所致，而非其他原
因使然。

再次，应当指出的是，1935 年夏直至全面
抗战前，国民党军对留守红军斗争的重点转移
到中共游击区后，对赣粤边、闽赣边、闽西南、
闽粤边等中共游击区先后发动多次军事 “清剿”
行动③; 其采取的种种 “毒辣”手段或政策有
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搜山，颁发 《自首
自新条例》、 “十杀”戒令和 “保甲连坐”等，
目的在于 “消灭我们党和苏维埃红军”，“消灭
红军，消灭革命民众”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张鼎丞、方方、邓子恢、谭震林、伍洪祥等领
导的小股红军，于 1935 年 4 月成立闽西南军政
委员会，在龙岩、上杭、永定、连城、武平、
南靖等县部分地区组成的闽西南地区，坚持游
击战争，并创建了小块游击根据地，闽西南的
革命力量一直保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⑤。
显然，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对中共游
击区军民的打击和镇压无疑也是残酷无情的;
1935 年 4 月以后，处于半军事化状态的闽西南

地区，则更是如此。

二、从战胜方对战败方的处置看
赣闽边区的民众政治生存状态

作为战胜方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对战败方
( 原苏区军民) 的处置，从一个特殊视角，为我
们充分展示了赣闽边区的民众政治生存状态。

战后赣闽边区社会的重建与规复⑥，对于南
京国民政府来说，不失为一个政治难题。对此，
南京国民政府是相当重视的，也是比较慎重的。
早在第五次 “围剿”战争发动之前，在吸收历
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制定了 “三分军
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希望以政治配合军事
行动，求得 “匪区”问题的圆满解决⑦。
“围剿”战争发动前后，南昌行营先后颁发

多种法令，具体落实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政策策略。1933 年 8 月，颁布 《招抚赤匪办
法》13 条，认为“五省剿匪”，“不专恃军事”，
而应 “以封锁绝匪经济，以招抚促匪分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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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毅主编: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
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63、468 页。
胡海: 《为消灭四十万担荒田而斗争》，《红色中华》
第 152 期，1934 年 2 月 20 日; 亮平: 《把春耕的战
斗任务，提到每一个劳苦群众的面前》，《斗争》第
49 期，1934 年 3 月 2 日。
参见刘勉玉: 《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
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0—155 页; 林天乙主编:
《中共闽粤赣边区史》，第 247—284 页。
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龙
岩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 《福建军事斗争史料选
编 ( 1934． 10—1938． 2 ) 》，1983 年，第 268、61 页。
参见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 《闽西三年游击战
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龙岩军分区政治部、中
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闽西地方
武装概略》，1987 年，第 186—213 页; 福建省档案
馆、广东省档案馆编: 《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
编》第 2 辑，档案出版社，1987 年，第 399—419 页。
“规复”是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和当时新闻界对“匪
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大意是指在国民政府党
政军各级机构的组织和指导下，恢复“匪区”原有
的社会秩序，振兴战后“匪区”的社会经济。
黄道炫认为，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的“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更多地反映了蒋介石的期望，这一政策
真正效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重大，但对“围剿”的
最终走向发挥了一定作用。黄道炫: 《第五次“围
剿”中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江西师范大
学学报》2010 年第 5 期。



“对匪自新奖励，优容备至”。同月， “为感化
投诚与俘虏份子”，南昌行营于第四厅下设立感
化院，《感化院条例》第 20 条规定: “被感化
人已届出院时，得请求感化院就其能力，为其
介绍相当工作。”① 9 月，蒋介石在 “改造军政
本身”、“检讨过去军队缺点”的基础上，颁布
八条救济民众办法，认为 “剿匪”尤应 “取得
民众信仰，积极救济民众，再进与民众合作”②。
10 月，蒋介石 “以匪区即将收复”，又颁布
《赣粤闽湘鄂五省处理收复匪区民事纠纷大纲》
五条，认为原中央苏区 “所有人民违反法律行
为，原非出本意，如有婚姻事项、典质事项、
共同财产事项，及其他一切人事各种问题，系
受环境之驱使，致失常性者，均应顺合人情，
稍从宽大，就事实与法律可能范围内，并计划
处理之”③。11 月，再颁 《剿匪区临时施政纲
要》13 条，并强调 “剿匪必以培养地方元气为
先，而培养地方元气又以修明政治为主，故本
行营历次所颁各种法令，均系注重安居、复业
两大要点”④。12 月，南昌行营令饬江西省民政
厅会同别动队修订 《督促各县清乡实施办法》，
该办法之一为，在 “收复”区内，应 “调和来
归难民与未逃民众之情感，严防互相仇视与报
复 ( 以不算旧账为惟一的口号) ”⑤。1934 年 11
月，在赣闽边区行将全部 “收复”之机，南昌
行营在其政治工作报告中总结说: “一年以来，
行营所用力最勤者，为一面集中力量，与赤匪
争取最大多数之善良民众，凡赤匪欺骗压迫之
者，吾人必爱护救济之而促其来归……”⑥ 于
此可见，对于苏区民众，南京国民政府本身并
无寻仇报复的冲动，主观上也无引导地主豪绅
进行 “反攻倒算”的动机; 对于 “收复”后的
赣闽边区社会，亦希望通过各种举措，以恢复
战前的和平秩序。

然而，主观愿望并不等于现实。上述各种
法令的颁布，也不意味着其在实践中不折不扣
地得以执行。那么，在中央红军撤走之后的赣
闽边区社会，人们到底处于怎样一种政治生存
状态呢?

以瑞金为例。1934 年 11 月 10 日，国民党
东路军第 10 师师长李默庵率军进占瑞金后，组

织成立瑞金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办理 “自新”
( 投诚自首) 是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据统
计，11 月 13 日到 12 月 10 日之间，办理 “自
新”人数共计 379 人; “自新者”经善后委员
会 “派员调查属实后，乃发给自新证，准其各
安职业”⑦。到 1935 年初前后， “自新”民众
“每日约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瑞金清乡
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傅振华向记者出示的 “自
新”人登记名册中，共有 “男女四百余人”⑧。
另据曾任第 4 师补充团第 5 连 “上士排附”的
胡汉文记述，汤恩伯师接任李默庵师驻防瑞金
后，在其贴出的督令 “自首”的布告中，有
“自首”者 “一律从宽，既往不咎”的规定。
1935 年 1 月底 2 月初，在还乡团和别动队的配
合下，汤部在全县施行 “清乡”，“共逮捕了男
女约有两千人，其中少数被汤恩伯在瑞金命令
枪杀了，极大多数送到南昌去 ‘感化’”; 被捕
后关在城内的 300 多名女干部，其中 “一百多
人被保释”， “其余一百多名比较年轻的女干
部，被国民党军中一些中级军官奸污后，被迫
与他们结了婚”⑨。“自首、枪杀、感化、保释、
迫嫁”，胡汉文对 “匪都”瑞金的典型记述，
大体反映了战后原苏区军民的不同命运。

如前所述，部分留守军民遭到国民党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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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行营颁布招抚赤匪办法》， 《申报》 ( 上海版 )
1933 年 8 月 5 日。
《蒋委员长颁布救济民众大纲》，《申报》 ( 上海版)
1933 年 9 月 14 日。
《蒋颁布匪区民事纠纷纲要》， 《申报》 ( 上海版 )
1933 年 10 月 16 日。
《蒋颁剿匪区临时施政纲要》， 《申报》 ( 上海版 )
1933 年 11 月 1 日; 《剿匪区施政纲要 蒋委员长饬属
一体遵行》， 《大公报 ( 天津版 ) 》1933 年 11 月 3
日。
《民厅督促各县积极清乡》， 《大公报》 ( 天津版 )
1933 年 12 月 4 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
治工作报告·第一总说》，1934 年，第 1 页。
《瑞金县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工作概况》，中国国民
党陆军第十师特别党部编: 《收复瑞金纪事》1935
年，第 104 页。
《赣省收复匪区现况》， 《大公报》 ( 天津版 ) 1935
年 2 月 3 日。
胡汉文: 《国民党军进入瑞金》， 《江西文史资料选
辑》第 21 辑，第 175—176 页。



地主豪绅的屠杀和报复，这种情况各县都有。
前期 ( 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到 1935 年夏) 主要集
中在原中央苏区，后期 ( 1935 年夏至 1937 年)
主要集中在中共游击区 ( 地方党史和革命史论
著对此多有论述，在此不赘 ) 。这一事实也为
《大公报》记者徐盈，于 1937 年春到赣东南各
县的走访所佐证。他说: “收复”初期的保甲
长，“就是由随着军队回家的 ‘难民’来接充，
他们多半正是现存的农民的对头，对头碰上对
头，纠纷又怎能免得了。虽然政府严禁 ‘报复’
和 ‘索旧债’，可是又怎禁得 ‘天高皇帝远’，
小村落里死个几十人，谁也是不会晓得的”①。

笔者的实地调查也提供了诸多例证。如石
城县横江镇烟坊村的刘春水，曾任苏区干部，
“这个人六亲不认，自己的叔伯兄弟姐妹都不留
情②，国民党回来后，他被抓住押回村里，结果
打得要死，村里人讲，这种人不能留，最后五
马分尸”③。石城屏山镇的红军干部傅保庭④，
他不是被国民党所杀，而是被地方宗族所杀，
“因为苏区时他当干部杀了人”⑤。曾经担任红
军军事部长的大由乡王沙村人董盛良，苏区革
命后参加游击队坚持斗争，他的老婆在东坑被
濯龙村的保长杨汉辉带兵抓获，被逼问丈夫的
下落，遭拒后 “抓到大由，被杀掉了”，董氏夫
妇躲藏时带在身边的儿子也被冻死，死时只有
两三岁。⑥

大批被俘的红军战士和未暴露身份的苏区
干部，大部分被 “甄别”后，有的不加追究就
释放了。1934 年底出任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
长的王贤选 ( 赣州人 ) ，1935 年 3 月在于都被
俘。他说: “我没有文化，不出名，敌人搞不清
楚我的身份”，之后 “我就被解往南昌，不久被
释放了。”⑦ 1935 年 3 月，担任会昌独立营连指
导员的彭国辉 ( 于都人) ，被俘后和几个女同志
“一起被广东军押到于都城”，后来被释放⑧。
曾任 《红色中华》编委委员的韩进和另一红军
干部赵品三，1935 年春突围时被俘， “被押到
信丰县城，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所以后来也被
当作普通俘虏给释放了”⑨。

有的被俘人员被送进感化院进行 “感化”。
寻乌县 “三·二五”暴动领导人古柏的夫人曾

碧漪 ( 曾任中共寻乌县妇女部长，红四军总前
委秘书) ，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被 “送到九江
感化院关押 ( 感化院后由南昌迁到九江———笔
者注)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感化院解散，
关在里面的人全部释放”，她也获得了自由瑏瑠。
石城县屏山镇亨田村老红军黄元发，随军长征，
整个军团在湖南被打散，他 “日走夜走”，被
“广东军阀抓到，送到南昌”，入感化院 “感
化”后回乡，不久就结婚生子，共生了 6 个女
儿、1 个儿子瑏瑡。据战后到南昌考察的东北大学
生考察团记载，1933 年 8 月至 1934 年 8 月的一
年之中，经过南昌行营感化院“感化”后重新获
得“自由”的，共有 “六千余人”，另外当时还
有“二千余人”留在感化院继续接受“感化”瑏瑢。

有的被俘人员被投入监狱长期关押，直至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被释放。担任过中共宜黄、
兴胜县委组织部部长、妇委书记的万香 ( 兴国
县人) ，1935 年在泰和县被捕，被国民党军军
官强迫嫁人，万坚贞不屈，被 “押往国民党南
昌九江监狱”，于 1937 国共合作后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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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盈: 《赣南杂写》 ( 一) ， 《大公报》 ( 天津版 )
1937 年 4 月 22 日。
地方资料记载，刘春水“曾率众斗争近亲土豪刘茂
东”。《石城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632 页。
游海华 2006 年 1 月石城县城实地调查。受访人: 陈
裕华，1942 年生，大由乡濯龙村人。
地方资料记载，傅保庭是革命烈士。 《石城县志》，
第 667 页。
游海华 2006 年 1 月石城县城实地调查。受访人: 陈
裕华，1942 年生; 赖德仁，1939 年生，屏山镇长溪
村人; 陈必琳，1945 年生，琴江镇人。
游海华 2006 年 1 月石城县大由乡茜坑村实地调查。
受访人: 董桃兵 ( 董盛良的儿子) ，1941 年生。
中共江西省委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 《江西党史资料》第 2 辑，1987 年，第 192、
196 页。
《江西党史资料》第 2 辑，第 209、211 页。
《江西党史资料》第 2 辑，第 167 页。
江西省妇女联合会编: 《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
社，1988 年，第 223、233 页。
游海华 2006 年 1 月石城县屏山镇亨田村实地调查。
受访人: 黄元发，1916 年生，16 岁参加革命工作，
17 岁入团，18 岁当兵。
《东北大学豫鄂皖赣收复匪区经济考察团报告书》，
东北大学编辑部，1934 年，第 101 页。



曾任资溪特区青妇部部长、中共闽赣省委青妇
部副部长的张士英，1935 年随闽赣省委在宁化
打游击时被捕，先在宁化关押了个把月，后被
押到漳州监狱里，直到 1938 年 3 月才被释放①。

被俘后即使暴露身份的中共高级干部，除
瞿秋白等人被枪杀外，有不少被营救出来，有
的判刑坐牢，直到国共合作后才被释放。前者
如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
主席陈正人的夫人彭儒，被广东独 9 师所俘，
后经彭儒哥哥彭瑛 ( 时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任
职) 的营救，“便顺利的被释放，并偕其哥哥回
到广州”②。参加长征的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
明夫妇，受组织委派留在贵州工作，在关岭县
遭敌怀疑被拘，出狱后辗转到上海，先被堂兄
出卖抓进监狱，后在狱中被叛徒指认，作为政
治犯被押送南京监狱关押; 受尽折磨的罗明身
体极度衰弱，经过其上海同乡的活动，罗明被
保释出狱就医，后回到了家乡广东大埔县，当
中学教员谋生③。后者如曾任红军第 33 师参谋
长的郭如岳，1935 年春在于都被俘，被敌人识
破了身份，“江西省保安处的军法处并行营军法
处以 ‘危害民国罪’将我判刑十五年。第二次
国共合作后，我才被释放出来”④。

除上述政治清算行为外，还乡的地主豪绅
对原苏区军民的处置，主要还有 “收老租、逼
老债、强迫回婚”等。地方党史和革命史论著对
此多有论述。不过，笔者想补充的是，苏区革命
后的租债与婚姻问题，尽管有地主豪绅 “反攻
倒算”的成分，其背后还有更为复杂和广阔的
社会经济因素，需要作进一步的考量和分析⑤。

值得强调的是，即使地主豪绅有着强烈的
报复意愿，而其意愿能否实施还受其个人所能
调动的社会资源的限制。项英曾经提及，三年
游击战争时期，“地主只有依靠反动武装的保护
才能进坑收租”; 而有些地主，“只能当农民出
到外面圩场阻拦追索，农民一进坑就不敢来，
有少数逼使 ( 原文如此———笔者注) 狡猾而聪
明的地主，常常用可怜哀求的方式，请求农民
多少给点谷他们充饥，这样在农民的怜悯心下
给他们点租”; 在基本的游击区，“实际上是不
还租的”⑥。项英虽然讲的是游击区的情况，但

在原中央苏区，又何尝不是如此。经过苏区革
命的冲击，不少地主豪绅的家庭经济不但江河
日下、今非昔比，而且人单势薄、门庭冷落，
并不是所有原来的地主豪绅都有能力进行 “反
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

三、重获自由或停止对抗的原苏区
军民的实际政治生存状态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在国共激烈战争尘埃
落定以后，重获自由或放下武器、停止对抗的
原苏区军民，绝大部分在赣闽边区得以生存，
他们在原中央苏区有着较大的生存空间。毕竟，
革命高潮之后，不管是暂时的失败还是永久的
胜利，人人都要居家过日子。这是社会的常态。
大致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其一是尽管生存下来，但不同程度地受到
地主豪绅等地方势力的报复和折磨，或备受社
会歧视。据原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家瑶
回忆，他随登贤县挺进营打游击，失利后在于
都庵山的一个小村子里藏匿，得到房东赖芳盛的
帮助和照顾，“后来，当地的 ‘铲共团’知道了
赖芳盛掩护了红军战士”，因而 “经常到他家找
麻烦，逼着他交出 ‘土匪’，并抄了他的家”⑦，
所幸赖并没有因庇护红军而遭杀身之祸。类似
情况相当普遍。项英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
在长期的游击区域， “敌人对于群众的监视过
严，对于红军家属压迫最凶残将老婆强卖掉，
一发见某某有人当游击队立即将全家或父母拉
去拷打追问罚款 ( 原文如此———笔者注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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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女英自述》，第 316、324—326，298、302—
303 页。
中共江西省委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
研究室编: 《江西党史资料》第 1 辑，1987 年，第
185 页。
参见瞭望编辑部编: 《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第 182—185 页。
《江西党史资料》第 2 辑，第 173 页。
关于此点，参见游海华: 《债权变革与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秩序———以中央苏区革命前后的民间借贷为中
心》，《中国农史》2010 年第 2 期。
《江西党史资料》第 1 辑，第 96 页。
《江西党史资料》第 2 辑，第 212、216 页。
《江西党史资料》第 1 辑，第 93 页。



苏区革命后，石城县屏山的一些大姓纷纷修谱，
“本地起了坏作用的人 ( 指参加红军且在地方上
不得人心的人———笔者注 ) ，不准他上谱”①。
瑞金沙洲坝村的共青团员黄秀英，1935 年坚持
斗争被敌捉住，吊打 3 天，关押一个半月后被
释放，在家乡平安地度过了整个抗战岁月②。

其二是在家乡找不到生路，只好流落异乡
谋生 ( 大部分仍在赣闽边区) 。20 世纪 90 年
代，曾任吉安东固镇镇长的张云德回忆: 他家
本在兴国鼎龙，父亲和两个叔叔都当了红军，
1935 年以后，他的父亲张昆礼 “不敢回家乡”，
反而留在东固打长工的伯父处③。兴国县游击队
员林孟兰夫妇在敌人 “围剿”下被迫放弃斗争，
回到家乡城西睦敬村后，丈夫被敌抓住枪毙，
她 “就逃到外乡去谋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出任
兴国城关区西街妇女主任④。上杭县才溪镇离休
干部林攀阶，苏区革命失败后，他和本县一些
共产党员、原苏区干部、革命群众和红军战士
纷纷跑到古蛟傅柏翠处避难，他本人在古蛟以
做泥水匠为生⑤。原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
主席杨道明，于国民党军 “围剿”中突围脱险
后，在福州附近的永泰县隐居并出家当和尚⑥。

其三是受到宗族、士绅等地方势力的保护，
得以在家乡安居乐业。前述石城县大由乡的董
盛良在打游击的过程中，多次遭到地主豪绅的
抓捕; 有次被抓捕时，董姓绅士董宝魁和陈姓
绅士陈水银赶集，正好听说了这件事，经过他
们的营救，才将董保了出来。之后董便在水南
村帮人打长工，也做零工，砍柴卖，直到 1979
年去世⑦。另据屏山亨田村的黄元发回忆，从南
昌 “感化”回乡后， “有些人想整我，因我是
大姓的人，而没有整我，我也没有被罚钱，各
个宗祠会保护各自的人”⑧。东固暴动的几个主
要领导人赖经邦、段起凤、黄启绶在 30 年代初
去世后都留有后代 ( 包括过继的) ，熬过苏区革
命后最初几年的艰难岁月，他们都再次在当地
安家落户，到今天已经繁衍成了大家族。其中，
赖经邦的二儿子赖鹏还在当地乡公所当过乡丁。
当然，他们的安居，除得益于苏区革命后 “国
民党军队来得不多，所有事情都是叫保甲长处
理”外，还得到了当地保长石朝云的保护⑨。

其四是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变动，他们回到
家乡，重整家园。吉安东固的老红军刘信平，
他在于都被捕并关押 10 多天后，被黄龙区民众
医疗所的医生保释出来做司药生，1935 年农历
12 月底，他 “回来后，没有人管”瑏瑠。另一老红
军杨私臻所在的部队 1934 年被打散后，就回家
种田了。他说: “没有写自新书，也没有罚款”，
因为“我参加革命后，又不是头头，没有仇恨”瑏瑡。
这种情况，赣闽边区相当普遍。例如，第五次
反 “围剿”战争中负伤的红四军副班长熊彬，
回到瑞金老家，在其参加游击队之前的近 1 年
中 ( 他 1935 年底参加了钟得胜领导的游击队) ，
并未遭敌人骚扰过瑏瑢。苏区革命后，原随中央印
刷厂搬迁瑞金的 20 多个东固当地职工，大概有
12 或 16 人回到东固。回来后，古远宏 ( 参加
长征中途回来 ) 种田隐居，结婚生子，直至
1982 年去世; 邱祖贻 ( 排字工人) 和邹如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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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游海华 2006 年 1 月石城县城实地调查。受访人: 陈
裕华，1942 年生; 赖德仁，1939 年生，屏山镇长溪
村人; 陈必琳，1945 年生，琴江镇人。
参见唐铁海: 《中央老根据地印象记》，第 32—34
页。
游海华 2007 年 10 月吉安市青原区东固镇实地调查。
受访人: 张云德，1943 年生。
参见西虹: 《老红区行》，第 13—16 页。
温锐、游海华 2000 年上杭县才溪镇实地调查。受访
人: 林攀阶，1917 年生。傅柏翠 ( 1896—1990 ) ，
福建上杭人，上杭蛟洋暴动领导人，曾任红四军第
四纵队司令、政委，闽西特委负责人之一。1931 年
脱离革命队伍，历任国民政府永定县县长、宁化县
县长等职。1945 年起义，曾任民革福建省委主委、
福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转引自林天乙主编: 《中共闽粤赣边区史》，第 213页。
游海华 2006 年 1 月石城县大由乡茜坑村实地调查。
受访人: 董桃兵 ( 董盛良的儿子) ，1941 年生。
游海华 2006 年 1 月石城县屏山镇亨田村实地调查。
受访人: 黄元发，1916 年生。
游海华 2007 年 10 月吉安市青原区东固镇敖上村、
崩江下村实地调查。受访人: 赖明河 ( 赖经邦孙 ) ，
1944 年生; 段家海 ( 段起凤孙) ，1964 年生; 黄昌
久 ( 黄启绶孙) ，1958 年生; 刘信平，1918 年生。
游海华 2007 年 10 月吉安市青原区东固镇崩江下村
实地调查。受访人: 刘信平，1918 年生。
游海华 2007 年 10 月吉安市青原区东固镇敬老院实
地调查。受访人: 杨私臻，1914 年生，东固螺坑村
人，1929 年参加红军。
参见西虹: 《老红区行》，第 64—71 页。



妇则回到家乡三彩做医生，开了惠济药店，邱
还代他的哥哥做过三个月的保长①。再如闽西，
曾经当过兆征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吴秀英，
上杭暴动领导人黄进兴的妻子何细妹，她们并
未因与革命相连而丢掉性命②。

有意思的是，留守军民中，个别人甚至力
农致富。曾任石城县文化局长的陈裕华回忆，
他父亲陈辉盛 ( 1916 年生) “人长得高大，英
俊，16 岁就参加了红军，任排长，负责军士训
练，很有号召力，后任红军看守所长”，红军长
征后，他父亲和 36 人留下来坚持了几个月的斗
争，“后看形势不对，剩下的几个人便到山里，
把枪埋了，各自回家，后来在家被抓，便一一
交代枪支埋藏地点，这些人便没有事，地方政
府不了了之。我父亲便这样留下来了，没有受
苦。至于是否写了自新书，他没有说，我不清
楚”。自此以后，陈辉盛专心家业经营，加上老
婆很精明，家境逐渐富裕，积累到 100 多亩田，
到解放初时，他家还被划为地主③。

四、结 论

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民众的政
治生存状态，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也是一
个素为学界所忽视的课题。

1934 年，随着第五次军事 “围剿”的进
展，赣闽边区重新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
版图。对于战后赣闽边区的重建与规复，蒋介
石和当时的南昌行营是比较慎重的，他们希望
在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下，通过各
种举措，包括重建赣闽边区地方政权、恢复社
团组织、调适社会心理 ( 难民救济和民众思想
整合等) 、调整社会关系 ( 妥善处置处置战后婚
姻纠纷等) 、 “地归原主”和复苏社会经济等，
以恢复战前的和平秩序。在此背景下，对于战
败方———原中央苏区军民，除顽强抵抗的被枪
杀外，其他均视不同情况或不加追究、或抓捕
后释放、或 “感化”、或关押，大都陆续获得自
由。重获自由或停止对抗的原苏区军民，绝大
部分在赣闽边区得以生存，但各自有着不同经
历和命运。

值得强调的是，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时期的

赣闽边区，国民党军和地主豪绅的阶级报复是
清晰可见的，是有迹可循的。地方党史和革命
史论著对此多有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战后民众的政治生存状态。不过，应加指明的
是，1934 年 10 月到 1935 年夏天这段时期，是
国民党军和留守红军继续交战的时期，前者对
后者的打击和镇压无疑是残酷无情的。1935 年
夏，国民党军牢牢控制了原中央苏区腹地各县
城乡。自此以后，国民党军和地主豪绅的打击
和镇压对象主要转向了中共新开辟的游击区。

综上所述，1935 年夏以后的赣闽边区 ( 不
包括中共游击区) ，尽管不乏阶级报复的行为和
情绪，但总体看来仍是一个相对和平的社会，
基本上恢复了普通民众所需要的相对稳定的生
存环境。毕竟，革命高潮之后，不管是暂时的
失败还是永久的胜利，老百姓还是要居家过日
子。这是社会的常态。正因为此，接踵而至的
抗日战争时期，赣闽边区迅速成长为中国东南
抗战大本营的中心，并迎来了边区的第一次现
代化浪潮④; 边区逐步恢复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秩
序，也为东南抗战夯实了基础，有力支持了中
国的持久抗战⑤。

( 本文作者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 杭州 310018)

( 责任编辑 占善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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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游海华 2007 年 10 月吉安市青原区东固镇实地调查。
受访人: 夏淑英 ( 原中央印刷厂职工邱祖贻和邹如
玉夫妇的儿媳 ) ，1959 年生，娘家为六渡村; 古珍
葵 ( 原中央印刷厂石印部主任古远宏的儿子) ，1941
年生，三彩村人; 刘宗沛，1926 年生，西城刘家人。
参见唐铁海: 《中央老根据地印象记》，第 65—69
页。
游海华 2006 年 1 月石城县城实地调查。受访人: 陈
裕华，1942 年生。
温锐、游海华: 《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
现代化浪潮》，《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4 期。
抗日战争期间，以赣闽边区为中心的浙闽粤赣皖 5
省毗邻地区的国统区，成为国民政府东南抗战的大
本营。其中，浙江省政府先后迁到浙西之金华、永
康，浙南山区云和县; 福建省政府和保安处内迁闽
西北之永安县;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省政府和第四
战区司令部先后北迁粤北之曲江、连县、龙川和平
远县; 江西省政府南迁泰和县、宁都县; 第三战区
长官部和政治部则一直驻扎在赣东的上饶县，1942
年浙赣战役中，一度撤迁闽北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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