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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1947 年 ～ 1949 年华北土改运动中
的中农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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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7 年 ～ 1949 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中共实施的土地改革运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中团结中农政策的实践确保了中农阶层的稳定，巩固地联合了中农阶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国家显

得尤为重要。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媒体、干部与群众四者间的互动构成了土改运动复杂的历史过程，影响了中共革

命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华北地区; 土地改革运动; 中农政策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doi : 10． 3969 / j． issn． 1673-1646． 2014． 01． 002

On the Middle Peasants＇Policy in the Land Ｒeform Movement Between
1947 and 1949 in North China

BAI Hui
( Dep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 The period between 1947 and 1949 was the key time of the People＇s War of Liberation，and dur-
ing 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War． The
practice of uniting the middle peasants＇ policy ensured the stability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firmly united the mid-
dle peasants＇ stratum，which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hina，with `t̀he two ends small and the middle large＇＇． In
the cour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the cadre and the
masses formed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land reform movement and reflected the trend of Chinese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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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问题历来都是中共土改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在老

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彻底平分土地以

后，农村中中农的比例更是大幅度上涨。”［1］面对数

量如此庞大的群体，中共在领导上、政策上都是十

分慎重的。而中共对中农的政策历来也是以“联合”
为主，“早在一九一九年联共党八次代表大会上就

曾特别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指示对中农要‘细心

体贴’”［2］。《五四指示》第二条也明确指出: “坚决

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

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

法退换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

同情和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3］ 1947 年 10 月

《中国土地法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公布后，由

于政策本身不够完善，且各级地方政府从上到下对

政策的理解程度不同，或是出于各阶层自身利益的

考虑，中共对中农问题的处理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

的过程。相应的，中农接受中共的土改政策也经历

了从恐慌、抵抗到认同的过程。本文试图深入剖析

中央、地方在对待中农政策的上曲折变化以及中农

接受中共土改政策的复杂历程。

1 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中共中央于 1947 年 9 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制定了《大纲》，并于 10 月 10 日正式公布在冀鲁

豫、冀南、太行、太岳、豫皖苏五个区实行。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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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中央局发表了《告全体党员

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

补充办法( 草案) 》。晋冀鲁豫军区命令全军坚决实

行《大纲》，同时令各行署因地制宜，来制定适合各

区实际情况的具体施行办法，坚决拥护执行《大

纲》。在此次土改运动中，无论是《大纲》，还是晋

冀鲁豫边区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阶级划分的标准和

强调联合中农的政策，而此时中共欲彻底消灭封建

剥削制度的意图却十分明显，上行下效，各级政府

在宣传时也就忽略了中农问题，自然在执行中产生

有偏差。

1 ． 1 阶级划分

由于阶级划分标准不明确，群众经常以追三

代、比人格、比生活的标准进行划分，甚至某些阶

级划分只是被“为单纯的‘找敌人’的情绪支配着，

‘形成群众诉苦斗争运动’”［4］，致使一些中农甚至

贫农都被错划为地主富农。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一部

分中贫农被错斗，也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
党中央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下发指示，要求

以 1933 年发布的《怎样分析阶级》、《土地斗争中一

些问题》为标准来划分阶级。任弼时同志在代表中

央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强调: 划分

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人民对生产资

料的拥有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
晋冀鲁豫中央局也发布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

局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明确规

定: 划分阶级以生产关系及生产手段的占有为标

准，自报公议，充分发扬民主，三榜定案的办法进

行。武安九区什里店第九组( 寨上) 慎重划分阶级的

方法得到了推广。经过党中央、地方对划分阶级标

准的一再明确规定及典型事例的广泛宣传，绝大多

数中贫农都安下心来，不再为因劳动生产致富而提

高阶级成分担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

1 ． 2 团结中农政策

《大纲》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目的，而晋

冀鲁豫边区经过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到解放

战争 时 期“大 多 数 地 区 地 主、富 农 占 地 已 不 到

20%”［5］。“平山大岭沟村 1947 年土改的时候，全

村的阶级成份没有地主，没有富农，只有三两户富

裕中农，其余都是贫农和中农，中农占多数。”［6］在

这种情况下，完全按照《大纲》的要求办事，实际上

“同土地革命时期所实行的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是

相同的，在实际分配中势必会侵犯中农的利益”［1］。
对于政策中没有明确强调联合中农这一问题，

党中央意识到后，重新强调了毛泽东同志在《目前

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里提出的团结中农的五项

具体政策。晋冀鲁豫中央局“二·一”指示中也提

到: 必须坚决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以及

团结中农的五项具体政策必须仔细研究，不折不扣

地付诸实行。党中央、各地方政府对待中农的政策

经过这样的不断调整，退还了以往侵犯中农的财

物，使中农可以安心生产，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

2 政策的宣传与执行

《大纲》公布后，各地的实施情况与干部的学

习、宣传和执行能力有很大关系，由于贫雇农干部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不能很好掌握政策的现象十分

普遍。多数村干工作能力不强，而且他们大多从自

身利益出发，缺乏针对具体问题考虑的能力，还有

一些坏分子伺机钻入党内及干部中造谣破坏，造成

侵犯中农的现象屡禁不止。

2 ． 1 政策的宣传

《大纲》等政策的宣传力度不足，是中农问题存

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村干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对政策接受及执行的能力不强，使政策不能有效地

传达到地方。贺家庄村长说: “我不识字，这个是什

么东西……村里的贺玉林二娃娃三娃娃识得几个

字，大家聚在一起念过几遍。”［7］“由于干部文化程

度低，有的没有做笔记，脑子记得也不多，对会议

的准备及进行中该解决什么问题都不清楚。”［7］可

见，村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致使无法很好地学习和

理解中央下达的政策。这样极易造成中农因不了解

政策，而在思想上对土改运动存在顾虑。
另外，干部对政策宣传力度的把握也是一个不

断调试的过程，且找到最恰当的宣传方式也需要一

个过程。而最初的宣传方式多存在不恰当的地方，

比如“偷偷摸摸地宣传这部分，不宣传那部分，对

中农只说中农的，对贫农只说贫农的，不能使他们

了解土地法的全貌”［8］，最终也使中农存在疑虑，

生产情绪低落。

2 ． 2 政策的执行

2． 2． 1 片面贫雇农路线

一些领导或干部对政策学习不够，实行片面贫

雇农路线，即由贫雇农掌权，一切按照贫雇农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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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去办，做了群众的尾巴，甚至以侵犯中农的利益

来达成贫雇农的要求。“元氏五区工作队尹文秀同

志认为‘用中农牲口运输，贫雇农分钱，就是依靠

贫雇农团结中农。’该县许多干部只记住一句‘首先

满足贫雇农要求’，其他就什么也不管了。”［9］

有些群众要求解决春耕困难的动机不纯，领导

也没有及时发觉并对其进行教育。他们由于思想不

坚定，妄图以抽补运动来解决春耕困难，引起中农

和干部的恐慌。如“寿阳县四区张韩河村郭同贵等

将坏地退出，要求种好地。在这种无止境过高的要

求下，没有多余土地，势必要动干部多占的和中农

的一部分土地。引起了干部、中农和富农害怕，纷

纷往出献地。”［10］

片面贫雇农路线还表现在阶级划分上，为了在

抽地时有理由，且“有利于”贫雇农，便多方寻找理

由，提高中农的阶级成分。“浑源的吴家圪坨，开始

划了九家富裕中农让其献东西。但后来该区的黄区

长听说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应退还财物时，就向贫农

团说把那九家划成富农好了。”［11］

2． 2． 2 坏村干、假贫农团钻空子

有些村庄贫农团组成成分不纯，被一些流氓分

子钻进去，或是被坏村干操纵，威胁敲诈中农。“武

安四区康宿村中农苗三正在磨面，自称‘贫雇团’的

武狗旦看见了就说: ‘法大纲早就下来啦，你还磨

面哩!’说着就把人家麦子拿了一半走了。”［12］

也有一些坏村干，为了取悦贫雇农，防止贫雇

农给他们提意见，“明知贫雇农办的不对，损害了

中农，也不说话，甚至自己也想些办法( 多是损害

中农的) 叫贫农用不正确的方法得利益”［12］，“或是

企图造成‘天下大乱’，予彻底平分以障碍，结果严

重损害了中贫农利益”［13］。“五区西马庄干部说:

‘我过去走了中农路线，今后可要走贫雇农路线

哩!’就把合作社中农入股的红利，抽给他的‘贫雇

团’作为生产资本。”［14］基于上述原因，无论是政策

本身的不完善，还是各级政府、干部对政策的执行

力度不够，宣传不到位，工作能力不足以及坏分子

挑拨离间，都造成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屡屡发

生。

3 民众对政策的认识与应付

在这种政策不完善、干部宣传不到位、执行有

偏差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群众面对《大纲》这一政策

又有怎样的反应呢? 对于民众不认同的态度，各级

政府、媒体和乡村干部采取了哪些积极措施呢?

3 ． 1 地富造谣，中农因误解而破坏土地法

《大纲》公布以后，不少村因政策中没有明确宣

传不动富裕中农的浮财，而只有经协商后才可分其

多余的土地，或是一些老中农误解平分土地为共

产，而且是在许多地主、富农都被剥夺了土地、财

产的背景下进行更深一步的土改，难免会侵犯到中

农的利益，这使中农充满恐惧。甚至有一些地主及

富农造谣破坏，误导中农说: “报上登土地要平分，

地主也同样一份，过去斗了地主填了穷小子们，现

在要斗中农填我地主。平分时穷小子们没知识干不

了，还得叫我地主干，当干部，参加平分。”［15］这些

都造成中农的不安，他们甚至大吃大喝，破坏土地

法。再者，中农被排除在贫雇小组、贫农团之外，

怕被当做斗争对象，十分恐慌。如“黎城河南村妇

女秦远金说: ‘咱村组织贫雇小组咱不能参加，又

是中农，你怕不斗争咱哩!’”［16］

对此，太行区报纸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提醒

民众:“平分土地的政策，绝不是把各家的土地财物

( 地主除外) 都拿出来平分。对富裕中农只是用商量

的办法，自动献出多余的土地，浮财一根毛也不

动，这是条法令。”［17］根据《大纲》规定，中农在政

治上也是有地位的，可以参加农会和政权工作，应

与贫雇农一起承担消灭封建剥削、争取民主权利和

公平负担。

3 ． 2 干群打通思想，实行团结中农政策

中央不断调整政策，反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

性，并给太行区党委、太岳区党委下达指示，要求

坚决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对错斗中农要一律道

歉，并无条件补偿。指示还要求各地区对团结中农

的政策做出具体规定。
指示下达后，多数地区坚决执行了这一纠偏政

策，使中农的财物被退还，情绪也安定下来，并开

始积极生产。然而，也有一些地区坚持“左”倾冒险

主义，抵制纠偏，主要原因是思想上存在顾虑，“怕

助长了中农气焰，怕补不起土地财产，怕丢了干部

面子，怕泄了贫农团的气”［18］，或是认为“过去我

们并不是斗中农，而是斗伪组织伪军分子、恶霸分

子、特务分子等”［18］。由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

没有解决，一些地区的纠偏行动就只是在应付政

策，并没有积极去实施。如“仙庄集侵害了中农，只

见解释没提解决办法”［19］，“内邱南关村干操纵‘贫

雇团’，随意多派中农款，区 干 只 叫 检 讨 不 加 纠

正”［2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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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指示要求各区党委、地委多给

群众、干部做解释，耐心细致地引导、教育干部和

群众从心底接受中农，真正做到团结中农，另外区

分“参加伪军”、“恶霸”、“特务”的含义，不允许滥

用。对错斗的中农，“不管有无保存的未分果实，均

必须给予补偿”［21］。

3 ． 3 中贫农拥护《大纲》，积极生产

经过不断的宣传，《大纲》逐渐被中贫农掌握。
贫雇农民从积极了解《大纲》到成立贫农团，从思想

上到行动上都被赋予了巩固团结中农的任务。贫雇

农主动给中农宣传，打破误解，稳定中农。中农也

认识到土地法大纲针对的是剥削阶级、地富分子，

而且不动他们的浮财，便开始安心生产，不再受地

主富农造谣挑拨，且更加亲近贫雇农。
在农村，牲畜、农具是影响农民生产的关键性

因素，不动中农浮财，即保护了中农对牲畜、农具、
粮食的所有权，使中农可以安心生产。“七区王家

店村富裕中农陈来秀说: ‘我是啥也不结计①，就是

怕分了我的驴。地往出拿我还高兴哩，驴就啥时也

想不通。’”［22］由此可见，中农在了解了不动富裕

中农浮财的政策后，生产更起劲了。

4 结 语

综上所述，《大纲》等政策公布后，党中央和各

级地方政府不断完善政策，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对

政策的接受、宣传和执行能力以打击地富、坏分子

的破坏行动。然而，仍然存在侵犯中农利益的行

为，主要根源在于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没有做

通。相应地，中农从认识到接受《大纲》也是一个曲

折的过程。最初因中农对政策不了解，地富挑拨离

间，以及干部的“左”倾行动，使中农恐慌不安，甚

至采取了一些破坏土地法的行动; 而随着宣传力度

的加强，“左”倾错误的纠正，中农逐渐安下心来，

积极生产。可见，任何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都

难免会遇到问题，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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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计: 山西方言，挂念、惦记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