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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窝”里的清算风波

———兼谈北方土改中的“民主”与“坏干部”问题①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李放春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 “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对象也

相应地锁定 为 乡 村 中 的 “封 建”代 表———地 主 阶 级。然 而，１９４６年 中 共 决 心

“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 “民主”

的革命旗帜下，群众运动的烈火也烧向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共产党控制下的

乡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 “新封

建”。而在执行 土 改 的 过 程 中，也 有 不 少 区 乡 干 部 滥 用 职 权，占 好 地、好 房 窑，

“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

“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的土改清算就是一个例子②。

①

②

本文系笔者正在撰写中的关于北方土改中 “群众民主”实 践 的 专 著 《抬 头》之 一 节。

关于 “群众民主”的话语—历史 考 察 是 近 年 来 笔 者 着 手 开 展 的 “中 国 革 命 现 代 性”研 究 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陈慧彬、李康 阅 读 了 本 文 并 提 出 宝 贵 的 批 评 与 建 议，在 此 谨 致 谢 忱。电 子

邮箱：ｌｉｆａｎｇｃｈｕｎ＠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杨家沟土改的有关情况，笔者在２０００年完成的 硕 士 论 文 《历 史、命 运 与 分 化 的 心 灵

———陕北骥村 （杨家沟）土改的大众记忆》 （全文约１５万字）中曾有 过 详 细 叙 述 （北 京 大 学

图书馆藏，第４９～７２页）。本文系由该文 （以下简称 “李文”）有关章节修改而成，并 在 原 有

口述史料基础之上进一步补充 了 陆 续 发 现 的 一 些 重 要 档 案 文 献。另 外，有 兴 趣 的 读 者 亦 可 参

阅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ｓｈｅｒｉｃｋ）先生的一篇相关论文：“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Ｆｅｕｄａｌ　Ｆｏｒ－
ｔｒｅｓｓ：Ｙａｎｇｊｉａｇｏｕ，Ｍｉｚ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Ｓｈａａｎｘｉ，１９３７～１９４８，”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４，１９９８ ［———
笔者按：该文亦有中译本：《一个封建堡 垒 中 的 革 命：陕 西 米 脂 县 杨 家 沟，１９３７～１９４８》 （章

可译），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０～３１３
页。译者似乎不熟悉有 关 史 料，翻 译 存 在 一 些 错 误，但 就 整 体 而 言 尚 属 可 读。为 方 便 读 者，

参引时均采中译本 （以下简 称 “周 文”）的 页 数］。这 篇 考 察 乡 村 革 命 的 研 究 论 文 尝 试 微 观 地

勾勒出一个相对长线的动态历 史 过 程，其 中 土 改 前 杨 家 沟 有 关 情 况 的 叙 述 尤 值 得 参 考。本 文

则着重考察周文中语焉不详的 清 算 风 波。不 过，笔 者 的 写 作 意 图 不 在 弥 补 周 文 在 清 算 这 一 杨

家沟土改的重要环节上的叙事欠 缺，而 是 试 图 通 过 对 事 件 的 细 致 勾 勒 而 引 出 北 方 土 改 中 一 个

久被忽视的话语———历史问题——— “坏干部”。这一重要问题的提出，将引导我们重新审 视 与

理解北方土改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现代性构型的深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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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德、米脂一带是陕北的米粮地，而米脂城东四十里的杨家沟则是名闻陕北

的 “地主窝”。清代乾嘉年间，迁居到杨家沟的马氏逐渐崛起而成为地方富户大

族。这个庞 大 的 继 嗣 群 体 聚 居 在 杨 家 沟，维 持 了 “八 代 的 荣 华 富 贵”①。其 中，

老三门里的一支户气最旺。自其先祖嘉乐建堂号 “光裕堂”，子孙后代各家均自

建堂号，以堂代名。因 此， “马 光 裕 堂”后 人 也 被 村 人 称 作 堂 号 （财 主）家②。

到１９４０年代初，杨家沟的２４１户人家中就有堂号地主５０余户，占总户数的２０％

以上。当时全村１　３００多垧土地 （垧为当地计量单位，１垧约合３亩），地主占有

１　１７０余垧，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９４％。不仅如此，杨家沟地主在周围几个县的

数十个村子 里 还 有 典 地 与 买 地 约 两 万 余 垧，每 年 的 地 租 收 入 达 六 千 石 之 多③。

１９４２年９月至１２月，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曾选定杨家沟的大地主

马维新 （光裕堂五门，堂名衍福堂）进行地主经济典型调查。④

①

②

③

④

参见米脂县何岔区委：《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１９４６年９月８日）［———笔 者 按：

多年前，周锡瑞先生慷慨提供了他搜集到的这一重要档案，专此鸣谢］。该报告中提到马嘉乐

为马氏先祖，疑应为马云风 （马氏四世祖，嘉乐曾祖），方合辈 数 （土 改 时 尚 健 在 的 光 裕 堂 长

门长孙马阁臣系云 风 的 八 世 孙）。关 于 口 传 记 忆 中 马 氏 先 祖 “三 位 一 体”化 的 问 题，参 “李

文”上篇第一章 《马嘉乐：庶民地主的兴起》，第５～１１页。

关于光裕堂马氏的谱系，详参 《扶风寨马氏家族志》 （１９９７年编印）；亦 参 延 安 农 村

工作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１７页。

数据采自一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形成的史料：《常锦城同志在杨家沟生产大队诉

苦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８日）。据张闻天调查，１９４２年时马光裕堂地主集团仅买地一

项就拥有１３　９７７．５垧。 “实 际 上 要 超 过 这 个 数 目，因 为 不 少 地 主 在 调 查 时 不 肯 说 出 真 话。”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１６～１７页）周锡瑞估计土地占有总量为１４　０００多垧，这一数字系

在张闻天提供的买地数据基础上再加马光裕堂的族田 （约２００至３００垧）而得出来的 （参 “周

文”，第２８４页）。《解放日报》１９４７年１月７日的有关报道中提供的数字则为４４　８５４亩 （减租

运动之前），但未提供具体来源。该数字约合１４　９５１垧；如按张闻天采用的换算方法 （１垧折

合３．５亩），则合１２　８１５垧。这与张 闻 天 提 供 的 买 地 数 据 出 入 不 是 很 大，约 在１　０００垧 左 右。

综合这些数据来看，常锦城讲 话 中 关 于 杨 家 沟 地 主 经 济 状 况 （土 地 占 有 包 括 买 地、典 地）的

估计大致是可信的，且较 为 全 面。另 外，据 《关 于 杨 家 沟 的 土 地 问 题》中 提 供 的 数 据，１９４６
年土改前杨家沟本村的土地为１　８７５垧。这个数字则与常锦城提供的数字出入较大，笔者猜测

可能前者包括了邻村寺沟 （亦称杨家寺沟，系部分杨家沟地主的居住地）的土地在内。

马维新在全盛时期 （１９３３年），有 “买地”１　１０３垧，“典地”５７３垧，共计１　６７６垧，

收租６７４石。１９４２年延安调查团到杨家沟 时，马 维 新 尚 有 地 千 余 垧。调 查 团 搜 集 了 马 维 新 家

保存百年的各种账簿，并在此基础上写成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据当时的调查团成员马洪回

忆，张闻天曾说：马克思在伦 敦 图 书 馆 里 算 资 本 家 的 “账 本 子”，写 了 《资 本 论》；我 们 要 弄

清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 “账 本 子”啊 （刘 英： 《我 对 晋 陕 调 查 的 回 忆》，转

引自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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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时期，杨家沟属于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 （习惯上称作 “警区”）。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杨家沟附近开始 “闹红”。杨家沟地主借助同治年间为防 “回乱”而

修筑的扶风寨 抵 抗，并 从 绥 德 请 来 国 民 党 一 个 连 驻 扎 守 卫，才 躲 过 了 “土 地 革

命”。１９３６年春，国民党占领绥德地区，何绍南出任专员。抗战爆发后，国民党

将米脂划入八路军绥 （德）米 （脂）佳 （县）吴 （堡）警备区，三五九旅的一个

营随后进驻米脂。同年１２月，米脂划归陕甘宁边区。１９４０年代初，何绍南被挤

走，八路军控制了绥德分区，杨家沟成了 “红地”。１９４４年１月１日，米脂县抗

日民主政府成立，马继棠 （杨家沟马氏后人，但不是光裕堂子孙）出任县长。米

脂县下辖９区５９乡４８７村，杨家沟在行政上划归何岔区六乡。①

《五四指示》以 前，杨 家 沟 已 经 开 展 过 “双 减” （减 租 减 息）保 佃 的 运 动。

《五四指示》以后，杨家沟又被作为边区的土改试点，在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８年间，先

后进行了几轮土改②。

从减租到征购

１９４０年代开始，在公粮负担与减租减息 的 双 重 压 力 下，杨 家 沟 地 主 经 济 急

剧衰落。以马维新 （时为米脂县头号公粮大户）的收支 情 况 为 例：１９４０年 的 时

候，收入为９８．６３石米，支出则为２５３．３５石米。其中，近半数的支出用于交公

粮 （１２１石 米），足 见 负 担 之 重。当 年，马 维 新 入 不 敷 出，不 得 不 出 卖 粮 食

１２７．８９石。③ 曾给地主家驮过租子的刘树旺回忆：“马维新不晓是一百多石租子

了嘛！（可是）公粮大了， （租子）驮的啊，讨的租子啊往米脂送了。送得给仓

库，要下公粮往仓库上交了嘛。”④ 同时，中共推行的减 租 政 策 也 对 地 主 的 经 济

①

②

③

④

参见 《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１６页，第４３８～４３９页。
《五四指示》以后，边区政府曾鼓励地主献地。１９４６年底，边区在杨家沟试办公债征

购土地；１９４７年春，又进行了清算试点。《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不久，米脂县开始掀起全

面的土改运动，而杨家沟土改时 已 大 致 结 束。另 外，由 于 当 时 毛 泽 东 率 领 中 央 前 委 机 关 在 杨

家沟过冬，米脂县委未敢再在杨家沟大动干 戈。１９４８年 初，在 “刨 粮 救 穷 人”的 氛 围 下，该

村闹了一次献金斗争 （村 民 叫 “掏 元 宝”，即 挖 地 财），吊 打 了 几 名 地 主，但 不 久 即 被 上 级 制

止。严格意义上讲，这次斗地主 已 不 属 于 土 地 改 革 的 范 围。不 过，直 到 毛 泽 东 走 后，米 脂 县

府于当年秋季才颁发土地证、窑房证，最终将杨家沟的房地产权确定下来。

参见马维新的历年收支笔记表，载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１６７～１６９页。

刘树旺 （１９２３年生），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６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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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打击很大①。１９４５年秋，绥德分区专员杨和亭曾亲往杨家沟推行 “减租”保

佃，死租按二五减 （即原定一石租子改交两斗半），活租则三七分成 （即一石收

成由农民得七斗）②。一方面是大幅的减租，另一方面则是沉 重 的 负 担，地 主 们

开始迫于压力而出卖、出典土地，日子江河日下③。

饶是如此，到１９４６年时，杨家沟仍有大、小地主６３户，此外在邻村寺沟还

居住着马氏地主１４户，共计拥有土地８　２４０垧④。

《五四指示》下达后，陕甘宁边区试行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即由政府颁布

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定额的土地，然后承购给农民。为此，边区政府还组织

了三个征购土地工作团，分别到庆阳王家塬 （陇东分区）、绥德贺家石、米脂杨

家沟 （绥德分区）等地进行试点⑤。

为了防止地主随意出卖土地和转移土地，米脂县委指示各乡农会组成土地评

审委员会，负责征购与承购的评审工作。县委还明确提出凡未经农会评委会审批

的土地买卖原则上作废，规定今后一律由农会审查批准后方可买卖。根据县委指

示，何岔区对农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区委指定各乡农会主任、干事，并 “由党

内布置保证当选”。

土地公债的消息在杨家沟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连党员都不敢相信，通过

党内反复解释才逐渐接受”。也 有 干 部 认 为 “土 地 问 题 提 得 太 猛”、 “地 价 太 低”

等。马维新听到消息后情绪很激动，对区委来人说：“我就是舍不得。毛泽东的

边区一村一镇、一寸土地也不肯让人。为什么？舍不得。我也是一样的舍不得。

①

②

③

④

⑤

据说，马维新曾抱怨道：对现在政 府 的 事 情，咱 们 不 能 讲 什 么，讲 也 不 过 是 地 主 的

话。现在的事情不好办了，人 家 不 交 租，也 没 办 法。政 府 交 租 法 令 固 然 好，但 是 办 不 通。但

要办通也不难。政府只要规 定 “如 不 能 照 章 交 租，地 主 即 可 倒 动 （收 回）土 地”这 一 条 就 行

了。其实政府尽可不干涉这类 事 情，也 不 必 规 定 什 么 法 律，一 切 让 地 主 自 由 处 理，事 情 就 会

办好的。现在人心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谷子越大越没货，地 主 越 大 越 有 过。”咱 还 有 甚 说

的呢！（参见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１４６页。）

参见杨和亭在其回忆文集 《红日照陕北》（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１９９６年）中对绥德

分区土改的回忆 （“分田分地真忙”一节）。

关于此一阶段共产党的政 策 及 对 陕 北 地 主 经 济 的 打 击，请 另 参 “周 文”中 更 为 详 尽

的有关分析，第２９４～３０２页。

米脂县委：《米脂县何岔区六乡土地公债试行办法》，１９４７年 （具体日期不详）；陕甘

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三 秦 出 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８７页。１９４７年初的一份 《陕甘宁边 区 土 地 问 题 材 料》则 显 示，杨 家 沟 地 主 在

本乡仅有地１　９０６垧，其中自地１　６２０垧，占全乡土地总数的３７％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

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第３３８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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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边区是头颅换来的，我的土地是一点血一点汗换来的。”①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２３日，米 脂 县 委 书 记 赵 锦 峰 率 领 的 征 购 工 作 团

（内有延安工作团１２人，分区４人，本县县区乡三级干部３９人）在杨家沟开展

了试办。到１９４７年 初，杨 家 沟 土 地 征 购 工 作 基 本 结 束。结 果，六 乡７７户 地 主

（其中１２户因家 庭 破 落 而 免 征，另 有３户 合 为 一 家，故 实 际 被 征 地 主 为６３户）

共留地１　３１３垧，共征购地６　９５０．１垧，其中本区乡共征购４　２９９．６垧②。１９４７

年１月７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杨家沟乡征购地主土地的情况③。该报道中特别

提到，杨家沟地 主 马 阁 臣 （光 裕 堂 长 门 长 孙，堂 名 德 仁 堂）当 时 担 任 了 征 购 委

员，积极参加工作。他还说：土地分给农民种能够增加粮食，“对保卫边区有极

大作用”。显然，当时杨家沟试办土地征购所体现的是一种 “和平土改”的方向。

不过，这个方向很快就被扭转了。

２月８日，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发 布 命 令 对 新 颁 布 的 《征 购 地 主 土 地 条 例 （草

案）》进行修正。④ 同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通报了陕甘宁边 区 试 办 土 地 公 债

的经验，肯定了公债征购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 “最好办法之一”。不过，通报

中也指出 “发动群众清算是 解 决 土 地 问 题 的 主 要 办 法”，而 以 公 债 征 购 相 配 合，

则 “更能发动群众”。通报中认为：“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

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

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⑤ 从通报中可以看出，“发动群众”是中共在 “中国革命

的新高潮”前夕的重要战略考虑⑥。

杨家沟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以上参见何岔区委：《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

参见 《米脂县何岔区六乡土地公债试行办法》。
《米脂城东杨家沟乡征购土地两万余》，《解放日报》１９４７年１月７日第二版。据该报

道，杨家沟共征购地主土地２０　８８１亩。这个数字约合６　９３７垧，与工作团数据大致相当。

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 府 大 事 记》，中 国 档 案 出 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６６页，第

２７１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５～６６页。刘

少奇起草的这个通报表明，当时 中 共 仍 然 期 望 通 过 合 法 的 程 序 来 解 决 土 地 问 题。不 过，这 个

构想很快就由于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而告夭折。

１９４７年２月１日，毛泽东主持召 开 了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会 上 讨 论 并 通 过 了 毛 起

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 《二 一 指 示》中 批 评 了 《五 四 指 示》以 来 土 改 的 “不 彻 底”问

题，并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 “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参见毛泽东：《迎接中国 革 命 的 新 高 潮》，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１２１３～１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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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

据杨家沟的堂号地主马师麒 （光裕堂二门，堂名衍庆堂）回忆，试办土地征

购到１９４７年春就 “推翻了”，又 “来了土地清算”①。杨家沟的 征 购 试 点 为 什 么

被 “推翻”呢？康生在绥德分区所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中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西北局决定采用 公 债 办 法 解 决 土 地 问 题 后，康 生 即 赴 陇 东 的 王 家 塬 进 行 试

点。前述试点经验通报，主要就是基于 王 家 塬 的 试 点 经 验。１９４７年１月３１日，

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率中央土改考察团到晋西北帮助解决土地问题。随后，康生

立即赶赴晋绥边区。

２月８日，康生在去山西路上经过绥德时做了一个土改问题报告②。他在报

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要使一切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要得到土地”；“要

使农民认识这是自己斗争的果实。”康生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后一点，即农民的

“政治翻身”问题。他指出：“要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解放、翻身，这个翻

身和农民得到土地同等重要。”

康生介绍了王家塬的征购经验：“我们下去时，立誓要发动群众，用群众路

线达到这一目的。用了这个办法 （指征购），发动群众很好，边区条例成了动员

群众的命令，成为合法了，群众有了公开撑腰的人。”但是，康生认为，土地征

购办法的危险也在于 “搞不好 的 话 就 妨 碍 发 动 群 众”， “变 成 买 卖 关 系，变 成 恩

赐”。他指出：“如果找一个地主买地回来，又把地分给农民，就变成土地贩子，

而农民觉悟未提高，这就是失败。”他认为警区征购工作的主要缺点在于 “农民

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并点名批评了杨家沟的工作：“杨家沟的材料反映，地主

与农民都 向 干 部 诉 苦。为 什 么 我 们 的 干 部 不 躲 开 一 点，直 接 让 农 民 向 地 主 诉

苦呢？”③

①

②

③

马师麒 （１９１９年生），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０日 访 谈。马 师 麒 由 于 主 动 献 地 而 被 列 为 “开 明

士绅”，土地清算时还被聘请参加了工作团。

以下叙述依据康生的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１９４７年２月８日），载 中 共 北 京

市委党校资料室编 《康生言论选编》 （非正式出版物）。需要指出的是，康生的 这 个 报 告 在 时

间上正好在 《二一指示》之 后。我 们 可 以 合 理 地 推 断，康 生 报 告 集 中 反 映 了 《二 一 指 示》的

新精神。

杨家沟试办征购时，工作团曾召开地主座谈会，征 求 地 主 的 疑 问 与 意 见。座 谈 会 上，
“男女地主纷纷诉苦，政府要不管饥荒，我们实在没办法了等” （参见 《米脂县 何 岔 区 六 乡 土

地公债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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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引述刘少奇的话说：“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是敢不敢革命，敢不敢

消灭地主阶级的问题。”他指出：“如何使群众和地主直接斗争，刺破面皮，提高

农民的政治觉悟，这是动员群众标准，因为这样才 算 群 众 运 动。”① 他 还 要 求 警

区必须以此为标准来检查干部 “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并推荐了

王家塬召开乡民大会向地主展开诉苦斗争的经验。康生明确提出：“消灭地主最

重要的形式是乡民大会，诉苦清算。乡民大会好处：（一）农民会感到自己的力

量，（二）地主也感到农民有力量，（三）能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四）容易分配

和消灭村与村之间的隔阂。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大会上既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政

治觉悟。”

两天后，陕甘宁 边 区 《土 地 工 作 通 讯》上 登 载 了 王 家 塬 乡 土 地 征 购 经 验 介

绍。该介绍赞扬王家塬经验为 “边区数月来实行征购土地工作的优良典型”。介

绍中说：“事实和群众教育了我们：征购与诉苦清算相结合，不但不会妨碍群众

的发动，相反证明：如果征购离开诉苦清算，即难有群众运动。”因此，“征购的

实质应是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②

康生讲话重重敲打了警区。２月１３日，绥 德 地 委 匆 忙 发 出 指 示，要 求 各 地

发动群众进行诉苦清算，通过乡民大会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③。２月至３月

间，陕甘宁边区 也 再 次 派 出 土 改 工 作 团，分 别 由 李 卓 然 （时 任 西 北 局 宣 传 部 部

长）、周兴 （时任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亦即西北局社会部部长）率领，到米脂

的官庄 （十 里 铺 五 乡）和 杨 家 沟 （何 岔 六 乡）进 行 试 点，开 展 清 算 斗 争④。不

①

②

③

④

康生的 “刺破面皮”这一说法，应是来自毛泽东的内部指示。毛曾在２月１日的政治

局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土地问题讲过：“要使农民同地主撕破脸，而不是和和气气。对地主打

了再拉，不打只拉就不好。”（参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 说 明》，载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１页。）

参见 《王家塬乡征购土地主要经验介绍》（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载 《解放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绥德地委：《关于春耕前深入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补充指示》。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成立于１９３７年９月，前身为 西 北 政 治 保 卫 局。周 兴 一 直 担 任 保 安

处处长，掌握延安的治安力量，故时有 “周半城”之称。另外，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 牌 子，

既是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 （参见何立波：《扑朔迷离的延安隐蔽战线斗

争》，《党史纵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４７～４９页）。因 此，周 兴 算 是 康 生 （长 期 担 任 中 央 社 会

部部长）的直接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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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官庄工作 团 即 取 得 了 清 算 斗 争 的 成 功 经 验，而 杨 家 沟 工 作 团 却 碰 到 了

难题①。

“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杨家沟的地主众多，“斗争对象”充裕，本应是展开清算的理想场所。而且，

土改时的杨家沟地主也相当乖顺，配合工作②。然而，恰恰就在 这 个 “地 主 窝”

里，杨家沟村民们却闹起了 “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工作团负责人周兴抵村后即着手了解情况。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不少问题。

例如，采用公债办法，得地多的主要是原租户，而雇农、工人 （杨家沟的匠人很

多）得地很少③。“雇农与工人因过去承购土地较少，每人最多只不过一垧，因

而今天大为不满。且所分地较远较坏，亦有意见。”④

另外，周兴还了解到：有些干部在 “在去年土地改革中得好地，多分地，平

时态度不好，脱离群众”，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杨家沟的一些工人甚至 “坚持不

解决个别坏干部问题，即不积极对地主进行斗争”⑤。工作团此行的中 心 任 务 是

发动群众诉苦清算，与地主撕破脸，展开直接斗争。于是，周兴召集工人会进行

安抚，允诺一定解决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同时说明 “目前主要地还是团结一致

向地主作斗争”。然而，开完工人会后，部分工人仍表示不满，仍坚持非先解决

①

②

③

④

⑤

官庄经验系 《二一指示》下达 后 西 北 局 为 指 导 各 地 清 算 斗 争 而 创 造 的 第 一 个 试 点 经

验，具体内容参见 《十 里 铺 五 乡 的 清 算 斗 争 是 怎 样 进 行 的》 （官 庄 工 作 团，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６
日）。为了保证农民能不失时机进行生产，官庄工作团首先解决土地、窑房问题。土地、窑 房

承购工作基本结束之后，才 进 一 步 开 展 清 算 斗 争。过 后，将 搞 出 的 财 物，以 乡 为 单 位，根 据

成分、生活状况、生产有无困难等三种情况把农民分为四个等级，统一进行分配。

郭成明 （１９２４年生），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２日 访 谈。土 改 时 郭 成 明 曾 是 村 里 的 民 兵、积 极

分子，土改以后长期担任村干部。

据张闻天１９４２年统计，杨家沟的 “工人”达５１户，多为石匠、木匠、泥匠以及杂工

（参见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２０～２１页）。关 于 土 改 前 杨 家 沟 的 社 会 结 构 与 社 会 意 象，另

参 “李文”上篇第二章 《“小北京城”：不似村庄的村庄》中的有关叙述 （第１６～２４页）。杨家

沟土改的重要人物中，一些就是 “工人”。例如，刘成荣 （乡农会主任）是跟工汉出身，杨 树

旺 （乡警干队队长）是木匠出身。

周兴：《致白治民、李卓然的信》（１９４７年，具体日期不详）。当时，杨家沟的工人包

工头、名匠王应名甚至 “组织工人和农民斗争，要和农民争取土地”（参见 《米脂县何岔区六

乡土地公债试行办法》）。显然，杨 家 沟 人 对 此 次 土 地 承 购 并 非 无 动 于 衷，而 恰 恰 是 反 应 相 当

强烈。

周兴：《致白治民、李卓然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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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坏干部即不可能对地主作斗争。逢此困局，工作团一时也束手无策。

周兴率领的延安工作团作风谨慎，在杨家沟村民中传为美谈。但是，工作团

并未在坏干部问题上提出有效解决方案。３月初，延安城形势危急，这位 “周处

长”遂匆匆离去。

后来，米脂县委向西北局汇报杨家沟清算斗争的情况时说：杨家沟的 “下层

工作基础不好”，干部脱离群众。“今春土地改革开始后，群众就提出 ‘先斗干部

后斗地主’的问题。后经再三解释和教育，才转为先斗地主，地主斗倒后再解决

干部问题。但这仅仅是皮毛地解决了一下，并未彻底解决问题。”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村的干部问题尚未解决，清算斗争又引出一场更大

的风波。

“群众大斗清算委员会”

古历二月十五日 （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杨 家 沟 召 开 了 斗 争 地 主 大 会。其 时，

马维新刚刚去世不久，躲过了此劫②。大会斗争了村中的另一大地主马醒民 （光

裕堂二门，堂名裕仁堂）以及其他在村的堂号地主③。除了本乡群众外，附近区

乡与杨家沟地主有清算关系的农民也来参加。斗争结束后，光裕堂马氏祠堂前还

立起了人民翻身纪念碑。

此次会后，工作团立即组织各区乡代表选举代表，并在全体代表会上选举组

成了一个七人清算委员会，艾◇榜 （时任何岔区区委书记）、马◇波 （前部队医

生）分任正、副主任④。委员会以下，又分为八个小组，负责审查清算材料、登

①

②

③

④

引自米脂县委的内 部 报 告： 《关 于 杨 家 沟 清 理 群 众 斗 争 果 实 中 干 部 贪 污 问 题 报 告》
（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９日）。

据村人说，马维新是 在８０石 公 粮 的 重 压 下 忧 病 离 世。结 果，他 的 儿 媳 妇 挨 了 吊 捆。
（刘成高、雷公旺访谈，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６日）

此次斗争大会在马醒民的私宅 “新院”举行。清算过后不久，马醒民被勒令搬出 “新

院”。毛泽东转战陕北，后来曾在这座 “新院”里住了四个月。因此，当地也把 “新院”叫 做

“（主席）旧居”。现已改为杨家沟革命纪念馆。郭于华教授对近年来 “旧居”的情况进行了追

踪，参见郭于华：《关于历史建构的思考》以及 《“鸠占鹊巢”的小插曲》，分载 《社会学家茶

座》２００５年总第１３辑、２００７年总第１９辑。这里顺便提及一下，与 素 以 “精 打 细 算”著 称 的

马维新不同，马醒民是杨家沟出名的 “恩德财主”。因此，村人关 于 此 次 斗 争 大 会 的 回 忆 多 强

调马醒民 “没受气”。对这段故事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 “李 文”上 篇 第 六 章 《清 算 斗 争 与 传

统秩序的终结》以及笔者近期的一篇文章 《饥荒·恩德·革命———黄土沟沟里的历史与记忆》
（《二十一世纪》［香港］，２００８年即出）。

笔者对本节中所涉部分当事人的姓名做了技术处理，隐字以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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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地主财物。不 料，清 算 过 程 中 却 出 现 了 清 算 委 员 会 的 干 部 贪 污、盗 窃、转 移

“果实”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在此次风波中，杨家沟以及附近

区乡的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清算委员会①。

杨家沟清算来的 “果实”分配给了周围几个区，杨家沟村所在的何岔六乡仅

分到全部 “果实”的四分之一②。这引起村民的极大不满，从而 “与清算委员会

在思想上完全形成对立状态”。与此同时，清算委员会的干部在登记地主财物的

过程中手脚也很不干净。正、副主任公开拿了鹿茸、大衣、西药、书等物件，从

而也带动了很多人随便拿东西。当时由于敌情严峻，县里派来主持工作的马光华

（时任县府二科科长）曾提 出 将 财 物 封 存 后 疏 散 转 移 到 附 近 的 桃 镇 七 区。结 果，

在路上就有几箱子东西背到了副主任马◇波家里。此外，还出现了清算代表们集

体分东西、私里偷东西等现象。清算委员们的这些贪污举动引起六乡群众的强烈

不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放哨挡人。不久，其他区乡的群众得知干部拿东西的消

息后也激愤起来，参加了斗争，终于 “造成群众性的斗争”。③

当时，六乡挑选了十五名精壮小伙子组成了一个 “警干队”，专门负责维持

清算秩序、监视清算委员行动，盘查形迹可疑人等。在确定分果实的前一天，有

两个清算委员贪污了衣料、皮鞋等物，找人私带回家，结果被 “警干队”破获。

杨树旺 （杨家沟人，时任队长）回忆了当时的场景④：

我正到那寨子上，那会 （在）井子脑畔坐着。那驴日的有个人背着个布

顺子，从那石坡上下来。那周◇喜 （清算委员）又给那人指一下路，意思就

说警干队队长在那了，不要走那儿上来，到来耀沟那圪槽里下来。那我就思

谋着这个人路数不对，我打发两个人——— “你们到前桥上那儿等着，检查一

下。不拿甚呢，就不用悄悄嗟。（如果）是拿些什么东西，你们就引上引回

来。”———那 （人）就背着两个一顺子，圪堆涅瓦 （方言，形容东西多）。这

我把他引回来，给乡上交给。乡上说：“诶，这是你们的责任，这我们不能

管，这要你们经管了。”我说那咱引回来了嘛，咱经管。

①

②

③

④

由于杨家沟地主的清算 关 系 相 当 广 泛，因 此 清 算 委 员 多 来 自 外 乡。不 过，委 员 会 中

也有本村干部，如时任六乡农会主任的刘成荣 （１９１１年生）。

据 《米脂县何岔区六乡土 地 公 债 试 行 办 法》：何 岔 区 六 乡 包 括４个 自 然 村 （杨 家 沟、

寺沟、巩家沟、李村圪崂），分为５个行政。巩家沟和李村圪崂是一行政，杨家沟 的 后 沟、寨

子上、前沟分别为二、三、四 行 政，寺 沟 为 五 行 政。全 乡 共 有 居 民４５６户 （其 中 杨 家 沟２４６
户），２　００３人，土地１０　０９６垧 （包括地主所有外乡地）。

以上参见马光华的内部报告：《米脂县杨家沟清算斗争的前后》（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５日）。

杨树旺 （１９１７年生）访谈，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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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杨树旺便把人临时关到了依仁堂 （堂号地主）家的厢窑里经管。警干

队此举，堵了清算委员们私下转运斗争果实的路子。

这可是那些清算委员那可也就看见了，识路了。那些可是偷下东西，尽

铺盖里头压 着 了，这 就 那 些 背 畔 上、石 头 底 里、土 疙 瘩 地 里 都 疏 散 了。哎

呀，我说，这驴日的经手这么个情况！这疏散那阵，有两个 （清算委员）就

那窑里烟筒里头往里填，洋烟、麝香，就那值钱东西。铺盖怕搜了，那就都

转弄的外头。这不是那两个，我说再把那两个引下来。一气弄了三个，收留

了三个清算委员。

案子破获后，群众对清算委员会更加愤恨。当晚，这几名清算委员被软禁起

来。此外，还对其他清委实行戒严。马科长闻讯后，认为这样不便办公，让群众

撤哨，也不许群众搜查清委。他对群众说：检查人是要负责任的，查出则罢，查

不出就闹成 “两头屁眼”。此话引起群众的极为不满。

次日，召开各区参加的分果实大会。这次大会，实际成了斗争清算委员会的

大会。

会上群情激愤，首先将周◇喜 （一名被抓获的清算委员）乱打了一顿。群众

愤怒地说：“我们给你家里代耕，你给咱们翻身来啦，结果都给你们贪污啦！”当

时，场面相当混乱。“不要这样闹。”在场的马科长出面干涉，“即就清算委员们

贪污，你们可选代表来商量解决。这样闹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话音未落，他

也被何岔三乡的村民捆了起来，后才又解开。以后，群众又要把清委逐个捆起拷

问。马◇波被捆后立即承认拿了东西，随后区委书记艾◇榜也当场坦白。①

杨树旺对当时的混乱局面记忆犹新：

哎呀那人多了！你说七个区几十个村子人都这儿抬东西来了，这一满乱

尴 （方言，混乱）了！县 上 那 阵 那 马 继 棠 （是）这 庄 的，那 阵 那 调 绥 德 县

长，专门就为这清算，人那上来主持。我们那十五个人 （里头）也有那个年

轻人，把雷◇田 （被捉清算委员）就那大门吊起，吊得那直嚎 （笑）。这我

跟县长拉了一下，问究竟咋个 （办），这事情今儿要乱尴了。那说：“那反正

咱就打腾些，稍微给那两下，不敢打死！打死这就有人命！再一般的呀，没

什么，你咱注意些。”那区长来了说，“哦，马县长！”那说，“咋了？”“哦，

乱尴了，我没办 法 了。一 满 这 个 杨 家 沟 这 人 也 多 嘛，我 一 满 掌 握 不 了 了！”

马县长说，“找警干队。”那说，“警干队也顾敛不了，那人太多了！”一满连

① 以上叙述依 据 秦 山 （时 任 军 委 来 米 脂 工 作 组 组 长）、石 如 珊 （时 任 米 脂 县 委 宣 传 部

长）的内部报告：《杨家沟处理斗争果实的几个问题》（１９４７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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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寨子上那就尽人，呼岔岔嗟乱七八糟。区上的一个也是这庄的干部，下来

说，“你们这是咋了？今儿乱的！”看见人家侯家沟那后生正背根绳，把那脖

子一套，吓得那把那个绳一下撂下，再没敢下来 （笑）。那阵那是区上也害

怕着了，没办法。①

后来，米脂县委宣传部长石如珊赶到，答应群众的两项条件———保管清算委

员会的材料以及清算的财物，才得以暂时休会。三天以后，县委在杨家沟召集群

众大会，宣布对清算委员的处理意见。结果，何岔区委书记、清委主任艾◇榜被

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副主任马◇波被当场逮捕。其他清算委员则向群众承认错

误，然后介绍回本县、本区、本乡去处理。另外，马光华也由于工作失责而遭到

县委处分。②

事件过后，米脂县委向西北局做了检讨，承担领导责任。县委指出：“清算

委员会的产生不是真正经过群众很好酝酿而选出，只是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少数

群众选了一下，故有一部分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 “对清委会缺少思想 领

导，未能经常在思 想 上 开 导，使 其 懂 得 自 己 是 群 众 代 表，应 彻 头 彻 尾 为 群 众 办

事。”“经常征求群众意见，一切在群众中公开。一则可约束干部，二则可打破群

众猜疑。坚决反对清算委员会一手去干，不让群众了解的办法。”③

一场发动群众 清 算 地 主 的 斗 争，竟 出 人 意 料 地 演 变 为 “群 众 大 斗 清 算 委 员

会”！杨家沟的清算风波，例示了北方土改中干部问题的严重性④。

①

②

③

④

杨树旺访谈，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３日。杨的回忆与秦山、石如珊的报告在个别细节上存在

一些出入。

引自 《杨家沟处理斗争果实 的 几 个 问 题》以 及 《关 于 杨 家 沟 清 理 群 众 斗 争 果 实 中 干

部贪污问题报告》。顺便提及一下，当时的乡农会主任刘成荣在登记地主东西的过程中曾借穿

了一件大衣。据他说，当时是 “打条条着了”，而且后来也 “给人脱下了”。然而，“人家群众

照定了”，结果背了处分。事后，他 被 拨 到 何 岔 三 乡 任 指 导 员 （刘 成 荣 访 谈，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２
日）。

引自 《杨家沟清理群众斗争果实中的干部贪污问题报告》。
“周文”将这一清算风波诠释为农民反对共产党的政策 （第３０５页、３１０页），笔者认

为此论大可商榷。实际上，土改 中 “自 发 的 民 众 行 动”往 往 是 在 共 产 党 的 话 语 鼓 动 与 政 策 激

励下出现的；或者也可反过来理解，群众往往会挪用革命话语来正当化他们的集体行动。“周

文”正确地指出中共 “发动 群 众”的 双 重 后 果。但 是，群 众 与 党 之 间 并 非 简 单 的 支 持 或 反 对

的关系，其复杂的互动需要具体而深入地考察。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周文”对斗清算委员

的简单化认识遮蔽了土改 中 （坏）干 部 问 题 的 话 语———历 史 复 杂 性，使 我 们 无 从 看 到 共 产 党

在这一问题上的尴尬与抉择，及其具有的深刻革命现代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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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与干部问题

周兴在工作信件中措辞谨慎，“坏干部”前面始终加上 “个别”二字来限定。

其实，这些 “个别坏干部”并不是仅仅出现在杨家沟的个别现象。

当年，在汇总分区各县土改情况的基础上，绥德地委曾专门提出在土地分配

中发生的 “干部耍私情”以及在清算果实分配中 “机关、部队、干部窃夺果实，

与民争利”的问题。例如，葭县响石区一乡干部曹某压分了八垧好地，被揭破后

还分辩，“毛主席说过，土地改革就是叫干部和共产党员分好地”。又如，镇川县

委在延安被胡宗南部队占领后通知各地可以在清算地主的过程中搞笔基金，解决

经费困难，结果致使 “机关、部队、干部有所藉口，乱清算地主、乱刨窖窖、乱

拿东西，造成了严 重 的 混 乱 状 态”。该 县 保 安 分 处 刨 地 主 朱 某 的 窖 时 关 起 大 门，

“刨出的东西，好的捡完以后，剩下坏的开开大门拿来分配群众”。镇川的乱拿东

西，“上自县委市委市府的干部，下至乡村的很多干部都拿了”。在军情紧张的情

况下，绥德、米脂等地也都发生了 “窃夺果实，与民争利”的问题。当时，米脂

银城市内就流传着一个说法：“地主打垮啦，干部大发啦，上级眼瞎啦！”还有人

忿忿地议论：现在是打胡宗南，以后 “再来打干部”。①

此外，坏干部问题也并不是在土改中才出现的问题，而是边区由来已久的问

题。１９４５年７月间，谢觉哉 （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曾 找 过 米 脂 士 绅

贺连城 （时任边区政府委员）等人了解警区干部情况。他了解到：“区乡干部耍

私情，骇唬人，贪污。人民 最 不 满 的：警 缉 人 员、司 法 人 员、区 乡 干 部。”② 为

此，谢觉哉力倡建立 “人民管理政权”的民主制度。他在陕甘宁边区专员联席会

上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许多不为人民欢迎的作风如强迫命令、摊

派、贪污、欺负人、耍 私 情，……如 果 乡 村 里 人 民 做 了 主，直 接 民 权 真 正 建 立

①

②

以上参见 《绥德分区土地改革情况》（１９４７年，具体日期不详）。

引自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１３页。同时，他也记道：“区

乡干部真坏的不多，就是好人也做不了。上级给的任务太多。”这一评论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

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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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且运用熟练了，当早已被纠正。”①

在土改过程中，原有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化使得干群矛盾空前激化。同时，革

命话语也极大地鼓动了农民群众的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斗

争的矛头往往指向基层的党员和干部，甚至提出 “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要求。

１９４７年２月４日，刘少奇在延安所作形势报告中再三强调依靠群众的根本观

点。他指出：“共产党不怕什么，不怕马歇尔、蒋介石、地主，只怕脱离群众。”②

那么，面对群众 “先斗干部”的要求，一贯视 “密切联系群众”为革命法宝的中

共将何去何从？

“党要在运动中来改造”

土改中的分配不公以及干部 “窃夺果实”的问题，一直是中共高层土改指挥

机关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日，刘少奇就曾在致康生的信中专门提到：“禁止干部多得土

地及机关占有土地，现在即应提出，并在执行中切实注意，以免在事情发生后难

于纠正。”③ 次年１月１０日，刘少奇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征询对公债征购办法的

意见时亦指出土地分配中出现的毛病：“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原佃户和大佃户

分占了更多土地，军队、政府及其他机关团体，占有很多土地及公田 （除自己开

荒者外原则上这些土地和公田应一律让农民分配），而许多赤贫及雇农则没有分

到或很少分到土地。”他进一步认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党内和党外都有一部

分人企图窃取土地改革的果实，分占更多的土地，这就是一种富农路线的分配方

①

②

③

谢觉哉：《关 于 工 作 作 风 问 题》， 《谢 觉 哉 文 集》，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１０页。

１９４５年，陕甘宁边区开展了选举运动。根据 第 二 届 边 区 参 议 会 工 作 报 告 决 议，边 区 在 运 动 中

尝试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检查各级政府工作与干部作风 （参见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第

三次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６年４月２日］，《谢觉哉文集》，第６２５页）。当时，陕

北的著名说书人韩起 祥 曾 编 创 了 一 部 新 书 《张 玉 兰 参 加 选 举 会》，讲 述 选 举 运 动 中 农 民 群 众

（包括妇女）公开批评村干部的有关情况 （载韩起祥：《刘巧团圆》（收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

丛第二辑），香港海洋书屋１９４７年，第１０１～１３１页）。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管窥到中共倡导

的人民民主在当时的乡村社会 生 活 与 人 们 精 神 世 界 中 所 产 生 的 影 响。这 里 顺 便 提 及 一 下，杨

家沟的说书人 李 怀 山 （１９２５年 前 后 生）当 年 曾 学 过 这 本 书。五 十 多 年 后，虽 然 他 还 是 觉 得

“新书那驴日的不美”，却仍旧能随口大段地说出这部新书的内容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１日访谈）。
《刘少奇年谱》，第６５页。
《刘少奇年谱》，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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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与贫农平均分配原则相对抗。”① 不难看出，与分 配 问 题 纠 缠 在 一 起 的 是

干部问题。而且，刘少奇的电报已经将之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这里必须同时提出，除了 “窃夺果实”以外，（坏）干部问题还有另一个重

要的方面。土改不 仅 是 既 有 利 益 格 局 的 剧 烈 调 整，同 时 也 是 政 治 态 度 的 剧 烈 转

变。在土改前，陕甘宁边区奉行 “三三制”。十年的和平时期，各级干部平素与

地主过往甚密，以致出现 “谈笑皆地主，往来无贫雇”的局面②。随着中共在地

主问题上的政 策 激 变，干 部 们 是 否 能 紧 跟 革 命 形 势 成 为 相 当 严 峻 的 问 题③。例

如，杨家沟试行公债时，就有干部担心这样搞会 “逼地主出边区”，并主张让马

维新雇些农民转变为富农式经营④。实际上，土改中的不少 “坏 干 部”，问 题 出

在思想认识与政治立场上，“屁股坐在了地主怀里”⑤。

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共及其基层政权在土改中都面临着自身改造

的紧迫要求。

针对杨家沟部分群众 “坚持非先解决个别坏干部即不可能对地主斗争”这一

问题，周兴率领的延安工作团只是表示 “正 （在）调查研究中”，而未能提出任

何建设性的意见。这也表明，当时中共尚未就如何解决 （坏）干部问题形成成熟

的具体方案。不过，康生于２月８日在绥德所作报告中则已透露了高层内部关于

在土改中 “解决党、政权、农会三大问题”的战略考虑⑥。他提到：

如果没有经过改造的党，没有坚强的政权，没有很好的农会，就不会保

障土地果实。少奇同志特别讲：“党要在运动中来改造，必须有适合土地革

命的党、政权和军队。”我们党并不是每个党员都能负起革命任务的。毛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少奇年谱》，第６２～６３页。

参见习仲勋在边区土地会 议 上 所 作 总 结 报 告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２日）以 及 白 治 民 在 米

脂县土地会议上的传达报告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５日）。

在１９４７年２月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 东 在 指 示 发 动 群 众 起 来 斗 地 主 的

同时，也就陕甘宁边区的干部问题指出：“现在有一批干部实际上站在地主方面，应该对他们

进行教育。要使司令部、专署、地委 在 思 想 上 都 站 在 农 民 群 众 方 面。过 去 没 有 对 他 们 进 行 教

育，是我们工作中 的 缺 点，他 们 怕 违 反 政 策。”参 见 毛 泽 东： 《对 中 国 革 命 新 高 潮 的 说 明》，
《毛泽东文集》第４卷，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参见 《关于杨家沟的土地问题》。高的意见被否决，因为 “这 样 一 来 自 然 本 村 贫 苦 农

民更无立足之地了”。

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召开的米脂县土改会议上，一众米脂干部由于 “地主富农思想”严重

而受到批判。例如，马继棠 （１９４４年１月 至１９４６年１２月 间 担 任 米 脂 县 长）由 于 米 脂 民 丰 一

桩土地纠纷案件的处理而被指责 “坐在地主怀里审官司”；宣传部长石如珊则被批评 “拜地主

干大”（参见 《白书记的传达报告》）。

以下依据康生：《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
地
主
窝
﹄
里
的
清
算
风
波———

兼
谈
北
方
土
改
中
的

﹃
民
主
﹄
与

﹃
坏
干
部
﹄
问
题

８７　　　

席说：“有些党员实际上不赞成土地改革。”党的改造有两件事：一是过去党

的阶级教育不够。党员对于胡宗南认识很清楚，但对本乡本县的地主则是模

糊的，当然这些党员可以改造。另方面应吸收新的血液进来。

康生进一步指出：“改造党先要改造干部。”他列举了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三大

问题：对地主阶级妥协思想；想多得地；官僚主义 （“怕发动群众，怕麻烦，用

买卖方法代替群众”）。康生提出：“不好的干部应教育，教育不好应撤职。如耍

私情，就要斗争甚至开除党籍。当然主要是教育，上述倾向的主要责任在我们。”

最后，康生着重强调 “改造党、改造干部是运动中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知，尽管其时还没有形成解决 （坏）干部问题的具体方案，中共高层

已经有了在运动中改造党、改造干部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将对中共治下

的北方解放区造成空前巨大的政治冲击。

“坏干部”问题与 “群众民主”实践

杨家沟土改中的 清 算 风 波 充 满 了 戏 剧 性 （有 关 口 述 回 忆 也 弥 漫 着 明 快 的 色

彩），但它所展示的干部问题却是非常严肃的重大问题。

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杨家沟清算风波所揭示出的并不仅仅是在

正统土改叙事中或多或少被遮蔽的干群对立 （或党群对立）。也许，更值得我们

注意的是这种 对 立 所 处 的 具 体 话 语———历 史 情 境 以 及 历 史 行 动 者 （包 括 党、干

部、农民）与其置身情境之间的互动。

在革命话语中，党与群众并非是明晰的二元关系。例如，刘少奇在１９４５年

召开的 “七大”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共的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他指出：“一

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

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

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

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我们党的

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 （无一项

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

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① 这些论 断 不 仅 仅 是 政 治 修 辞。事

实上，中共不久发动的土改运动就成为群众路线的实践考验。

① 刘少奇：《论党》（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３５４～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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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改实践中，党与群众的关系也呈现为复杂的图景。正如杨家沟的例子所

示，土改中的干 部 问 题 将 “群 众 观 点”的 内 在 张 力 推 向 了 极 限。特 别 是 在 面 对

“先斗干部”的群众呼声时，中共是否会为了发动群众而抛弃这些干部，成为一

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解放区的土改中，共产

党始终面临着这一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坏）干部问题是北方土改历史

过程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坏干部”问题也是一个话语性问题。换句话说，如

何处理干部问 题 是 与 如 何 言 说 干 部 问 题 紧 紧 联 系 在 一 起 的。笔 者 认 为，以 “民

主”为轴心的革命言说构成了干部问题的重要话语情境。

“民主”是中共在内战与土改期间高举的革命旗帜。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中共

中央在内部通过 《五四指示》的同一天，其宣传喉舌 《解放日报》发表了纪念五

四运动二十七周年的社论文章 《纪念 “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社论认

为，五四运动 “实 行 了 空 前 的 文 化 革 命，开 辟 了 民 族 自 觉 的 新 民 主 主 义 纪 元”；

解放区 “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与国统区

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相对照，它说明了 “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也

许，这并不仅仅是个巧合。

土改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内核，而 “民主”则是土改这场乡村革命

的题中之意。北方土改中的 “民主”实践与 “群众”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所谓

“新民主”，实际就是 “群众民主”。换句话说，“民主”在实践中是通过 （与 “阶

级”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群众”来落实的。

“坏干部”问题把我们引向 “群众民主”的话语———历史实践 （包括晋绥开

创的 “通过群众审查 干 部”以 及 稍 后 在 晋 察 冀 出 现 并 随 即 被 推 广 至 各 解 放 区 的

“公开整党”实践等等）。北方土改中的 “群众民主”实践———其过程当中既洋溢

着激情与浪漫，又交织着恐怖与怪诞———催生了开门整党 （与审干）这一具有自

我治理性质的权力形式，并促成了区村 （乡）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基本的民主制度

形式。然而，对于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的重大题域的深入探讨，并不是这篇文章

的任务所在。笔者仅在此扼要指出，北方土改是对中共所谓 “群众观点”的一次

严峻考验。而在 “群众民主”实践中，群众与党 （“领导”）之间的关系也远比人

们一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还是让我们回到杨家沟的清算风波上来。笔者相信，如果脱离开 “民主”的

话语———历史情境，“群众大斗清算委员会”的场面就难以得到深入的理解。巧

的是，前文提到的那位何岔区委书记被扣押起来后曾发过议论：“杨家沟太民主

了，不然我拿了东西不会再拿出来。”这句被偶然记录在历史档案中的牢骚话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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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面为当时的情境提供了一个注脚。

当然，在清算风波中，延安来的工作团还只是将 “坏干部”作为一个比较孤

立的问题来认识与 处 理 的。这 一 事 件 发 生 在 中 共 中 央 撤 离 延 安 的 前 夕。其 时，

“坏干部”问题尚没有完全话语化，在解决过程中也还没有明确地与 “群众民主”

挂起钩来。

历史尚在推进过程当中①。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３日，胡宗南部十余万人向延安发起全线进攻。１９日，胡宗南

占领延安空城。在战争的压力下，陕甘宁边区的土改暂告停止。

３月２９日，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 召 开 中 共 中 央 会 议。会 议 决 定，毛 泽

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 （一

说组成 “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 “前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

中央工作委 员 会 （简 称 “工 委”），以 刘 少 奇 为 书 记，前 往 晋 西 北 或 其 他 适 当 地

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４月９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以刘少奇为书记

的中央工作委员会。４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及军 委 大 部 工 作 机 构 暂

留晋西北，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 （简称 “后委”），以叶剑英为书记，统筹后方工

作。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形成了 “三委分工”的局面。

受中央委托，刘少奇领导下的工委全面负责土改工作。随着工委东渡黄河，

土改的最高指挥所也移出了陕北。不过，本文通过陕北杨家沟个案所展示的 “坏

干部”问题却并没有随着陕甘宁边区土改的中断而不了了之。相反，它在以后的

土改进程中变得愈发重要，成为 “群众民主”实践的导火索。

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深深地影响了刘少奇的政治思考。这位一年前还在大力

鼓吹 “和平民主新阶段”并计划进城搞 “议会斗争”的政治家，此时已把目光转

向解放区农村的群众斗争，积极准备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离开陕北以后，刘少奇在途经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的路上，接连发表重要

讲话，鼓吹 “群众民主”，号召 “在运动中改造党、改造干部”。

不久，一场矛头指向 “坏干部、坏党员”的运动全面展开，“群众民主”的

烈火在北方大地上燃烧起来。

① “北方土改”是一个既有的历史说法。在笔者看来，“北方”不仅仅是空间范畴，而且

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空间范畴。换句话说，“北方土改”是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而

言，杨家沟不应被视为 “北 方”的 空 间 性 历 史 缩 影，而 应 被 理 解 为 “北 方”的 一 个 时 间 性 的

历史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