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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靠得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赢得了农民

的支持。但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 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

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的细密的组织动员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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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由于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在依靠解决土地问题动员民众手段上的复杂性。无论是减

租减息、土地改革,其与战争动员的关系都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动态过程, 要受制于农村中

新旧力量的对比、新旧社会秩序变化的程度以及整个战争环境的变化等因素,战争动员靠的

是解决农民的土地,但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

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的细密组织动员而实现

的。本文以山东省莒南县为个案,对参军支前中的动员问题进行探讨。

一、动员在参军中的作用

传统党史编纂中,认为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自然就有了参军支前的要求,在土改与

参军支前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但大量材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美国学者胡素珊指出: /一些干部抱怨土改后征兵甚至比土改前还难。农民想留在家
中享受斗争成果,特别是因为这一成果中还包括了一块土地 0¹。美国学者柯鲁克夫妇在

5十里店 6中也描述了前村长傅高林, /轮到他抬担架时, 他就往脸上贴膏药,让人觉得他似

乎病得厉害,不能去0º ,而躲避出夫支前的情况。与莒南县相邻的五莲县大茅庄在 1946年

冬季的大参军运动中, /开始动员时, 干部都犯愁,在民兵中提出参军,没有一个认可 0, 后来
在动员中发现了一个破坏分子, /就将他压起来半威胁半动员,加上党员 (七名 )带头, 二十

五名青壮年报名参军 0,在总结中,工作队将 /干部的动员和强迫威胁 0作为能够完成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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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 »。山东解放区的莒南县也有类似的情况: /路镇是莒南县的参军基点,县长杨心

培同志亲自蹲点。村干活动了十来天, 青年不敢见面。0¼面对组织的动员, 有的群众说:

/光翻身翻身分着二亩地倒霉了 0。有的说: /你早说减租减息后参军俺不减,这净紧襟着耳

朵哈撒 0;有的干脆说: /把分的亩数斗争果实给您吧,俺不去参军。0坏蛋则乘机造谣: /你

看,分斗争果实, 行了。0莒南涝坡支部以过去狭隘经验开展参军工作,即先斗了一破鞋又斗

了一小偷,说他破坏参军, 以便镇压其他。区干问支部为何不先报告区里知道,他们说 /报

告后即说政策政策的没法治,反正俺先完成任务再说,您怎么样批评也行。0½ 滨海区在讨论

1947年的参军工作时指出:

老地区参军困难大, 经验多: ( 1)有的不说话,三天不说,, ( 2 )有的对抗,

骂动员小组,或偷着开会抵制, 某庄 18人都说去, 后来一人不去大家都不去了,

/我坚决动员你,你坚决不去0。 ( 3)躲避、小青年往外跑。 ( 4)群众生活改善后

苟安思想厉害, 开始发觉,但没强调作为教育重点¾。

仅从上述材料也许还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 总有进步与落后之分。

那么, 让我们来看看参军的模范典型。

1944年,山东实验话剧团演出了话剧 5过关6,是根据莒南县路镇区刘家碥山刘纪湘参

军的故事改编的,主要内容是村干部刘纪湘在参军运动中,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克服了种

种困难,闯过了参军这一关,带动了群众, 参加了主力,推动了周围村庄的参军运动。 /这个

话剧的演出,在当时很有教育意义 0, 说明 /只要个人坚定了, 家庭阻力就迎刃而解 0¿。对

此,我采访了该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动员哥哥参军的识字班队长刘继再,她说:

上边号召参军, 要求党员带头, 翻身参军,我哥是党员, 我在十字路开干部

会,我哥登台报名。回来后带自己庄的人,党员会决定谁带头去, 听说刘纪湘报,

刘继原等四个也报了,最后到了 16个。分工谁动员谁, 我负责俺家的, 俺叔俺嫂

子,俺嫂子她娘还跟我打仗,做了很艰难的工作, ,到了以后,参军成了,山东实

验话剧团天天找我, 一块生活、一块工作, 写出又排演, 在鲁东南地区、军人当中

大演特演, 起了一定的轰动作用,俺村成了参军模范村À。

识字班队长的回忆,说明了参军模范主动踊跃报名的情况,但在莒南县委对这次参军工

作的总结中披露了动员刘纪湘参军的一些相关材料:

在拥军时期,分区委就确定他为该村带领参军的中心人物,曾经对他进行过

相当教育, 并提拔为支组兼村团长, ,于是刘纪湘就在大会上报名参军,并代表

该村与 xx村挑战,保证带领五六个青年参军,并帮助周围各村进行动员Á。

看来这样的参军模范也是通过动员而参军的。对此, 原莒南县历家寨乡历家寨村农救

会长薄怀兰谈到她村参军的一些情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她说:

公安员带头参军是需要,不是本意, 家中孩子少。干部带头, 积极分子动员,

动用必要的压力,真象5过关6中那样的参军典型也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Â。

笔者对刘继再的访谈线索就是由此而来的。

根据莒南县委总结中的材料, 参军对象 /一定要经支部讨论0, /分工掌握教育, 讨论对

象要保密,不要过早暴露, 防免过早引起扯腿遭受破坏; 但个别地区如群众组织健全, 也可在

团体中讨论培养 0�lv。看来, 参军对象是事先由支部讨论决定的, 而非 /踊跃报名 0, 并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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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备 /引起扯腿受破坏 0,还要保密而 /不要过早暴露 0。

从上述材料中不难看出,参军对象是采取了普遍的动员方式 �lw,刘昌礼谈到:

土改对当兵没影响。不管分不分地,弟兄两个以上的就要出一个去当兵的,

弟兄一个的不出 �lx。

在民夫支前方面更是采取了全民动员的办法, 甚至地主、富农也纳入被动员的范围。

1947年 2月 27日由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主任郭子化签发的 5为争取主动努力支援前线

的指示 6指出: /必须全面组织起来,全面动员起来, 把所有人力全面组织起来, 就是力量, 掌

握了力量,才可争取主动。所以凡年龄在十八岁至五十岁之男子,除残废者外,一律的编入

支前组织;为了全面组织起来, 做到公平合理, 必须分村召开村民大会民主讨论, 哪些人应参

加担架队、运输队,哪些人应出长夫、短夫,哪些人应出轻夫、重夫。0同时, 5指示6对组织民

夫上 /有些区村, 在动员民夫中,叫一些斗争对象、坏蛋参加民夫队, 这些坏蛋在民夫队中造

谣破坏,民夫大批逃亡。因此, 决定斗争对象、坏蛋,一般不参加民夫队,应把他们组织起来,

帮助出发民夫及抗工烈属生产, 即是一部分参加民夫队,亦需有专人控制他, 监视他。0�ly对

莒南县出夫中地主的表现情况没有相关的资料, 但在 1944年的参军运动中, 大店地主子弟

有 40多人参军,许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lz。笔者在 5莒南县委 1948年会

议记录 6中看到这样的材料: /县委的这次建军,布置百分之十五的地主富农参军 0�l{。与莒
南同处鲁南的平邑县,有一个著名的平邑第一区担架队,共有 354人, 其中 20%的队员是地

主富农成分,八埠庄地主 /刘善人0在宿北战役中一连从火线上抢救下两个伤员,被评为 /抢

救模范 0,受到新四军首长的表彰,并在 5鲁南时报6、5大众日报6作了专题介绍�l|。这种现

象,仅用是否分到土地去解释显然是说不通的。路镇区温水泉刘开田老人讲到: /拔夫把壮
年排起来,轮着干,成分不好的也干, 与分不分地没关系。0�l}

胡素珊认为, /农民不情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作战, 这种想法根深蒂固 0�l~ ,崔介在他的

回忆录中也提到: /在个体经济时代的农民, 经过扫荡与反扫荡的残酷斗争, 抛开自己的父

母妻子家庭生活,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0�mu莒南县委总结中对参军对象的动机作了如

下分类:

对象的参军动机,是错综复杂的,但每人必以一种为主。领导上要善于把握

各种对象的参军动机,进行具体动员。我们的参军对象有以下几类动机,可作为

今后动员上的参考:

甲、快胜利了。 ) ) ) 这是一般的动机,占大多数。

乙、快 /实行了0要翻身,不受压迫,打倒大肚子。这是一般党员和工人的动

机。

丙、八路军生活好。

丁、为了学习求进步。 ) ) ) 这是一般青年的动机。

戊、老六团武器好。 ) ) ) 这也是青年,尤其是慰问团员的动机。

己、抗战后找个好老婆。 ) ) ) 这是没老婆或夫妻感情不和的参军动机。

庚、家庭压迫,如兄弟父母叔伯等等压迫。

辛、升官。 ) ) ) 中农成份及少数英雄思想较浓厚的村干部,都有这种动机。

壬、报仇,或怕斗争。 ) ) ) 这是个别的�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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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军动机上,看不出因实行了减租减息、分配了土地就产生了拥军支前、参军参战的

要求。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中共将参军支前工作经常列入中心工作范围, 动员各方面力

量,甚至包括地主、富农等所谓 /上层 0力量,全方位动员,以达完成参军任务的目的。

二、发挥组织的作用

无论县区村,广泛运用各级党群组织,明确确定各部门应有任务,实行具体分工, 由党内

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由有组织的到无组织的群众,步调一致,力量集中,形成 /大生产 0式

的运动。首先发挥支部的领导作用, 在支部中进行参军教育, 要求 /好党员要起模范作用,

领导群众参军,自己实在脱离不开,有兄弟儿子够格的, 也要动员兄弟儿子去,没有兄弟儿子

的要动员群众去 0�mw。在 1944年大参军中, 党员占到 20% 强。一切工作通过支部讨论保

证,由支部党员分工负责, 并以群众面目, 通过群众团体来保证执行。掌握组织, 建立核心领

导,部分做到每晚碰头、五天一会制度,来掌握各系统干部。其次, 发挥各救会作用。工会,

有的联防区提出 /扎一辈子活,穷两辈子! 0, /扎两年活,放两年牛,拉二年棍子到了头! 0�mx ,

在冬春两闲利用工会组织动员参军。农会,在保证优抗代耕上普遍起作用, 部分起到了动员

参军的作用。青救会,提出 /好青年要参军0的口号, 青救会员在 1944年参军的有 258名,

占总数的 17% ,部分起到了带头作用。未参军的青救会员和儿童也普遍起了为抗属拾柴、

参加文娱活动、站岗放哨的作用。妇救会识字班, 有的还成立老妈妈会,成立妇女动员家属

小组, 在反扯腿说服家属上,普遍起作用, 对整个参军作用贡献极大。在全县参军大会上, 在

识字班跳舞献花时,即有 20多个青年跳上主席台参军�my。甚至有些地方识字班成员在动员

会上说 /谁参军, 就嫁给谁0,结果引起青年跳台报名参军。民兵、政权系统也都发挥出自己
的作用。另外,对上层力量也加以重视, /在动员布置力量时,随时随地打预防针,动员反谣

言、反破坏0�mz ;开上层动员会,分配任务,有的接受了任务, 就积极活动起来,停止做生意, 白

天叫老婆去说服家属,夜间自己动员对象;有的成立拥参委员会,吸收上层参加, 主要负责慰

劳优救,有时也号召动员参军。由于在减租减息和土改后,农民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名称

参加到各种组织中去,使 /他们同时处在国家与乡村社区的权利结构之中 0�m{, 正如陈德军

的观点: /一旦农民成为党所指导的群众组织的成员,他在某种意义上就被-原子化 .了, -是

一部行政机器上的零件 . , 孑然一身面对党组织或者党支持的群众组织, 因此, 即或其有某

种政治愿望和意识,追求党所绝对不允许的利益, 他们之间也很容易陷入某种困境, 害怕自

己反对了革命而其他人没有接踵跟进、支持自己,导致付出巨大代价。0�m|

三、良心检讨

/法律权利的展开也是道德话语的征服过程。换句话说, 如果不诉诸于一种道德话语

的支撑,法律的运用总好像是一种不讲人情、不讲道理的 -管理行为 . ,不够 -理 .直气壮。也

就是说,仅仅法律本身并不足以捍卫它的 -合法性 . 0�m}。在 1944年的参军运动中, 广泛开

展了良心检讨运动。检讨的内容, /即从日常军民关系中, 把群众实际行动上某些偏差, 归

纳为几个问题。如交公粮,办给养,帮助洗涤缝补,配合作战, 动员归队参军等做得怎样, 或

以专署所颁布之拥军公约作为检讨的准绳。0/在执行中,有些地区善于联系具体情况, 善于

做对比,从过去到现在,从敌顽占区到根据地, 从国民党中央军到我党我军,针锋相对, 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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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印象很深刻, 对基本群众则可能的联系阶级教育, 故收效更大。0�m~如有的雇工说: /此前
瞧不起八路军,背着土压五不管用,现才知道是咱工人自己的队伍,没有八路军, 工人就不能

解放。0某区农救会长检讨: /没有八路军谁敢斗刘元安,这口气压了好多年, 今天才出, 有八

路军在,要大胆干。0某村妇救会长说: /你知道我过的谁的日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好

多年的气,我压着不敢说,现在回了十几亩地, 还有几个钱,不是八路军哪能这样幸福。0�nu截
止 2月 20号参军行动开始为止,即完成村民检讨 419村,占 80%; 订村民公约, 以 8个区统

计共 224村, 占 54% ;系统检讨完成 365村,占 69% ;订系统公约,完成 40%强 �nv。良心检讨

成为劳军优抗及参军运动的先决条件 �nw。莒南县在总结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xx街妇女识字班一个十六岁的女孩, 在良心检讨后, 有一个战士生病, 路过

xx街,想喝水找不到人,躲在路旁休息, 被这小女孩发现了,她很抱歉的说: /咱
庄拥军真糟 0, /哥哥你到俺家去 0, 结果她把战士带到妇救会长家里, 自己跑回

家里拿了两个鸡蛋冲给他吃。战士临走,拿了一张粮票要还她,她坚决不收 �nx。

总结中同时也指出了一种偏向, 就是群众自己过于强调拥军,对部队有意见不敢提, 也

举了一个例子:六团一营在 xx时,向老百姓定做豆腐,一直隔了两三天才去拿,豆腐干了而

且蚀秤,群众不满,找村干部,村干部说: /忍就是,现在是拥军,不许使劲 0�ny。

四、开展拥军运动

在参军之前开展普遍的群众拥军教育工作, /搞拥参工作的时机最好是在年关前后, 大

体可分两个阶段:拥军节以前为拥军阶段,时间要两个月。拥军节以后为参军阶段, 时间用

一个月 0�nz。在拥军活动中, 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 1)县长、区长亲自出马拜访抗属, 以提高

抗属地位。在拜访中,有的抗属说: /这回真光荣呀,县长 (区长 )也亲自来咱家, 从前的县长

可不容易见到0�n{。 ( 2)送光荣牌、优抗粮。一般都是以联防区为单位, 组织村干部、民兵、

小学生、识字班、高跷队,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挨家慰问。 ( 3) /一碗粮运动0。为抗属募集粮

食,由区公所统一分发。此外。还有年关送礼、替抗属写信慰问前方战士、县政府发贺信、贴

光荣联、开会看戏坐前排等等。 ( 4)还将拔地作为优属的重要手段,规定抗属拔地, 主力抗

属每人中中亩 2亩,莒南共租出 5370余亩 �n|。 ( 5)为抗属代耕。在访谈中,路镇区温水泉村

刘开田说道: /四三、四四年有些参见了老六团, 旁人劝着, 他当了兵, 他家当了抗属地给种

着,为了解决这个事成立变工组,哪个小组几个劳力带多少地,分好。0�n}

五、从经济上慰劳新战士

1944年参军时, 莒南 8个区共用款 67万多元 �n~。有的也不排除 /变相收买 0的办法, 如

筵宾区西筵宾村的情况:

四四年参军时, 他 (徐志 ) ) ) 引者注 )以各救会长地位, 代替支委会的领导,

实行个人活动与领导,掌握了全村拥军募物及斗争果实,以大批好纸烟、酒茶、吃

饭等, 个人大肆活动,不择手段 (如不参军即抽回地, /拔地主地0等 )下完成十八

名,被奖为 /参军模范村之称号 0�ou。

六、与传统习惯结合

由于受到乡村传统道义场域与更大的国家权利场域关系的规定和制约, 在这种权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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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网络中,国家权利巧妙地与传统习惯在种种冲突与妥协中以迂回曲折的形式相结合, 达

到整合乡村,实现动员的目的。中共在动员参军时, 充分考虑农民的各种传统习惯, 有针对

性地开展工作,如 /有个青年要参军,家长找瞎子算卦,问出门好不好, 瞎子算了个 /不宜出

行 0,结果家长不同意儿子参军。当动员人员了解到情况后, 马上找瞎子打招呼, 嘱咐: 现在

动员参军,你不算卦则已, 要算可不能随便乱说。以后瞎子在算卦时就改为 /出行大吉 0
了 �ov。

七、培养参军积极分子

中心人物即积极分子的培养,在参军动员中具有决定意义。前文提到的 5过关 6中的刘
纪湘过关后,带动了 9人参军, 还推动了周围各村; 县长杨心培蹲点的路镇因 /没有干部带

头。民兵指导员参加了主力慰问团, 自己却不表态,影响了大家0。杨心培以自己 /过关 0的

例子打动他们,结果, 指导员、队长等一连 5个人都表示 /干 0, 推动了整个工作的展开, 第一

批动员了 50人参军�ow。甚至有的村出现假带头现象,如西筵宾: /两个被动员参军, 而本人

不愿参军,他们以自己的假参军发动了全体民兵的集体参加 0�ox。

对落后村,注意发挥模范村的带头作用,申家碥山的突破, 采用的是让周围村庄欢送参

军的, 都从该村通过, 呼喊口号: /只有哪个村还没有参军的? 0/申家碥山! 0从而使该村干部
群众受到很大刺激,紧接着由县府一位科长动员了自卫队队长带动了 7人参军。

除重视参军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外, 还重视参军动员积极分子的培养和使用。滨海区

在讨论参军工作时介绍了与莒南县相邻的临沭县的做法:

该县主要是积极分子运用问题:准备工作是大批选模范,一个庄选五、六十

个,姜村 600人即选出 60人, 运用抗属、荣誉军人, 提很快即打退老蒋后儿子即

回来, 因而都很积极,都动员了起来。全县 60) 70%人口即动员起来了, 只有小

孩子没参加 ) ) ) 这和过去参军运动不同处,过去是区干搞, 干部动员十个只几

个,群众动员十个即十几个,因而造成了参军热潮, 积极分子在会议、湖里, 白天

晚上都动员,积极分子训练与土改时同,先召开支委联席会, 第二天即召开积极

分子会,八个区统计 1万四千积极分子, 参军时出夫多, 不然更参的多。

训练回去即细密的成立动员小组,有时几个小组动员一个,关系好、亲戚、工

作关系,一组进门一组出门。

动员积极分子掌握一内容,不干不行,蒋介石来先搞我们。两条路教育,,

有一妇女找分区书谈话, 半夜去找, 走到路上睡着了, 天亮霜满身,拍霜而

去。一个妇女动员别人动不动,反省因没动员自己儿, 即提出先动员自己, ,积

极分子有跑五、六十里路 (因跑掉 ), 有的说没褂子即脱下让他穿着。

办法, 运用成熟者去动员, 但预先不暴露, 有一个村一个发展到 8个。领导

作用很大, 积极分子不断变化, 根据不同思想变化教育,打破困难,,�oy

结  论

笔者认为,土改对参军支前的作用是肯定的, 但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 就积极主动地

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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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组织的细密的组织动员而实现的。通过这种有效的动员,莒南县在抗战中共有 13698人

参加八路军,占人口总数的 3. 44% �oz ,仅 1944年的参军运动就有 1488人参军,占滨海区完

成总数 6343人的 23. 5%, 完成计划任务的 425% �o{。在解放战争时期, 有 4600人参军 (仅

烈士就有 1086人 ) , 30万民工支前,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o|。

注释:

* 2001年到 2003年,笔者先后三次到该县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依据资料又对 5个村庄

进行了重点考察,对当地村民以及曾在该县工作过的老干部进行了访谈。该文就是依据这些资料为基础写成的。

¹ 1美2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 金光耀校: 5中国的内战 ) ) ) 1945) 1949年的政治斗争 6,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

版,第 342页、第 340页。

º 1加2伊莎贝尔# 柯鲁克、1英2大卫# 柯鲁克著, 安强、高建译, 燕凌校: 5十里店 ) ) )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6,

北京出版社 1982年版,第 91页。

» 5山东省五莲县大茅庄一九四八年工作介绍 6,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TD- 98,第 25页。

¼½ 5一月来敌寇宣布投降以来三地委工作情况汇报 6,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5- 1- 5,第 12页、第 12页。

¾�oy5讨论参军工作总结问题 6,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3 - 1- 51,第 73页、第 71- 72页。

¿崔介: 5滨海区的拥、参军运动 6,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A3- 106,第 2页。

À原莒南县路镇区刘家碥山村识字班队长刘继再访谈录。

Á �lv �mv �mw�mx�mz �m~ �nv �nw�nx�ny�nz �n{ 5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 6, 莒南县档案馆编: 5无私奉献的人

们 ) ) ) 莒南县战时拥军参军档案资料选编 6 (内部资料 ) , 1991年 8月,第 92页、第 78页、第 80- 81页、第 48页、第 64

页、第 70页、第 17页、第 17页、第 25页、第 26页、第 27- 28页、第 2页、第 34页。

Â原莒南县历家寨乡历家寨村农救会长薄怀兰访谈录。

�lw这里探讨的是减租减息、土改与基本群众在参军中的关系,与陈德军关于农民参与革命的 /三个类型 0的划分,在

研究对象上是不同的,实际上,在参军农民中有无第一、二种类型, 即主动参军者或者是 /由于与共产党知识分子之间存

在着亲缘的、同学的或相识的等社会关系 0而参军者? 其所占比例有多大? 这都不是本研究的重点,在这里着重探讨的

是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实行与农民参军支前的关系。参见陈德军: 5乡村社会中的革命 ) ) ) 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

1924- 19346,复旦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2003年 12月,第 70页、第 74页。

�lx原莒南县大店区刘家岭村农救会长刘昌礼访谈录。

�ly5为争取主动努力支援前线的指示 6,滨海军区政治部编: 5整风 6,山东新华书店出版 (无出版时间 ) ,第 24页。

�lz李祥琨、庄虔玉: 5莒南大店地主庄园 6,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5山东文史资料集粹 6,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774页。

�l{ 5莒南县委 1948年会议记录 6,莒南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1- 1- 43。

�l|崔维志、唐秀娥: 5山东解放战争纪实 6,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96页。

�l} �n}原莒南县路镇区温水泉刘开田访谈录。

�mu �my�nu �n| �n~ �ov �ow�o{崔介: 5滨海区的拥、参军运动 6,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A3- 106,第 2页、第 19- 20页、第 8页、

第 16- 17页、第 21页、第 22页、第 19- 20页、第 22页。

�m{强世功: 5 "法律不入之地 "的民事调解 6,张静主编: 5国家与社会 6,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16页。

�m| 陈德军: 5乡村社会中的革命 - -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 1924- 19346,复旦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2003年 12

月,第 128页。

�m} 李猛: 5如何触及社会的实践生活? 6,张静主编: 5国家与社会 6,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22页。

�ou �ox 5西筵宾徐志问题的处理 ) ) ) 处理村问题参考材料之一 6,莒南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1 - 1- 17,第 8页、第 9页。

�oz �o|中共莒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5莒南县党史资料 6第 5辑 (内部资料 ) ,第 96页、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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