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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上海地方自治始终受到整合主义进程的影响，而无法形成自主自足的
发展，在形态上支离破碎，断断续续。
主要表现为三种自治类型：区乡镇公所及保甲自治类型，参议会一参事会类型、以商会和《申报》为
代表的团体自治类型。
周松青编著的本书以大量详实的资料对三种自治类型作了细致分析，是对上海地方自治的系统研究。
本书适合相关专业人士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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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青，1969年生，湖北省荆州市人。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著有《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一书，在《学术月刊》
、《近代中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史林》、《社会》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有五篇论文为《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妇女研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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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赵根生，二十九岁的青年，以前当了三年多甲长，现在仍旧是甲长，所不同的，以前是大日本
海军保甲的甲长，现在是上海市政府治下的甲长。
他是赵荣康烟纸店的店主，店中并没有伙计，妈、他、妻子三个人轮流管买卖，又共同小心地扶养一
个独子。
　　过了几个月，区长是换了，保甲长原封不动地给新区长接收去了。
根生送去一张志愿书，又领到一张委任令，一副重担又压在他的身上，他常常想：‘我命中注定了要
当小猢狲的吗。
’每当白天过度辛劳之后，晚上，就有做不完的甲长旧梦去打扰他，他看见自己莫明其妙地在开会，
在写，在茶馆里看保长的凶险，在向人们收钱，在声辩自己是清白的，不是汉奸，从没有做坏事。
”①　　这篇文献虽然是小说体裁，但近乎写实，可以窥上海乃至全国其他沦陷区在抗战胜利之后，
原伪保甲长的生活转变状况。
沉重的负担，忙不完的各种琐事，沉重而有压力的征钱任务，来自保长的压迫，以及更苦恼的是关于
汉奸声誉的辩白。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抗战胜利之后，保甲长整顿接受的状况，除了那些具有显在的汉奸身份的
保甲长之外，其他在汪伪时代任保甲长的人都保留了保甲长的职位，只需要填写一张志愿书即可。
抗战前后两个时期甲长的共同点是任务一如既往的繁重，征税征钱是最有压力而难完成的任务。
　　甲长在中国的保甲制度体系中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在一些民歌中，甲长虽不及保长威风，
有权势，也能吃香的喝辣的。
但是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受到双重挤压的艰辛的角色，在小甲长的旧梦中，赵根生是一例，而在施家圈
的施雨千甲长是另一例。
施家圈是上海的一个地处偏远的小村落，合作社的人去访问他时，看到的是一个木讷的高度自我防卫
的甲长，他急于告诉来访者“乡下人都是很穷的，田很少”，“收成都用光了”。
而周围的村民却表现出欢快的神情，显然不像甲长所描述的那样生活悲惨。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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