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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锁定赣南闽西八十多年贯穿始终的农地财产权变革这一主题，从边区八十多年农地财产权改
革的演进历程、跌宕多变与产权虚置的农地政策对边区经济发展的起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和
农地产权制度重构等四个视角展开全面研究，将这一长时段的农地产权改革探索，逻辑为前后相连的
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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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6年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为拉拢傅柏翠，特许在古蛟地区保留分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
列册批准，确定其产权。
傅柏翠在古蛟地区实行一套脱胎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却又表现为“非共非国”面貌的土地政策，
实际仍维持着苏维埃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
这一分田制度能够在夹缝中保存下来，坚持到新中国成立，是由于傅柏翠长期成了国民党上层争取、
利用的重要对象。
尽管逃亡在外及邻乡的地主不断控告，但几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都想尽办法拉拢他，就连国民党
南京政府也拉拢他，并且以特许的方式批准他维持分田制度。
以致到后来傅柏翠被称作“闽西社会主义实验区的护持者”，古蛟地区被视为“新桃源”。
古蛟地区的分田制度做到“相对的平均，每口大体可以分得2-3亩田地，农民吃饭决无问题”，因而受
到古蛟地区群众的欢迎，人民基本上能安居乐业。
　　需要说明的是，历经30年代初的国共争战，1934年年底以后，闽西南地区（包括龙岩、永定、上
杭、宁洋、漳平等闽西各县）一直处于持续的半军事化状态。
1934年年底，中共中央及主力红军离开后，留守中央苏区的4万红军部队，到1935年年初大部分被国军
打散。
闽西各地余留的小股红军逐渐汇集到闽西南地区，1935年4月，成立了由张鼎丞领导的闽西南军政委员
会（原名为闽西军政委员会）；在张鼎丞的领导下，闽西南各地红军武装一直比较活跃，并创建了小
块游击根据地。
因此，1934年年底以后，尽管国民政府军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闽西政局，但是在闽西南地区，实际上还
处于半军事化状态。
很显然，在一个半军事化状态地区，无法进行正常的“地归原主”工作，同时，这也为当地的政治强
人继续进行地权改革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性。
傅柏翠的古蛟土地改革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并为我们呈现了土地产权改革的另一种类型。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地产权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