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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地方資料研究抗日戰爭時期江蘇徐州豐縣西北村寨的鄉紳以及地

方近代化的過程。自咸豐、同治年間的捻軍之亂以來，當地鄉紳以寨子為基礎，

凝聚家族和社群，強化自衞和自治。及至抗戰初期，鄉紳在王獻臣、共產黨和國

民黨三方勢力之間觀望，在抗日與自衞之間徘徊。1938年12月，歸順日軍的王

獻臣主力被國共雙方聯手殲滅，鄉紳在自衞邏輯下全面投向國民黨，組建區常備

隊抗日，但隨即在1939年5月被日軍圍殲，死傷慘重。失去地方精英支持的國民

黨勢力在鄉村岌岌可危，共產黨則乘機代替鄉紳建設鄉村政權，形成兩套行政體

系，加劇國共之爭。1940年6月，國共雙方在豐縣西北短兵相接，國民黨勢力被

驅逐，殘餘鄉紳逃亡他鄉，地方精英構建的「保護型經紀」統治體系逐漸被政權武

力移除，為中共在江蘇北部建設紅色鄉村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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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25日清晨，江蘇省徐州豐縣西北境一座名為鬼莊的寨子外，

三百多名日軍在四角架上輕重機槍、寨門口支上大炮，肆意洗劫村莊。日軍

一共搶走44萬斤麥子、38頭驢牛、130隻青山羊、200隻雞鴨、16幅鄭板橋等

名家書畫和10箱紫銅佛像。搶劫之後，縱火焚燒全村一千多間房屋，佔地

380畝的鬼莊寨變成一片焦土，寨主的三十間磚瓦樓房也未倖免於難，成為名

副其實的「鬼莊」1。鬼莊寨於1858年由渠氏家族修建，正值清朝咸豐、同治

捻軍之亂（捻亂）期間（1853-1868），寨牆周長450丈，四角各有一座炮樓，只

開一個東門，內外挖有三道壕溝，居民以吊橋進出2。日軍此次只是放火搶

戰中之戰：抗戰時期 
江蘇西北鄉紳的抉擇

●張　雷

＊	首先，感謝鄉黨劉文忠、許硯君、田效民、高昌忠諸先生，以及張言俊、時念元、

時念民、劉元秋、崔亞軍、許正尚、李飛、張穎的幫助。其次，感謝香港嶺南大學

Faculty	Research	Grant	(101894)的支持。筆者生長於其中一座村寨	，現在人煙零

落，恐又要歸於荊茅之地，特以此文紀念，冀小村青史留名。

c192-202108007.indd   62c192-202108007.indd   62 9/8/2022   下午2:289/8/2022   下午2:28



	抗戰時期江蘇	 63	

	西北鄉紳的抉擇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22年8月號　總第一九二期

劫，並未殺人屠村，更像是一種示威性的警告，因為剛佔領豐縣的日軍意圖

威懾鄉紳，而非斬盡殺絕。這是鬼莊寨自捻亂以來首次被攻破，開啟鬼莊、

茅莊、便集（以下統稱「西北三寨」）以及鄰近村寨淪陷的序幕。

傳統的抗戰史研究認為，抗戰模式大致是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抗敵，共產

黨在敵後戰場游擊、建設根據地，而地方社會則作為動員和犧牲的對象，成

為戰爭的背景（backdrop）而非角色（actor）3。近三十年來對淪陷區的研究發

現，抗戰並非是黑白分明的民族主義對抗帝國主義，對眾多當事者而言，對

抗或合作只不過是一種生存策略4。不過，淪陷區研究仍遵從一種自上而下

的敍事模式，而且多限於城市5。相對城市，淪陷區的鄉村並非只有民眾和

日軍兩個角色，同時還有國民黨或共產黨，或者兩者兼有，其複雜性和曖昧

性往往甚於城市。

美國學者西波特（Peter J. Seybolt）研究河南（豫）北部內黃縣的抗戰，指出

此縣的戰爭多在中國人之間而非中日之間展開，這種混戰消解了國民政府的

合法性，損害了地方精英，起初利於日本的佔領統治，最終幫助中共掌控地

方；吳應銧則檢討了抗戰期間河南鞏縣的鄉村聯防力量與中共的分合6。事

實上，豫北鄉村在抗戰前已經失序，而且由於鄰近中共根據地，共產黨勢力

較強，國民黨勢力較弱。與河南鄉村相比，抗戰前江蘇（蘇）北部的鄉村社會

並未失序，地方精英以寨子維繫鄉村秩序。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與彭

慕蘭（Kenneth Pomeranz）都曾注意到近代江蘇、山東（魯）交界地區穩固的士

紳力量，可惜兩人的研究均未觸及抗戰時期7。抗戰之後，共產黨在蘇北崛

起，而國民黨的地方政府也並未撤離，在鄉間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本文以

蘇北豐縣的三個互保村寨為例，將抗日戰爭地方化的現象呈現出來，在日

軍、共產黨和國民黨三足鼎立之勢下，探討鄉紳的生存之路與村寨權力變化， 

以及地方近代化的過程，揭示淪陷區鄉村的複雜面相。

本文並非以共產黨或國民黨視角寫鄉村，而是以地方視角書寫淪陷區的

鄉村政治，主要依據中國大陸和台灣所存史料：一是大陸的方志、族譜、村

史、政協文史資料以及中共地方黨史；二是豐縣旅台同鄉會於1977至2011年

間出版、每年一期的《豐縣文獻》，主要刊載豐縣赴台人員撰寫的人物回憶、

紀念文集、歷史掌故、家鄉禮俗等；三是《黃體潤日記》。黃體潤（1896-1996）， 

字玉山，江蘇豐縣人，是國民黨豐縣地方首腦人物，歷任國民黨豐縣黨部監

察委員、豐縣教育局長、代理縣長、豐縣保安旅副旅長、豐縣勘亂建國委員

會副主任等職務，1949年去台。豐縣檔案館所藏的《黃體潤日記》詳細記錄了

自1933年6月至1949年12月豐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情況，是江蘇省

唯一由國民黨縣級官員撰寫的地方日記8。

一　陷落前的豐縣村寨

1930年夏，一位調查了蘇北各縣的訪問者直言：蘇北鄉村是「封建的部落

經濟」，因為「人民的生活的單位是各個『土圍子』或說是『寨』或叫做『集』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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