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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30-40年代末，中國相繼經歷

了抗日和第二次國共戰爭這兩場決定中國命

運的戰爭。本期兩篇論文所關注的，不是敵

對雙方的正面交鋒，而是它們對各種基層社

會勢力的爭奪和殘酷較量。

土匪、會道門是影響農村社會秩序的重

要基層勢力。抗日戰爭時期，山東的土匪武

裝多屬國民黨派系控制，日本侵略者培育的

土匪、會道門組織也多達20多種，如何控制

它們就成為中共很大的挑戰。梁家貴一文正

是考察中共在山東的抗日根據地，採取了何

種靈活多樣的動員策略和政策調整，對土

匪、會道門勢力「化敵為友」，使之成為中共

抗日根據地的支援同盟。劉握宇研究第二次

國共戰爭中蘇北地區的「還鄉團」，這是一個

過去甚少被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我們看到，

1946年初中共尚掌握蘇北29個縣，在以後半

年多時間內它們全部被國民黨軍隊支持的地

主還鄉團奪回；到1948年春，共產黨又再次

解放這些地區。伴隨Ý基層政權的頻繁更

迭，是一幕幕腥風血雨的互相殘殺。這篇文

章既沒有忽略1947年夏國共兩黨力量對比發

生了根本變化，這是左右大局的形勢，又能從

蘇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入手，復原出農民—

地主紳士及其背後的國共兩黨的政治和軍事

角力的歷史線索和生動圖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