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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

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
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1995年8
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
。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
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
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
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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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分别从政治结构与农村基层权力组织、粮食生产与流通、棉花生产与流
通、合作社、经济封锁、文化教育等方面，具体阐述了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方面的统治政策及其计划与实施状况，揭示日本政治上“以华制华”、经济上“以战养战”政策
在华北农村的具体表现，分析华北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由此发生的变化，重现日本入侵后华北农村居
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境遇，展示沦陷后华北农村社会样态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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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士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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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实行“保甲”连坐法保甲制在中国自古就有，近代以来又被统治者延用，国民党政权也实行这一制
度。日伪同样也利用了这一形式。他们认为“中国人民素重伦常，又系家族制度，组织保甲最重要者
为保身保家，果能利用其血统关系及伦常心理，自能使其巩固团结”①。由此，伪政权在其统治乡村
地区，命令各基层政权组织实施保甲制。具体办法是：居民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人；十甲编为一
保，设保长一人，由村长兼任；以若干保为一联保，设联保主任一人，由乡镇长兼任。各区仍管其原
来所管的各乡镇（即联保）。伪县警察所还专门组织保甲训练班，训练保长组织保甲自卫团。自卫团
（河北、山西为保卫团，山东为民团或联庄会，河南为保甲）在各乡镇以壮丁组成，分为常备团丁（
有工资）和散住团丁（无工资）。前者驻守县城，经常进行训练，担任“剿匪”工作；后者在农闲时
进行一些训练，平时搞家务，当“匪徒”袭来时，立即集合进行乡镇自卫或援助比邻乡镇。鉴于自卫
团在华北农村有长久的历史和传统，日军要求在未受战祸地区可利用其现有团体，因战祸而溃散的地
区则予以恢复。同时实行连坐法。规定：如果某甲某户来人不报，其他九户和甲长要负连带责任，同
受惩罚；如某户某甲上报过了，而保长没有及时处理和上报，该保长就要受连坐处罚。这样由下而上
，再由上而下，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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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本所许多师长、同辈们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我的导师陈铁健先生一如既往关心、
指导着我的研究。从翰香先生给了我许多中肯的指导，并慷慨赠与有关资料。在本所历届青年学术讨
论会上，曾业英、王建朗、荣维木等先生和许多同辈给予的启发指引，也使我受益颇多。远在吉林的
解学诗教授在百忙之中为笔者查阅满铁资料，提供了极大帮助。另外，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曾获国
家留学基金资助赴日进修一年，查阅相关资料，书中所引大部分日文资料，即是在日本搜集所得。其
间，曾获得以下诸位日本老师和友人的指导与关照，他们是：早稻田大学的岛善高教授，日本放送大
学的山田辰雄教授（原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日本敬爱大学家近亮子教授，横滨国立大学村田忠禧教
授，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尾形洋一研究员，东京大学松田康博教授。他们或欣然做我的接待教授，或在
查阅资料方面给我以极大的便利，或在学习、生活方面给了我许多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顺利查到所需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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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8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算不了什么
，但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8年，对于深受日本侵略、经历抗战艰辛的所有中国人而言，却是永世难
忘的。

Pag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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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书作者还是用了心，费了不少功夫的，看完感觉对那个时期的历史清晰了些。
2、太学术了，很论文化，内容一般
3、一本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好书。王专家严谨治学，书籍资料丰富。历史不应该忘
记。以“社会学”角度写抗日战争时期的书，好像不多。所以，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4、以经济为主，日方材料相对较丰富。基本只能算反映了书面文献中的面上情况。为既有的结论提
供了一些局部细节，但不代表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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