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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本书采取纪事体裁，按黑时间 JI民序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

(1945.8 - 1949.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各个领域的重要工作、重

要事件、重要会议以及重要法规的制定过程。全书分为三部分:

一、华立解放区财经工作综述;二、华北解放区财经大事记述:三、

华北解放区财经要事备考。内容从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梗摄到

具体记述再到要事列举，使读者对华北解放区的财经事业有一个

全茧的、系统的了解。

本书以赵秀ÙJ 、星光、王同兴、冯田夫编辑的《华北解放这财政

经济史资料选编》为基础，吸瑕了近期史学界有关研究成果、查碍

了华北解放区几个地区的革命史书以及其他档案、文献报刊等史

料而编写的。本书第一部分由赵秀山、赵军威撰稿:第二部分由冯

困夫编撰，赵秀出补充、订正;第三部分出赵秀由、赵军威编写(或

摘编)。全书由赵秀山总篡c 国编著者档案不齐和水平所限，遗漏

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者和广大读

者，予以补正。

本书的编写工作，始终得到戎子和、宋前文、周文龙、许毅等老

领导的关JL'租指导。王丙乾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许毅同志为

本书作序。在本书出版时，特向宋老、戎老致哀，向周老、王老、许

老致谢。

财政部时政科学研究所赵秀也冯E夫

2∞1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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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过程和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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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支

革命报据地财经史的研究，是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

成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c 为完成这项研究任务，在中央有关部门

租财政部党组正确领导亨，全国各地普遍地开展了一次革命根据

地财经史料的编辑整理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我今日为之作序的《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既是这次活动的

项自之一，又是这次活动的收尾成果，它的出版，标志着大规模的

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编辑整理工作的全国完成。此时，有必要首

先利用这个机会，把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研究的过程作一个简单的

回顾。

勒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确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这一重要命题，基本统一了党内的

J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财经理论界提出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规律，认识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为此，系统地

整理研究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财经理论与实践、以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借鉴的任务就摆在时经理论界和财经实际工作者面

韵。

那时，许涤薪同志正在从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齐

燕铭同志从事革命根据地财经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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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思考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于是，在齐燕铭i可志幸自当时的财政

部长张劲夫同志的指导下，自我牵头，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为

主，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银有金融研究所和

杭郊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学院以及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委党校、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江西师范

学院、江西中医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赣南地委党校、江西省财

政厅等等单位的一些专家学者，共同发掘整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

等地农材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料，编撰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由此为始，全面铺开了这项

研究课题。在编写《长编》过程中，齐燕铭同志调任全国政协棋书

长。由于他工作繁重，过度操劳，不幸病逝，未能看到《长编》的正

式出版，也不能再领导这项研究工作。这样，完成摄据地时经史羁

的整理和财经史研究的全部工作，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身上。

编撰《长编》是革命提据地财经史整理工作的开端。在编撰

〈长编》的基础上，我幻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根据地时经历

史研究的虱缸，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先后出版了多种的、不

同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史料。华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

党实践自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最后一站，也

是为建立新中医雨奠定的最后一块基石，因丽《华~t解放区财经纪

事》也就成为这一系列研究的最后一项。

在研究根据地财政经济的过程中，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中

国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除级的先锋队，为什么把革命的重告自域市

转人农村?如何在乡村发展壮大，建立红色政权，进而自袁村包围

城市、夺取全国政载的?如何解决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之坷的矛盾?如何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来支持革命的需要?以及

如何用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落后的小农思想的?这些问题是

我们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拇形成所

必须回答的。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后，上述问题都可以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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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革命模据

地财经史料中看到端组。这就是下功夫专心致志研究整理编撰革

命根据地财经史棒的京因。

研究根据地的财经，必然要联系到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及其性

庚，元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

政府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主政权，他们的性质和使命都是进

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改变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消灭封建

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

匾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实现了由农村包围城市进

而夺取城市的胜利道路，但是落后的农村小生产是无法直接进入

以工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我们必须承认，社

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一公有制，主要就是无产1m'级革命挂利后所

没收的那部分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的生产资料。

在这个前提下，中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生产力从哪里来?

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又是怎么影成的呢?我的老领导黄逸峰

同志当时负责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他和姜择民志深入研究

了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官费苦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发生发展状况，尤

其在中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洋务运动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

点。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然而我在研究

外债问题时发现，外债恰于台是中国资本原始京累的一种特殊形式。

由此而从外债着手，作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切人点，联

系清代的洋务运动和外镜的关系，进而着手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形成，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和资产黯级的形成，以及完全意

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一辛亥革命。

研究根据地财政经济，是为了说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

用，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嵌靠落后的农村，打败蒋

分石的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专制政权。由农村进入域市不表明直

接转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之



主。所以我们必须研究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嘴里

来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再研究外债就是

为了说明中国现代化的生产力是由哪里来的，也就是说要从历史

发展的角度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

济基础，论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究竟是什么?这是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识和回答的问题c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根握地建设一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通过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财经建设、军事斗争等问题的

研究，我们认识到"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最经济生活条

件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经济状

况是基础，缸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

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

争的各种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一一自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

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影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

头搞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现点以及它

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菌素间的交互作

用，丽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

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钉的内部联系是如此

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

联系并不存在〉向萌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

比解一个最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据此，我们回答与革

命根据地有关的问题乃至对整个历史进行分析研究就有了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由于中国革

命的后发特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前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

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最初主要在城市和工人中间开展革命宣传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7 页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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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反帝反封、打倒封建军阀是党的最低纲领，此时孙中山领导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进入低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

资产拾级民族民主革命的 E标一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苏俄共

产党的帮助下，尤其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参与，孙中山确

立了"新三民主义"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ο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和北伐战争打倒了封建复辟的北洋军阀政权，真正完成了辛亥革

命的历史使命。

这一伟大的胜利，元疑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

初步确立，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政权也为资产段级

上层代表所掌握。此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由于中国共产

党的参与领导和积极推动，在革命的性质上，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

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级的联合，阶级的分裂，是时而联合，时而分袭的，这个矛霜

的转化，要分析条件。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一个共同敌人面前取

得革命的胜科，这才是当时的共同利益所在。正如患格斯曾讲过

的"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

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

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或不同的营垒，镀此动起武来。"CD

这就说明分和合，时而分，时而合，都是随着矛盾的转化而转变的，

这是历史的规律。因此，当共同的敌人被扛倒之后，因为阶级的根

本利益不同，国共之间便动起手来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

于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加上共产国际指导上也有错误，致萤

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坚强的中国共产党人擦干了身上的

血迹，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又继结战斗。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

广州起义，到处响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摄的革命枪声。然丽岳

于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悬殊，在城市开展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下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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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时已经有了武装农民的思想，他在率领教收起义的

部队攻打长抄遭到严重挫折后，果断决定将有限的革命力量转人

乡村，开展土地革命，刨建井冈出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践农村包围

城市的革命战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揭

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庚，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

命的任务、中医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

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

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②。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丛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通过深入调查

和科学地研究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阶级关

系，总结了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国薪民主主义革命总路

线的的根本思握一一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

据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在国共共同领导的资产黯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经过"四一

二"政变和"宁汉合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黯级掌握了国家

政权，开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无产盼级政党代

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采取了对立

和镇压的政策，尤其对于广大农村存在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既有

能没有任何触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规定了党在这一时期

进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战略任务，就是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

族之间、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要实现这个革命吕标，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血与火的洗礼，认识到必须进行土地革命和武

装斗争，通过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

全国政权的革命战路。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

遭受过巨大医难，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到

是王明教条主义者，由于不认识中居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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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除级民主革命，以及革命具有长期性、阶段'性这两个基本特

点，在理论和实践上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摸失。而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国情，正确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

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旧中国广大农民在宫镣、买办和豪绅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下，

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封建的、

反动的生产关系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樨楼。

土地革命就是要求打碎封建椒锁的农民同藤田维护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地主阶级和支持封建势力的帝握主义及其走狗的殊死战

争。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不只是赶跑皇帝，打倒了封建军阀，它

最终的任务是要摧毁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发展生产力扫清道路。

在这种生产关系租生产力的矛量运动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

因素。战争胜利了，土地革命才能进行:土地革命胜利了，摧毁了

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缸，生产力才能获得解放，根

据地的农业生产才能被复和发展。在这里，生产关系的变革起了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

要形式，土地革命是党的中心任务，丽要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步

地争取革命的全部姓利，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建没成为先进的巩

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不发展农村生产

力，革命根据地就无法巩固，革命战争的物质供给就不能保障，人

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十分疲惫，革命的根本吕的也就无法实现。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模据地建设这三大任务必须结合起来，才能

使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正

确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左倾路线

的推行者是无法真正理解的，因此他们以极大的盲目性捏革命战

争置于提据地的经济条件力所不能及的基础之上，使革命事业受

到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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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中心任务。我

们所说的革命主要是指所有制的革命，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不

眼于所有制，还有分配关系的变革，交换关系的变革以及劳动中人

与人关系的变革，这些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这些方面的变

革内容十分丰富，它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决不能轻视。

这样，我钉在国顿中国革命发展中的进程中，就可能比较清醒

地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全面、正确地把握

和认识中国的特色。

应该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正确认

识中国的特色，既需要水平，又需要勇气。在这种客观学术背景

下，从根据地人于，了解、领会员才经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

服务，为工人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反封建服务，调动农民阶级的生

产积极性和革命性，进一步提高小农经济的积极性租客观条件下

的使农民阶级实现由自为到自在的变革，从实质上捧现着毛泽东

的革命战略思想，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研究生产关系

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 历

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指出，上

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雨旦必然对经济基础起着三

大的推动作用或医碍作用。我们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柜互作

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为纲要来研究社会经济发展

的规律的。

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是由经济原因决定

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冲突的必然结果。

这场革命的动力也是在旧中犀半建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系中产生

的。革命的自标和任务仍然是由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规定的。但

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包含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不可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的，丽只能以工人盼级



为领导、与广大的农民结成最巩固的同盟军，在撞翻官僚、买办和

豪绅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治统治以后，利用工农民主专政自觉地建

立起来。作为上层建筑的工农民主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确立，

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是从土地革命起，以武

装斗争挂董事旧政权，建立新型的农村民主政权开始的。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摧毁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建立，公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

诞生，乃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极靠的是枪杆子的力量和政权

的力量。在这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表现得尤为

明显O

通过对革命根据撞财政经济史的研究，我们力求用史实来说

明上崖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历史

经验，特射重要的是探讨作为经济杠杆的财政金融，是怎样配合革

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怎样体现国家职能的作用，为创造新

型经济关系服务的。患格斯曾经指出"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

贸易自由，好的或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①列宁也指出，任

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的支持下才会产生。因此，我

们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进一步认识财政金融的这种作用，丛中

寻找规律性的东西，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演

变问题，论证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国家分配的本质。这是中国社会

主义的特色之一。

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了"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捂导患意，它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总方针。

在基本种意义上，它体现着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雏形的革命根据

地的"国家职能"。"保障供给"实质上讲的是保障党、政、军、民、学

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保障发展生产力需要，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物质生活要求为总吕标的需要。在这一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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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发展生产是基础和前提。把它单纯理解为发展生产力低下

的提据地的农村经济和公营经济，或者简单、狭义地理解保障供给

只是保障军队的供给，即所谓"人吃马喂"器是错误的。毛泽东患

想也是随着对代的发展丽发展的。这才是财政的职能，也就是国

家的职撞。

三、华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

践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如何认识根据地，如何认识党的方

针路线是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基础的问

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苦的先进分子，深人

了解中国实际，竖持马克忠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提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三大法宝一一摄据地建设、武装

斗争租统一战线。从西完整表述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

革命性质的认识，同时在实践上取得在利。研究根据地财经历史，

就是要从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实践出发，全面认识财经如何为提据

地的发展、建设服务，认识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势力，

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摆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政

治积极性，使之白白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自革命的同盟军变

为主力军。体会"星星之火、可以燎界"的气势以及由农村包匿城

市进而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桂利的道路。

从 1978 年以来，我们全面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了三

个历史时期的提据地政权建设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转变，总结了中

国革命的特点和经验。具体到根据地财经史料的编撰，我直接参

与和领导了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抗自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污民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以期全

面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三个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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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与发展。

在中央苏区的斗争和建设中，我们认为，她代表着以工人阶级

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科益，尤其在

大资产阶级势力在城市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

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完成资产阶级未能承担的

任务，改变农材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抗日战争期i司，民族矛盾上

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党人又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调整革命对象、策略秸任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抗

日根据地，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的胜利!在解放

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深入了解中国国情，适时转变中国

革命的战略重心，以华北解放区为中心、为中华民族的强立和人民

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作为中国革命的战士和根据地财经战线的老兵，我愿意把自

己在总结板据地历史过程中的认识程体会，结合华北解放区的时

经实践提供给大家。

一、华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革命的混潮中，处于中

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代表和实践着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以毛泽东同志为苦的党中央在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

前提下，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短锺的三年

时间，依靠农民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全国

革命的胜利。

二、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条件芋，适时调整党的中JL'工作和

任务，担革命的战略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结合东北解放区的经验

和占领济南、石家庄等大城市后面临的问题，从接收城市到管理城

市，制订、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恢复城市经济，

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实践了党的或备部署。

三、华北解放区作为新中国的雏形，在组织和人事方面为社会

主义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保证。华北解鼓区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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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仔的

基础，开始领导全国的财政工件。

四、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解放区的财

经工作有利地配合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科进展。从组织农村发展

生产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以及实行有效的公绩政策、

货币政策如贸易政策建立统一的农村市场，保障了前线的军事胜

利和后方的生产发展。

五、为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玫变农村中的封建土

地所有制，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解决了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涌动了广

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c

六、在人民革命战争迅猛发展的前提r，为了配合经济战线的

工作任务，有效地组织了解放区的资摞，为在经济战线打败资产阶

级的反扑提供了充足的物最保障。统一了全国市场，遏制了连续

多年的通货膨涨。取得了经济战线上对资产椅级的全面胜利。

从编辑《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抗吕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搞编》到《华北解放财经纪事}，却多年来，

我们先后完成了陕甘宁、湘赣、提鄂赣、闺苦劳赣、鄂豫皖、)11陕、湘鄂

西、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东北、中原以及东

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

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其中一些较大的提据地还编写出版

了财经史。各地先后出版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31 种，

共4栅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 18 种，共5ω万字。所有这些成果，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根据地财经打下了基础。

我是这一系列工程的主持的人。在戎子和、张劲夫、吴波、王

丙乾、陈如龙等同志的指导下，在《中央革命摄据地财政经济史长

编》完成后，又经过统一组织和安排，迅速形成了以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和中国财政学会为中斗，出各地财政部门配合，有财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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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科研人员、在职和离休干部和少数高等院校〈如南开大学、南

京大学、杭州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的专家、学者共

同参与的宏大队伍，先后参加这项工程的总计有几百人，召开会议

凡十次。全国时税系统为此提供了全面周茧的服务，中央和有关

省市的档案部门、文化出版单位也全力配合、支持，使这项工作进

行的相当颇利O

我对革命提据地财经史研究有着很深的感情。当这个工程的

最后-项成果完成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在此，我向一直倡导、

支持、关心这一工作的老领导张劲夫、吴波、周文龙等同志致敬;向

永远离开我们的老领导齐燕铭、宋前文、戎子和等同志致哀;自各

省市财税部门的有关同志和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各高等院校的专

家学者致谢。戎子和同志在华北财经史的研究过程中，倾注了很

大的心血，直到他以九十三岁高龄他邀前，还蝠咐赵秀山、冯E夫

同志，一定要把华北财经史这项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这部书的

出般，也是对戎老英灵的告慰。

多年以来，大部分革命根据地婿经史抖的整理飞出版工作和根

据地财经史的编撰，一直由赵秀山、星光和冯嚣夫同志具体组织实

施，{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也是由地妇共同完成的c 他们本着对

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不避繁难，表现出了财政老兵和

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在此，我也i句他们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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