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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J1/陕革命辍据地粮政史长编>> (以下简称《章良政史长

编) )，是在四}I(省粮食局接食志编寨委员会的领导下，组

建专门班子，在己征集到大量粮政史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编写《粮政史长蝙))，哥的在于通过JI/挟苏区粮政支实，

再现当年苏区人员为支援革命、辙好粮食工作丽英勇奋斗的

光辉业迹，总结历史经验教慌，缅怀革命先蕉，鼓扇丛事粮

食工作的人员，撮奋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物资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建设中，开捂前进F 同时，也是为了使]If挟苏区历史

保留更多的文字记载。如果能为从事JI(陕苏区历史研究的专

家、学者和史志工作人员i 提供一些有用的历史资斜，那更

使我们感到高兴。

《搜政史长编牵着重于收录}I(挟省苏维埃政府在全盛时

期庚辖的23个县苏维埃政区范围的按政史抖，关于陕商截

截、广理战役、强撞嘉撞江战程中所薪量的18个基苏维埃教

区的粮攻史料，写进 e西进北上途中的筹粮活动'一文，载

入 e附录'之内。

在《模政史长编 3 的编写中，为了保持历史原貌，我们

尽量使用各级苏维埃政府原名，并适当夹注现属行政区划。

因各地在集资料中的计量单位不同，且折率各异，编写中使

, 



-用的粮油数字，摄钱各地标准折为市斤，以便娃一概念，并
在文中一次如注说明。

JI(挟革命根据边大部纷前阂，是给在残酷的战争环境

里，按政史料严重京失。我们在骗撰过事中，虽然把资料搜
集、整理、考证工作摆在营薯地位，组织力量查因各种资

料，走访有关人员，瑰在看来仍不能使人完全满意。特躬是

有的县'资料奇缺，这就造成了某些"节"、 "gj" 的资料覆

盖离较窄的弊病，封主题显得有些佐证不力。希望今后能有

机会弥补这个不足。但总的看来，能为后人留下一点可资住

证的虫抖，聘胜于元， .又有资欣慰了。

编写这部书稿，是从1986年 6月开始的.当时回JII省校食

局在平武县召开专门会议，自4个撞市及23个县(审〉粮食

蜀布置资科技集工有'.室主过一年时阂，先后查跑了四JH省槌案

辖、四川省图书馆、应川省博物馆、因JIf省社科摸历史研究

所、四川省教育学院资料室、)11挟革命根据地博物结、成都

军区党史办公室、畏百省汉中撞委党支舟、公室和宁强、勉

县、南郑、西乡、镇巴等基党史办公室所技集的有关资料。

访向了原J!I~是省苏雄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中共原JII挟省委

宣传部长刘瑞龙、红3夜军剪长王波、 1月挟省工农银行保管科

长萌文昆、原妇女运输连李先英等老同志。还参阅了( )11挟

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章是选编>>~ << .JJI挟革命摄据地历史长

编E 、<< JJU吏革命摄据地到敦经挤史料选辅仁((JI(陕苏区

报刊资料选编上《中盟农村经济资料》古 《西南军阔

吏 E 、《中国粮政史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吕方面军战史》、

《苏维埃中国队(}II挟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 }II挟

革命根据地英器传》等资科书籍，以及徐向前、许盐友、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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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张国焘等撰写的园'瓦文立，和苏区各县民党史、志书
等。并组织有关梅、市、县200多名粮食职工，满查访到了

当年的红军战土、苏区干部和曾经亲历其事的苏军群众950

多人，记录了口碑资料383件，编写出《按政资料汇集) 23 

菇，约75万字。

上述这些工作给编撰《粮政史长编》打下了基础。借此

，就会，我们对路助查阅资抖的单位程提供情况前老同志，表

示衷心的感谢。对于不颜寒暑. J摆出带水，参与调查访问和

收集资科的粮食职工，表示慰问.对JIi挟革命根据地博物塘、

中共巳中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公室所给予

的支持和帮助，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由四J!I省校食局茄振洪同志主审，参捕编撰的有z

回Jl I省稳食局粮食志编辑室李椅裳、樊寅同志，中共遐江甚

委党史办公室向恳弟司志，巴中县棱食局罗家福同志，通江

县粮食局吴兆司同志等，由李捞棠同志主编。由于我们编写

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挺，难免有失误或不当之处，敬请当

幸曾在m陕苏区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菜、有关专家学者、史志
工作者租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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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综述

第二汝昌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岛中国工

农在军第四方富军和JII挟边区人民共商锺建的)11挟革命提捷

地，东起城口，西抵牵霞江，离到营 LU、渠县，北至挟商隐镇

巳、西乡、宁强，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万，先后

共建有23个县和 1 个特别市、 2 个特到区的苏维埃政权。

JII陕革命提据地，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

域'，它"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

钱势"， "是磊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南部问苏维埃革命

发展的桥梁"，它"在争取苏维埃新中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

常巨太的作用和意义。 n <D 
还在红军到来之前， )11陕边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斟

及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己为爆发这场翻天覆地能人民革命

运动，准备了必要始条件.

第一节自然地理

j11挟边区，边主主秦岭、米仓由、大己出的南北山麓e 大

③ 毛泽东霉，远中华苏维埃共相目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
对第二次全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载《中华苏撞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第3&-37页，江西注会科学窝 1981
年§月〈内部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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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踪横茧子;rl挟鄂三省边撞，东西绵延500多公里.出路最

宽娃8号公里，拉维商陡，其主峰"高耸千寻，岩·径极验，春

夏棋雪不清"，是矗立于四川盆地如汉中盆地之间的一道天

然屏障，也是嘉段江和汉水的分在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垃。

111陕边区，虽地处秦蜀往来拮要冲，但交道十分不便。

巳由主培一带"陆有黯叠辙凌云，登舟周端流迅隐飞凡在

鼓至此，只得结伴裹鞍，岩宿洞钦，在乱出密警， 鸟道羊

院、悬崖接道中艰难行进。唐代诗人李白的 a蜀道之准，难

于上青天"的诗句，就是对这一带交通状况的真实写黑。

在}II陕边区的近20个县中，除}rI草的通江、南江、万挠

和联费的镶巴、南郑、宁强、西乡等县，因素靠大巳 ÙJ 主

臆，摸内大由绵豆、蜂密起伏，多也崖荒谷外，其余地区多

为深丘、浅丘和小平原载横交错的地形地带， 一般在海拨

400至800公尺之阂。那里，气挨温霜，雨量充捕，土厦肥

沃，辑产丰富，巴需、棚、河和汉水银贯其间，水利资摞丰富，

有灌溉、运输之莉，适宜在作勃生长。主产水震、小麦及红

吉、捍芋、包谷、棉花、油菜。在持亦多栽桑养蚕，可算是

鱼来蚕贯之乡。

紧靠大由老林的地区，海拔一般在800至2000公尺之窍，

也高接陡，道路蜻白区，真是 a望天一条线，着地一条沟，老

鹰飞不过， ð袁攀也发愁'z 豆气镜变化无常，春夏少市，常

遭旱襄肆虐，款叉霆雨成究，冬季棋雪盈尺，挝〈凌如柱，数

~不住s 并常受风，雹灾害袭击。由于自高土凉，作勃生长

缓髓。主产包谷、洋芋、红苔和荠、麦之类。

山区人民具有勤劳勇敢拉美锤，在那也险水恶、荆棘丛生

的生产条件下，为了多打粮食，养家期间一年自季不得不辛

• 2 • 



勤劳动a毯的开荒种埠，垒石造田，拦漠蓄水，凿渠修理。缺牛

薪匪用人撞，另劳本足就自妇女耕程。高山区的农业多数还停

留在e一捏弯刀一挺大，一捏祥子一碗粮"的刀耕火种酷撞.收

获季节，还搭起窝棚，捷起篝火，日夜费守野兽盘害.}If北地区

流传的一首黑淫唱道z a高高tlJ上没搞头，又出野猪又出嚣，要
得夫妻同床踵，除非包谷收上楼."道出了山区薪轻者的艰苦.

在生产中，由于粮食品种杂乱，如之耕作粗糙，所以产

量辍低。高山区一般亩产100多斤，中~山区一般吉产200多

斤。农民资获谷、麦，主要用子抵交黯挠和揭款。一逼灾荒

年景，绝大多数农民则处于"三月杂按三月棒，三月野菜三

另荒"的撞撞。

川挟边这虽然有富饶的资源，程由于军间和豪势地主的

盘剥，这些资漂并未得到开发利用。在他们的统治下，连年

翠战，捐程繁重，人民购买力十分镜下，工商韭极不发达，

文教卫生事业被其落后F 加之军拇为收取重程又强迫人民大

量种植鸦片，其结果不仅鞭食横产，还造成烟毒流行，严重

盘害人民建震。街以，整个边区呈现出一摄百业荒度，万户

萧疏的景象。

第二节 防区最j苛政与人民斗争

一、苛政亨曲人民生活

自民嚣裙提到红军入)11前的20多年中，四)11大小军阀相

继崛起，他们按各军势力，实行窃区普据。为了争鹿割地，

强霸一方，在1912年到1934年的22年中，大小军揭渥战479

凉，平均每月就有两次战竭。 1932年冬新爆发的却滋与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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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争霸四川的"二娃"大战J双方信亡至少当在五万人斟上，

军费靖耗不知若干万万，人民直接闰接生命财产之损失，尤

不能数计f ①摆1932年12月 29 日上海<<$报》披露z"五年

来，JI(挟人民共计负担军费达十一亿七千五百万元，人民膏

蛊为军阔喔挠于净。'出此可见，四川军属混战次数之多，

延续时闰之长，以及为祸之烈，全国军有。

各i*军离为维持在大的军费开支，都!在意摊派捐挠，并

勾结宫臻、豪绅，横征暴主主、荼毒人民* J1I1之盗军猩獗，灾

祸连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困藏和擂税是军揭收入的主要来嚣。四川军拥"一方理

要扩充军队购买军备，一方面要堆在黠富任其挥霍，在此两

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n~人民的能事。"②在自颂尧统

活的)1[北地区，粮税奇重，税额院墙，苛捐杂税，举世罕

克。..广元粮税年只七千余孟，近年来己征七十余万元，等

于一年完粮百年。" @宣汉县1930年一次即筹军款二十万

元，完全按糠摊在， "每两征银竟有达一百八十二元者，'

@超过民嚣裙年每两按缸银一元六角的百倍以上.各军阀防

区， ·开始实行预征，但每年不过预征一年或商年，以后到

肆意征取，有一年丽在E数字之粮，有一月丽放一年之程。自

民国九年至二十三年( 1920年至1934年}底止，为时钗15年，

@ 许世友军《我在红军十年 2 第203茧，战士出版社. 1983年
版.

(@ 黄渠1 <<JIl军剿握之经过)) • 载《主兴另刊事第3卷6、 7
期合刊，第167页. 193(年leA.

④ 泻注和. <<~书国农村经济资斜》第834茧，黎明书店， 1935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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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各县黯存征至民菌八十年以上者。"⑦JII北地区 "20军辑

黯贾征到1989年>>J "29军因颂尧费侄到1981年'， ‘军揭

文革存厚的Jlj挟边防军，竟预征达到一百年斟上，几乎等于一

代农民缔了三代人的‘公粮二，. @苍溪县1924年摊援军锅

8.4万元，后又倍增到16.8万元，至1932年增加到32万元，加

上赋魏每年不下40万元，因黯已在到1996年，民谚在"员嚣

未至三十载，因黯征到一百年"之语③.当时的《成都快报》

报道z e四川农持藏在最担征取之繁，数穰之巨， 任举其

一，均足以称今世苛杂典型之邦。'④

至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勒索之重，骇人听闻a 据毒草

计，在全民673种苛捐杂程中⑤"四}I(当时就达70多静，'

③'陕西前项自也多达40种，'⑦困民苛政，莫甚于施。a

在清种捐程之中，尤以鸦片摆在极重。鸦片擂叉称特到

捐或特别税a 军海强迫农民大种辑片，其舅的是征收重挠，

以扩大财挥，维持庭大的军费开支。 *1932年F曾在县的握军在

达到了历史的最富峰，仅烟捐一排，一户中农就要缴的

① 《重庆艾史资料遗辑》第3辑，第30页，中雷人民政治协禽
会·说西JIl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0年 8
月服。

②黎民. <<军阔对湘的财政撞括>> .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
'手~ >)第1嚣，第435茧，西别人民出Jli桂1982年段.

1 ⑤ 《苍溪县粮政资料 B 第§页，苍溪县粮食蜀1986年编。

④ 《西JII农村黯魏负担模昆>> ，华南注稿，载1935年5月 27 日
《成都快报>> (第3174号) • 

⑨ 国亦博. . <<中国粮政史》第141页，王中书周1942年8月版
@ (<西HI文虫资料选辑》第21辑，第S页， Im JII省政协文史资

料研究捡. 19四年班.

⑦ 《中国±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P 第20页。战史编
辑委员会. 1963年7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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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毡，. 1918年军阀郑启和驻适、南、己尉，强迫农畏大种

鸦片，在秋收时每户波特到捐10j辛辛，适江县一次报部0万

元，适、南、己人民为路曾爆发了一场&10元半的拉捐斗

争。富国领尧建立防区后，娼提数额捷增， a当时己中每年

要维特别搞一百万窝，通江七十万酶，南江三十万雨。"②

按当时每商银折2.65元计，通江的姻揭为185.5万元，高出

郑启和统治时的五倍多，仅此一项，平均每户要捐款60元。

"军阀强迫农民种属片姻，他的好收高挠，群众也希望码并

姻种好一点，才交得起程。否则，连魏部交不起。'③于是

造成7大商积的种撞鸦片娼，通南巴地区的种植面积曾达总

耕撞面积的三分之一。造成良田千堤，满目罄花，零最会镜 3

攘，娼毒流行e

刘存辱的防区，虽未重收特~11擂，但苛捐杂税数目仍是

急剧增加。万漂县民国辑年国戴征银4 万元，至民国九年

( 1920年〉以后饷款重叠，逐年增施，到1932年款，在增到

24万元，夕Hti如一成经费2.4万元.还有国练费，各区商办事

经费，主Uk一切新谓摄兴事业，元不取之于民弱，全年合计50

余万元。如上团练之浮滥，差委之苛虐，不下20万元。运i比

国课、王侠、地方前却和各种税嚣计算，全县负担在百万元

①争 《匹j[J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5、四页，四JII人民出版
桂1980年援。

③ 陈明义雹<< )11棋革命根据地的若干芮题>> .载《四川革命现
代史研究资料>) 1980年4、 5合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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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①。

为了催逼捐挠，防区的"握科青虫， .踵接民间二公私局

卡，遍于津扉"，地方团、保也乘槐磕索百姓，交不齐捐款

的表民，不仅遭到摧款人员的关押、吊打，高且还逼迫交纳

关押费、吊打费和取保费。培方若不能撤足揭税，军5人就派

兵下乡追墩，不仅罔得农民鸡犬不宁，泪呈一笔庭大前招待

费叉压到了农民头上.遥江县罗家商摆(今镜翼区攘填乡)，

当时设两保六甲，户不过四百，人不到两千，由大λ稀，土

地攫薄。农民因长期遭受剥削，累欠捐款程税，积债难负。仅

。捐款一项多达30多种，户平积欠150余元。由于逗擂甚絮，逗

得揭述太等数十户农民住庙宇、居窝棚，投宿岩前，近百户农

民逃难弄乡.a挟西域国县1931年中，县府竟涯二百余委虽于

乡，每一委员又带隧虽三、五人不等，也妇宛如一群蛙虫，

一切供应都出自乡民。" "供1&房费远过于程提之原额。

县府委员之外，还有善后清查娃所提出的清查委员。清查委

员也和县府委员一样地人数众多，一样地如猿缸虎，逼着欠

款农民，动辄鞭打绳擂，严刑吊撑。"每据当时《四 ]f[ 月

报》记载主 .. }II北数材，农民略目契站在户上，称无力缴

税，嚣当局没收其田地。" @陕南农民，因交不起繁重的戴

税， "他们最拥出售土地，再则卖什物，继则又典卖房屋，

……。随后困地无人过问，举地1量人立无人敢耍， 1善屋什物

也 1932年《万源县志九转捕自《万潦县粮政资料》第4号、 41
茧，万源县辑食蜀. 1987年编。

每冯法和. <<中匮农村经济资料》第811-819页，黎读书店
1935年版。

③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4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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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人肯买，贫农只得弃抱不费，卖)L女秘作逃亡的费用.

漳户应摊主骂的程揭还是分配与未选的农员，昔日三人负担的

现变为两人负担@因路，更加握便了未逃亡人家早日出

走。'②

军阀的横征暴敛，榨幸得寂民一无野看，大多数人荒月

时节以草根树皮为盒，倾家荡产，已居十之八九。"兵如

撞，匪如筐，固了我如刀万裂。卖猪牛，卖固地，倾家荡产

还萤利。捐捐揭，幸自利利，如今只剩-I:::t气。 n JII北地区当

时窥传的这首民谣，就是人的生活捕真实纪录。

JI\挟边区人民不仅要歪扭繁重的苛捐杂税，市呈还承受

着地租和离事j贷曲盘剥。作为农员生存基础的土地?大多

掌握在地主手里，在提仅有银少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

一殷说来，占总人口 5%至10%的地主，却占有总耕地噩载

的10%至80%，为了维持生计，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随农民

只得向地主程但土地耕种，承受着撞在和高和货的剥削。

地租一般是三七开、四六开或对半开。即地主坐享五至

七成，群者只得三至五成。所订地理，在民称为 a铁提起飞
部不管车歉如何，技成好坏，秋天都要一律交清。若遥灾

年，寝食款收，地主逼程，农民或当国当蝠，卖房卖物，或

以散苦力提交雹子，若有欠租，那受"如程'、 a主n挥'之

罚，或加20%至50%不等，视欠程时间长短西定，对贫无立

锥之撞的农民，地主当即就要 a起{团"，使其无跑可靠，

沦为 a长年'。

③ 冯法和t <<中嚣农村经济资料 P 第811-817茧， 黎明书 m
19S5~手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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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谨捐二地主逼程，逼得农民只得南地主借贷，一是
借钱，二是借艘。粮的利患一般是3 至 5 分，黯借替 i 斗秋

时加还3 至 5 升，而放费者粮贱收钱粮费收咎，认涨不认跌.

借钱有场患、丹息、年患三释。场息是离和i贷~最高插一种，

有"搭搭钱"，即头场〈一场三天〉番，二场 1归还 5% 至

20%的莉，更有甚者是a辑斗，羊。"，头场错10元，二场就还20

元，如继续欠款)j1Ij翻番，以此类撞。另崽利率为 1 分，倍称

"月百钱?二还有一种方式叫"先追帮"，黯借钱10王三，先

扣患 2 元CD。

农民一旦陷入高利贷的混珑，就不能自拔，有的儒家荡产

洽为乞丐。旺苍县农昆桂先春，借了地主 l 斗毛高粟，半年焉

还71 斗 8 升小麦，还帮地主傲了 1 月苦工，才算还清镜务.

该县小河坎林哥、民，盟在地主家蕾丝作提挥，一时不能键

还，后来仅在地主家吃了 1 顿银，得了 1 升粮，就把自有的

10九背田地挺得精光。逗得林弹re哭瞎~6臣，终因讨不到远

丽饿死②。通江县城郊农民掠昌蟹，家有30多背田地， 3 民

房子，因无钱数款，窍放贷者'~ ..筋斗利"形式借钱 5 元，

一场应还105三，连续20天，就范几十背自产和三间房子全部

覆走，全家人浩为乞丐@。

① 《瞿JI!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0页 e 回Jl\人民出版社1980
年段。

z ② 南充师范学院1Jj史系 1- <<升保起义调查报告挣，载《中罢工
-农红军第西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43-44页，红四万富军
战史编缉委员会编. 1963年7月〈内部资料〉。

③ 四川大学量创1\民革命根据地遥、南、巳嚣史)) (裙穰〉第
国页. 1968年3月结部本，原件存巴中县档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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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罢除经受军阔、豪绅地主的事j酷和压迫外，远遭受土

匪的骚乱蒋捷劫。大I5Il1的土豆，早一点的有孙杰、马万

山、钱天镑，至后有由江溺土匪罗王成、王三春，高洞子土

匪袁罔，广家店土匪李茂春，钱家出神匪袁玉章，老君自土匪

景辉秀。众匪首之中，tJ.横行]If挨边区的王三春势力最大。

这些土罩在红军λ!可能，或以险要的岩混为巢穴，或以峻糟

的荒岭为屏障，或以巍曦的古寨为钱托，他扪理备有大量的枪

支弹药，时西化整为零，时商集零成整，昼伏夜苟，横行乡

里，握着奸淫.1古抢强夺，手段浅恶至极。多少人破土匿或

害得家藏人亡，也有不少人被土睦路追上山西当了随从.、

一遍灾荒年景，人民生115更加罢难。<<民国十三年甲子

( 1924 )大旱.J11省按究者七十四县， 西t{透、 F菁、 己为

最，三县中J>>.逼江为最ι 县属又以哥哥路为最，……追至十自

年，域中开米价值五千。富者或躏襄远方，部贫者，始如j采

食豆苗，继则草根树皮，摇剥无余，抛Jl.弃女，梧望于道。

…五六月，瘟夜流行，沿门传染，死亡柜拉籍。"全甚

"国民极鼓部、服毒、技崖、自焚及掩亡者十余万余。 n ①

据1925年 2 月 16 日《望民公报》载z 巴中 tJL员"桥皮草根业

已吃尽，元以为主，或死者十分之三。现在数遍十家，黯有

八家无食，数遍百人，即有十人无穿，……最惨者，厥维东

南路之小宁由、洁白河、杨家湾一带，饿死人民海死沟理，

路死路埋，不计其数。域内去年睡月起，死人太多，恃在龙

王店宫山内握一万人坑，以便掩埋。至今第一、第二大坑已

7笋祷，第三大战早在继续拾埋。"在月1快地 a盗食死户之

② 《速江县志)) (民雷续修禧〉灾异，tz第55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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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时有听窍，' a杀人卖同，陪己成风'。在万藤更出现
了"大规模之吃人剧场，纵横二三十丈内，人头星罗，尸骨

提籍，……被发之墓，数十百堆。'①当时JII 北地区混持这

样…首歌谣E "甲子乙丑起，米卖七百凡。碾子起青苔，蘑

子挂黯齿，富人倒有粮，穷人岳不恙。样棍讨西方，遍地人

饿死。"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惨的现实。

二、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II段边区就有共产党员和

知识分子开展革命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 1922年吴王章在

站县宣讲马克思的社会学J 1923年王维舟在宣汉清溪场成立

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s 以及共产党员舔锦章从上海

回到宁强一带却活动，李呜泻吕到南充一带的活动，苟寿富

等在巳中一带的活动。经过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宣

传教育，使边区人民运渐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电也逐薪

认族主;要想翻身作主人，只有参却革命，跟着共产党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在后，中共JII东特委在室汉农

村， J豁密组织发会，领导农运进行反对军廊抓了拨款，斗

争恶霸地主，从农会中选我又勇敢叉有觉悟的青年，经织了

小股撵击队。白天生产，瑰上集结，墨星点点的大荐，很快

蔓延到开江、梁平和大竹县一带。"②主927年秋，理器领尧

驻巴中的谢庶常族借口联西扩军，援特别提100万窝，加之县

在收局在征收中趁视加重农民因赋，由苟寿南建立的·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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