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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产关系帚一早 王广大系

第一节农村生产关系

一封建土地制 ’民国霎矣嚣变薯要鉴篇裂嚣兰呈誊蔷舌
解放前，常德地区农村长期存在封建主义

的生产关系，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被少数剥削

者占有，多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靠租佃田

地，受雇卖工过活，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

削，生活困苦，无以聊生，严重束缚农业生产的

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

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摧毁封建土

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解放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

民国时期，农村仍沿袭清代的土地等主要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50％的土地被不到农村

人口7％的地主占有，富农占有土地也很多。

据常德、澧县、临澧、安乡等县40多个乡的调

查，民国时期，占农村人口6．8％的地主，占有

46．5％的土地；占农村人1：：15．5％的富农，占有

土地16．5％；占农村人口35％的中农，占有土

地21％；而占农村人口41％的贫农，却只占有

11．7％的土地；占农村人1：：18．7％的雇农，仅占

有0．3％的土地。其中安乡县的地主、富农占

有土地最多，高达75％以上。桃源县桃花源

区有土地lO．1万亩，山林4．9万亩，蒋昌炽、

黄云溪、饶龙、饶虎、方七、方八等8户地主就

占有土地8．031万亩，为该区土地总数的

79．3％；他们还占有山林3．92万亩，为全区山

林总数的80％。

地主、豪绅等少数剥削者占有大量土地，

依仗土地所有权，采用租佃、雇佣、高利贷等多

种形式，残酷剥削穷苦农民。

先请“具保”，签订“课据”，然后“上庄”(交押

金)，收后纳租。纳租形式有押租和地租两

种。地租分包租(又名死租)与分租(又名活

租)。包租一般每亩交纳固定租谷两石①，约

占收成的一半。无论收成好坏，产量多寡，均

按固定租额交纳。分租，在收割时，地主或其

代理人踏田验租，多为东佃各半，也有顺四六

或倒四六分成的。另外，还有一种干租，即农

民借贷无门时，将自己的耕地廉价卖给地主，

再向地主租种，交纳地租，并付给一定数量的

租额利息。民国36年(1947)，澧县农田平均

亩产稻谷约4石，每亩押租l一1．2石，占总产

量的25—30％。地租中的死租，每亩交租谷

低的1．5石，高的2．5石；分租，每亩两石左右。

民国38年，常德县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每亩

水田交租金(银元)5—6角，高的8角，低的4

角。地租中，死租低的租谷两石，高的2．5石；

活租，一般是东佃各半。

地主凭借土地私有的权力，残酷压榨农

民。安乡县安障乡恶霸地主何养模，每逢年成

好时，就随意向佃户增加地租，高的每亩加5

石。佃户彭佑卿佃田17亩，民国27—34年的

8年中，更换佃据13次，庄谷加到92石，亩平

庄谷5．4石。何还给佃户加有“春三”、。夏

四”的交租负担，即春收佃户蚕豆3斗，夏收黄

①清代、民国以石为计量单位，4戽为l石。l石约60

公斤，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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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4斗。农}屯因灾欠日l，地主逅租凶狠，汉寿

县!区太常乡农民{Jl叫喜+佃地主Ⅲ￡；德15

酊水H1耕种，民国37年(1948)冈灾减产，欠硐

符6彳)_‘，民固38年叉困灾欠租谷13．5石，两

年累计欠租连本带利30钉地主Hl启德多次

派人上门催交，并横加凌辱，逼得旺{网喜走投

无路，r吊|1fi死。

沿门乞讨的老妪

雇佣制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无力租

佃地主的t地耕种，_【_l得给地主、富农常年或

短期帮工，获取微薄雇T1j资，维持家庭贫寒

生活常德地区各地的雇]：种类有二：一是长

工，以年为期．J：资税劳力强弱，技术高低而

定，主劳力一般年工资稻芥8～12石+童丁(看

牛娃)只供吃饭，无]：资；_二j_I!=月J：，以』{为期，

多在农忙¨寸雇请．月l‘资稻符l～1．5石；j是

零1：，以¨为期，日工资约大米2～3升(平湖

瓯多为钱币)据临澧县的调查，氏圈23年，

雇工工资一般为：男工日工资1角(银元)，月

I：资2．4元，年[资20尢；女工【J r资5分，

门丁资1．2元，在庭1：中，男11I’i雇佣人数的

66％．女工占34％。

农比给地主、豪绅当长『I’不仪J：资微薄，

难以养家糊tl，mi且多数失去人身自f{：1，遭受

打骂等非人待遇常德县新发乡地手梁明清，

有田地370卤，常年雇请f，1：13～14人，山他

的四个儿f轮流监工，天刚亮就带领长丁F

}H，任用哩交代任务后，自己叫家吃喝，等到太

阳快落时到}日里检查验收，长丁·n干到煞黑

才准进屋。}乏工身染疾病，／f：仅得小到休息和

治疗．而Ⅱ有的还受到打骂．民圃35年，长】：

李德祥因患重病，一天，在难以峰持千活的情

况F提前下工，便被抓起打骂一顿，桃源县匕

区雇农张运￡-，祖宗3代均为地主打零[、做

J|{上和帮长[，因家里人L『多，无所业置，祖母

出嫁H柏々l眯帐子，补r义补，传用120多年

高利贷劳苦农民受高利贷盘剥比较普

遍据慈利县城天、江垭、溪|j等地的调责，民

同36年，高利贷者放债(银元)2．000块以上

的不下100户，利息有“大加一”，即100元月

息lO冗；“大加二”，借100元月怠20元。还

有“跟头银”、“拆息”等等，“跟头银”，即借

100元，在约定的期限还本息200元；“拆息”

(俗称打钱)，即借100元，1天付10元，也有l

天付5元、2元的高利贷者惟恐货币贬值，

多将借款折实物，到期按所折实物加l倍归还

本息；也有到期将应偿还的实物又按时价返还

现金的，有的地方称高利贷为“飘契”临澧

县永镇乡地主张景锡在民国18年丈灾之年，

采取放“飘契”符的办法，年初僻出1石谷，年

底收回利谷3 fi．是年他放“飘契”而收回的

利谷就买Ⅲ土20卣有的商利贷者为获利更

多．随行情不断改变借贷方式，，H1县二区白

杨乡贫农孙实恺，民闰37年借地主杜越武1

仃谷度荒，当时每ti谷价2．2万冗(法币)，杜

则将谷折成钱借贷但秋收后符价大跌，每钉

价o 6万厄，还债时，杜又将本息返成谷口I还，

仪奉就还了3．96石

抗日战争后，高利贷变换的方式越来越

多，利息越来越高，农民受盘剥的情况越米越

南《常德【t报》戴芦d龙∥沧商利贷M题》

(1946年9月11日)称：“战前(指抗日战争

jjf『)年息不过6％．，I息只有5％，丽现任』|息

爵遍是20％⋯⋯．依照复利汁算之，20％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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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4个,El便为原来的2倍，8个月便增加到4

倍，一年就有8倍了⋯⋯利息是这样的优厚．

就无怪乎高利贷者趋之若鹜了：”

卖青苗农民在青黄不接，借贷无门的情

况下，只得将自己种植待熟的农作物，如水稻、

玉米、高粱等廉价出售．换得少量钱粮，借以度

生。一般青苗售价只占产品产值的三分之一：

民国时期，安乡县卖青苗极为普遍。地主、豪

绅乘人之危压价购买，一亩青苗只能卖得银元

一块左右(相当50来斤稻谷)，高的1．2元，低

的8角，等于卖得一石谷要付出本利谷4～

5石。

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广大穷苦农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遇上灾年，只有靠挖葛蕨、吃野菜

度生，在的甚至以“观音土”(即膨润土)充饥，

不少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田荒地芜，临

澧县永镇乡在民国25～38年(1936～1949)的

13年中．共绝亡37户．因灾荒逃离的有32户．

民国36年，澧县共荒田地133，039卣，其中公

荒114．884亩．私荒18，155亩，。据《桃源民

报》评论(1947年11月31日)所载：“现阶段

的中国，政治上全盘贪污腐化，经济面临绝境

的边缘，除少数豪门资本家和贪污腐化的官吏

外，其余90％的人民，已天天走向饥饿死亡的

末路，致使整个社会陷入扰攘混乱及至于抢夺

的悲惨局面，”

二土地改革

1950年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

有关土地改革会议精神，中共常德地委副书

记王浩，民运部长韩芳宇带领土改试点工作

队，在常德县八区的南湖、聚宝．全美13个乡

进行土改试点。7月，常德县在蔡家岗、观音

庵、台必寺、枫树桥、檀树坪；I临澧县在安乐、

仙人、叶家庙；安乡在向阳、北阳绕等28个乡

开展土改试点工作 10月，土改试点工作结

束。lO月5日，常德专署成立土地改革委员

会(简称土改委，下同)，地委书记乔晓光、副

书记王浩、专署专员柴保中、副专员陈采夫、

军分区司令员朱子休、专署农筹委副主任韩

芳字等16人为土改委领导成员j接着，各县

也相继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县土改委主任、

副主任一般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

常德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分3期进行，

先后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在职干部、农民骨

干和外来土改队员共21，592人，

第一期土改于1950年11月开始．到

1951年4月结束．完成土改的有南县．华

容、安乡、澧县、常德、临澧，石门7个县的

438个乡(包括完成土改的29个地、县试点

乡)，占全区总乡数的31．20％，其农业人口

和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区总数钓3L 8％和

33．1％．第二期土改于1951年夏开始，至

Io月结束，完成土改的有常德、桃源、石门3

县的158个乡，占全区总乡数的7．7％，其农

业人口和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区总数的7．3％

和7．9％。第三期土改于1951年11月开

始，到1952年4月结束．完成土改的有安

乡、澧县、常德．桃源．石门、南县、华容，慈利

(全部乡)8县的1．"220个乡，占全区总乡数

的61．10％，其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分别占

全区总数的60 9％和59％一个乡的土改

工作，一般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划分农村阶

级、没收征收几个阶段。

农民斗地主

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搞好土改的斗争中，

常德军分区．共青团常德地委和常德地区妇

联均先后发出通知、指示，动员农村民兵、青

年、妇女积极投身到反破坏、反疏散、反造谣

的斗争中去，发展壮大民兵、共青团、妇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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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团结群众大多数，促进土改运动。到

1950年底止，全区发展共青团员4，112人，

民兵40，224人，建立农村妇代小组7，603个。

1951年1月20日，中共常德地委发出

《关于认真发动群众，切实掌握政策，慎重划

好农村阶级的指示》，明确土改中划分农村

阶级成分的政策、标准、注意事项和具体步骤

方法。一般分学习动员，结合试划；自报公

议，民主评定；报县审批，核准定案；发动群

众，制服地主四个阶段进行。各乡先召开农

协会，集体研究部署，然后召开代表会、会员

会，组织学习上级有关文件。在领会精神、统

一认识的基础上，由农协会员分工带领代表

下村，逐户进行试划，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

开。面上是一般先由乡划地主、富农成分。后

由村划分中、贫农和其他阶级成分。自报公

议，民主评定，报县审批，核准定案。按照地

主户一般不超过全县总农户5％的规定，对

可划可不划的“两糊户”一般不划为地主。

经过逐户审定后正式批复到各土改乡予以公

布。全区894，295户农户中，共划出地主

58，129户，占全区总户数的6．5％；富农

50，080户，占5．6％；中农313，898户，占

35．1％；贫农365，767户。占40．9％；雇农

75，121户，占8．4％；小土地出租者10，731

户，占1．2％；其他阶层20，569户，占2．3％。

1951年2月16日，常德专署土改委会发

出《认真做好征收没收、分配工作的通知》，明

确规定没收、征收、分配工作中的方针、政策、

原则和方法。先没收、征收，后分配果实。对

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的财产先全部查封没收，

然后酌情给予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对中、小

地主采取先留后没收的原则；对工商业者注意

照顾家庭副业，其中属于个人劳动收入部分不

予没收。没收房屋、土地时，追缴一切契约，包

括土地、房屋的典当、买卖、租、债约等，确实遗

失的，查清人证物证，给农民立下字据。富农

及小土地出租者，只征收其应征收的土地，其

他财产一律不动。对所没收的家具、农具、浮

财等财产，以村为单位集中保管。造册登记，集

体查封，分配时启封作价。土地果实分配，以

村为分配单位，由乡统筹调剂。土地在原耕基

础上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中既满

足贫雇农的要求，又搞好多方照顾。贫雇农户

占总户数50％左右的乡，贫雇农阶层一般分

配果实总量的五分之四，中农阶层分五分之

一；贫雇农占总户数70％左右的，贫雇农阶层

分十分之九，中农分十分之一。在1个乡范围

内，果实分配面一般占分配阶层的80—90％。

全区分得土地的农民155万多人，占应分果实

总人数的53．2％；分得其他果实的农民215万

多人，占73．6％。分配果实的农民共占应分

配总数的91％。常德地区土地改革，从1950

年春开始，到1952年4月结束，历时两年多。

通过土改，全区共发展农协会员144．55万人，

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2．8％，发展共青团员

11，582人，民兵113，306人，建立妇代小组

21，418个。全区共没收、征收田地326万亩，

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42．2％；没收房屋35万

间，耕牛3．44万头，农具56万件，家具144万

件，现谷、金银及实物等折合稻谷17，400万

公斤。

常德专区6县40个乡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比例表
单位：个、亩

人 口 土改前 土改后
阶层 户数 占总人口 占总土地 占总土地

人口数 占有土地 人平 占有土地 人平
％ ％ ％

地主 930 5，951 6．8 70，149 11．7 46．5 8，768 1．4 4．7

富农 826 4，815 5．5 22，736 4．7 16．5 15，968 3．3 3．7

中农 6，540 30，824 35．0 32，324 1．01 21．0 73．276 2．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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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土改前 土改后

阶层 户数 占总人口 占总土地 占总土地人口数 占有土地 人平 占有土地 人平％ ％ ％

贫农 9，069 35，314 41．0 17，152 O．4 11．7 63。409 2．8 35．5

雇农 2，494 7，685 8．7 528 0．06 O．3 13。432 1．7’ 8．3

小土地出租者 395 1．082 1．2 4。351 4．0 2．3 3，169 2．9 1．7

其他 690 2，367 2．7 2。719 1．1 1．8 5，399 2．2 3．7

总计 20，944 88。038 100．9 149。959 1．7 100 183．422 2．1 100

注：上表系常德专署土改委1951年5月在安乡、澧县、常德、临澧、石门、汉寿等6县40个乡的调查统计。

常德专区327个乡土改前后各阶层生产、生活资料占有对比表
单位：％

占总户数 占总人口 占总土地 占总山林 占总房屋 占总耕牛 占总农具
阶层

土改前 土改后土改前 土改后土改前土改后 土改前土改后 土改前土改后 土改前土改后 土改前土改后

地主 4．63 4．85 4．65 4．82 41．37 4．Ol 38．49 3．87 19．57 O．24 8．59 0．5l 8．42 O．59

富农 2．32 2．79 2．26 2．77 9．11 7．55 15．83 13．9 8．94 8．89 7．81 6．84 7．89 7．42

中农 31．09 31．93 31．1 31．96 29．1l 41．2 21．62 28．18 38．8l 39．12 58．65 52．18 54．58 54．27

贫农 43．3l 42．95 43．34 42．97 11．92 35．6 15．23 37．12 37．12 37．13 22．41 33．86 25．59 31．34

雇农 15．66 15．34 15．59 15．35 0．4l 7．44 0．58 9．94 9．94 12．91 0．13 5．18 0．48 4．88

小土地
2．47 1．63 2．56 I．62 4．55 2．8 5．87 5．54 5．54 0．49 1．49 1．08 1．8l 1．36

出租者
●

其他 O．6l 0．52 0．6 O．51 3．17 I．4 1．93 1．39 1．39 1．22 0．92 0．85 1．4l 0．14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loo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上表系常德专署土改委1952年5月调查统计表。原表有个别数字不够准确。参照有关资料作了必要修正。农具是

指犁、耙、蒲滚、水车、风车等主要农具。

常德地委在全区土地改革运动即将结束

时，针对各地土改工作不平衡，部分乡的地主

阶级没有彻底打垮，部分乡的基层干部和农

民群众觉悟不高、阶级阵线不分等问题，对土

改工作进行复查。

土改复查主要是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

分清阶级阵线，树立贫雇农的阶级优势，搞好

。三查”(查田地、查敌人、查翻身)，发落地主

和处理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及颁发土地证。

经过土改复查，对于土改中错划、错斗、

漏划、漏斗；财物没收上不当或不应没收而没

收的；果实分配上不够公平合理等遗留问题，

按政策分别进行处理。据常德、临澧、石门、

慈利、安乡等5县统计，土改复查中共清查出

错划地主461户，经过纠正，定为富农的256

户，小土地出租者103户，中农60户、其他

42户；错斗的209人，其中富农110人、小土

地出租者30人、其他13人；补划地主594

户、富农109户，抓回逃亡地主分子62人。

1953年，全区土改复查工作全面完成，又获

得一批胜利果实。据全区1045个乡统计，共

没收、征收漏划地主、富农和原来退赔不彻底

户的土地81．43万亩，山林54，133亩，房屋

13，382间，耕牛750头，农具15，149件，家具

59，984件，金银和实物折稻谷135．67万公

斤，分配给遗漏户、少分户和应照顾而未照顾

的户达46．66万人，占应分果实总人数

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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