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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粮食史话》是一部2良好的历史肯特。该书向读

者反现了从一八四零年鸡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苛
山西的人口、土地、粮食生产、灾荒、收购、分配以及历代

政权对粮食施行的不同政策等，清况，对于我在1今天从亨这方

面工作吟人p 二三极为珍贵的史抖。

常言说2 44 民戌食为天F 吃饭第一"。正码为此F 无论

那个朝代F 都把稳食问题作为安邦治国的重大司题， ，t己粮食

的生产、储存、运输、交换、分配辛辛，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上。主挠，由于社会制是不窍，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也各肘。

无论怎么变F 纵观历代粮政F 都是为统治阶级就务的。虽然

有时也采取一些使民培施，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科豆?人

民群众是难以受益的。从春秋以后一直到清王朝F 我省在粮

食方面总的特点和规律是z 轻摇薄轧F 农业发展 F 各业兴

旺，王朝兴盛z 横杠暴敛F 逼迫灾荒，农民起义 p 朝代史

才美 o

我省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粮食生产、 f诸武、文巍、加工等

各方面的实践中， ~IJ ì.主了极为丰宫的经验。对此F 应当很好

总结、研究、接接去拉存精的原则，加以和Jm 和支票。

本书对以下两部份作了重点记述z 一是>4西革命根据地

的粮食政策对敌粮食斗争和粮食事业发展壮大的状况，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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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粮食工作在支持革命战争中的主妥作用。二迄闰汤山统

治山西时期在粮食问题上的横在E暴敛以及 azZ佼咯者提夺山

西粮食的活动。通过这些重点{乙:革使读者史加充分地了解我

苟苟逗扎菲食支，戊及它梧关联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e

通过对旅改变迁的了解p 使读者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

识，拉动我有权合的经营管理，支好地为城乡人民苟生产和

生活底务。

武昌模

一九八七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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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国前的山西粮食

生产和粮食占有

建国前的出西粮食生产F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摄制和耕地

不合理能占有9 长期处于停带不前状态F 面旦粮食占有又

由于历代统治级盼的横征暴敛和地主、资本家的农锢盘剥，
使山西粮食生产和粮食占有造成了极端悬殊的状况。

一、土地占有极端悬殊

土地是数千年来劳动的结晶F 是人民载以生存曲基础。

山西土地状况，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三八六年〈明初〉全省有耕

地4572万亩s 一六六一〈清照治十八年) .1078万亩F 一八九

二年〈清光绪十八年) 5047万亩。辛亥革命以后，废除了官

回占有F 但耕地面旗并没古很大的发展。在一九三二年〈员

国二十一年〉臼前p 山西揭耕地一直保持在6000万亩左右。

一九三三年，则F降为5050万亩。一九三四年最偎降到J4876

万亩p 一九三六年又因升为6510万亩。高f民相差达1600'多万

.亩p 对粮食生产的影瞬较大。

建国前山西士地状况的特点F 一是由地多F 约占总面积

的70%多9 耕地面积较~;二是耕地中早亩地F 水国少F 丘

陵-、由接地占有很大面积。一九三五年F 实业志统计p 全省

共有水田面积161万亩F 占农吕西积'2.8% 。旱地面现为

555J万富F 占总面积的97.2%。在旱地面积中F 平地占总面

裂的39.28%。山按地占革面积的48.51 %，荒芜地占单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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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86%，其余赔为河棒和破埠。到一九三六年，山西的

水浇地虽然增却为279万亩p 但我只占农田西裂的4.29 %。

三是耕地分布极不平衡， 接县区域分，一九三五年谓查F 崭

;12在100万亩以主的有大国等六个县z 在50万亩至 100万言之
前的有输汝等四十ι四个县直在50万亩注下的有祁县等五十五

个县。按发户划分，一九三五年调查F 全:苦?共有农户 1829835

户，每户平均四点八人F 平均耕地31.2富p 每个农业人口约

有耕地6.85窜。但不同地区耕地极不平衡9 圭地震量也不相

等。辽县〈今左权〉为最高，每个农户平均142.8亩。平 FEi

县最银F 只有8.3亩。每个农户的土地F 在10亩以下者有自

去:J 11亩至20亩之间者十九县; 21亩至30宙之间者二十七

县J 31亩至40亩之间者二十七县s 扫盲至50言之间者十县E

51亩至60宙之间者三县; 61亩至70亩之间者困县;71亩至80

宙之前者六县;81亩至90言之闰者二县J 91辛至100亩之间

者一县; 100亩以上者困县。耕地分布的不匀F 第略到一些

地方的禧替细作和接食单产的提高。因是土地占有很不合

理。这是历代剥削阶筑造成的。秦时商革主庭 "jt- 因P31:"肝

悟"F 目妇在有F 对当时能生产友展起了促进作用。佳由于

土地的兼并F 却形成了"富者回连肝陌p 贫无立锥之地"的
收况。汉时改为 U限æ" ，新莽时变为 U培囡"，晋又改为

"r!1宙po 唐攻为"二注目"，宋时改为"技团'J " 眩目"

"方宙"。湾代又JZ土地分为宫固和民目。虽然历代统治者

对土地的占有送行了多次改革p fEi由于剥削都度的事在，多

数土地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八丸二年p 山西的官田高

达148王万亩?占到耕地总菌载的30%。到了民嚣年同F 虽然

疫除了官国最i度， {旦大量土墙又为宫镣、地主、资本家所占

有。据中国实业忘记载，一九三五年统计，出西全省182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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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农户I=þ，占有土地的白耕农 1055186户 F 占农户总数的'

57.67统 E 缺乏土边的半自耕农390034户 F 占农户总数的v

21.64%; 1:国农207814户 F 占农户总数的 11.36 %声雇农

170802户 F 占农户总数的9.33%。冯和法编著的《中国农村

经济资料》中记载，一九三五年tll密 1630225个农户， 占有

耕边4668.3万富的调查看F 有耕地 100亩以上的农r~，仅占

农户总数的3.78% ，百耕地占有数却达到总耕地的22.01% 。

耕地十盲目下的发户，白求户总数的37.07%，但耕地占有仅

为赞地总数的7.91%。据中共tI，;西省委对原太石、北岳、晋绥

解放区的典型漓查，一九三六年地主占总户数的3..6% ，占有

七边却.5%. 富在占总户数的73%，占有土地21%;中农占

总户数的28.4% ，占有土地29.5%;贫农占总户数54%，只占

土地19%; 雇表占总户数的 5 %，仅占土地0.8% 。

上述比例F 与当时全国的平均占有比较〈地富占有土地A

"'J%-', 80%) ，山西的土地盈然还不算十分集中F 但地主、

富农掌握了多数肥沃耕地，控制者在村稳食生产的经济命

踪。据平藏、营东〈营陆〉前几个转庄统计，地主、富农、

中农、贫农分那占有好地的比例为: 40%.、 20% 、 15 %、

12%。

由于大量土地租思沃挠地，掌;22割削阶级手中 p 严重

丧埠了生产力主宫发思乡造成校食生产的长期待滞不齿。

二、粮食产量 停滞不前

山西粮食产量p 提出以前缺乏完整统计F53j民国;如年才

JS了起路记载。但数出多门 F 强不一致。经反复核对F 搞出

了以下〈表1-1)八年的接食产量z

j二述数字可以看出，出西寝食产量霄，带不言ríJ，长期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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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 

粮国啬积 产唱 量 折合现市斤 亩 产
年 度

{万亩〉 〈于市担〉 〈万斤3 〈珑市斤〉
』

1914 飞 5704 45782 4.f' ï820 80 

1916 6045 6ð686 64. 6860 107 

1931 5020 ;;0512 50:>120 100 

19;~2 5099 61185 611851 120 

19骂3 5050 '.i 9561 59S610 118 

1934 4876 59993 5999;\0 123 

19，~骂 5026 61929 619291 生 123 

1936 .5400 67J48 673485 12 :5 

在六十缸斤左右。.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二十年中，粮

食产量只增如了26.625万疗p 年均增长幅度仅为0.2 % , -平
均亩产净增18斤P 年均不及一斤p 商且各年之前又不稳定。

造或上述原国所在F 主要是由于土地的不合理占有和留锡出

连年扩军备放以及无休止地对农村掠夺蔚致。

?九三七年抗5战争爆发后F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掠夺、

磁坏相抢劫，粮食生产更遭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

降。据日伪政府必统计年鉴"记载F 一九四0年在日伪统治

的53个市县中，粮食产量只有174， 960万斤。每个市县的平

均数还不及3300万斤。粮荒严重，民不聊生。

一九四五年， I濡锡出国到太原以 ffj，更如紧了对粮食的

捺夺F 在其撞行的一系列苛政之下F 棋会生产不仅得不到极

复F 反市每况愈下。一九四六年的粮食产量尚可达到

'656 ， 356万斤，一九匹七年那降为57~ ， 800万斤。亩产98斤。

还低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粮食生产水平。

器以上各年粮食分品种产量。(麦1-2，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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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粮含占有极不合理

(一〉人口的变住

人既是粮食生产者，又是按食消费者F 棋食的占有是以

人口变化为主要依据的F 因而历来总是捏人口的发展与土地

的垦治、粮食的增减联系在一起。据历史记载，战国时期，秦

国开发巳蜀，楚国开江准，秦汉统一，因而有两汉人口的上

升。汉平帝公元二年F 全匮垦田面fR达720万壤p 人口增至u

在千万以上。唐经济发展F 人口上升p 最多时超过六千万

人。元、房、清三代建立之初，由于战乱F 人口曾大旗。清

朝统治者F 采取了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于人2增长的政策，

到了一七四一年〈乾搓六年) ，全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四千万

人。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使乾隆也忧虑起来。她说z "生

之者寡F 食之者众， 联甚珑之"。主张"非野无旷土"。他

的这个主张，就是要用开垦荒地，地尽其莉的措施来适应人

口的增长。

出西的人口 F 从一八四0年到一九三九年的近百年中 F

其间发展，虽经波浪起伏 F 但全省人口总数并未上升。据中

国实业志记载，一八四0年全省人口为 1489万9 经过三十五

年之后F 到了 1876年〈光绪二年) ，人口总数增为16 ，11万 F

成为当时的顶峰，此后p 则开始连年镜攘，到一八八三年减

到1071万F 出后的二十八年中F 虽稍有自升F 但最多的

时候，也只有1100万左右。到了一九一二年全省人口辞到当

时的最保点，成为1008万。民国裙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全省人

口始终徘德在1100万上下。

山西人口在这一段段，既以发展缓慢，一是一八匹0年鸦

片战争后F 中国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战乱、兵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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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 F 姐上官膺的压榨p 封建势力的掠夺，造成民不聊生F 二

是接毫不额的严重灾荒p 王三成了人口曲大量蔬亡。出西在历

e史上旱灾较多?尤其若一八用0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九十六年

中，全省发生西京较大的旱灾就有十六次，其中有凡次大

灾F 已经造成"赤地千里，人口流亡F 道建梧望"的严重局

面。一八七七年就是"大程"之年。据夏县县志记载z "光

绪元年秋旱p 二年又旱p 三年大旱，二麦不登F 赤地千里，

持死土焦"。西商人口的流亡p 非常严重。黯此?李后请在

《大荒话》中曾有这样的记述z u光绪三年F 山富无处不

旱。受灾极重者八十余区F 倪口入请者F 不下四五百万F 死

者十有五六p 壮者参散之四方。芮墟环城数十里 p 绝少居

民F 农村十室九空"。此次大灾之后p 全省人口大幅度下

辞F 主人一八七七年开始F 到一八八三年的六年中，就减少了

比 569万。

之后，一八九一年灾，一九00年大灾。受灾面积波及

太累、临捞、长治三区。对灾荒的程度，在山西旱灾史料中

曾有这样的记载F 一九00年〈先绪26年〉旱灾?五谷欠

歧F 饥死民甚多F 绎县六万人F 灾后只剩三万余口"。这次

灾荒7 又不商程度的造成了人口的蔬亡。一九一二年员国元

年旱灾，一九二0年、一九二九年又灾。灾后粮食减产F 灾

民得不到赈救。经常处于流离失所p 暗暂1号寒的注埠。因

而，全省人口在一九二九年〈民国18年〉曾一度达到1200万

;以后，到了一九三六年又下降为1147万。

〈二〉粮食占有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六年9 人均产量1931年为最低，只

422斤。一九三六年最高为587斤。当时的人均产量如下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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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锥z 万斤
表:一 5

年 份 F呻产 |λ口总数吁人〉 λ 均

1914 10.44 :斗 43$ 

1916 . 64在在 60 '1053. 6.14 

1931 505120 1197 422 

1932 

1933 595610 1130 527 

1934 599936 1162 518 

1935 , 619290 1133 528 

1936 673485 1147 58 7 

正常年景 '65970号 1197 551 

但如前蔚述p 在113制度干，农民生产的粮食大部为宫

菇、地主、资本家所占有o 从秦汉到民居F 相继建立起j封建

等级制度、井囡制度、鞭长制度、国黯制度p 使农民生产的

粮食部掌握在官府豪门的合禀之中p 茵市拉目战争以前的离

品率和农民提食洁费水平是很i匠的。

当时的粮食商品率，据·山西经济资料记载的中共出西省

委调研组对赣县、 F!k县、宁武、城夫、洪溺曲亭、运域摆

阔、黎墟上遥、祁县真令所属自十四个自然持一九三六年信

品的溺查9 撬食总产佳为108万元〈己折成理人民币) ，出

is总值为18万元，接食商品率只有17.36% 。

农民洁费水平F 极为悬殊。据中共山函.省委调研组对一

九三六年分段层人民生活的典型调查F 当时年平均消费稳食

水平453斤F 代食品〈起括油饼、捷夫、豆腐撞等〉每人平

均 6 斤。其中贫患农生活水平最镖，年平均jjZ费棋会386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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