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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世纪初至抗战前的艰难求索





怂 立
．弟 一 覃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固安社会状况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

深，全国各地处于军阀割据、战争频仍的混乱状态。内忧外患，

民不聊生。素有“京南门户”之称的同安县未能逃此恶运。外国

侵略军袭掠固安，直、皖、奉三系军阀战于固安。使同安人民陷

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军阀的苛捐杂税，以及

地主的残醮剥削，使得同安原本不太发达的经济更加落后，人民

穷困不堪。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固安人民的思想和文化却未

停止前进的步伐。一批官立小学和开明士绅创建的学校相继涌现

出来，在人民的推动下，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固安的戕害

固安县地处京畿重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百年来，固

安人民外受列强侵扰。内遭兵燹匪患，在黑暗统治下苫熬岁月。

八国联军入侵：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九月十一臼

德军山新城抵达同安，攻入县城。大肆掠夺，蹂躏百姓．并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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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起大炮扬言孱城，借机向县署勒索Fl银6000两，现金4月有

余。I．．一月，一队德车从涿县开往同安，途经兴隆庄时，一骑马

德军被清兵击毙，德军恼羞成怒，纵火焚村。村民数人被活活烧

死。第■天大队德军从涿县扑向宫村，沿路村街多被德军洗劫一

空。

自九月全I‘■月，侵略军过境数l‘次之多，无一次4i索巨

款，无一次4i伤人命。

直皖、直奉战争：民国9年(1920)7月，直(以曾锟、吴佩

孚为首，依靠英、美)皖(段祺瑞，依靠【J本)战争爆发，同安

为两军交战的中路战场。战前，直军于7月13臼入境铈防，在固安

主要兵力为直隶第3混成旅和第3*b充旅。北面皖军主力为边防军

第3师及陆军第15师。两军入境后派乍、抓兵、要钱要物，强迫百

姓修筑T事。交战中炮声隆隆，枪声大作，殃及村庄顿成火海，

村民在劫难逃。

直皖战争后，直奉军阀把持了北京政府。民国l 1年(1922)。

直、奉两大军阀失和，战端又起，双方会战中路在同安。4月15U

奉系鲍德山旅首先进入同安东北境。次口直军中路总指挥十承斌

率部进入，其主力221／币部署在牛驼一带。交战前牛驼至县城一

线，战垒相连，纵横交错，连绵数十里。两军控制区内，县人被

迫为其提供民大、车马、米面及柴草，百姓叫苦／1i迭。此役持续

三昼夜，双方退走时沿路村庄横遭劫掠．所有值钱可携之物，多

被席卷而去。

各色武装的驻扎与袭扰：民国15年(1926)1月垒7月，国民

．车遣f{‘军蒋义焕骑兵旅、国民军3军8旅十永庆团、真鲁联

．车孙殿英3 5师、十栋第5师、24师刘忠贞补允团、热蒙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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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纯昶混成旅、鲁军李冠儒骑兵旅等形形色色武装先后出入县

境。小少官兵尽情肆扰，勒索百姓，与十匪无异。期间，县城内

外遭大规模抢劫数次，连教育局所减图书也被乱兵运走变卖。

民国16年(1927)10月，奉军第8师被晋军傅作义师击溃，

退至宫村，该镇所有店铺被哄抢。

民国179(1928)3月。南京国民军“北伐”。4月13口奉军

3、4方面军万福麟、于芷山、戢翼翘诸军相继败退周安。17臼奉

军撤退后，第3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统军到县。韩复榘军开

拔后，武庭麟师开进，该部驻扎固安一年有余，县署支应大洋9

万余元。

为接待各路部队，县署成立了支应局。光支应费用全县即开

支银元19万元。至于民众所受损失，则实在难以统计，一些百姓

卖儿卖女，倾家荡产。县知事徐元善不得已日夜奔波，竭力应

付，竟致忧劳而卒。

盗匪狷獗，路劫绑票骇人听闻。民国17年(1928)秋，良乡

老窑上村匪首姚真纠集数卜人。两结黄东江、南连韩寨宛九州

等。扰乱县境，到处抢掠，绑架肉票，凶焰U涨。

民国23年(1934)1月，流窜士匪刘桂棠数百人．从南北寺

垡渡河到辛务，大北营、北电、南电、小中内等村遍遭抢劫杀

戮。在两内村杀死村民80多人．并放火焚村。而当地官绅却与其

相互勾结。沉瀣一气，4i择于段地搜刮民脂民膏，百姓陷入痛苦

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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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举步维艰的经济状况

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搜刮。帝国主义

的殖民掠夺，使固安人民处于灾难的境地。在“七·七”事变以

前的漫长岁月里，固安农业生产极其落后，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

量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农民中有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及雇

农之分别。以自耕农为最多，可占到70％，而土地面积却不足

30％。如柳泉乡刘家营村。全村101户，土地1918亩，仅蒋家地

主就占1420亩，大部分散与本村和附近十余村农民分种或租种。

租种，订立契约，一般以一年为期，租金于秋后一次交齐，明春

种地谓之上打租，也有下打租，即先种地后交租。租金每亩良田

七八元，平常地三四元。分种就是籽种由佃农与地主均摊。收获

亦均分，而牲畜、肥料、耕耘、劳役皆由佃农投入。还有一种类

型叫鼍开过伙”，地主出地出资、出牲畜、肥料、农具等，佃农

付出劳动，收获有均分、四六分、三七分(地主六成或七成)

等。因士地日益向地主方面集中。因而经常提高租价。采取投标

方式，择高价而出租，年年易佃，致使佃农施肥不足，土地渐趋

瘠薄。收成减少。广大农民终年过着贫困生活，遇到荒年暴月不

得不借债维持生计，甚至沿街乞讨。
‘

相对贫苦农民的生活来说，豪商直贾的生活可谓花天酒地。

当时，马庄高铺头村巨富高洋洲(高沛)祖父亡故，丧事期问，

灵棚蔽日，经乐通宵，两天就开席200余桌。

以上状况反映着农业生产每况愈下，而且阻碍着整个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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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在T业生产方面，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萌发渗透，但仍处在于

工业时代，无大丁厂’，又无大制造业。两关有毛巾厂～处，系个

人企业，生产景有限。“七·七”事变后困经营不佳移至北京。。

乡问U用品多生产于农民之手，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县

城附近村庄居民多以编织柳器为主，柳条箱乃圃安特产。此外如

笸箩、簸箕、升斗等均有较大的生产量和销售景。柳箱多输出国

外，笸箩、簸箕、升斗等销往两北山中及其它各地。民国初在东

关东岳庙和城内关帝庙组建了杞柳、盛大两公司。后均歇业。另

外。自得碾村制造的女人头饰“高冠子”、马庄一带村庄所织布

袋、褚家营的毛毯、小杨先务的陶器等均有一定生产能力和市

场，但毕竟属传统手t业，又无组织．无规模，只囿于一隅，未

能发展。
。 ’

清末县内商业资本较为雄厚，原有当铺8处。1900年后3处：

城内万生、万祥、马庄万增源。进入民国后。城内万祥和马庄万

增源先后歇业。城内万生亦于1937年停业。酿酒烧锅原有6处。

1900年后4处：宫村、牛驼(2处)、马庄。1937年牛驼、马庄烧

锅倒闭。宫村烧锅1938年停业。其他商业360余家，事变后，歇

业无常，即使是老字号亦多勉强维持，无从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步履艰难，但圃安人民已经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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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900年至1942年固安物价变动情况

类
品名

价 格

别 单位 1900伍 1916每 1937年 i942年

每斗
玉米 500文 i吊500文 i．5元 9．0元

(10升)
食

每斗
小麦 800文 2吊500文 2．0元 15．0元

口
(10升)

口日

盐 每斤 36文 100文 0．07元 0．16元

猪肉 每斤 160文 300文 0．4元 0．9元
类

羊肉 每斤 100文 240文 0．3元 I．2元

白十布 每匹 800义 I hi700文 I．7元 10．0元
服

白粗洋布 每匹 8吊 17吊 20．0元 64．0元

装

白细洋布 每匹 7吊 13h3 9．7元 48．5元

牲 马 每匹 50m 130113 100．0元 350．0元

畜 牛 每头 10吊 40hj 50．0元 200．0元

建

筑 砖 每千块 5吊、 18'fi 15．0元 40．0元

类
，

农
大．乍 每辆 10011j 150tfi 120．0元 150．0元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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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新文化运动在固安的开展

早在世纪之初，在戊戌变法的启发推动下，同安人民的思想

和教育义化事业的发展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机。

1915年，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仓IJfiJ第1卷名为

‘青年杂志》)的出版为标志，逐渐兴起了～场以民主与科学为

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

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

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这场运

动使同安的封建教育体系开始走向崩溃。新的学校教育开始萌

生。废科举，办学校，废除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

旨。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

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学校歼始设国语、算

术、自然、史地、手工、唱歌、体操等课。

光绪三f‘年(1904)，同安城内两大街的“方城书院”改建

为直隶顺天府宫立高等小学堂。这标志着同安县第一所小学的诞

生。这也是同安改革教育兴办学校的丌端。

光绪三卜一年(1906)。在北同城臼衣庵建立了“北同城小

学堂”。民国初县知事徐元善积极倡导教育改革，支持兴办学

校。民国5年(1916)春，万庄村力．煦(宁祝农，省议会议员)

在后庞家务村建成两等小学堂，县知事徐元善亲临学校。留下了

“规矩严，校风静”的题词。

在大力兴办学校。推进平民教育中，以李芳冈为代表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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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教育的丌明十绅相继涌现。

李芳同(1848一1919)，宁香圃。李外河村人。少年从学私

塾县学。光绪1．-一年(1885)乙西科拔贡生，tH=称李明经。品德

严整，待人谦诚，推崇义理、心理之学。早年在本村开设塾馆，

传授蒙学、经史等。后终成名冠全县的塾师。光绪■十九年

(1903)。负责县内地方学务。在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

下，改革旧学制，创办新学堂。冈陋就简，勤俭办学，求实育

人。光绪三t4二年(1906)出任圃安劝学所总董，宣统元年

(1909)东渡口本考察教育。“万里浮槎海国秋，为参学制赴瀛

洲。中邦枉为空文误，礼失翻教向野求。”从这诗篇中可见其求

新求变之端倪。叫国后迎酷暑，冒严寒，拖着年迈体弱的身体，

骑着毛驴奔走四方，倡导办学。民国8年(1919)冈积劳成疾，

肢体瘫痪而病逝。后来的民国总统曾锟曾亲题“义声载道”四字

以示褒扬。 ．

开明人七客汉卿，字锡之。独流村人。宣统年间(19i0年前

后)贡生，曾任本县参事。性格侠义．乐于助教，积极推行新式

教育。民国17年(1928)在本村创办了乡村第一所女子小学。

至民国14年(1925)，全县小学发展到男子高小6处，女子

高小l处，男子初小140余处。

民国12年(1923)，为加强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县政府设通

俗阅报处以及巡阔文库。民国19年(1930)，民间文化教育得以

发展，县教育局在民众通俗阅报处以及巡|口1义库的基础上设立图

书馆。民国20年(1931)通俗教育馆成立。这是同安历史上第一

个不等同于学校的面向社会的文化教育机构。

县人万执枢为新文化传播和开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万执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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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1928)，字襄宸，万庄村人。清光绪}‘九年(1893)中

举，以后小再参加会试，从天津直隶书局9l勾得几千卷经史文集，

闭门读书。万执枢自幼聪明，性格爽快，说古今，话家常，谈笑

风生。文近韩欧，诗似商隐。他的生活年代正值清末，国势衰

微．列强蚕食。万执枢常写诗寄愤，抒发情怀。当时正值地方选

派优秀人员赴日本考察新政，其弟万执机被荐参加。万执枢命子

万炬随行。回国时从日本购买铁轮织布机一台、风琴一架、望远

镜、几何绘图仪等。足见其家庭开明维新之一斑。1928年7月，

北伐军进到京郊，奉军和孙传芳的败兵由霸县退到固安，沿途劫

掠。万执枢抑郁忧愤。染病卧床。不久病逝。

民国14年(1925)，自汉臣(祖籍永清，时住固安城北街)

创办善德书局，积极订阅发行丁玲、郭沫若、谢冰心等进步作家

书籍及孙中山文选等。自汉臣和其子自德恒经常挑担下乡，到民

众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白汉臣父子均系中共地下党员。1947

年自汉臣、白德恒被国民党逮捕并遭枪杀。

·新文化运动在圆安的蓬勃发展，给固安的思想文化领域带来

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为固安的前进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增强了固

安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必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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