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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要疆是是，会

...~毛远远远总司想通越战成这
→-~\-c毛育条主运豆鼠坛的电Li

编者按 z 抗日战争时期，委凝先同志是晋察冀边区政府

均秘书长，又是由西"牺盟会"最奇特派员。在烽火连天约战争年

代，佬，兢兢业业，艰辛工作，全心全意为边区人民服务，为创建

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作出丁重要贡献。解放后，很多在边

区工作过均老同志见到他时，仍然情地称呼他为"秘书长"。他

生前也多次提到"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难以

忘怀的事 0"1984 年他不幸病逝，至今已整整十年。在他生前的

最后几年宁，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洪祥先生曾多次访问过

他..1 解到很多鲜为人扣的文杆，为纪念抗战是生利 50 周年，并

缅怀委凝先同志。张洪祥教授将多次访问的记录，整理成此文。

公法于誉 ， v:.(飨读者。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己进攻绥远，策动华北事

变，山西影势非常紧张。当对我在山西"牺盟会"总会工作。"牺盟

会"全称叫牺牲救国同盟会，创立于 1936 年 9 月，是我党在出茜建

立的统一战线的群众革命组织。名义上，会长是阎锡由，实际上是

由中共北方局薄一波同志负责领导。牺盟会基层组织遍布于山西

全省，大约有近百万的会员。牺盟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

剖练队伍，进行挺自救亡活动。所以会员绝大多数是爱雷青年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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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亡的京被分子。我在总会宣传部工作，领导人是宋勘文向志

(地下党员) 0 30 年代初他是北大的学生，我也是北大的学生，被也

比较熟悉，尤其在一个部门工作时，关系更加密坊。当时裴哥哥生、博

雨田、侯振亚等同志和我都在一起工作。开始我们的任务是z组织

指导民间文艺吕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负责编写出版《牺牲救

国》勇于才相各种宣传抗日的资料。后来.牺盟会组织抗 5 武装←一

即拭目决死队时，我们宣传工作的重点也转向了学校和广大农村，

号召全民总动员，抗日救匪，讲助组织部门开展拭目武装的军政训

结工作。

1937 年 8 、 9 月间， 8 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北部重镇陆高、大

窍，理后又兵分三路向太原进攻。这砖，晋东北形势己一片混乱，国

民党军队(包括阎锡山的晋军)全面溃退，各县县长也都弃城逃跑，

散兵流匪乘机抢劫对物，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拭害至极。在国民党

军队向南逃跑之时，我八路军主力三个师在朱总司令指挥下，东渡

凌河，挺进 111西，开赴拭日前线。当时八路军总部，就设在五台县南

菇拧， 115 师和 129 \琦分别驻扎在东冶、河东、豆村、蒋坊等地，开

创了 ÙJ西抗战的新局面。当时，自锡山为了保持他在出西的统治地

位.持起用牺盟会组织的新军(RP抗吾;先死队)开赴晋东北抗战;闰

时委任宋韵文为五台县县长、胡仁奎为孟甚甚长、李{中甫为定襄县

县长等，要求立即走马上任 3宋知道八路军总部和薄一波率领的新

军者在己赶进晋东北地区.去五台上fE是同我觉直接联系.建立抗日

模据地的最好机会。他接受了委任，很块离开太原赴五台。在临行

之前.找我谈话说"我去五台要带走几个干部，你文笔很好，又有

群众工作经验，对山莹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我己同总会(指牺盟会)

商量好，调你向我也远去五台工非‘不知你有什么意见1"我说"没

有意克，只要抗战需要，到哪儿工作都行。"丢在时，我还年青.无牵无

挂，听说去抗战前线工作，热情非常高 c 就这样， 9 月 20 吕宋歪打文

和我一起赴五台县主任了。再去五台的还有高晋才、蒋自力、李杰
qu 



云等几个干部。后来，宋韵文和我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佯时，五台

县长就自蒋自力窍志接任，高晋才同志任五台县的会计。

五台县是国锡山的老家，当地的大地主都是酶的家族和亲或.

封建势力假大。五台县境内的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周围

有 300 多座店字，每直庙宇都据有大片耕地，出租给当地农民耕

种。当地店宇分青1苗和黄庙两种，青店是和尚庙，黄庙是喇嘛癌。大

和尚、大磅tl癫，就是当地的封建大地主。他们除了收租、放高利贷剥

削农民外，对但户之妻还享有"住夜权"。这是非常野蛮的制度。当

地老百姓流传着这祥一句话"压在我们身上有两座大山，一是阎

锡山，二是五台山 J'如何处理好这两大封建势力?是我们建立敌后

抗日根据地所面胞的重要问题。另外，五台县还是牺盟会晋东北中

告区的所在地，这里抗吕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做得花较好苟广

大群众抗日情绪非常高涨。记得我们到五台县的第一天，县城各界

群众敲管打鼓，吹奏锁呐，打着"吹起拭目县长上任"的费韬标语，

到县城蓓门河迎接我们。因为那时候，日本是略军每攻占 4地，实

行法西斯的野蛮政策，娃杀辈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群众非常害

怕:加上晋东北各县官吏给打逃离，群众更是惶恋不安 c 在这件彭

势下，我妇鼓足勇气上任，对鼓舞士气、安定民心、蛙持社会治安，

有着重要意义。第二天.宋南文同志就在县府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规定原县政府人员一律参加。他讲话的精神是: (一)原政府人员，

除县长租部分科长有变动外，其他人员一捧留窍，照旧工作 o (二)

当前中心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拭目救亡团体，掀起抗日高潜。

(三)现在是大敌当前.主人县长、科长到办事人员，一律坚守岗位，同

全县民众一起抗战到珉，"誓与五台人民共存亡!"当时.我们从太

原来的几位同志，也都在会上表示坚决拭战到底的决心。我的的行

动受到全县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屋为五台山的和尚、喇嘛势力徨大，历来受到官府的支持和保

护。所以过去每个县长上任，都必须首先拜访大喇嘛，否则"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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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就保不住。宋萄文上任，没有去拜访，这是个藏例。但是为了贯

组党的拭目统→战线方针.m结僧侣共同拭目，后来还是援我作为

代表，去五台山慰闰全体僧侣，宣传拉吕救亡思想。

我到五台以后，开始担任县政府秘书工作，实际上是宋由文的

剪子，什么事请者在营。上面的、下面的，各部门要办的事情，都首先

民到我这个口。能办的事，我就决定了;重要问题，我都向宋致文同

志汇报，请他决宅。开始我妇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县时政空虚，几乎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从前线费远下来的一提又一批嚣民党军

队，路过五台县就到县政府要钱、要粮、要牲口、要车辆。不答应他

们的要求，也们就大闹县政府，公开抢劫机关租百姓的讲物。政府

乳关己不能正常办公，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有一次，县里来了一

批潢军，要县政府立即征谓驮骤六七千头，限期完成。宋韵文说:本

县驮骤都己被撤退的军队全拉走了，我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办

到。事后，宋前文要我立即给省政府打援苦，第一，如实反秧溃军纪

律败坏、沿途抢劫骚扰情况，要求上级下令约束部队。第二，要求省

政府拨给经费，以解决部5人的给养和地方的斥支。第二，要求省政

府出面，督促各部队，把捡去的车费放还回来。这份报告送上后，还

是起到了一点作用，阁锡山派人给我的送来几万两大烟土，让我们

变卖当经费使愚。当时八路军供给非常困难，没有粮食、没有衣服，

五台山地区是高寒地带，气候很冷，但广大指战员仍穿着单衣，光

着脚，或穿双草鞋，苦不堪言。我们就把烟土变卖了七八万元，全部

供给八路军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当时薄一渡再志在五台山，听说

费军骚拉五台县城，为了保护县政窍，蛙持地方治安，他报出拭目

决死队第一个纵队的兵力，从台怀镇 CNP五台山，薄一波领导的决

死队第一轨~人驻扎在这里)开到五台县城。从此，县政窍门口设立

了岗哨，才挡住了那些溃军的骚扰。

太原沦陷前夕，阎锡ÚJ范山西全省划了 7 个行政区，设立 7 个

政治主任公署。晋东北地区为第一行政区，包括五台、孟县、定襄、

一- 4 



寿陆、繁峙、听县、自享县、代县、阳曲、灵丘、浑摞、山阴等 18 个县，委

任宋前文为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五台县长，公署设在五台县。我的工

作，同样也变成了政治主任公署的秘书兼五台县的秘书。记得命令

下达后，宋蔚文立即援我去太原办理接受委任状、关防、电台等事

宜。我到省政府时，看到的是一片琅藉，各机关正住着搬家，向 i陆椅

撤退。国锡山己先头到达临捞，接待我的是省主席赵戴文。他告诉

我说"太原是守不住了，今后省内已不能同体1月直接联系了。请转

告宋主任，以后晋东北地区一切事务由他全权处理，不必更番请

示，这是阎长宫(指阎锡山〉的意见。"说完后，就捂委任状和晋东北

18 个县的大印交给我手同时还拨给一辆军黑汽车、一部电台、 15 支

枪支和 9 箱子弹。当时忻县已被日军占领，我带了这些东西，坐汽

车穿过定襄，颇利地逗留五台。这 18 个县的大印是怎么搞到手的

呢?当年，阎锡山有个提矩，就是县长离任(不管什么原因) ，都必须

亲自捏印章送交省政府，否则以逃离耳其守论处。所以各县县长逃离

对，都把大邱圭才好，送到省政府，这样便可换取"正常离任"的说法。

这 18 个大印还是很起作居的，后来宋蔚文以J!:主任命了牺盟会干部

子寿康、杜向光、赵腾飞、苏应唠等十多位同志为各县县长，使晋东

北 18 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为晋察冀边这的成立奠定了基

础。

平型关战役以后，大约在 1937 年 10 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及所

辖的主力部队，奉命撤离五台，转战晋东南战场。在这以前，茸一技

领导的新军，已全部开赴太行山，为开辟晋冀鲁豫抗自根据地作准

备。主力部队撤离以前，中央决定窜下 115 部政委兼副师长聂荣臻

同志以及一个师强立面〈杨成武指挥人一个骑吴营(刘云彪率领人

部教导队的药个队、特务臣的商个连和部分政工干部，约 20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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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留守五台，建立拭目提据地，开展敌后带击战争。

"晋察冀押作为一个行政区，开始没有这个名字，是后来逐渐明

确叫起来的。聂荣臻同志接受任务后，就率领这 2000 余人，以五台

山为基地，分兵向察南有冀西发展，先后收复冀西、察南 20 余县，

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政校，加上晋东北l(í余县，使晋察冀三省边

捶边远连成了一片。 1937 年 11 月 7 日，在太累失守前一天，聂荣

臻窍志在五台正式宣布成立了晋察冀军区，从此，"晋察冀边区"的

名字见诸于国内各大报坛，开始萌嚼了。

关于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最早是中共中央立方局书记刘少

奇同志提出的。大约在 10 月下旬，他给聂荣臻一份电报，主要内容

是 z要求立即着手筹备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主霹可由宋西文担

任，以如强与绕一全区的军政领导等。需时电报还指示，边区政府

一百筹备成立，→面向蒋介石、阎锡山提出，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

窍，由全国公开，以便推广到其他边区。根据中央领导窍志的指示

精神，聂荣臻同志首先找宋语文同志商量建立边区政权事宜。然后

在五台石嘴材普济寺(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聂荣臻同志曾主持召

开过一次小型会议，记得宋邵文和我，还有孟县胡仁奎县长、军区

政治部主任舒同、《抗敌报》社邓拓等都参加了会议，中心议题就是

筹备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有关事宜。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凡项

工作: (一)由宋前文牵头，成立筹备委员会，成员要有晋察冀三省

的代表性人物，自委员会着手起草宣言、政府组织大绵、拖政纲领

等文件。(二)要联络各县、各拭目臣体选振代表，召开一次军政民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三〉冀西、冀中抗日局面已经打开，

辜平完全在我们手中，又是三省边界的中心，晋察冀省委己在阜平

成立，军区也即将迁往阜子，边区政府可择自在阜平成立。〈四〉由

宋蔚文起草报告，送交阎锡山并转国民政府，争敢他的能同意，取

得"合法"政府的地位，以利于民众发展，扩大拭目民族统一战线。

这次会后，军这机关迂驻阜平撞窍。宋吉告文和我吕至2县城，第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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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是给阎锡山打电报，说明华北泣陆后，敌后抗剖i:trj-LL; ~'('-!> ..1 

勃发展，各地都先后建立了拭目政枝，追切需要建立统一的边吕立

权，要求翔和盟员党政府能予以批准。当时，我们有一部电台， r司黯

锡山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一连发去 7 给电报，阎锡山都不作答

复。后来是胡仁奎击了个主意，把电报内容给修改一下，专门讲薪

成立边区政府对阎锡山的好处， I市且政府成员大部分是 j司锡山派

来的人，并附上成员的名单:

末勘文 山西省第一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五台县长

胡仁奎 山西省主县县长

刘奠基 太原绥靖公署参事

委凝先 由西省第一传政公署私-书

李杰庸 、1J西省政府和书

聂荣臻 晋察冀军区司令英、八路军代表

张苏 蔚县县长、寨哈尔省代表

吕 i丘操 J在北军五十三军回长、河北省代表

手j、志远 保定行善民iJ11 处特派莞、对北二是'代表

以上名单是经过聂荣臻同意批准的，把山西方菌的代表壳上

5 名，而且大部分是牺盟会的负责人，是为了争取阎锡山的国意。

这份电报发出后，果然阎锡山很快复电表示同意，只是在名单上把

我能头衔给改了，如掉了公署穆书，改为"牺盟会特报员"。我这个

"特振员"的称号，就是这么得来的。阔锡山的吕的把职务提高一

下，在国民政府呈报，容易得到战准。其实"特摄员"，不是一个正

式、固定的职务，当时牺盟会源出的特深员很多，一般县是一名，大

县派两名，只是裙当于县长或专员的级别而己。谁能想到，30 年后

告文革中"特派员"竟成为造反派整我的一大罪状。我记得军政民

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阁锡山转来了居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复电，内容

大致是这样的 z所请成立晋察冀选区行政委员会及该会组织人选，

均照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着臼阕司令长宫指挥，特电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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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司[1 只， :.-乏主政府正式提准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后来，边区政

刑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先政

策，阎锡山后悔地说"我上了宋前文的当 1"在敌后 10 多个抗日摄

据地中，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唯一得到雷民政府批准承认的，取得了

合法地位。后来其他地区抗吕政府的成立，国民政府再也不挠准

了。

军政民代表大会能在阜平召开，张苏同志是立了大功的。他原

名张希贤，察晗织人，抗战以前在蔚县当过教育焉长，领导过学生

运动，是蔚县建党的领导人之一。拉战爆发后，他在太原，见到过属

恩来司志。那时国共合作己正式形成，经建推荐，被第二战区委任

为蔚县县长。由于雁北、管口失守，张苏无法赴任。后被我觉摄到

阜平县捏任了抗日政府始县长。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他就是

这个县的县长。他有领导才能，工作有魄力，行政管理能力也很强，

所以他主动要求承担大会和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当时阜平是冀

西山区的一个小县，物贡条件较差。张苏想方设法担县城机关、理

体、学校帮动员起来，接待各地来的代表。会场就没在县城的一所

小学教室里。记得会场里有两条大标语很醒吕 z一条是"一切为了

拭 E 战争"，另一条是"民主之党"。各地来的代表共 140 多名，来自

晋察冀三省各抗日部队、各群众固体、各县政权选攘的代表，还有

蒙、国、藏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他们分射住在机关、学校相附

近喇嘛高里。当时正是冬天，气候寒冷警没有取暧设备，但是代表们

抗日情绪很高，军区派出了很多干部和战士接待他躬，为大会服

务。由于张苏同志细心安排，克服各种困难，使大会跟利地完成各

项任务。

新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相当于省一级的政府就构，开始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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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设厅，后改为设摇书、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司法等六处，以后

又陆续成立了银行、贸易局、公安局、农林局、工矿勇、粮食局等。分

工情况是这样的:宋面文任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对政娃长、

胡仁奎任边区仔政委员会副主任兼民政处长、委凝先任政府委员

兼秘书长、张苏任政府委员兼实业处长、对奠基任政府委员兼教育

处长、王斐然任政府候补委员兼司法处长等。以上凡人主持边区政

府的 5 常工作。另外，政府委员还有聂荣臻、吕正操、孙志远等，她

们主持军队工作，疆军区活动不在政府办公。李杰藉也是政府委

员，边区政府成立后，被请到冀中行政主任公署任主任。军政民代

表大会，除了选出我们 9 人为政肃委员外，还选出玉斐然、张仲翰、

孟阁臣等 3 人为政府候补委员。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是这祥的:王斐

然，河立人，旱年在京东地区领导过农畏运动，担任过县长。抗战

后，他参加了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是冀省方面的代表，为

联络河北各地党政军和各社会团体，参加军政民代表大会作了大

量工作，故被选为政府候补委员。王斐然后来担任了边区最高法院

院长，是边区司法工作的奠基人。张f中翰，献县人，抗战以前，担任

过博野芸警察局长、县长等职。抗战爆发后，他组织河北民军，经司

令，进行抗吕活动。后来他又组织领导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的活

动，在冀中社会名声徨大。经吕正操同志推荐，被选为区政府候补

委员。孟阁臣，原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宫，担任过连长。抗战爆发

后，绝在易县、满城、徐水一带打着"抗日"的旗号，搜罗散兵游勇和

当地土匪，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自称"七路军"司令，在当地

称王静霸。晋察冀军区成立时，为了团结各抗日部队共同抗战，曾

撮人联络孟阁臣，他表示服从军区统一领导，"拥护八路军"等，所

以军区曾委任他为易、满、徐军分区司令，并选他为边区政府候补

委员。但是他黯一套，弱一套，旧习不改，专门鱼肉百姓，拒不执行

军区和边区政府的命令，在所控制的地区勾结臼军，追害我军政干

部，破坏抗战，结果被军区嵌法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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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 9 名攻月7委员和 3 名候补委员的政治面辑来看，除了

孟阁臣是渥入革命队伍的被清除外;其他 11 入中有共产党员、国

民党员、牺盟会成员、东北军军官、拭目县长、拭目部队的领导人等

等.说晓边区政府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拭日民主政权。坦是公开身份

的共产党员是聂荣臻租张苏两人;而宋西文、胡仁奎、吕正操、孙志

远、王斐然、张仲翰、李杰庸和我都是秘密党员。不仅阁锡山不知

道，就连我们内部的人，也不完全知道，西为替密党员都是单线联

系的。如胡仁奎在抗战砖期一直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出现的，直到

全国解放，他才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正因为通过这些党员

去工作，才保证了我们党对拭目民主政权的领导。

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会议充分发药民主，代表们认

真讨论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参政议政的意识很强。我记得在讨论

贯匍减程减息政策时，会上发生了一些争论。五台、牟平、繁d毒等县

的部分农会代表，认为五台山的和尚、喇嘛拥有大量土地，是封建

大地主，说他们"除了烧香念佛，却无他事，对抗战毫无帮助"等等，

主张对他们的程额要多减些，立i改善贫苦倒农的生活。农会代表发

言后，五台 ÙJ 的蒙藏离乡会以及和尚、喇嘛代表立即反驳，不同意

上述主张。她的说 z我们是出家人，但出家不出国，我们也是中华民

族的一分子，也积极努力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为什么对别人少减

地租，而对寺庙要多减地程?会主徨多窍志对他们的发言表示窍情

和支持。当时黄敬、宋蔚文、又5拓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赞同和南、喇嘛

代表的意见，指出要正确对待和尚、晾~嘛，这是涉及到民族政;策和

宗教政策的问题。在执行政策上，应该一视同仁，不分被此。他们

还列举了抗战以来五台山寺院对抗日部队各方噩的支持租帮助，

需心地说服了农会代表，统←一了思想认识。会后，和尚、喇嘛的抗日

救雷积极性更高，他fìJ组织了"五台佛教救国同盟会气成立时有

60 多名代表，包括青庙、黄庙的借人) .并举办了蒙、费罚艳训练

班，和尚、喇嘛说练班等，以提高蒙、藏同程和和揭、喇嘛对抗战影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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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认识，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当时这项工作主要由民政处管，她

们报人去主持训练工作。层为我是边区政府穆书长，所以有关民

族、宗教方噩的就战活动也向我汇报。我记得当时训练班讲授的主

要内容有 2 日本侵华政策、关于拭目虱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国抗战

的形势与前途、东北沦陆后的靖况、汉、满蒙、回、藏之间的民族关

系等等。经过训练的学员，后来都分赴蒙、藏各地开展抗日活动。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工作是千头万绪的，但是首要任务是

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向题。当对边区脱产的军政人员达万余人，吃

饭、穿衣、武器弹药的供给以及其他行政费甫的开支等等，都急需

要新政府来解决。据统计，仅军费一项开支，每月就需要 70 余万元

〈法市〉。另外，边这兴办的军用和民用工业需要授资;商业要资金，

农业要贷款，灾民要救济等等，都需要钱花。新政;市本身没有钱。虽

然边区政府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但中央政府从来不给经济上的

支持。所以当时边区政府确定的方针是:一切从拭钱出发，立足于

自力更生，整顿财政，开摞节流，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保障抗 5 部

队的供给。我要说费一点，我ffJ边区有很多能人，中共:it方分局的

彭真同志亲自抓黠政经济工作，宋前文、黄敬、胡仁奎、张苏等都有

管理经济工作的经验，善于理财，对解决边区财政问题充满信心。

他们曾提出建立边区银行、发仔边币、发行救国公债、恢复囡贱、征

收公棋、征收营业税等建议，得到了军政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一

致拥护。边区银行是 1938 年 3 月成立的，仔址设在五台县石嘴村

的普济寺，行长是关学文向志。他原来是东北军吕正操部队的军需

娃长，也是一位善于理财的能手，经吕王操同志推荐d担任了行长

瑕务。爵行长是胡作宾同志，也是山西定襄县人，抗战前任过山西

省铁路银行郑州办事处主任，对银行业务比较熟悉。边f在发行的准

备金很有限，最初定为 50 万元，实际上只有聂荣臻商志主人八路军

军饷中专留下的 4 万元法吊，吕正操同志打下安雷县城所缴获的

3 万元法币，再加上实物(粮食和棉花〉作为准备金，就开始发仔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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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最韧发行的是 1 元、 5 角、 2 角等几种边币，由于群众不了解，加

上边币纸张不好(大本级) ，大家不信任，流通后，群众又很快到银

行兑换法吊 D后来揭成武同志滔灭了叛军孟阁罩，搞黠一大批黄金

〈元宝〉、铜元和现钞，捂这些都运到了边区银行，并在银仔展览，让

群众参现，从此树立了银行威信，边市也稳定了。所发行的边币，一

部分用于解决抗日部队的供给;另一部分期居于支持工业、商业、

农业等方重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民时，边区政府还向广

大群众发行了 200 万元的救屋公债，从整顿税收中〈废除过去的苛

捐杂税，使复建立了入口税、屠宰税、烟酒税、印花税、棉花出境税

等等) ，每月可收入 30 至 50 万元，征收回赋(部土地税〉其收入约

占整个边区财政收入的 20%左右 z 另外 1939 年开始征收救国公

粮(部农业税) ，为 16 万石小米等等。边区政肃就是依靠这些粮款，

保证了抗日部队、政府机关的供给和民众生活的改善，有力地支援

了敌后抗日战争。征收救国公粮，我们本着"钱多多出，钱少少击"

的原则，实行合理负担，照颜广大农民利益，故受到全边区农民的

欢迎和支持。当时地主占有土地多，粮食收成也多，当然要多交囡

陆和公粮。所以少数地主意见大，叫嚷负担太重。领i如商锡山的亲

戚就拒不交纳公粮，并向阎锡山告状。后来揭锡山给我们打来电

报，说什么"我的几位亲戚已经没有钱粮可交了，他们应交的数吕

记在我的睐上吧，自我负责。"这分明是赖帐，谁敢向南锡山去讨

睐。后来，我们也不客气，当时阁锡出的管家叫裴域萃，住在五台

县，他手上保存了阁一万多元现金，我们以政府财政困难，硬捂这

笔款"借"来了，充实抗日经费。 1941 年边区政府对税韬又作了重

大改革，实行统一累进税，把回藏、公粮和其他杂挠合并为一项搓，

然后按每户财产、收入多少，如成若干等级，按等级纳税。这样，民

众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哥时又增加了边区财政攻入。 1939 年初，党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所取得的成绩，誉

为"抗臼模范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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