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租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土地基本政策，也是抗
战后期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之
一。1943 年至 1944 年，被誉为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的晋
察冀边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
普遍、认真、彻底地实行减租的
部署要求，聚焦巩固发展根据
地，结合减租斗争形势，稳步抓
好工作落实，持续兴起全面贯彻
减租政策热潮。

读史忆人 典 故

鲁迅与花草

鲁迅先生从小就对花草有一
种自然的亲近，在《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对
百草园有细致的描写，由此可以
领略到鲁迅对花草植物的感情。

据鲁迅弟弟周建人回忆：
“鲁迅先生自幼非常喜欢植物，他
所种的大都是普通的花草，没有什
么名贵或奇异的植物，这表明他是
真正喜欢植物。他种的植物有映
山红、石竹、盆竹、万年青、银边万
年青、黄杨、栀子、佛拳、巧角荷花、
雨过天晴、羽士装、大金黄等等。
草花每年收子，用纸包成方包，写
上名称藏起来，明年再种。并且分
类，定名称，拿《花镜》《广群芳谱》
等作参考，查考新得来的花草是什
么植物。”正是通过种花草，鲁迅得
以掌握了它们的生长特性。

在北京居住的十几年中，鲁
迅换过几次住处，只要在一处住
得时间相对较长，他就要种树栽
花。从 1924年 5月到 1926年 8月，
鲁迅住在西三条二十一号，1925
年 4月，鲁迅请花匠在院内种植了
丁香、碧桃、花椒、刺梅、榆梅、青
杨，使庭院更加幽静美观。

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写道，在
她生下海婴的第 2 天，鲁迅先生
便“非常高兴地走到医院的房间
里，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
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
他的个性，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
小桌子上。以前他赠送过我许多
东西，大部分是书，和赠送其他朋
友一样。这回他才算很费心想到

给我买些花来了，但也并非送那
悦目的有香有色的花朵，而是针
叶像刺一样的松树，也可见他小
小的好尚了。”

鲁迅先生不仅自己喜欢花草，
学习研究植物学，还劝别人也学
习。这样的钟爱，除了喜欢、热爱
这些理由及鲁迅幼年时的经验外，
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周建人所总
结的：“鲁迅先生喜欢研究植物学，
还别有理由存在，第一，他以为研究
植物学材料容易拿到手。鲁迅先生
又相信在当时这种社会里，每个人
所做的职业，大都不会合于自己的
趣味，因此，除自己的职业外，可以
再学习些自己觉得有趣味的东西，
这样，可以在学得知识的同时，还能
得到娱乐。他以为学文字学，学进
化论，都是好的，但植物学更适合于
这样的目的。”

当我们翻读鲁迅日记时，便
可发现，在鲁迅所买的自然科学
书籍中，生物学占绝对多数，其他
学科的书籍很少，其中植物学又
占了相当的数量。从 1930 年开
始，直到逝世，他都一直保持给植
物记日记。在他的日记中，有记
载的植物学书籍主要有以下多
种：《汉药写真集成》《食疗本草的
考察》《园艺植物图谱》《植物的惊
异》等等。对花草植物的爱好，真
正贯穿了鲁迅的一生。鲁迅先生
在文学创作和革命斗争之余，能
将对花草植物的业余爱好保持如
此长久，确实是罕见的。

（据《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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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金银之类的硬通
货在交易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虽然历朝各代都有自己的货币，
但金银的价值一直未被低估，尤
其是在纸币出现前，最具保值作
用的贵金属莫过于“真金白银”。
那么，金银在古代市场中究竟扮
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清代康熙年间成书的《钦定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大型类
书，其中关于古代货币的记载也
十分详细。通过其中文献记载，
我们也能了解古代黄金与白银的
流通过程。

先秦时期，每个国家都有自
己的金属货币，但并未进入日常
流通，少量的黄金要么用于帝王
对臣子的馈赠，要么用于祭祀和
礼仪活动。到了秦始皇统一货币
后，发布《金布律》，将货币分为黄
金、布帛、铜钱三种，最值钱的还
是黄金。将金银与祥瑞结合起来
的帝王不在少数。三国时期吴国
的孙皓，就把从地下发现的白银
视为上天的赏赐。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
在分裂时期，不同割据政权的货
币制度各有不同，虽然流通者多
为铜币，但由于货币制度混乱，黄
金与白银在战乱时代的硬通货角
色反倒得以体现。由于当时上流
社会生活奢靡，朝廷财政能力低
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很多老百

姓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走
上盗墓之路，之前的帝王墓葬大多
被盗掘一空，很多金银珍宝也因此
流入民间，难觅踪迹。战乱时期，
黄金与白银更具保值作用，成为很
多人避险的选择，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铜币的作用，激发了人们
对发掘和储藏金银的兴趣。

隋唐之后，铜币和布帛仍是
主要的流通物，并出现了大量银
币。在华贵的金银制品之外，白
银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常见。当时
的金币既有皇帝的赏赐，也进入
达官贵人的生活中，但对普通人
来说，铜钱仍是最主要的货币。

从古至今，金银铜三种金属
在货币中的价值由高到低的顺序，
几乎未发生变化，这是由其稀缺性
决定的。宋代以前，铜币始终是民
间最为常见的货币。北宋时期，交
子在四川地区出现，标志着纸币的
诞生。纸币冲击了铜币的传统地
位，也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随
着经济的发展，在南宋时期，白银
完成了货币化，老百姓用白银来交
易的现象越来越多。

明代前期，统治者对民间的

金银流通仍限制较多，甚至民间
开矿都会被严厉处罚。朝廷力推
的“大明通行宝钞”，导致中国货
币制度的重大变化。但是，明代
中期纸币不断贬值，老百姓不得
不重拾白银，到了后来，朝廷也只
好面对现实，重新开启民间白银
流通之路。

1567年，明穆宗解除海禁，史
称“隆庆开海”，这彻底改变了全
世界的白银货币格局。这一时
期，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新大陆，
掠夺了巨量的白银，并将它们运
回欧洲。在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
时，中国将丝绸、茶叶等物品卖到
欧洲，而原本在美洲的白银也由
此大量流入中国。在马尼拉、澳
门等地，大量装载着白银的商船
在此停泊，并逐步流入中国内
地。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日本

大量的金银也流入中国。从隆庆
开海到明朝灭亡，有超过 3亿两白
银从海外流入中国，这是一个极其
惊人的数字。这在短期内刺激了
经济的繁荣，甚至在沿海发达地区
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短时
期内流入了太多白银，打破了国内
原来的货币平衡，冲击了朝廷对印
制货币的垄断权，并造成明代后期
经济社会问题频现。

为解决困境，张居正在改革
中设置了“一条鞭法”。简单来说，
就是把全国各地各种田赋、徭役和
其他复杂的征收项目，按亩用白银
来结算、缴纳。如此一来，大量白
银进入朝廷手中，扩充了财政实
力，并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也赋予
白银更重要的角色。很多地方不
再征收粮食，而是征收白银，这就
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银本位的货
币制度。此后数百年，这一制度未
曾改变，在清代也基本上维持了银
本位，直到 1935年的货币改革，才
废除了银本位制度。

在以上漫长的时间里，黄金
一直主要是作为稀有保值物来储
备的，黄金在日常中的流通状况
始终不及白银和纸币。中国的黄
金与白银的储藏和流通状况，与
国家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也与
世界通行的货币制度有关。纵观
人类历史，黄金还是最能经得起时
光考验的贵金属，这同样是由其稀
缺性所决定的。（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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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1 月，晋察冀边区借第一届
参议会召开之际讨论通过正式法令《晋
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同时废除之前
政府制定施行 5年且两度修正的《晋察冀
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

新条例深刻把握减租政策之保障地
权佃权、减租交租、照顾双方巩固团结、
增加生产以利抗战的基本精神，集成运
用抗战以来边区各地贯彻执行减租政策
的经验和不足，用大篇幅条文来规定减
租政策，比之旧条例规定更管用、更解决
实际问题。新条例还十分注重发挥抗日
民主政权的主导作用，创制了村调解与
县仲裁、先调解后仲裁的高效解决争议
办法，大大增强了减租政策的执行效力。

当年 10月，边区又对新条例作出补
充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若干减租事
项，尽量堵住政策漏洞减少争议，保证减
租政策真正落实落细落到位。比如，新
条例规定，地主依约收地致佃户无法生
活者，应减收一部分或暂时不收并另定
新约。补充规定对此法定原则事项分成
地主生活优于佃户而佃户因收地无法生
活、地主与佃户生活均能自给、佃户生活
优于地主三种情况作了具体操作说明。

对照“普遍、彻底”要求，边区深刻认
识到各地在面上和点上贯彻减租政策程
度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必须加紧解决。
1943年 10月，全面梳理分析各地贯彻减
租政策现状，按照贯彻程度分成五种地
区。第一种是彻底贯彻了减租政策的地
区，农民群众充分发动且既得利益完全巩
固，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并保证减租后
按契约主动交租。第二种是基本上贯彻
了减租政策的地区，农民群众尚未充分发
动且既得利益还不够巩固，有个别村庄没
有执行。第三种是初步贯彻了减租政策
的地区，只是开始贯彻或停滞在开始贯彻
阶段。第四种是尚未贯彻减租政策的新
开辟地区。第五种是曾经贯彻过减租政
策，一度因政权变质致减租政策被取消，
农民群众利益得而复失的地区。

与此同时，边区坚持“面上求普遍、
点上求彻底”的目标，明确了五种地区下
一步提升贯彻程度的具体目标，推动全
区域整体提升。在第一种地区，主要是
巩固农民群众既得利益，纠正还残存着
的减得不彻底的个别现象。在第二种地
区，主要是彻底贯彻减租政策，纠正明减
暗不减及其他减得不彻底现象，并依法
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第三种地
区，主要是进一步贯彻减租政策。在第
四种地区，主要是在具备客观条件时应
即有计划地逐步实行减租，首先要做到
初步减租，条件尚不具备时应准备实行
减租条件。客观条件定为村政权已经初
步改造，能为抗日服务，我方武装力量能
经常进出活动，党和群众组织初步建
立。在第五种地区，主要是在具备客观
条件时应即逐步恢复农民群众的既得利
益，条件尚不具备时应准备恢复条件。

鲜明目标导向指引各地快速找准目标
定位和努力方向，至 1944年 8月各战略区

贯彻减租政策程度显著提升。北岳区基本
地区（包括一部分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比
较彻底地贯彻了减租政策。北岳、冀中的
一部分游击根据地，过去曾实行过减租，由
于被敌“蚕食”，地主曾恢复了过去的租佃
关系，现在又重新贯彻了减租政策。一部
分游击区（如平北、冀东小部分地区，北岳、
冀中的一部分游击区）开始减租。

北岳区是晋察冀边区的
巩固区，也是贯彻减租政策的
示范区。1943年上半年，却在
该区所辖四分区的中心地区
出现了地主相当普遍地向农
民反攻的现象。四分区大部
分地区抗战以来所订立的 3至
5年的租佃契约期限已满或即
将期满，不少地主抓住《晋察
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规定的

“契约期满，出租出佃人得收
回其土地”等有益于自己的条
文加以强调扩大，乘机违法收
地加租，如果农民不肯，即向
政府起诉，使农民丧失土地使
用权和既得利益。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之后，
局部地区地主在执行减租政
策上的反攻，标志着减租斗
争从斗理斗力进入了斗
法的新阶段。地主反攻
最严重的四分区平山
县就发生了 2000 多件
租佃纠纷讼案，县党
政民领导机关在斗法
关头表现出无能与无

原则的让步，成为北岳区的反
面典型。

7 月 7 日，边区刊物《战
线》刊登 7 月 2 日北岳区党委
《关于保护农民既得利益给四
分区地委的指示信》，并配发
边区领导刘澜涛所作评论《打
退地主的反攻，全面贯彻党中
央的土地政策》，对平山县地
主反攻案例进行详细通报，指
出各级党委一方面要充分认
识到在地主阶级力量被削弱
之后，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
仅不会停止，而且必然以新的
更复杂的形势出现；另一方面
要深刻吸取教训，在贯彻减租
政策时必须学会领导与掌握
合法斗争，学会援引法令中有
利于农民群众的部分来保护
他们的利益，在斗法中争取胜
利。这次及时的警示教育，既
推动平山县、四分区胜利打退
地主的反攻，更为北岳区乃至
全边区防范和打退地主反攻、
全面贯彻减租政策夯实了重
要的思想基础。

全面贯彻减租政策是一
场攻坚战，村是一线主战场。
组织县区干部下沉到村，深入
宣传解释法令，检查减租实行
情形，助力发动与领导农民开
展减租斗争，成为边区一线打
赢这场攻坚战的关键举措。

1943 年秋收后，十一分
区地委组织区级干部下沉到
所有村，并建立逐户解决减租
问题工作机制，迅速掀起了减
租与退租运动热潮。一般工
作方式是区干部到村中，先召
集政民干部会，成立“减租复
工委员会”，会后区村干部协
同对各户进行调查与动员，再
根据搜集的材料，召集租佃双
方开会，提出和解决问题。区
村干部分三组进行工作，第一
组为评议问题组，由能掌握政
策法令的干部组成；第二组为
清算组；第三组为订约组。这
样由第一组评议，确定处理原

则后，交第二组清算照减应退
的数字，而第三组主要掌握契
约年限，订立契约。

面对一部分顽固地主的
反抗，县区干部下大力气帮助
村里攻坚突破。四分区井陉
县石瓮村过去农民没有很好
地发动起来，不敢和地主斗
争，因此这村的地主根本不理
会减租政策，不但加租夺佃，
而且用各种办法来剥削农
民。当县区干部到此村进行
检查时，发现地主栾世昌过去
资敌贪污粮食 60 石，即先抓
住这个问题为重点来组织农
民进行反贪污斗争和栾世昌
算账，结果栾世昌承认错误，
退出谷子 50 石麦子 7 石。这
一反贪污斗争胜利后，提高了
农民的斗争情绪，紧接着解决
租佃问题，减租政策也很快得
到了贯彻。

（据《学习时报》）

把握基本精神 落实落细政策

坚持目标导向 提升贯彻程度

通报典型案例 开展警示教育

干部下沉到村 助力一线攻坚

“真金白银”价值几何？
古代市场中的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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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岁那年，钱三强在父亲钱玄

同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
科。当时上课时学生问答都要用英
语，这对于只学过法语的钱三强来
说，很是困难。钱玄同担心儿子打退
堂鼓，便鼓励他说：“既然确定了目
标，就不用害怕和退缩，而是应该用
艰苦的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父
亲的话给了钱三强极大的鼓励，半年
后，他的英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后来，钱三强又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那
年，他想去国外继续求学深造。当
时有消息说，留学公费生考试只有
一个镭学专业的名额，钱玄同于是
鼓励儿子前去应考。经过努力，钱
三强顺利拿到这个宝贵的名额。然
而不幸的是，钱三强准备出国前夕，
钱玄同意外得了重病。当时钱三强
非常难过，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

好。钱玄同看出了儿子的心事，将
他叫到身边安慰说：“你学的科学将
来对国家有用，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出国好好学习，心里不要有任
何包袱。”

那天夏天，24 岁的钱三强流着
泪告别父亲，前往巴黎大学镭学研
究所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的
研究工作，指导教师是镭发现者居
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得知这一消
息后，钱玄同高兴地给儿子写信道：

“你有了很好的指导老师，要努力攀
登科学的高峰，振兴中华！”钱三强
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成归国后，
成了一位著名的原子能专家。

钱玄同在教育儿子方面，除了
采用激励的方法外，更多的则是像
朋友一样，遇事和儿子一起商量解
决，非常尊重儿子的意见。

（据《天津日报》）

钱玄同教子

吴贻芳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国
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曾任
民进中央副主席。

“七七事变”爆发后，吴贻芳率
金陵女子大学大部分师生先是西迁
武汉，再辗转到达成都。

吴贻芳深知，虽然国家处在战
乱之中，但教育不能停滞，现在的
战争需要知识青年冲在一线，今后
抗战胜利，更需要大量人才来建设
我们的国家，所以吴贻芳想尽办法
使处在颠沛流离中的学生继续完
成学业。金陵女子大学师生最后
来到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的教室
上课。

当时，在华西坝的除华西大学
外，还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
大学的一部分学生。由于师资不
足，各校商定所开课程允许五所大
学学生互相选读，各校承认学生所
得的学分。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灵
活性，便于学生在特殊时期求学，完

成学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吴
贻芳一方面领导师生进行正常的教
学活动，一方面还亲自参加和领导、
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吴贻芳是一位优秀的大学校
长，在学校管理上，她严格按制度办
事。但有一件事却是她的“破格”之
举。当时化学系有一个女学生叫景
荷荪，是在南京入学的，因结婚违反
学校规定而辍学。当吴贻芳获悉她
的丈夫为抗击日军侵占南京而牺牲
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不仅破格允许
景荷荪复学，还在经济上给予帮
助。有一次，宋氏三姐妹来华西坝
参观访问，吴贻芳特意引荐景荷荪，
并对全体师生说：“为抗战，景荷荪
失去了亲人，也是为抗战，她要继续
完成学业，把孩子教育成人。人人
都有景荷荪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抗战就一定能够胜利！”一番话让在
场的人非常感动。

（据《人民政协报》）

吴贻芳的“破格”之举

恢复高考，是 1977 年邓小平
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决
心做的一件大事。为办好这件大
事，邓小平在谋划思考一系列重
大问题的同时，还十分关注一些

“小细节”。
当时，教育部定的招生原则是

“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
优录取”。这事儿报到邓小平那里，

他敏锐地觉察到“单位同意”会阻碍
很多人报考，考生命运也将受到影
响。他指出：“单位同意这一条我看
去掉。比如说考生考得好，生产队
却不同意，车间不同意，或哪个领导
的脾气不好，考生该如何是好？”后
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
位同意”这一隐形报考门槛。

（据《天津日报》）

邓小平：做事关注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