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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以1937—1949年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治理烟毒活动为考察对象，缕析该地区烟毒基本形态
、社会根源以及中共治理烟毒的理念、举措、效果；继而透过治理烟毒活动分析中共革命政权与乡村
社会如何互动、如何影响革命进程的基本问题。作者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突破传统的线性解释尤
其是“政策—效果”模式，指出中共烟毒治理政策与具体实践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差异的史实，梳理
中共受诸多因素制约而不断调整政策、不断克服障碍走向胜利的过程，揭示中共革命政权与农民大众
的关系是一个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多重互动的过程。该书稿的选题兼具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丰富禁毒史研究的内容，为中共党史、华北乡村史研究提
供新视角，也为我们当前禁毒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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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肖红松教授的这本新书在史实的丰富程度上有很大贡献，在华北地方社会史资料的发掘上也有可
圈可点之处，如何把政治史和社会史同等地重视起来，着力于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提
出更新颖也更有冲击力的观点，则是个人以为肖教授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考的方向。作者是本乡本土的
河北人，多年来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似乎也未超出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更加充实华北
地方社会史资料，将其与中共革命史结合起来以后，更好地实现“新革命史”的学术理想。
2、吕文浩　　烟毒之害，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始终，而有愈演愈烈、后来居上之势。经过民国初年
短暂的遏制之后，与军阀割据及政局长期动荡相适应的，则是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对于禁毒的愈来愈
力不从心。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暗中支持的烟毒走私先后在东北和华北呈泛滥之势
，这种不诉诸于武装手段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其严重
程度，学术界早已有深入的研究予以揭示。由于自身统治力量的局限以及尽量避免中日冲突升级的考
量，国民政府对于日方毒化行径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甚至在国际禁毒会议上也忌惮明确地指名加以
揭露。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地区的烟毒危害有增无已，而在这一地区频繁变换的统治力量则分别
是日伪势力、阎锡山势力以及日益扩大地盘、壮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日伪采取明禁暗纵的策略不断
扩大烟毒种植面积，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同时藉此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体魄与意志，更有甚者，以烟
毒为诱饵笼络了不少亲日的民族败类作为汉奸。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肃清烟毒危害，增加粮食生产
，扩大抗日军民力量，是摆在中共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抗战胜利以后，在华北地区根基愈加
稳固的中共，则面临如何进一步巩固抗战时期的禁毒成果，将其在乡村地区的优势地位加以巩固并扩
大，争取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任务。　　最近二十多年来，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但在禁毒史方面似乎还颇有开拓的空间。肖红松教授在《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人民
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以后，调整研究范围，将时间段落锁定在中共力量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
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地域范围上则是扩展到整个华北地区。这样既保证了研究的连续性，
又能在课题设计上突出学术前沿性。前人的研究之所以比较粗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料种类繁多
而又相当分散，主要局限于勾稽根据地出版的几种宣传性报纸以及中共方面的文件和回忆录上的材料
，必然是不可避免地作了宣传材料的汇集和注释。为了突破前人设置的框架，肖红松教授在资料范围
上和分析视角上作了很多努力，使“新革命史”的观察视角初步得以显现，尽管得出的结论相对于陈
旧的革命史著述，冲击力还不够强，但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已经难能可贵了。读完此书，印象最深刻的
，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史实建构上脉络更为清晰，细节更为丰富；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共领
导力量和根据地、解放区民众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纯地从中共领导力量一面分析其政策如何达到预
期的效果这样一种陈旧的革命史模式。　　作者之所以在史实建构上能够超越前人，首先得力于其扩
大资料搜集范围的努力。除了搜集利用资料汇编65种、地方志与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20余种、报纸16
种、文集与回忆录15种、研究专著180余种以外，最为可贵的是作者深入档案馆披阅第一手的、未经别
人利用过的档案资料。作者的足迹所及，主要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
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以及河北省的张家口和承德两家市级档案
馆。为了凸显本书的资料发掘贡献，作者特意将从档案馆以及内部出版物中辑出的部分文献汇集为“
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主要禁毒法规”，作为本书的附录。这个长达25页的附录将会为后来的研究者
提供很多便利。作者并不讳言根据地和解放区不仅存在着严重的烟毒问题，因为历史遗留的毒害不是
短短几年就可以肃清的，何况在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力量犬牙交错，此消彼长，中共革命方面也并不能
建立一支专职的队伍全力对付烟毒；不仅如此，作者还依据文史资料和档案材料，以定量统计描述和
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解放区烟民的瘾龄、在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以及烟民的社会阶层、性别、年
龄等方面作了具体而详细的叙述和分析。这些颇具社会史风格的叙述和分析注入到过去比较单纯的政
治史架构里，使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结合成为可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全面的、立体的
认识。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论述中共治理烟毒的组织机构安排和政策法规，尽管读起来不那
么活泼生动，但其具体详实程度超越前人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本书中为第六章具体论述根据地、解放
区治理烟毒活动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制度前提。没有组织机构和政策法规作铺垫，具体的禁种罂粟、禁
运缉私和戒烟活动都将失去依托，显得孤立而空泛。　　作者的业师李金铮教授前些年曾大力呼吁不
要忽视革命史的宏大主题，陷入鸡毛蒜皮的细节描述；但也要避免旧革命史“政策-效果”的单一叙述
框架，为此要注意引入社会史的视角，将中共革命势力和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予以详细的呈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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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革命史”的呼吁在近代史学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具体研究中也已经有所进展。“新革命史”
强调的是革命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本书的作者追随李金铮教授多年，在其“新革
命史”的呼吁之下已经多少调整了研究视角并初显其魅力。但不能讳言的是作者的扩大资料范围工作
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中共这一方面的（这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在华北地方社会史方面的努力
还不够充分，一极略重而另一极略轻，这就使得“新革命史”的抱负不能很圆满地得到体现。　　总
而言之，肖红松教授的这本新书在史实的丰富程度上有很大贡献，在华北地方社会史资料的发掘上也
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何把政治史和社会史同等地重视起来，着力于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
而提出更新颖也更有冲击力的观点，则是个人以为肖教授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考的方向。作者是本乡本
土的河北人，多年来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似乎也未超出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更加充实
华北地方社会史资料，将其与中共革命史结合起来以后，更好地实现“新革命史”的学术理想。《中
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肖红松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
一版，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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