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和国史，土地改革 

经济控制下来以后，下一步就要解决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土地改革的问题。

1950年的 6月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一个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土地改革稍微提一下。第一个，孙中山很早就提出来“耕者有其田。”这是国

民党孙中山最先提出来的“耕者有其田。”那么列宁、斯大林，特别是列宁，

在二零年代初期就规定了，中国的革命的性质就是一个反封建。这个反封建主

要是指要推翻、打倒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所以土地革命被认为是中国革命

的一个中心内容，解决土地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革命，从二七年进入农村以后，它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搞

土地革命。除了在八年抗战中间，这个政策有所缓和、有所改变、有所修正以

外，从 1927到 1949，主题就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剥夺地主阶级的土

地，把它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字面上讲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知道，八年抗战中间，中共在革命根据地大致实行的是减租减息的政

策。就是不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是要求减租。这个目的是因为当时革命

的性质被认为是要反日、抗日，要联合地主阶级一起抗日，所以在政策上地主

阶级也是抗日的营垒中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 44年、45年以后，特别是 45年以后，革命就开始变化了，抗日战争

要结束了，马上要跟国民党重新打天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就有一个新歌

剧，事实上起到转变的催化剂的作用，这就是《白毛女》。 

 

因为我们知道在八年抗战中间，地主一般在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的范围内，还没

有把他描写成像黄世仁这样。黄世仁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地主阶级的形象，简直

是坏透了，在八年抗战中间还没有。在早期的 40年、41年一些革命版画中

间，还有“地主还乡了”作为正面表达的，就是地主原来对革命根据地有点怀

疑，现在看到革命根据地阳光灿烂，地主带着老婆、婆姨带着孩子骑着毛驴回

家了。就是作为正面的表述，“地主回家了。”不要以为是地主还乡团，那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抗战期间，虽然在根据地的若干地区有过火的斗争，但

是大致中央在总的方针政策上面，没有把地主阶级看成是必须立即予以消灭的

阶级。这是跟大的背景有关系。 



 

我们知道 1945年以后，紧接着是国共谈判，新政协会议，在四五到四六年的上

半年，一度好像出现了一个国共也许会和解，联合建设新中国的可能。所以刘

少奇曾经在 1946年年初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当然他提的，得到中央同意

的、毛泽东也同意的，只是以后毛主席不承认了，这个口号叫做“和平民主新

阶段。”中国进入到和平民主新阶段，就是国共联合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三民主义新中国和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不矛盾，因为毛泽东那里面也提过三民主

义是新民主主义的最低的一个要求。曾经一度还考虑把中共中央委员会从延安

搬到今天的苏北的淮阴市。 

 

毛泽东这么有经验的人，始终不相信国民党的人，曾经也一度动过念头。他说

摆到新疆比较方便，这样子到南京去开会比较方便。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但是

这个时间非常短。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曾经 1946 年的上半年酝酿过，怎么解决

农村的土地问题？是实行对地主的和平赎买，也就是不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

消灭地主阶级的，包括部分消灭地主阶级肉体的这种土改模式，而是用和平土

改模式。 

 

和平土改模式就是，我们先用国家的形式，通过债券先买下来，将来国家条件

好了、经济发展了，你这个债券我们有多少钱还你。这种土改在老区基本是以

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了。那么新区，什么叫新区？就是人民解放军解放以

后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解放的地区，这主要是大西南地区。新

区土改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模式呢？是不是也要用山东模式，就是打杀型的模

式，全部消灭的模式呢？不应该的。中央规定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集中打击地

主、孤立富农，所以富农是在过了几年以后才跟地主捆绑的。一开始为了革命

的策略、为了进一步孤立地主，把富农和地主分开，就是中立富农、打击地

主。 

 

49年以后，江南地区、湖广地区、两广地区、西南地区的土改就开始了。在这

些过程中，有一些老干部，这是我们通过文革中的揭发资料才知道，他们很厉

害，都是老党员，他们给家里写信，早点把土地卖掉，不卖的话将来成为一个

地主。所以也有一些老同志的家属一早把土地就贱卖掉。卖掉以后这就好了。 

 

我不知道同学们了解不了解，中国农民基本上都是一种传统习惯，先是养家糊

口，稍微勤劳致富以后，什么东西最稳定？他们也不懂股票这东西，最最安全

的就是买点土地。土地虽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每年他可以有一些收成，自己

的吃饭可以解决，可以卖点谷子等等。所以最聪明的老百姓、比较会发家的农



民、成功的农民，第一步就是买一点土地。第二步到镇上开一个小店。建国以

后我们给他一个成分，叫做工商业兼地主。这样的地主就好了。这样地主一般

不会被肉体消灭。就是他主要住在镇上，家里老家的地雇两个长工，在当地好

像大家对他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揪回自己的庄子里去被批

斗，只要是镇上都是比较安全的。完全守在家里的土地主、土财主是最危险

的，命都保不住。很多地主命都保不住。农民他们哪能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概念，应该在革命胜利之前先把土地卖掉，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基本

上他们都是被动的来接受这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聪明的大地

主，或者是大的工商地主，他们非常聪明，他们提出献地，我献出来你就不要

斗我了吧，我有 2000 亩土地献出来。那不行，献也要斗，那是完全两回事的。

你不能用献的这种方式来麻痹我们。 

 

我下面要讲土改为什么非常重要。这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

内容。共产党要搞革命，你一直要搞土地革命，现在全部政权夺到手了，土地

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最重要的是通过土改使中国共

产党在农村深深地扎下根，建立党在农村的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

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拒绝地主献田。 

 

土改有一个基本的土改模式。陈伯达在 40年代后期曾经写过土改 16步，就是

按照这个 16步的方针，你就老老实实不要什么发明创造，按照中央给你定的这

几个步骤，这个步骤走完了以后土改就搞完了。以后我们这套经验曾经还输出

国外、输出越南北方，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土改是在中共代表团的指导下进

行的。因为越南同志，越南的阶级斗争不像我们这么尖锐，阶级分化被认为是

没有中国激烈，好像有一种人情默默的乡村社会，大家理解吧，老百姓不恨地

主，他们已经几千年下来了，大家觉得其乐融融，就是司空见惯，他有钱、聪

明，他有块地。就像今天我们好多人看到，比如说有的人有钱、有的人什么东

西，大家已经能接受了。如果按照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话，是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他有我不能有，所以他就要革命了。过去是刚才我讲的前面这个逻辑，

他不能接受这个既有的财产的秩序。 

 

土改第一步，中央文件下来了，学习文件。这个学文件不是农民学文件，主要

是干部。土改都是在土改工作队的进驻下完成的。农民不会自动搞土改的。我

们知道绝大多数农民都是老老实实、本本份份的。少数活络一点的人他都跑到

外面去了。留在村子里边另外一些活络的人被认为是勇敢分子。有人称他们是

痞子，我不知道，很多文献称他们是叫好吃懒做的，就是不事生产。因为农民

很辛苦，天天要种地的，很多人天生怕做这个东西的，就好吃懒做，或者在我

们的延安地区根据地给这些人一个称呼叫二溜子。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多次文

章就叫改造二溜子。就是怕劳动，虽然出身贫苦的，天生不爱劳动。劳动非常



辛苦，垦荒太累了，当个干部要好得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土改工作队，学习

文件。 

 

第二步就是下乡。下乡以后要去访贫问苦，寻找土改根子。访贫问苦，搞扎根

串连，哪个人最穷、哪个最具革命性、哪个能说会道，就到他家去启发他，找

土改根子。找到土改根子以后，就建立这种土改积极分子的核心小组。通过这

些核心小组进一步的争取、团结尽量多的农民。 

 

下面一步，就是开始由土改工作队组织诉苦大会。诉苦大会知道这个概念吧，

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什么地主王老财，我讨饭的时候、到他家的时候，他放出

一个大狼狗出来。大家就是一般都是这种常规叙述。这个地主婆什么凶狠啊等

等。诉苦非常重要。每一个土改都要经过诉苦阶段。“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

仇。”这是一个从 50年代就有的口号。这个口号一直到了文革。还有一个革命

歌曲名字就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每一次批斗反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播

这个歌曲，创造一种凝重的气氛，激发起大家对这个万恶旧社会的仇恨。我们

以后形成了一个表达的习惯，就是社会前面加定语的，“万恶的旧社会。”这

是习惯性表达。 

 

开过诉苦大会，就开始斗争大会。诉苦大会一般就跟斗争大会联系在一起。斗

争大会一般工作队不能阻拦愤怒的群众对地主进行身体性的袭击。一般都不能

阻止身体性的这种表达强烈的阶级义愤。一般这种斗地主的时候，是地主全家

老老少少全部都在被斗，包括孩子。所以一般我们中国传统农民都是这样子，

要斩草除根，要什么什么，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

作队在集训的时候，除了学习中央文件以外，特别是工作队要强调反右倾。反

右倾是什么呢？就是对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可怜他啦什么这一类

东西，特别是出生非无产阶级家庭、地主阶级家庭的同志，在这个过程中更要

坚定阶级立场，所以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工作队的越是出身地主阶级的同志，

最后在身体袭击的时候越坚决，他通过这个表达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大家理解

吧，否则你看到地主比较心软，因为地主这个时候已经是蓬头垢面、可怜兮

兮，所以你不能被他这个假象所迷惑，你要想到它是万恶的帝国主义的走狗等

等。 

 

那么斗争大会过程中，区分情况，有名分的、历史上勾结国民党、残害过群众

的，或者充当汉奸走狗的，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就要给他上一个档次，就是进行

人民公审、革命法庭公审，公审以后就要枪毙。所以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同步

进行。同学们可能还不理解，土改从 1950年 6 月开始，镇反运动从 1950 年 10



月开始，在农村地区这两个运动是交叉的，所以土改过程也是消灭那些反革命

地主的同时，这很重要。同学们要理解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