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冬学运动（!"#!——— !"#$）!开展的背景

!% !"#! 年后根据地的形势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 !"#! 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

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出现了对同盟国十分不利的局面，

这一局面严重影响到国内抗战局势。地处敌后战场的抗日根

据地，在敌伪势力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的破坏

下，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进入了严重的困难时期。

这是抗战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的最为严酷的考验。为了提

高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和

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增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中共

中央要求全党加强对根据地民众的教育工作，特别是针对时局

变化的教育。

太行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地区，地处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敌

我势力的斗争更为严峻。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是山区，以农民

为主，传统的农村教育是极其落后的。抗战前，晋冀豫区的文

盲约占全部人口数的 "$&— "’& 。要在这样一个文化水平

低、文盲众多的地区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本地区民众的抗

日意识，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些困难情况在群众中产生了害怕

“变天”、“抗日积极性降低”、“不愿生产劳动”等思潮。这一现

象的出现对根据地的巩固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消

极影响。如何使根据地广大群众认清形势、克服困难、树立必

胜的信心成为摆在根据地政府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

(% 冬学运动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太行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地区，地处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敌

我势力的斗争更为严峻。根据地政府依据中央指示，加大冬学

组织力度，适时地在群众冬学运动中展开反对“变天”、认清形

势、增强信心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教育厅编印的冬学运动宣传

大纲中指出，“今天中国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求得最后的

胜利，广大群众必须在政治上有深刻的认识与觉悟，有坚定的

胜利信心，共同奋斗才能有保证和把握。开展冬学运动，不仅

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并且要在文化水平的提高上去加强

人民对政治的认识与觉悟，使他们对最后胜利更有信心”。“目

前的抗日战争已走上更接近胜利的阶段，但同时也到了更困

难的关头。国内的汪派汉奸和反共的亲德意顽固份子，都积极

地从中破坏抗战，敌人的政治阴谋也更加毒辣，千方百计地加

紧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因此，要广大人民不中敌伪汉奸的

阴谋诡计，只有积极开展冬学运动，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政治

水平才有可能”〔!〕。

为了克服根据地困难，进一步发动群众，太行区政府对冬

学工作非常重视。!"#! 年 !) 月 * 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要

求各地从本年 !! 月 !$ 日起开展冬学运动，目前应立即进行

训练干部、登记文盲、准备课本等工作，并要动员群众踊跃上

冬学”〔(〕。县、区政府适时地开展冬学教师训练班，组织教师学

习方针、任务、政治时事和教材教法，推动冬学按期开学。边区

!早在 !"+’ 年陕甘宁边区等地已开展小规模冬学运动，!"+’ 年至 !"#! 年冬学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 年

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根据地政府将政治教育纳入冬学运动之中，这一阶段冬学在提高根据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同时，也提

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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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进入 !"#! 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

争取胜利，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加强对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太行根据地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利用和改

造了农村中传统的学习方式“冬学”，将政治教育渗入到根据地中，不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且起

到了教育群众认清形势、增强胜利信心的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落后封闭地区改造社会传统进行的一

次成功尝试，同时也成功地建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植根于华北乡村社会中的“冬学”获得了新的语境，为

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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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冬学的工作要求：第一，每个行政村必须建立一所冬

学。村公所所在村必须设立，机关部队所在村必须设立，每区

必须办一个模范冬学。第二，冬学预备期为一个月，每年十一

月上半期为宣传期，下半月为集训教员及动员民众入学期。第

三，各小学应设立冬学儿童班，动员学龄儿童入学。第四，冬学

所在地周围五里内各村 !" 岁到 #" 岁的民众，人人都要入冬

学。第五，不识字的冬学学员至少要识 !$$ 字，识字 !$$ 以上

者，应新识 %$$ 个生字，每个学员要学会 & 支歌，至少唱熟两

支新歌。第六，一般冬学以政治课为主，文化课为辅，模范冬学

学员必须完成识字要求。第七，组织宣传活动，办黑板报、读报

组、业余剧团等〔’〕。冬学的组织形式不强求统一。群众中各种

各样的组织，比如农会小组、佃户小组、互助组、纺织组、运输

队、民兵小组等，从组织上把冬学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除此

之外，还有大小冬学、巡回冬学、一揽子冬学、流动冬学等灵活

多样的冬学组织，这些组织方便了群众，扩大了冬学的教育对

象，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了群众觉悟〔’〕。冬学教育成

为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卓有成效的社会教育运动，这一运动

深入到根据地农村的各个角落，为抗战期间组织动员群众，扩

大统一战线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以左权县上庄村为例的太行根据地的冬学

运动

我们从左权县上庄村冬学历年发展状况可以看到群众对

冬学的认识变化。上庄村位于左权边沿区，人性顽强好斗，文

化工作从不开展，全村 !%( 户，"!% 口人，仅有知识分子 !$ 人，

文盲占全人口 )*+ ", 强。!*’( 年前上庄村一般人对共产党的

认识可综合为三点：- ! .不是正统，不能成事。 - % .没有力量。

- ’ .抗战中，国共合作不可能长期存在。!*’* 年在政府号召下

在夜校基础上开办了冬学，群众当时对学习文化信心很少，任

其随便入学，妇女在整个冬天仅利用开会上过一二次课，课程

是灌注式的，因而发生了上课睡觉以及说闲话等现象。!*#$
年冬学虽按不同要求重编了班，但上课入学仍如 !*#$ 年一样

混乱。整个来说本年冬学由于与政权关系不密切，加之群众对

冬学上课认为不起作用，使得冬学限于消沉。

!*#! 年开展冬学的环境有所改善： - ! . 河北民军被斗逃

走，群众体验到了八路军的力量。因之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

以往是被迫入学，该年变成自愿入学了。 - % . 为办好冬学政府

调来得力干部当义教。- ’ .从未上过冬学的三个高校生自动加

入冬学上课成为冬学骨干，推动了不少人的学习。 - # . 县区干

部注意了冬学的领导工作，印发指示。抗战小报上也刊登冬学

材料，特别是村干部到村工作时抽空代课给群众很大鼓舞。由

于以上原因本年冬学开始走上热烈。青壮年愿多上些政治课，

了解些时事问题证明抗战必胜。不过，在本年冬学中也存在一

些问题：群众感到课本上尽是民兵故事觉得枯燥，特务们对冬

学进行了破坏，动摇了学员的学习情绪。

!*#% 年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大部分群众生活得以改善，

进一步有了提高自己的要求，学习情绪便随之高涨起来。村冬

委会组织有村长、武委会主住、各救宣传学校校长、义教等组

成。空前的学习热潮也对一部分群众起了推动作用。在群众热

情高涨下，学校添置了黑板、教桌并在教室内贴满标语。本年

政治课、文化课一般内容和中心工作密切结合。同时在课堂内

也有了热烈的讨论，改变了以前先生讲学生听的教学法，收到了

较好效果。冬学在 !*#’ 年就更加活跃了，不但青壮年人数超过

上一年，老年男女也要求听课了，有个别的夜间还扶仗参加，尤

其通过反特务工作后，政权工作巩固，群众认识也敏锐了。这时

教学又着重于教法，教材也充足，不少人早早就问上啥课。冬学

中发现了模范夫妇五对，他们课后回家还争论问题，甚至有的半

夜醒来也互相问答。最大收获是使一些人明白了民主政府不但

不反对富农经济还要发展他们，以前他们认为成为富农就有被

斗争的危险，因而不愿发展生产。本年冬学通过讨论，改变了这

种错误思想，大大团结了社会各阶层，给翌年大生产运动奠下了

牢固的基础。本年经过冬学拥军献礼洋七千余元、羊三只和其他

物品甚多，成为一区拥军的模范村。!*## 年冬学偏重于生产教

育，教材亦多系互助组材料自编。村里组织了生产互助大队，按

互助组编制教学，失学儿童组织了儿童班。文委会帮助陈治充

等三个模范互助组将生产与学习相结合，（这种活动）推动影

响了十八个组，逐渐形成随时随地经常露天学习的习惯，群众

对这种学习很满意，觉得既不耽误养种又学了东西〔#〕。

随着冬学运动在根据地农村的大规模开展，根据地农民

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冬学教育内容由开始的认清形势

转变思想逐步发展成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民众教育运动。根

据地政府对冬学的学习内容、课程安排教材安排方面也作了

相应调整。

三、太行根据地“冬学”运动与“继承传统”的再

思考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冬学”运动是一次具有全民性质的社

会变革，它通过冬学这一农村中的传统学习形式，将形势政策

宣传到根据地群众当中，不但提高了根据地民众学习的积极

性，为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奠定了基础，而且是中共

在一个落后封闭地区改造社会传统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同

时也成功地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使植根于华北乡村社会中的

“冬学”获得了新的语境。“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

题”〔"〕，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改造、否定一直是近代学界争论的焦

点，并形成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折衷派（提倡调和办

法中西合璧）、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三大派别。这其

中无论哪一派他们所注重的都是精英阶层所需要的阳春白雪，忽

略的正是中国底层社会的草根文化，处在中国底层社会中的农村

成为人们视野中的盲区。中共利用“冬学”对根据地草根文化进行

“改造”与“建构”，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改造”是对“冬学”学习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改造，主要

是改变了以往冬学中只是识字、学习文化、读故事这些单调的

内容，同时还将形势政策教育增加进冬学内容当中，目的是在

抗战困难时期，根据地群众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有利

于提高农民对抗战的认识，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二是对冬学

话语权的改造，将民众话语改造为官方话语，再将官方话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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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民众话语。=>?= 年冬学运动开始之前，太行边区各级政

府发布通知，具体部署冬学运动的方针、任务和实施办法，组织

冬学视察团，到各村视察指导工作。区、县政府适时地开展冬学

教师训练班，组织教师学习方针、任务、政治时事和教材教法，推

动冬学按期开学。教师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将抗战的形势、政

府的政策、当前的任务等内容灌输到广大群众的思想当中。经过

=>?= 年——— =>?R 年冬学，根据地群众切身地体会到上冬学带

来的好处，并以亲身经历成为冬学中的教育者。

“建构”是指冬学运动与根据地减租减息相结合，使中央及

根据地政府的政策、法令通过冬学教育在根据地农村社会得到

实践，解决了部分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切实地维护了广大农民的

利益。“（平东）沿庄冯更会租孙云地一亩九分，每亩产粮九斗，前

年减租定了 S 年租约。孙云因为不能收过去的重租，同时又不愿

出钱修大水渠，因此今年秋天把地出卖给别人，另找来一亩二分

坏地租给冯更会，既没写租约，也没有商定租额。冯更会是个老

实农民，不懂法令，感到人家说怎就怎吧。到秋后种上麦子了，

地主又想逃避负担，想把这地当给他。但冯更会当不起，地主又

想当给别人。这时冯更会感到再不能忍受，但自己也不知该怎

样。经冬学讲了减租法令后，冯更会女人在冬学中向大家提出

这个问题。经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这是地主孙云抵抗减租，逃

避负担，欺骗佃户。当时孙云也向大家承认自己这一切错误，另

换好地二亩给冯更会并且换了新租约。通过冬学还解决了某地

主侵夺佃户柿子等多个问题”〔T〕。传统的冬学运动在被改造后，

建构起一座政府与乡村群众互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府与

农民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语境，从两者共存的现实出发

走出一条互动的道路。这条道路既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又使根据地人民成为“生产的人民也是战斗的人民”〔U〕。广大

人民群众与根据地政府共同克服了 =>?= 年后遇到的困难，为抗

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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