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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山西史》共分清末基本省情、辛亥革命后的政局、阎锡山统治的确立、中共地方党组织的
建立、晋军参加北伐战争、举力混战中原、省政十年建设、中共地方组织的斗争、抗日救亡运动的前
哨、对日正面作战、敌后战场的开辟、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华北抗战中心、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反
攻作战的展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两种前途的较量、山西的全面解放十八章，既客观记述了山西国
民革命的兴起和民国当政的兴衰，也全面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生、发展
及最后胜利的历程。

　　《民国山西史》的出版不仅有利于勾勒山西近代的全貌，有利于恢复历史的本然，更有利于增加
广大干部和青少年民国史的知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西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清末基本省情
　第一节 地理环境
　第二节 行政区划
　第三节 人口分布
　第四节 民俗风情
　第五节 资源物产
　第六节 经济状况
　　一、经济结构变化
　　二、农业遭受打击
　　三、近代工业起步
　　四、交通邮电发展
　第七节 教育文化
　　一、新式学堂的诞生
　　二、文化事业的进步
　第八节 腐败政治
　　一、社会的衰微
　　二、“宪政”运动
第二章 辛亥革命后的政局
　第一节 太原首义
　　一、革命党人的活动
　　二、太原光复
　　三、成立军政府
　第二节 革命的反复
　　一、组织燕晋联军
　　二、吴禄贞被刺
　　三、清军攻占娘子关
　　四、民军战略分兵
　第三节 袁世凯的政治控制
　　一、南北议和
　　二、军民分治
　　三、金永乱晋
　　四、孙中山巡省
　第四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区划
　　
第三章 阎锡山统治的确立
　第一节 统一军政财教
　　一、兼任省长
　　二、厉行村治
　　三、两次扩军
　第二节 发展经济
　　一、推行六政三事
　　二、提振金融业
　　三、实施厚生计划
　　四、支持民族工业
　第三节 给力文教卫生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西史>>

　　一、教育进行计划案实施
　　二、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医疗卫生的进步
　　
第四章 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响应五四运动
　第二节 成立中共党团组织
　第三节 推动国共合作
　第四节 开展民众运动
　第五节 国共两党的斗争
　　
第五章 参加北伐战争
　第一节 准备北伐
　　一、发展军火工业
　　二、击溃国民军
　　三、扩充军队
　　四、加强军教
　　五、宣布“易帜”
　　六、实行“清党”
　第二节 参加北伐
　　一、首次出兵讨奉
　　二、二次讨奉告胜
　　三、废道存县
　　
第六章 举力混战中原
　第一节 北伐后的政局
　第二节 组建反蒋联合阵线
　第三节 中原大战
　　一、秣马厉兵
　　二、全线溃败
　第四节 召开扩大会议
　第五节 沉重代价
　　一、祸及地方
　　二、晋钞“毛荒”
　　
第七章 省政十年建设
　第一节 阎锡山寻机复出
　　一、九一八事变
　　二、阎锡山复出
　第二节 省政建设
　　一、制定《建设计划案》
　　二、整理晋钞
　　三、修筑同蒲铁路
　　四、创办西北实业公司
　　五、支持民营经济
　　六、推行土货运动
　　七、发展教科文卫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西史>>

　　
第八章 中共地方组织的斗争
　第一节 挫折中的坚持
　第二节 领导武装斗争
　　
第九章 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
　第一节 华北事变后的形势
　　一、救亡运动高涨
　　二、红军东征
　　三、“守土抗战
　　四、成立牺盟会
　第二节 广泛动员民众
　　一、民众的组织与训练
　　二、国防设施的建设
　　三、绥远抗战
　　四、援绥运动
　　
第十章 对日正面作战
　第一节 军事应变
　　一、日军向华北的进攻
　　二、南口激战
　　三、八路军挺进山西
　　四、大同会战
　第二节 政治准备
　　一、周恩来莅晋
　　二、战动总会成立
　　三、颁布抗战政令
　　四、山西新军创建
　第三节 团结抗战
　　一、内长城防御战
　　二、乔沟伏击战
　　三、忻口战役
　　四、娘子关作战
　　五、太原城防战
　　三、“守土抗战
　　四、成立牺盟会
　第二节 广泛动员民众
　　一、民众的组织与训练
　　二、国防设施的建设
　　三、绥远抗战
　　四、援绥运动
　　
第十章 对日正面作战
　第一节 军事应变
　　一、日军向华北的进攻
　　二、南口激战
　　三、八路军挺进山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西史>>

　　四、大同会战
　第二节 政治准备
　　一、周恩来莅晋
　　二、战动总会成立
　　三、颁布抗战政令
　　四、山西新军创建
　第三节 团结抗战
　　一、内长城防御战
　　二、乔沟伏击战
　　三、忻口战役
　　四、娘子关作战
　　五、太原城防战
　　
第十一章 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一节 太原失守后的局势
　　一、政府机构的南撤
　　二、正面战场的转移
　　三、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
　第二节 中共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
　　二、晋西北根据地的创建
　　三、晋冀豫根据地的创建
　　四、各界救国会的组建
　　五、旧政权的改造
　　六、山西新军的发展壮大
　　七、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十二章 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
　第一节 日伪在沦陷区的政治统治
　　一、日伪政权机构的建立
　　二、奴化教育和殖民文化
　　三、毒化政策
　第二节 日军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一、经济掠夺机构
　　二、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三、对钢铁工业的控制
　　四、对盐业资源的劫取
　　
第十三章 华北抗战中心
　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
　　一、临汾失陷后的军政局势
　　二、抗日根据地的扩展
　　三、第二战区的冬季攻势
　第二节 国共“磨擦”
　　一、十二月事变
　　二、划路而治
　第三节 百团大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西史>>

　　一、日军的封锁
　　二、战略部署
　　三、作战经过
　第四节 中条山会战
　　一、敌我双方部署
　　二、会战经过
　　三、八路军配合
　　四、战后变局
　第五节 阎锡山政权克难求存
　　一、恢复国民党省党部
　　二、组建民族革命同志会
　　三、重振西北实业公司
　　四、推行新经济政策
　　五、实行兵农合
　　六、成立公营消费社
　　七、与日谈判
　　八、“开展政权
　第六节 晋西南的战时教育
　　一、中小学教育
　　二、复校后的山西大学
　　三、各类培训学校
　　四、民族革命大学
　　
第十四章 敌后根据地的巩固
　第一节 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
　　一、日军实施“治安强化”
　　二、根据地反“扫荡”
　　三、根据地反“蚕食”
　第二节 根据地的政治建设
　　一、民主政治建设
　　二、精兵简政
　　三、整风运动
　　四、一元化领导
　第三节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一、生产自救
　　二、自办工业
　　三、发展商贸
　　四、组织合作
　　五、统一货币
　　六、加强财政
　　
第十五章 反攻作战的展开
　第一节 根据地的局部反攻
　　一、晋绥边区“挤敌人”
　　二、太行、太岳区的攻势作战
　　三、北岳区的攻势作战
　第二节 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西史>>

　　一、减租减息运动
　　二、大生产运动
　　三、发展文化
　　四、推进教育
　第三节 根据地的全面反攻
　　一、晋察冀区的反攻作战
　　二、晋冀鲁豫区的反攻作战
　　三、晋绥区的反攻作战
　　四、日本宣降后的收复作战
　　五、山西人民的贡献与牺牲
　　
第十六章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
　第一节 阎锡山还府太原
　　一、捷足返并
　　二、接收敌伪资产
　　三、改编伪军
　　四、“寄存”日军
　　五、整编晋绥军
　　六、抢占上党
　第二节 解放区巩固胜利果实
　　一、调整战略方针
　　二、壮大武装力量
　　三、发起上党战役
　　四、自卫反击战
　　
第十七章 两种前途的较量
　第一节 阎统区的重重危机
　　一、加强政治控制
　　二、再推兵农合
　　三、实行“平民经济
　　四、垄断商贸市场
　第二节 解放区的广泛动员
　　一、贯彻五四指示
　　二、开展生产运动
　　三、发展民兵武装
　第三节 内线作战的展开
　　一、大同战役
　　二、晋西南战役
　　三、汾孝战役
　　四、晋南战役
　　五、正太战役
　　
第十八章 山西的全面解放
　第一节 解放军全力反攻
　　一、转入战略反攻
　　二、三围运城
　　三、攻克临汾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西史>>

　　四、解放晋中
　第二节 解放区的各项工作
　　一、土改纠“左
　　二、整党与整军
　　三、恢复农业生产
　　四、发展工商业
　第三节 阎锡山政权的崩溃
　　一、阎锡山妄称“总体战”
　　二、解放军围攻太原
　　三、黄樵松起义
　　四、阎锡山离晋
　　五、解放军攻占太原
　　六、大同和平解放
　　七、新政权建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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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十二月事变发动伊始，阎锡山曾满怀信心地制定了“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的行
动总方针。
但是，结果却是新军的大部分脱离了他的控制，随后编入八路军序列。
虽然扫荡了晋东南，但不仅没有掌握晋西北，反而失去了原来的地盘。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不得不诿过于人，将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33军
军长郭宗汾撤职留任，将骑兵军军长白濡青和第33军的6个师、旅长一律撤职，将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
长捷送往重庆、第83军军长杜春沂派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第19军军长孟宪吉离开晋西。
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也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力。
第二战区“模范战区”的美誉不复存在，抗战初期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许多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纷
纷脱离二战区。
蒋介石也进一步对阎锡山施加压力，指派胡宗南增援山西，拟以卫立煌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
楚部，并电告朱德，准备将新军调出山西，由国民党中央改编。
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了维护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并使山西内部
新旧力量团结起来，并不使阎锡山与蒋介石联合对付共产党，以便中共在今后的抗日斗争和反对国民
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决定出面调停。
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的名义，向阎锡山提议调停。
并指示新军各部队继续保持与阎锡山的所属关系，新军各部将领相继给阎锡山发电，表示愿与旧军恢
复团结，在阎锡山统一指挥下一致抗日。
困境中的阎锡山同意和平解决山西新旧军冲突问题，表示不拒绝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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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国时期的山西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是山西地方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指导现实很有必要。
    编写《民国山西史》动意于2002年。
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景占魁同志充分认识到民国山西史在中华民国史中的典型
意义，以及民国地方史研究的发展前景，主持开展了相关民国史领域的研究与探索，推出了一些研究
成果，组织撰写了《民国山西史》初稿。
但鉴于当时认识不够成熟，也不具备出版条件，一度搁置起来。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成立后，立即组织发动，重新购架体系，并吸收了大量的新的研究成果，对初
稿进行了大范围的增删，必要的章节在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撰写，并经省地方志专家反复研讨、补充完
善、编辑审查，终成此作。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担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民国山西史》
一书，是值得欣慰的。
这部书是在多名省内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书稿的第一章至第九章由雒春普撰写，第十章至
第十五章由刘晓丽撰写，第十六章至第十八章由景占魁撰写；景占魁在前期的编写中做了大量的组织
工作；李静萍审读了部分章节，最后由李茂盛统稿并审定。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广洁社长、张建英主任为《民国山西史》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高文宏、李
荣参与了本书的编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多方面原因，书中的不妥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编  者    2011年9月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西史>>

编辑推荐

《民国山西史》是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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