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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遂川縣木業歷史悠久，是木材材積計

算方法「龍泉碼」的起源地1。清代及民國，隨

著閩粵移民對西北部山區開發的深入，木材貿易

日漸繁榮。有關清代和民國初年的木業情況的史

料，非常稀少。1930年代始，國民黨扶持興辦農

村合作社組織。木材運銷合作社聯合社（以下簡

稱木聯社）對這一時期該社木業貿易情況有較多

的記載。抗戰勝利後的記載頗為零亂，僅木聯社

組織者蕭家璧的個人書信中多有談及，但難於見

其全貌。筆者所發掘的1930-1945年木業的史料，

主要來自當地檔案館藏木聯社文件，其中包括第

一年度的年終賬目、木聯社章程和業務規章、蕭

家璧呈請救濟木聯社文件等。

蕭家璧是民國遂川地方精英，光緒十三年

（1887）生於西鄉大坑，先祖於清初自廣東五華

遷入遂川。蕭上過私塾、書院，參加過生員考

試，後又就讀於南昌法政專科學校和農業專科學

校，有傳統文化教育的背景和新學教育經歷；曾

任縣靖衛團副團總、區長、縣保警大隊副大隊長

及木聯社、合作社理事主席等職。其祖父、父親

兩代均從事木業貿易。蕭家璧本人執掌木聯社達

十餘年之久。1949年，蕭因圍剿紅軍、屠殺革命

群眾、製造土客矛盾等罪名被槍決。

本文僅就已發掘的史料，對1930-1945年代

遂川木聯社運作情況及蕭在其中的影響，作一介

紹。

一、民國合作社政策與遂川木聯社組織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挽救瀕臨崩潰

的農村經濟，為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

生」思想，學界和國民黨中央要員先後提倡在農

村推行合作社。2更為主要的是，蔣介石為對抗

中共的土地革命，寄望通過合作運動，以發展生

產作為軍事進剿和保甲控制兩大措施的補充。

為此，國民黨先後頒佈了《農村合作社暫行規

程》、《剿匪區內各省農村合作社條例》及其

《實施細則》、《合作社法》及其《實施細則》

等法規，成立了以推行合作為主要業務的贛、

皖、鄂、豫四省農民銀行，中央還專門成立了主

管農村合作運動的機構。3

江西的農村合作社運動，發韌於1 9 2 8年。

1 9 3 1年，南昌行營黨政委員會還設立地方賑濟

處，以辦理農村合作社作為「剿匪」的善後工

作。1932年，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將農村合作運

動列入復興江西的六大要政之一，專門成立了江

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其工作側重於辦理匪區涉

及水旱災救濟工作。1936年以後則以促進農村經

濟建設為推行合作運動的目標，因而還頒佈了

《江西省政府新訂合作組織普及農村合作事業計

劃》。新的合作事業計劃，將全省合作縣劃分為

模範縣、推廣縣和普通縣，分工推進。遂川縣於

1936年被列為推廣縣。4

在國民黨中央、江西省政府高度重視合作運

動的大背景下，遂川於1937年組織了遂川縣木聯

社。該社成為1930-1940年代遂川縣最為活躍的經

濟組織。

遂川木材貿易的歷史悠久，南唐時設立龍泉

場採伐木材。5至明末，龍泉縣進士郭維經父女發

明計算材積的「龍泉碼」6，長河中下游木業貿易

廣為使用。木材年總產量和出口量不見當地文獻

記載，僅有約略估計「出口每年十萬兩計」7，

另據王松年估計民國三十七年（1948）遂川約有

1 0 , 5 0 0兩木碼出口，出口總量列全省第六。8但

是，「此種木材生意患操諸外來商人之手，所謂

安徽幫、南昌幫、臨江幫，遂川人雖間有經營

者，資本亦不多，常為南昌、臨江各幫所左右，

而居間剝削山農不能得到相當代價，然南昌、臨

江商人已大腹便便矣。影響生產實非淺鮮，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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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內轉運小販曰：『平水客』，不過為南昌、臨

江各幫之走狗幫辦而已。」9 

1 9 3 4年初，蕭家璧在大坑辦理保甲時，關

於碉堡守護就曾構想：「每碉設一合作社。視各

該村保地方需要，及經濟之狀況，而消費、信

用、利用、運輸之一種，以免守碉人蹈坐食學懶

之弊。」1 0足見他對國民黨開展農村合作社運動

的旨意，可謂是心領神會。同年，遂川縣組織了

「木材運銷合作社」，蕭家璧的家鄉大坑鄉和西

部的七嶺鄉率先組織了兩個分社。此後，堆前、

衙前、橋頭三鄉先後組織分社，五分社共同成立

了「木材運銷合作社聯合社」，後南江、大旺坑

（今屬新江鄉）組織分社，加入聯合社。1937年

1 1月，七個分社（又稱社員社）正式組織成立

「保證責任江西省遂川縣木材運銷合作社聯合

社」，各分社成為木聯社的社員社，選舉理監

事，制定社章、業務規則、社務細則，發行社

股。11

抗日戰爭爆發，尤其是江南地區淪陷後，

遂川喪失傳統的木材銷售市場，木業受到沉重打

擊。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興，木業迎來了新的春

天。由此，可將木聯社的業務情況分為抗戰勝利

前後兩個階段。

雖然抗戰勝利後遂川木業得到了全面復興，

但木聯社的相關檔案多已損毀、零亂不堪。關於

抗戰勝利前的木聯社業務，由社章及社務細則、

業務規則和所發掘的檔案文獻，我們基本知悉其

運作情形；此外還窺探到其領導者蕭家璧在這一

組織中的作用和個人影響力。　

蕭家璧歷充木聯社最高權力的執行者，即理

事主席。1 2木聯社運作、經營的任何舉措，無疑

都與蕭家璧有緊密的關聯。在眾多事務中，蕭有

兩次較重大的作為，展示了其個人的影響力。其

一，由於抗日戰事的持續，木業經營日漸困難，

蕭家璧代表社員向農林部、財政部等主管部門呼

籲救濟遂川木業，最終成功獲准。其二，南江口

社員社與南澳陂及沿河居民糾紛案，蕭以理事主

席的名譽出面活動，爭取了社員的利益。

二、木聯社的經營運作情形

抗戰勝利前，木聯社所開展的業務，主要

是代社員社運銷木材；向金融機構貸款，然後發

放「青山貸款」給社員；組織鋸板廠，加工成板

料。

代社員社運銷木材是木聯社最為主要的業

務。關於社員委託木材運銷業務的程式，規則規

定：

各社員社之社員，所有木材交本

聯社運銷，先填具委託運銷願書，交由

各該社理事會主席送本聯社。願書內應

載明產品數量、所在山場坐落、木材花

色、交貨時期、估定平水價格，以及需

要預支代價若干。木材平水價格由各社

員社自行議定，送交本聯社備查，但本

聯社認為不當時，得派員會同重行議

定。木聯社接到各社委託運銷願書後，

須於十五天內召集評定委員會議，分別

審核並將審核結果通告各社。各社員社

委託運銷願書內所列之木材砍伐前或交

運後得分期向木聯社請求預支代價部

分，但總額不超過平水價總額的百分之

七十，自支款之日起到木材出售結算，

預支的代價按月須支一分利息。13

其具體銷售的操作是：

委託本聯社運銷之木，均由各

社員社自行收集絞成小排，限期運到

木聯社指定地點，抄同碼單一份交由

木聯社；代運的木材應由木聯社理事

會派人妥為照料保管，各社員社亦須

自行派人押送，如遇有人力不可抗之

災害，本聯社不負賠償之責；運銷之

木材一切加工運輸等事務，概由木聯

社統籌，一律用包工製作，所有加工

費用自支出之日起，按月一分認息，

木售出後結算；木材運銷地點暫定為

三湖、南昌等處，亦得為業務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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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河中途各市場銷售一部，但須經

交運者同意，其交易事務，交易者亦

得參與之。木聯社得按交易額徵收百

分之五手續費，由交運社與客商雙方

平均分擔。木材售出後，扣還一切預

支、借款、加工運銷費及手續費外，

有餘發還，不足追補。14

木聯社除運銷木材外，同時也運銷其他木製

品。

抗戰爆發後，木材滯銷。「一般資本商人富

戶，乘鄉村金融枯竭，又以低價收買青山，變本

加厲剝削貧民」，「為謀救濟社員，享特價利益

起見，特辦理青山貸款業務」。其具體操作是：

社員申請青山貸款，須先將所

管青山面積、坐落、木材根株、碼

兩、申請借款項、檢同證件向各該社

員社登記；社員社登記社員木碼及借

款額後，應即派員踏勘屬實後，核定

價格，列表送本聯社存查；社員借款

時，須與本聯社訂立合約，並經所管

社員社理監事會主席簽蓋保證始得支

領；貸款額以青山市價百分之二十五

為限，期限為兩年，利息以社代表大

會規定之，但不得超過一分二厘。貸

款指定之青山不得將作典押、變買，

未經聯社允許，不得任意砍伐。15

此外，因受戰事影響，木材滯銷，木聯社還

將積壓的木材加工鋸板，在贛中地區銷售或收藏

保存。16

木聯社的收益，主要來自代社員運銷木材及

其木製品時的手續費、加工運輸費的利息、預支

利息、貸款利息減去所有成本之所得。其收益除

用作彌補損失和支付年利息一分之股息外，盈餘

部分在四個方面處分。其中40%提作公積金，存儲

金融機構生息，以彌補以後的損失；10%為公益

金，由社務會議決議作為木聯社業務區域內合作

教育及其它公用事業之用；10%為理事及事務員的

酬勞金；另40%以各社員社交易額比例分配給各社

員社。17

木聯社章程第二條指出其宗旨為「以協助

社員改善其業務，助長其發展，並謀其互相聯

絡。」從具體的業務來看，它就是以團隊的形式

獲取合作金庫等對口金融機構的貸款，以組織木

業經營，打破了傳統分散的小本經營難於抵禦外

來商幫擠壓和中間商層層剝削的局面。社員可以

獲得青山貸款以維繫生活，待暢銷之時依價出

售，不致於遭受木商賤買青山。社員還可以隨同

參與終端市場的銷售，有一定的市場銷售決策

權。但貸款和預支均要支付一定利息，且手續比

較繁瑣。同一時期，外來商幫與林農的交易情形

及其價格，已沒有文獻記載，無法就二者作一比

較。但從此後，木聯社日漸發展的業務情形看，

它是受到了社員的擁護，讓社員得到了實惠。

木聯社組織以來，歷年的盈虧情況，相關

財務報表文獻損毀，難以確知。但1938年和1939

年的經營情況有簡單的記載。1938年即木聯社成

立次年，自4月開始業務運營，其南昌推銷處5月

成立。因戰事影響，積壓大量木材。此外，興辦

之初，置辦公桌凳及一切物品、修整社址等耗去

6,900餘元，但全年僅虧損980元。（見圖1-8）

1939年儘管九江、南昌等贛北地區淪陷，市場再

次減小，但仍盈餘3,446元。18

三、呈請「救濟」遂川木聯社

1 9 3 9年，南昌淪陷後，國民政府在樟樹封

鎖了贛江航運。木材僅能在樟樹以南的三湖（新

幹）、吉安、泰和等地零售。1942年12月，蕭家

璧以遂川木業的困境，及森林資源對未來抗戰勝

利後建國的重要性為中心，撰寫了一篇三千字

左右的呈文，呈請農林部、財政部，請求給予救

濟。

呈文共1 1部分，首先介紹了遂川木材的產

區、運輸方法、木材種類名稱、計算方式；再

者，介紹其交易情形、組織合作社的經過；最

後，闡述木材的採伐期、當地木農和木聯社員的

困難情形、木材對末業建設的重要性，並提出救

濟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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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在呈文中寫道：自抗戰以來木材銷量不

及戰前的千分之一、二；在物價飛漲上百倍的情

況，木價僅漲五、六倍；用作燃料的木柴，價格

反高於木材，林農迫於生計，紛紛將木料劈為柴

火，造成資源浪費。他說︰「有用之長材二、

三十年栽培成之而不足，……目下個人之損失雖

小，而將來抗戰結束，國家需材有錢無處購買

到，間接損失國力實大且巨」。他還提及︰「今

天多數政商軍人投資收買杉木森林，價值不及百

元。貧民無有生計，忍痛變買，亦甘之如飴。」

他提出解決的方案，即「政府實施農貸，正好以

此為對象」。具體方案有兩種：一是，銀行貸款

以青山作抵押；二是，銀行以現時價格收買木材

寄存山中，僱人看管。他還帶有幾份自信地預見

說：「將來戰事結束，其價格之昂貴當難以形

容」 ，並勸說當局：「想像今遂川收買青山最高

不上百貫，低者四五十貫不等。大利所在，何政

府不加研究，而早令銀行投資耶！？」19

1942年初，農林部對蕭的呈文，作了批示，

「據情轉函江西省政府飭令貸款機關貸款給予

救濟，並轉飭本部江西農村服務區管理處，及第

三經濟林場就近派員前往查明，研究根本救濟方

案。」財政部的批示是，「已據情飭令中國農民

銀行知照辦理」。幾個月後，蕭去函中國農民銀

行，瞭解情況。農民銀行覆函木聯社，「業經轉

飭本行贛州分行辦理」。20

1943年3月，農林部第三經濟林場，派技士

廖楨前去作實地調查，但並無結果。後江西省政

府令省合作社管理處，函轉農行贛州分行要求其

貸款。遲至1944年2月，農行贛州分行派出工作人

員劉海庭，前往遂川產木區域調研。劉由蕭家璧

全程陪同，在西北11個鄉鎮作了為期半個月的調

查。21

劉於3月撰寫的調查報告，最終提出的解決

方案是：以農民銀行贛州分行貸款一千萬元給木

聯社，用以成立鋸板廠、修護山林、收買青山、

收購木料；由省、縣政府、木聯社及其社員社主

席、農行代表組成貸款管理委員會；以青山作

抵押；在1944年分五期發放，利息略高於普通農

貸，為二分五厘，每六個月結算一次利息，本金

自1947年到1949年開始歸還；作抵的青山由木聯

社管理、經營，農行派稽核員駐木聯社監督。22

此前，廖楨到遂川調研前夕，蕭家璧即擬好

了銀行收買青山、銀行與木聯社合作經營和銀行

以長期農貸的形式貸款與木聯社三個救濟方案，

並將方案呈給了縣政府，希望促成。其中，他認

為最有利於地方的是第三個方案。23

劉的解決方案，顯然就是蕭家璧第三個方案

的翻版。從這一方案中，我們看出，蕭對於當地

木材未來的前景，的確抱有充分的信心。次年8

月，抗戰勝利，各地重建家園。木材的再度暢銷

證明了蕭預見的正確性和他商業決策的膽略。

在本事件中，蕭氏一開始就越級上呈至主管

合作社的最高機構，不但沒有受到訓斥，反而奇

跡般地獲得到了部、省相關部門的支持與批准，

成功獲得了貸款。這不免讓我們產生幾份疑惑!是

否蕭在上呈農林部、財政部前曾暗中得到了政界

人物的支持呢？還是省、部政界人物即為相關利

益者呢？

前文所引蕭氏的呼籲救濟提及，「今天多數

政商軍人投資收買杉木森林」24。1949年，該縣公

安局對蕭家璧案的調查資料中記載，「三十二年

（即1943年），勾結熊式輝、胡家鳳、文群、廖

士翹、楊綽庵25等集股組成產銷部」。26顯然，政

客投機商業，當時在該縣並不鮮見。筆者還讀到

了抗戰勝利後，熊式輝在江西時的親信文群、廖

士翹與蕭家璧往來的書信。27（見圖8）所以，熊

式輝等參股一事，可能並非空穴來風。

據此可想而知，蕭救濟木聯社之聲「一呼即

准」，也就不奇怪了。

四、南江口社員社與南澳陂及沿河居民糾紛案

南江口又稱南江，是南鄉左溪河流域一鄉

鎮，居民「土」「客」各半。南澳陂是左溪河下

游距縣約十里處的一大型灌溉設施，是南鄉木材

運輸的必經之地，其受益群體均為城區附近鄉鎮

土著居民。

1 9 3 9年4月至7月，南江口社與南澳陂及沿

河居民發生了長達三個月的爭訟。爭訟過程，來

往文件多見縣合作委員會給木聯社的訓令和部分



田野與文獻　第四十七期　2007.4.15 第15頁

木聯社給縣合作委員會呈文的草稿，還有當事者

南江口社的呈文，但缺失南澳陂及沿河居民的

呈文。但從上述文獻中，對訟案的梗概及處理情

況，仍易於理清。

1 9 3 8年，南澳陂進行了一次維修，修後在

陂口釘樁護陂。次年3月1 4日，木聯社以理事主

席蕭家璧的名義，向由縣長兼任主任的縣合作委

員會，提交了兩份呈文。一份是關於木聯社下屬

的南江口社彙報南澳陂釘樁過高，妨礙行排，請

求合作委員會協商水利局將釘樁改低。另一份是

各社員社反映北澳陂、南澳陂所泊木排，遭沿河

居民以剝取木皮為藉口，「偷取物件，損失甚

大」，甚至偷斬篾纜，「一旦未曾察覺，忽爾洪

水瀑漲，損失非輕」，所以呈請合作委員會及縣

政府佈告嚴令禁止。28

遂川縣合作委員會對於居民偷斬篾纜一事

的處理是，「已轉飭各該管區署嚴行禁止」；對

另一呈文的回覆則指出，「陂口與最低水位尚低

二尺四寸，並不見高」，儘管「妨礙行排或系實

情」，藉口「值春水暴漲時期，施工困難」，否

決了要求改善南澳陂釘樁過高的請求。

但木聯社並不就此罷休。經其再三請求，3

月31日，縣政府派技士會同水利局工程師前往勘

察。勘察後，技術人員認為確有改善的必要，改

善的辦法是在陂口釘木板，水利局並「面諭」木

聯社，「所需經費現暫由木聯社與南澳陂局先行

墊付，一俟成功後准予呈請縣政府補發歸墊」。

木聯社將技術人員的改善方案及水利局的「面

諭」，於4月1日呈報了縣長梁振超。但縣長於4月

6日回覆的指令表示：同意改造工程，但所有工程

工料費用，由木聯社先行墊付，「准予在該社木

排過陂費用項下扣抵」，並未將改建的責任牽扯

上南澳陂局，由木聯社單獨墊付。29

南江口社要求改善釘樁過高一事還沒有解

決，卻又與南澳陂及沿河居民發生了一起民事糾

紛。4月2日，因連日降雨，河水瀑漲，停泊在南

澳陂上的木排被水沖去甚多，大半為沿河一帶居

民所撈。蕭家璧以木聯社的名義，於4月1 0日向

縣長彙報了此事，告知並準備作價贖回。但是，

縣長的回覆卻說：「查停泊於南澳陂上之木排，

排主多不撿點，致新建南澳陂遭受損害，殊堪痛

恨，仰該主席克日將各排主一律送府，以憑究

辦。所請照價贖回一項，應無庸議。」由此可

知，木排被沖後，陂堤也遭損毀。且極有可能是

南澳陂陂局向縣政府呈報，指責為排主損毀。蕭

家璧給南江口社理事主席劉尊三轉發了縣長批

文。劉在給蕭的呈文中辯解說：「……殊為駭

異，竊思商人以貨質為命脈，一旦貨質損失，不

僅魂飛天外，詎有經商人故不撿點，意圖破南澳

陂欷？果以商人私有之財產，作孤注一擲以害

人，又何啻商人自戕其命脈」，並請求免予究

辦。3 0南江口社社員康國楨也向蕭呈文。他反映

了取贖之難，說：「查共損失四百餘株，……共

贖回九十餘株，其餘概欲恃強高取贖價」，甚至

「藏匿木材，……影光、黃塘、爪坡、羅潭各村

間，有一班土惡流痞，拾獲敝員木材膽敢恃強收

沒，使之無法追尋，有錢難贖。」

蕭家璧收到劉的呈文後，親自起草了一份

給縣農村合作委員會（縣長兼任主任）的呈文，

為南江口社辯解。他說：「此次水沖木，原因完

全是南澳陂陂口打樁過高，不能行排，以致上來

之木排囤積過多，無法挽吊。一遇水漲，排就下

流，非人力所能檢點者。況漂流之木被沿河居民

撈拾，與陂事毫無關係？似未便因噎廢食，坐令

人民得意外之收入。縱使木被洪水沖散，陂又被

木撞壞，則責任自有所屬。蓋阻排者是陂口，壞

陂者是木排，原因所在責任自明。權衡利害輕

重，覺得水利與交通亦應兼籌並重」，並請求

「縣長收回成命，令撿木者准予失主取贖」。蕭

將責任歸咎為釘樁過高，而非排主故意損毀，甚

至還有指責縣長偏袒撿木者，「坐令他們得意外

之財」，偏廢了交通之意。同時，木聯社還以蕭

的名譽致函第一區署，請求區長派區丁協助取

贖。木聯社經理劉耀宗，還親自陪同南江口社社

員康國楨前往第一區鵬摶鄉，調查贖回木材，並

將藏匿木材、拒絕取贖的「惡劣」保長郭泰經，

扭送區署管押。31

對於蕭家璧帶指責意味的呈文辯解，縣長

收文後近一個月才回覆。文中解釋說工程是江西

省水利局派員監察設計，並無設計不合理；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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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責木聯社「當經旨令准予會同該陂負責人前往

修理，令下多時而該社遲遲未舉，致此次受水沖

刷，陂堰頹圮、木排散失，誰實為之？」同時，

縣長也贊同排主憑印取贖，批准蕭對排主免予究

辦的請求，但要排主負責修復陂堰。32事實上，木

排被沖事件是發生在縣政府「旨令」，准予修理

改善樁高之令以前，木聯社與工程技術人員勘察

的次日。縣長的回覆顯得理屈詞窮，故為自己找

個臺階下，只有指責木聯社辦事不力，將責任推

給木聯社。

此後，遲至七月，丟失木排的康國楨還在為

取贖奔走。康將1924年縣政府公佈的關於取贖木

材的「河規」，具呈蕭家璧轉呈縣長，要求縣政

府佈告河規並按該「成案」取贖，最終得到了縣

長的批准。33

但關於受損陂堰的維修，此後卻未見有任

何記載，很可能是不了了之。為何南澳陂陂局及

陂受益區域的十幾個村莊、幾萬戶居民，均沒有

人出來敦促木聯社及南江口社排主，執行縣長要

求修理陂堰的指令呢？且沖毀之時是春夏之交，

正當灌溉急需用水季節。3 4唯一的可能就是沒有

嚴重損毀，能照常灌溉。難道真有如此之巧？再

者，木排被沖事件，又恰好發生在木聯社與工程

技術人員勘察的次日。我們再回顧前文，3月14日

木聯社向合作委員會的呈文：沿河居民以剝取木

皮為藉口，「偷取物件，損失甚大」，甚至偷斬

篾纜。縣政府對此，作出了「飭令各區署嚴禁」

的指示。這一「嚴禁」剝取木皮的指令，是否引

起了沿陂居民的報復情緒呢？康國楨在呈蕭家璧

文中稱，藏匿木材的惡劣人們為「畜（蓄）意盜

木，不言可喻」。由上，我們推測，康所言確有

幾份可信！

案件的結果表明，經蕭家璧的據理力爭，屢

向縣長呈報，木聯社的威權和社員的利益得到了

維護。

綜上所述，1 9 3 0年代，在戰爭等多種因素

的干擾下，農村經濟凋敝。為「剿共」和拯救農

村經濟，國民政府推行了農村合作社。在江西省

遂川縣，這一措施在「強勢人物」的動力的積極

推動下，通過規劃經營，協調木聯社與國家的關

係、不同利益人群的關係，克服了特殊背景下農

村經濟發展的種種阻力，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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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山洪暴漲，大陂概行沖毀……受

益田畝群情驚恐，莫知所措」，對1938年沖毀

之事亦隻字未提。　 



田野與文獻　第四十七期　 2007.4.15第18頁

圖一︰木聯社第一年度收支賬目（1）

 圖八︰廖士翹與蕭家璧往來信函

圖二︰木聯社第一年度收支賬目（2） 圖三︰木聯社第一年度收支賬目（3）

圖四︰木聯社第一年度收支賬目（4） 圖五︰木聯社第一年度收支賬目（5） 圖六︰木聯社第一年度收支賬目（6）

圖七︰木聯社第一年度收支賬目（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