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旗房， 就是旗人

的房子， 这种房子原本是

不能买卖的。

康熙说：“每旗各造屋

二千间， 此屋无得擅鬻。”

雍正说：“旗房都是公房，

只能让旗人住， 不能让汉

人住，禁止汉人购买，也禁

止旗人转卖。”乾隆也说过，

旗房不许出售，也不许出典

（将房子交给他人居住，以

此获取质押贷款）， 如果胆

敢出售或出典旗房，卖家和

买家都会被判刑，并将所卖

价款全部充公。

尽管三令五申， 可惜

的是， 清朝皇帝并没能管

住旗房交易。也是，当一部

分旗人的房子多得住不

完， 而另一部分旗人穷得

没饭吃的时候， 卖房换钱

是必然选择，皇帝不让卖，

他们偷着卖，只交易，不过

户，朝廷难以发现。

特别是在清朝后期，

政治腐败，财政紧张，一方

面是旗人人口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是朝廷能拿得出

为旗人盖房的钱越来越

少， 很多旗房都是旗人自

己出钱买地建造的， 你不

让人家自由买卖， 从情理

上根本说不过去。

民国建立以后，新政府

允许旗房买卖，旗房交易从

地下转到地上，从北京到南

京，从广州到汉口，各地旗

房纷纷出售，十之八九都转

移到了汉人手中。

民国年间的旗房交易

中， 相当一部分属于分期

付款。也就是说，旗人卖房

给汉人， 汉人并不一次性

付清房款， 而是先付一笔

订金，锁定交易；再付一笔

首款，搬入新居；隔上一年

半载，再向原主付清尾款，

然后双方再去正式过户，

换发房本。

举个例子。1912年 10

月， 南京市民罗务本购买

东城旗人多寿的房子，该

房坐落于明故宫南侧，占

地七十方（即七十个平方

丈， 折合一亩二分不到），

前后两进院落， 瓦房20多

间， 其中9间已被烧毁。双

方约定成交价800两纹银

（折合大洋900块）， 契税、

中介费和其他杂项费用，

均由卖主多寿负担。

签合同那天， 罗务本

付给多寿订金30块大洋。

1913年4月，罗务本又交给

多寿600块大洋，随即就让

工匠将旧房推倒重建，俨

然以新主人自居。1914年9

月， 罗务本携家带口搬入

这处大宅子居住。1915年2

月，他才把剩余的房款270

块大洋通过中介人交给原

主多寿， 在此之前他还向

“江宁驻防旗营财产处”申

领了“管业执照”。换句话

说，还没有付清全部房款，

他就把房子成功过户到了

自己名下。

（据《文史博览》）

封建社会官分九品，

每一品又有正、从之分。豫

剧名家牛得草领衔主演的

豫剧《七品芝麻官》被北京

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

后， 很多人误以为县令都

为“七品官”。其实，知县也

是分等级的， 古代县令并

非都是七品官， 有的甚至

高居正五品。

中国的县在政区建

制， 开始于春秋时期。那

时，秦、晋、楚等国在新兼

并的边地设县， 后来又推

行到内地。 秦始皇统一六

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单位

历时两千多年不变， 直到

今天。“县令” 的称呼最早

出现在战国时期。 商鞅变

法之后， 改变了以往类似

于封邑制度的县制， 遂有

了后世县制的雏形。 此后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县

官”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县

令、知县、县尹、县长等。

古代的知县确实大多

官列正七品， 但历史上不

少朝代都有“例外”。古代

京城所在县叫“赤县”，这

儿的知县品秩从优。 隋朝

京城所在的大兴（万年）和

长安， 东都所在的洛阳和

河南， 四县知县都是正五

品。 金朝中都所在的宛平

和大兴，知县都是从六品。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

各县按人口多少分等，江

北六千户以上和江淮以南

三万户以上， 都划作“上

县”。“上县”的知县都是从

六品。明太祖朱元璋时，开

始按经济发展状况区分县

等， 每年征收田赋满十万

石的县称为“上县”，知县

也是从六品。清代，全国共

有1000多个县，其中4个地

位特殊的县， 其知县均官

居正六品。这四位“六品县

令” 分别为北京顺天府所

辖的大兴和宛平县令、盛

京所在的承德（沈阳）以及

孔子的家乡曲阜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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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久，汉族，原名任

占贤，1914出生，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

人。

任其久的爷爷原在土

默特左旗哈素乡马群村，

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匠，手

艺很精湛， 全家依靠做木

工和耕种土地维持生活。

任其久出生时， 家中稍有

积蓄， 全家搬入察素齐镇

定居。1929年下半年，任其

久考入归绥（今呼和浩特）

县立第二小学高小一年级

读书， 后来考入绥远省立

师范学校。 为了解决学习

费用的不足， 他在师范学

校读书期间， 偷偷到新营

子村小学教书， 学生兼职

违反了校规， 他被师范学

校除了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 东北组成义勇军抗击

日寇， 极大的鼓舞了任其

久， 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之

心， 盘算着要到东北参加

义勇军抗日。1932年正月

初二， 年轻气盛的任其久

背着父母，带了五元钞票，

只身一人从归绥乘坐火车

到了集宁县平地泉， 打算

一个人徒步赶赴东北，寻

找抗日义勇军的踪迹。他

越过张北县西北的大青沟

时，天气突然转寒，风雪交

加，他差一点被冻死，幸好

有一位放羊的蒙古族妇女

把他救回蒙古包内， 才幸

免于难。 任其久到了张家

口，生计无着，只好在当地

驻军东北军110师刘郎川

团的一营四连补了兵，顶

了一个逃兵的名字， 叫秦

德会。 任其久参加一个月

训练后， 部队即赴长城一

带与日军作战。5月， 长城

抗战失败， 任其久在混乱

中被万福麟部队130师某

团迫击炮连收容。8月，任

其久开小差去了南口，被

蒋介石军队二师六旅12团

扣留， 在二营机枪连当了

兵。一年零七个月后，因患

痢疾， 得不到有效治疗。

1936年4月，任其久在无奈

之中只好退伍还乡。

1939年夏天， 任其久

在一个从大青山八路军处

受训回来的青年的介绍

下， 认识了八路军支队的

王威、宋忠、安跃芳、吴建

勋等人。 他们送给任其久

《论持久战》《什么是马克

思主义》等书刊，指导他研

读， 还领着他到大青山八

路军支队受训。 任其久对

比了他在旧军营的生活，

觉得这里应该是抗日救国

的希望。7月， 任其久加入

察素齐镇青年救国会。中

秋节后的第二天， 他和田

歧山、李国玺、王国善、贾

振业（后来成为叛徒）还有

白凌云、 杜明显两位女青

年一道出发前往延安。到

延安后， 任其久入陕北公

学学习， 相继在57队、60

队、 社会科学部第一班学

习。1941年10月，延安民族

学院成立， 他被编入第一

班、研究班学习。除了学习

外， 他们还参加劳动、军

训、体能比赛等，任其久表

现突出，综合成绩评比是第

二名。在延安的整个学习期

间，任其久先后担任过生活

干事、生活队长、学习班长、

学生会委员、 学生会主任、

伙食管理员、 学校军事干

事、供给室主任、总务科长

等职务。

1945年11月， 任其久

经延安民族学院秘书长薛

向晨、教务处长宗群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5

月， 经鄂托克旗旗委副书

记周仁山批准转正， 成为

一名正式党员。1946年，任

其久被调到鄂托克旗召荒

一带工作，担任统战副官，

主要任务是缉私， 封锁边

区粮食出口， 对当地中下

层蒙民群众做统战工作。

1947年2月，任其久参

加了部队， 担任伊盟蒙汉

支队二中队支部书记、一

中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务。

1948年夏天， 中共伊克昭

盟工委组建内蒙古人民解

放军伊克昭盟支队准格尔

第一团， 任其久担任政治

部主任。该团人员混乱，成

份比较复杂， 任其久上任

后， 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

思想政治工作， 经过他的

疏通、开导、教育，部队的

思想素质、 军事素质都有

了很大提高， 战士作战英

勇，部队连打胜仗，为保卫

新生的准格尔旗人民政

权， 镇压国民党残余分子

及土匪特务， 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1950年2月，

伊克昭盟划归绥远省领

导，“准一团” 与蒙骑五师

合并为伊克昭军分区，任

其久以军分区政治部组织

科长名义被调到伊盟警备

第一师做改造起义部队的

工作。不久，伊盟警备第一

师与起义部队奇子祥、奇

福海等部及伊盟三支队合

编为伊盟第一支队， 任其

久担任支队副政委。

1951年4月，任其久担

任绥远军区干部部组织统

计科长、 转业干部科长。

1954年以后， 任其久先后

担任内蒙古人事局第一处

处长， 内蒙古建设厅第一

工程公司政治部主任、党

委书记，中共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59

年11月，任其久担任内蒙古

温都尔庙矿务局副局长，

1962年8月， 担任内蒙古物

资厅金属材料处处长，中国

金属材料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公司经理等职。

任其久在“文革”时期

惨遭诬陷和折磨。1970年，

中央党校举办轮训班，任

其久怀着对党的无限忠

诚，不顾疾病缠身，积极报

名参加，首批出发，带病前

往唐山。学习过程中，他克

服疾病痛苦， 顽强坚持学

习， 积极参加劳动和班级

活动，多次受到连、排领导

的表扬。 后来在一次学习

讨论发言中， 任其久突发

疾病逝世，年仅56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供稿）

◎呼和浩特革命人物輩輵訛

知县并非都是“七品官”

旗人卖房分期收款

任其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