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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 
 

杨国桢  陈支平 
 
 
-------------------------------------------------------------------------------- 
 
 
一九八四年，恩师傅衣凌教授正值治史五十周年之际，不幸突罹大病，卧榻诊治。
在人主旅途的最后四年岁月，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
发展奋斗不息。在病榻上，他坚持指导博士研究生和国家重点项目《明清福建社会
经济史》等集体研究工作。亲自审定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
济》(198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史部分)}第七册(1988
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表总结自己治史经验的论文和札记，热情地为后辈学者的新著
写序。并为自己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两部专
著作最后的定稿。这两部遗著，后者巳由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问世，前者也即
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拟通过这两部遗著的修改定稿过程，结合其他文
论，阐述傅衣凌教授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贡献。 
 
一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原名《论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傅衣凌教
授1965年间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门化学生授课时的油印讲义，分为上、
下两编，上编论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形式和地主经济，下编论明清时代农民经济
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经过补充润色，投稿于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动乱中，不
幸毁失。1971—1973年间，他刚“解放”不久，即据讲义再度重写，扩充为六章：
一、引言；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形式：三、明清地主阶级和地主经济；四、明清
农民阶级和农民经济；五。明清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六、农民生产的
成长与后期封建经济社会。1975年，因白寿彝教授之请，原稿由北京师范大学铅印
成册，内部传阅，作为编写《中国通史》多卷本讨论明清社会经济的基础。1979
年，他又对铅印本作了修订，充为赴美讲学的讲稿。 
 
傅衣凌师写作《论纲》，意在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
级斗争进行考察，探讨明清两代封建制度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他指出：
“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论述，我们不能象过去史学界那样仅限于土地所有形式的
发展和变化，更重要的，还当注意到这所有制支配下，农民被剥夺的情况。也就是
说，必须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关系作为中心的课题。既
要谈到地主，又要看到农民，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①]① 
 
把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纳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框架之中，是傅衣凌教授治社会经
济史的一贯特色。这本书可以说是总结式的论述。但是，由于原稿写作于文革前夕
和文革中不免留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痕迹，拨乱反正之后，他不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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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对全书作重大的更正，并改名为《论明清时代的土地关系》，但因不久身患重
病，未克进行，只好对最后二章作了修改，其他部分基本上保留原貌，以便让后辈
学者了解到老一辈史学家在当时逆境中奋斗的足迹。 
 
傅衣凌教授晚年对《论纲》的修改，最大的改动在于对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处
理，摆正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清除了简单化、公式化的影响，着力于揭示中国封建时代阶级关系的特征及
其在明清时代的表现。 
 
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在阶级内部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又构成各种不同的等级、等
第，即是不同的阶层或集团，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是束缚于封建宗
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束缚于天然生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是笼罩在家庭关系
上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尽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
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可是它不象资产阶级时代那么尚单化，他们是以
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在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之间潜存着一种宗法或信
仰的纽带。明清时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市民经济有所发展，地主经
济和农民经济都较发达，构成封建经济的多样化，为中央集权制创造了一个更加坚
实的物质基础。因而这时的阶级关系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方式多种多样，有各种不
同的类型，既有反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抗租运动，又有反抗封建政权压迫的
抗粮，抗官斗争，还有随着封建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城市民变和奴变以及
手工业者的反抗斗争，在反对中央封建统治者和地主的斗争中，不仅有农民，富
农，城市居民，也有一部分从统治集团分裂出来的低层士绅分子以及成为剥削者的
豪奴的参加，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混淆在一起，搞乱了阶级阵线。如
清代后期的捻军，兴起在苏皖鲁豫四省边区，这个地方适处于黄淮灾害的中心，地
瘦民贫，而地主经济却极为发达，那里的聚落形态是以土围子为中心，拥有千亩、
万亩的地主，比比皆是，贫富悬殊，割据势力又颇为强大，他们平日筑圩立寨，拥
有地方上的莫大权力，造成“富绅结捻”的局面，因此捻军的领导者，多是地方上
的强宗大姓或士绅阶层中人物，他们与封建势力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注重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来分析农民运动的类型和性质。中国虽然是
一个地区广大的封建大帝国，但是由于历史的和自然地理条件等等因素，使得各地
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封建终济的发展，常处于交通便利的沿海或河川的三角洲
地带，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种经济格局
的不平衡，对明清时代的农民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把明清两代的农民运动，
基本上分为南方和北方两大类型，北方的农民运动，以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以及
清代的白莲教，太平天国(其策源地为广西和湖广)为代表，这些农民运动，继承了中
国历代农民战争的斗争传统，规模宏大，攻城掠邑，为了反抗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残
酷的政治，经济剥削，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及其统治政权，敢于改朝换
代，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是这种传统形式的农民战争保留
有浓厚的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和流寇主义的思想意识，他们具有反抗性的一面，也
有破坏性的一面，他们以其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保守思想严重，仅局限于一时一
地的利害，好吃大锅饭，加上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和宗教的狂热性，使得他们不重
视生产，挥霍浪赞、贪图享受。往往忘乎所以，把传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文
化遗产和物质财富一概加以破坏，出现玉石俱焚的现象。 
 
在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繁荣，无
论是地区经济或是农民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农村中农民的反抗运动，
更多地体现在霸耕、抗租斗争中，他们要求分享土地耕作权，减轻地租剥削，具有
要求发展生产的某种意义。在南方山区地带，矿工、棚民、菁客们的反抗斗争，也
是为了获得某种生产的权利，发展商品生产。在城市、从民抄、民变到奴变，以明
末江南各地最为普遍，市民们反抗地土豪绅对于城乡经济大权的操纵和垄断。频频
发生抢米风潮和围抄劣绅的事件，明末江南的大规模奴变，从城市到乡村，和南方
各地的佃农运动结合起来，他们要求人身自由，索取鬻身文契，反对封建奴役，追
求个体自由经济。虽然说明清两代南方地区的阶级斗争规模不如北方地区的规模宏



大，但是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市民们不断举行这种具有明显经济目标，要求发展
个体经济的反抗斗争，是沿着一条合理的道路前进，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积
极意义的，清代江南农村出现一批称为“殷实霸抗之佃棍”无论如何都应承认为一
种新生事物。不过，明清时代南方农民的这种经济斗争，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
还是很微弱的，很不成熟的，广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们并没有脱离农村的羁绊，
不可能产生较进步的理想国，因此他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果实，又往往和旧的生产
关系发生联系。 
 
通过这些改动，使《论纲》的主旨更加明确了。明清时代封建制度的基础一一封建
土地所有制，主要的形式有皇室所有，贵族所有(包括官僚，寺院在内)和一般地主所
有(包括商人地主、乡族地主)，他们之间“既有互相抱合，勾结的一面，而又有互相
矛盾、兼并的一面”。地主经济虽然最主要的还是寄生性的食租衣税，但也出现和
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而在封建所有制束缚下的农民经济，有
政治强制和经济强制，的佃农经济，有封建地主通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控制
的自耕农经济。“自耕农的生活水平，总是受着佃农生活水平的制约。”阶级斗争
的不断冲击，给社会经济予以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分
化，农民经济中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加强，商品经济和资本土义生产的萌芽。在一定
意义上说，《论纲》一书代表了傅衣凌帅晚年对社会经济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的研究
构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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