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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本书再版除改正初版一些排印的疏误外，主要作了以下两方面的修订：第一，由
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的出版，获睹若干从前未曾利用的方志，根据这些方志，
在第一章、第二章中增补了扬州、赣州和建昌军的户口资料；第二，著者最近对南
宋的市镇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有些新的认识，第四章第一节讨论南宋市镇粮食市
场的部分因此略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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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于1985年 
 
 

序 
 

    本书原是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毕业论文，撰于1975年至1977年间。
撰成后，曾经分章发表，其中第一章于1976年12月发表在《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
文集》，第二章于1978年1月发表在《食货月刊》复刊第七卷第十期，第三章于1978
年6月发表在《“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五期，第四章于1978年11月至1979
年1月发表在《食货月刊》第八卷第八期及九、十合期，第五章于1979年12月发表在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六期。自1979年起，因从事其他研究之便，又
陆续搜集到若干相关资料，现在论文出版成书，已将这些资料补入，各章内容也略
有增删修改。 

这一点小小的成果能够呈献给社会，首先我要对林伯羽师致最深挚地谢意，由于
他的指导，使我奠定好宋史研究的基础，对于我的论文，他付出了很大的关心，每
一章撰成之后，都经他字斟句酌地修改，许多错误和缺陷因而得以避免。先师方杰
人神父生前对我常加鼓励，论文每一章完成后，也都经他过目，然而他已逝世两年
多了，而今无从对他表达谢意，我只有以将来继续的努力，来报慰他在天之灵。其
次，我要深深地感谢父母亲，没有他们给我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我不可能专心
从事学术研究，在思想上，父亲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他平日论学，以“人类求生
存，互助同进步”10字为宗旨，本书的论点，便是直接承受此一宗旨而来，而母亲
多年以来，以带病之身，教养我们兄弟，更使我心中常自惕励，不敢弛忽。还有，
我也要衷心地感谢宋旭轩教授和刘翠溶教授，他们对本书提示了许多宝贵的改进意
见；本书所引用的部分资料，是张胜彦、陈芳明、黄俊杰、张永堂、张炎宪诸兄在
海外代为搜集，对于他们的友情，我将永志于心；其他许多师长和朋友，或是对我
在治学上有所指点，或是平时彼此互相讨论，也是我深所感激的。最后，我愿借此
机会表达对先外祖父钟国霖公的追思，他首先开启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梁庚尧 

序于1983年4月10日 
 
 

前言 
 

本书的目的在探讨南宋农村社会在经济上的冲突和协调，以了解南宋农村经济的
实况。 
    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盛行和商业逐渐发达，是南宋经济的三个基本趋势。这三
个趋势，都不始于南宋，而是继承北宋而来，只是到南宋时期，这些趋势对农村社
会的影响更形显著。人口增加造成农村耕地的不足，土地兼并盛行助长农村财富的
集中，而商业逐渐发达则使农家家计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日深，在生活上常易受物价
变动的影响。这些现象，再加上南宋赋役制度的许多弊端，促使农村贫富距离日益
增大，部分富家只顾累积财富，不恤他人生活的艰难，大多数农家则因收入微薄而
生活困苦，甚或难以为生，农村因而不时呈现不安。这是南宋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冲
突的一面。 
    南宋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固然有冲突的事实，但若仅从冲突的一面去了解南宋农
村经济，则不免失之偏颇，未能认识南宋农村经济的真相。就南宋150年的历史来
说，农村固然不时呈现不安，却没有走向尖锐化，从未发生大规模的农村变乱。这
说明固然有冲突的力量在腐蚀农村经济，但是另有协调的力量在维持农村经济的稳
定，对冲突的力量发生了平衡的作用，使农村的不安不至于扩大，甚或消弭于无
形。这种协调的力量，是另外一些富家以及南宋政府为阻止贫富距离增大所作的努
力，由富家负起经济上较大的责任，而贫穷的农家则受到较多经济上的协助和保
障。协调贫富的措施，亦非始于南宋，而是继承北宋而来，但是到了南宋而愈加普
遍，且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南宋农村的户口概况》，从户口分析农村经济在南宋
经济活动中所占的地位及农村的社会结构；第二章：《南宋农村的土地分配与租佃
制度》及第三章：《南宋的农家劳力与农业资本》，分别从土地、劳力和资本三个
农业生产要素分析南宋农村财富的分配，并讨论其对农业生产和农家生活的影响；
第四章：《南宋的农产市场与价格》，说明南宋农村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及农产价
格变动对农村贫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五章：《南宋农村的经济协调》，说明南
宋政府和富家对协调农村贫富所作的各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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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综以上五章所述，可知南宋农村贫富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多方面的，仅从其中
任何一面去了解南宋的农村经济，都不足以认识其实况。但是富家为改善农民生活
而作的各项努力，由于对农村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特别予以强
调。 

南宋农村中确实存有贫富不均的现象，而贫富阶层之间也确实存有利益上甚至实
际行动上的冲突。占全国户口大多数的农村户口，大部分是贫乏农家，中产之家不
多，而土地所有权集中在较中产之家犹少的富家手中。一般农家所拥有或经营的土
地都很有限，而租佃制度在佃权和租课上都对佃户有不利之处，农家因此收入微
薄。农家的农业收入，不能与其为农业生产所付出的劳力相平衡，再加上赋役负担
的繁重和不均，及农家为融通生产资本所付出的利息过高，使得农家生活愈加困
苦。农产价格的变动，使农家无论谷贵或谷贱都蒙受损失，在灾荒时甚至因而难以
为生。富家的情况，则正与农家相反，他们拥有多量的土地，坐收丰厚的租课和利
息，从农产价格的变动中取利。凡此都是南宋农村贫富阶层利益冲突之处。而灾荒
时的劫粮事件，则是利益冲突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即使南宋农村贫富阶层在土地、劳力、资本以及农产价格变动上有上述的冲突
存在，二者之间也绝非是必然对立的。农家经营土地的数量，要较其拥有土地的数



量对农家收入有更大的影响，而农家所经营的土地面积有限，则肇因于南宋人口过
多及分布不均，非富家所能负责。租佃制度下的佃户地位，并非如若干研究者所说
的十分低下，佃权保障在南宋时期逐渐增加，佃户地位日益上升，佃户一般享有人
格上完全的自主，也有改变身份的可能；而租佃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中亦非全无
存在的价值，许多土地不足及缺乏土地的农民仰赖租佃制度而得以维持生活，政府
也常鼓励地主收容灾民作佃客以解决失业问题。农家农业收入微薄，不敷开支，可
由兼营各种副业及应募为兴建水利工程的劳工而使家计平衡。生产资本的融通固然
有可能使农家陷入长期负债的困境，但是也使富家的财富转移为农业资本，农业生
产因而得以顺利进行；而政府和富家负担了水利建设的大部分经费，则更有利于农
业生产和农家收入，减轻了农家筹措资本的困难。富家操纵农产价格固属可恨，但
是粮食不足地区的农民，亦常须仰赖他们沟通有无，才能解决粮食问题。 

更重要的是，南宋政府及若干自觉的富家，有改善贫富不均及促进贫富协调的理
想和行动。除南宋富家常对贫乏农家施以临时性的救济外，还有经界、义役等均平
赋役的措施，以及社仓、义庄等长久性的互助制度，这些措施和制度，或是限制富
家经济利益的扩张，或是由富家负起较大的经济责任，农家生活因而得以改善，农
村中因贫富阶层经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不安遂不至于扩大，甚或阴消潜弭。而富家
对其经济责任的自觉，实与宋代儒学振兴有甚深的关系，经界之说原本孟子，义
役、社仓及义庄的创始人或推广者，如范仲淹、朱熹均为宋代的大儒，范成大虽以
诗名，亦会深受儒学的熏陶，社仓的推广则朱熹门人和理学同道贡献了很大的力
量，而民胞物与及仁民爱物等儒家思想，更清楚的被提出作为协调贫富措施的理论
根据。总之，对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来讲，南宋农村的贫富冲突只是病态的一面，
另有贫富协调的历史主流存在，而儒家思想的发扬实大有助益于贫富冲突的消弭，
也只有协调与和谐，才能指引人类历史走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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