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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报告的评论 

对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报告的评论 

作者：李根蟠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4-3 17:40:22发布)  阅读931次 

    作者按：2000年8月11日，在天津举行的“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何
兹全先生作了题为《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
征》的主题报告，我作为评议人之一，发表了下述意见。关于该会议的情况，可参阅《历

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刊载的王利华的报道——《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
述》（本坛已发）。 

何兹全先生是三十年代就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至今仍然笔耕不辍，而硕果仅存的史
学界老前辈。何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对魏晋之际社会变迁的性质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是我
国史学界第一个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在今天的报告中又在以前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概
括，十分醒目地把中古社会区别于前后社会的特征归纳为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两个方面。
何先生对这些特征作了精要的说明。例如，他不但说分析了中古依附民的来源、属性、数
量，还着重分析指出王莽改奴婢曰私属对依附关系形成的意义，指出中古国家领有的郡县
民也存在着依附化的倾向，富有新意，包含比以前的论述更为鲜明的表述。何先生对魏晋
南北朝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趋向的分析，不但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所接受，而且对其他主张
的史学工作者产生广泛的影响。何先生一方面善于作宏观的考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
中把握它发展的基本趋向；另一方面，也善于对具体问题作深入的分析，从看似平常的史
料中发掘出新的意蕴。我读何先生的书，总是想起古人评论书法的一句话——疏能跑马，
密不容针，叹为大家手笔。 

本着学术上百家争鸣、“求异存同”的精神，我在这里也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就正于何
先生和诸位同仁。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的强化是明显的事实，何先生指出这一点非常正确。但我觉得何
先生注意到了人口减少、钱币废弃等现象，但对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结构缺乏分析。
我认为，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虽然衰落，但无论地主或是农民，所从事的基本上仍然是自
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与战国秦汉比较，只有比例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因
此，这种变化仍然属于同一经济范畴内的量的变化。秦汉商品经济的确比较发达，在各个
方面都表现出来，但何先生提出的两个例子却值得商榷。我们知道，战国以来，生产力提
高使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成果，除了养活自己和他所负担的家小外，还可以提供一半的
剩余产品，这就是所谓“民食什五之谷”。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见税什五”的租佃
制。假如全社会劳动力一半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虽然可以勉强糊口，国家机器却难以运
转，各项社会文化事业也难以发展；假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到社会总劳动力的一
半，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出土的银雀山竹书《田法》中早就有“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
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四人作者亡”的论述。所以我认为，在汉代生产力条件下，
“耕者不能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更无论“资末业者什于农夫”了。他们用这种夸张的
语言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畸形的发展和虚假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依附关系的发展也是明显的事实。不过，这种依附关系的产生并不始于魏晋南

北朝或汉末。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不晚于汉武帝初年，庶民地主中的“兼并豪党之
徒”，已经由经济上的“役财骄溢”，发展到政治上的“武断乡曲”。因此，在编户齐民
中出现“以财力相君长”的情况，即由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发展为政治上的不平等关
系。所谓“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主要就是庶民地主中的一种依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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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佃关系。据仲长统的说法，这种“豪人”是“井田之变”的产物，保守一点说，其出
现也不会晚于汉武帝时期。不过，这时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是不合法的，政府不予承
认，因而也是不稳定的，政府随时可以用各种办法使这些农民重新纳入政府的户籍之中。
因此，我认为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变化，实际上是由不合法的、不稳定的依附关系发展为
半合法的、比较稳定的依附关系。另外，秦汉的“编户齐民”，似乎也不能与西欧古典时
代的自由民等量齐观。他们虽然摆脱了对原来的贵族领主的人身依附，但对封建国家却存
在着相当严重的封建依附性。突出表现在户籍控制的严格和赋役制度中劳役和人头税所占
比重很大。即使是地主，国家也可以剥夺他们原有的土地，把他们迁徙到别的地方去，能
说是完全自由的吗？ 

总之，我认为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和依附关系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仍然属于
同一社会经济形态范畴内的变化。 

我的评论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附：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征》（摘
要）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是一个阶段，从社会经济看，使这一阶段社会与前后
社会区别开的特征就是：“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 

战国秦汉是商品交换经济、城市经济非常繁荣的时代。作者举出两条史料为证： 

1、《汉书•贡禹传》：“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
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故民弃本逐
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
也。” 

2《后汉书•王符传》：“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
都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
数，类皆如此。” 

王符的话可能有所夸大，但仍以语重心长、引人同情重视为度，贡禹的话比较符合实际。
从中可以玩味三国以前时代城市商业、交换经济的繁荣。 

汉末三国开始，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繁荣昌盛的城市交换经济遭到彻底破坏：农
田失耕，农业衰落；人口死亡流离，大量减少。三国末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钱币废
而不用，布帛、谷物代替了钱币，物品交换、储蓄财富，都以布帛计算。城市破坏、城市
商业交换经济衰竭，钱币弃而不用；社会经济生活，以农村为主、农业为主、自给自足为
主，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经济”。 

这种自然经济维持了六七百年，到唐中叶才又开始转化。中古和前后的社会，走的路线
是：交换经济—自然经济—交换经济。 

汉代五千万人口，称作“编户齐民”，即平等的自由民。汉代也有贵族，有王侯二等，时
先秦氏族贵族、军功贵族的残余。十二等爵是自由民由平民起家走向贵族的阶梯。丞相没
有封侯的，仍是平民，也要服徭役，与编户齐民等。汉代自由民五千万，奴隶六七百万，
不到一千万。 

中古时期人民的身份主要是半自由的依附民。其名目，最常见数量多的是部曲、佃客、门
生、故吏等。豪族强宗、门阀士族动辄一家有数百数千乃至上万的依附人口。 

依附民的来源，一是奴隶的解放，一是自由民的投靠。前者可以追溯到王莽改奴婢为私
属，豪族大家跟随刘秀起事带领的千百家宗族、宾客、部曲，估计以奴隶解放的部曲为
多。汉末三国、晋末五胡乱华时期，小农不能自保投靠豪家或强者求得保护的很多，他们
逐渐成为依附者。 



依附民的属性有二：一是身份是半自由人，比奴隶高，比自由民低。他们没有离开主人的
自由。北周武帝解放奴隶的一道诏书说：“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客女。”直到
唐代，唐律上还规定：“奴婢部曲，身系主人。”大和尚释道宜也说：“部曲者，谓本是
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二是依附民是从国家分割出来的人口，他们不在国家户
籍，不向国家出租税徭役。 

史书常说：“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户口租调，十亡六七”。中古时豪族、寺院的依
附民，约略等于国家管辖的户口，大约或不为过。 

国家领有的民户，其身份也逐步向依附化上转化。国家有三种领民：郡县民户、屯田客和
士家。后两者巳降落向全队民路上走，是明显的。郡县民是秦汉郡县民户的继续，但巳逐
渐依附化，不是原来的编户齐民了。三国以降，国家常以编户民赐给臣下作依附民，或把
编户民转化为屯田客和兵户。通过这些转化，也就带动了郡县户身份的降低而成为国家的
依附民。中古是人口争夺激烈的时代，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人手，加强户口管理，，
也就加强了郡县民的全队化。国家的编户民巳不是编户“齐民”而被分为旧门、将门、次
门、三五门等等不同身份等级的民户，门户的等差，就是依附身份的等差。 

中古是“士（门阀贵族）庶（平民依附民）之分，本自天隔”的贵贱身份等级分明的社
会。秦汉是以贫富来分的社会，中古是以贵贱来分的社会。沈约《宋书》说：“周汉之
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他
把汉和魏区分开来是对的，但把周和汉拉到一起是错的。周代的贵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贵族，中古的贵族是以依附关系为基础的贵族。 

隋唐时期，城市逐步复兴，商业交换经济逐步复兴。中唐以后，金属货币驱逐布帛，自然

经济逐步为`交换经济所代替。依附关系也逐步松懈，逐渐为契约租佃关系所代替。中古和
前后社会走的路线是：自由民、奴隶—依附民—租佃农户、小市民 

以自然经济、依附关系作为中古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这主流来说的。历史上没有清一色的
时代，也没有清一色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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