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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二十多年前就立意要写一本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市场与土地分配的书，结果拖
到今天才实现，成为我的封笔之作。这一段时间内，我出版了二十几本专书，发表
了八十几篇论文，其中我着重讨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这本封笔之作，可
以说是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结论。在书中我要强调提出两个看法。 

第一，秦汉以后出现的地主，不是皇帝所“封”或政府所“建”，被称为“封建地主
制”是很不恰当的名称。绝大多数的地主是由土地市场定位的。在农业生产部门有大
农户，也有小农场；在商业部门有大商号，也有小商店，它们都是由市场定位的。
主流派的学者一向认为地权的转移都是不同方式的土地兼并，地权是越来越集中，
即所谓的“不断集中论”或“无限集中论”，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
发生的。 

我的第二个要着重提出之点是，中国明、清两代残存下来的地籍册档，其价值不
应完全被否定。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不懂得数字管理”，又有人说明清绘制的鱼
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我们真正翻阅过并研究过明清的鱼鳞册、编审册、
实征册、推收册的人是不会说这种话的。这些地籍册档自然不够齐备完善，有其缺
点，但绝不是“传奇”，若加适当运用，再配合私家存留的置产簿及收租册，还是很有
价值的实证史料。 
    1979年夏，我是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批选派前往中国大陆从事研究
的美籍学者之一。我在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处翻阅很
多屯溪档案，并抄录了很多有用资料，临回美以前，应李文治老先生之请，为经济
所研究人员作了一次报告，说明这些地籍档案的价值，并提示若干可进行研究的途



径。会后，章有义先生单独与我会晤，讨论如何进行研究。我回美后即利用所抄录
的屯溪档案地籍资料写成我的《中国土地制度史》中的一部分内容，在1982年出
版。章有义先生也于1984—1988年间，利用此类资料，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 

当然，大陆上也有些学者，对于这些档案资料抱持“敌视”的态度，1984年出版的
某期《经济研究》刊登了一篇读者的书评，认为它是在歌颂地主、鼓励剥削，是反
动学者放毒之作。1980年代对外开放以后，这类文章就少见了，大陆学者开始很认
真辛勤地整理这些地籍资料，有可观的成果。我现在这本书就大量利用了他们整理
出的资料，作些实证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地籍资料，仍不许民间
学者查阅。例如浙江兰溪县档案馆所存的740册鱼鳞册就不对外开放，是一大遗憾之
事。 

 
赵冈于圣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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