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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 

作者：李根蟠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2 21:38:56发布)  阅读470次 

    编辑：李老，今年是您的九十大寿，又是您从事学术研究六十五周年的纪念，我代表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在经济史学界，从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
学术研究的，您是硕果仅存的几个元老之一了。在这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新的一个世纪就
要来临的时候，您能否对您的学术道路进行一些回顾？作为后来者，我们很希望知道前辈
们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李老：我从事学术写作是从研究唐代农民运动开始的。我之所以从事农民运动的研究和写

作，是由于我曾经有过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我在1931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当时
我在河北省容城县教育局当“督学”，每过一个时期即下乡查视各农村小学教学情形，因
此经常同农民接触。就在这时，河北各州县地方政权特成立“官产局”，迫令过去租种
“旗地”的民户补交地价。这些旗地是满清入关后圈占民田而形成的，满清被推翻以后，
旗地已经民田化，对租种旗地的农民早已实行按亩征税的制度。现在国民党政权为了搜刮

民财，把这类土地称为“官田”，而迫令农民补交地价，广大农民为此愤愤不平。1932
年，容城县共产党县委书记阳一刚（他的公开身份也是县教育局的督学）和我商议，决定
发动一次反“官产局”的农民运动。我们几个地下党员把各乡农民动员到县城的市场中
去，我装扮成农民，出面鼓动农民打“官产局”。这次运动是成功的，“官产局”撤销
了，过去租种旗地的农民也不再补交地价。这次运动的实践，使我获得极大的教育和启

示。1933年事发，我离开了容县，不久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即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历
史上农民运动的问题了。 

编辑：您的这一段经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形成
热潮的，而您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注意及此了；过去只知道您是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听
了刚才这番话，才进一步知其所以然。 

李老：我的写作从1934年开始，1935年发表了《黄巢起义的社会背景》，刊载于《师大月

刊》；1936年写了《大业民变的经济动力》、《北宋民变的经济动力》，刊载于《食货》

半月刊。这个时期还收集了有关秦汉时期农民运动的史料。1937年夏在北平师大毕业后不
久，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我放弃了在石家庄教中学的机会，到武汉参加了湖北抗日宣传

队，成天同农民接触，对农民的思想感情有进一步的了解。以后，宣传队被解散。1938
年，我先到广西省教书。1940年申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它是用中美庚子赔款建立的）
补助，分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明代农民运动的研究，经过多年的钻研，

于1944年秋写成《晚明民变》一书，歌颂了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战争。 

编辑：《晚明民变》这本书，资料之扎实、论述之严密、观点之进步和公允，经得起历史

检验，当可传世。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该书写成于1944年，出版于1948年，原因何在？
二是解放后，这本书听说要再版，后来为什么没有实现？ 

李老：这本书出版后，反映不错。解放后，中华书局李侃找我谈过，认为这本书很好，想
再版。我因要补充一些材料，没有答应。但由于忙于别的事情，一直没有回过头来干这件
事。不资料亦已散失。听说，最近台湾把它重新印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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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晚明民变》的出版，您对农民运动的研究似乎已经告一段落；在这以后，您的研
究方向有些什么变化？  

李老：1945年《晚明民变》脱稿后，我原来打算转到封建土地关系的研究上来。但当时指
导我工作的梁方仲先生建议我整理社会科学所所藏清朝档案。所中所藏清档主要是田赋财
政方面的资料，其中有关清代漕运资料迄无人整理和研究，梁先生要我把这一工作担当起

来。我接受了这项任务，从1946年开始，到1948年写成初稿。这一书稿搁置多年以后，九

十年代江太新同志参加进来，经过补充修改，于1995年出版，这就是《清代漕运》一书。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科学所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来的经济史组逐渐转向集
体工作。先是编辑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集》，接着从事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
工作，我和章有义同志负责近代农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资料编完以后，又从事《中国近
代经济史》的集体写作。在这些集体工作结束以后，我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封建土地
关系问题，也就是对封建地主制经济的研究和写作上来。这已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事情了。 

编辑：您和经济所的其他一些前辈学者编纂的一整套近代经济史资料，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研究以至整个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你们在这项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
对资料工作的重视和严谨扎实的学风，已经成为经济所以至整个经济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最近出版的《清代漕运》也获得了孙冶方奖和吴玉章奖。这些都是功德无量的工作。但从
您的谈话看，您念念不忘的研究和思考的中心，前期是农民运动，后期则是以土地关系为
基础的封建地主制经济。您能不能谈谈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内在联
系？ 

李老：为什么我在晚年要致力于封建土地关系的研究呢？这也和我研究农民运动史有关。
早在写作《晚明民变》的时候，我就对历代农民运动进行了对比。秦末农民运动以反暴政
为主。西汉中叶以后，地权相当集中，但农民运动没有提出明确口号。东汉以后，地主特
权大为滋长，农民社会地位严重下降，贵贱品级关系日益严格，两晋时期达到顶峰，出现
士庶之别，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类的习俗；这时农民运动所反对的主要是
贵贱等级关系。隋唐时代，尤其是武则天当政以后，对贵族特权曾进行抑制。在这种情形
下，农民运动的目标也发生了某种变化，提出“等贵贱，均贫富”之类的口号，所谓“均
贫富”，显然是指地权问题。明清时期发生更大变化，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先提“均田免
赋”，后提“贵贱均田”，把解决地权问题作为斗争的主题。此后清朝太平天国领导的农
民运动更明确提出“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纲领。由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间，农民运动
的反封建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由反贵贱等级关系到主张平均地权，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
变化的产生？我曾经一再思考，最后归结为土地关系的变化。因此，我打算在这本书写作
结束后从事封建社会土地关系的研究。但这一计划因接受了整理清代漕运资料的任务而被
搁置。解放后，又忙于各种集体任务，这一课题迄未着手。但经过长期的思考，我的思路
也越来越清晰了。本来，我在收集近代农业史资料和写作《中国近代史》的农业部分时，
积累了不少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资料，一度想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农业生产史；但最后还是
决定把精力集中到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上来。 

编辑：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许多原来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学者转到经济史的研究
上来。这当然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从农民战争史自身的逻辑要求看，如果不把相应
的土地关系、经济体制弄清，研究是很难深入的。李老，您很早就注意到农民运动的经济
背景，很早就认识到土地关系的变化对农民运动纲领口号的制约，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一
个先行者。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就在《经济研究》上读过您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
方法论的文章，觉得说理很深透。这篇文章影响相当大，成为当时讨论中一派观点的重要
代表。我觉得李老您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封建土地关系的研究扩展为封建地主制经
济体制的研究。 

李老：对。我确实是把封建土地关系和封建地主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长期的的研究和思
考使我深信，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农民运动反封建性质的发展变化，是受封建地主制经
济发展变化的制约的。我所说的地主制经济，是指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包括农民所有制
和各类官公田在内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与西欧封建领主制相比，有极大的灵活适
应性及制约功能，它在封建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向前发展。首先是地权的变化，地主制时期
地权的集中和分散的趋向同时存在，两种倾向斗争消长的结果，地主制经济后期中小庶民
地主有较大的发展；同时，地主制经济下始终存在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在某些时期和某些
地区自耕农甚至占了农户的多数。与地权的这种变化相适应，农业劳动者对地主的人身依
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强化到松解的过程，其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相应的提高。推
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就是农民的这种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不是笼统的所谓
“阶级斗争”。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较先进的社会经济，日益完善的高度中央
集权制，以及由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它们的发展变化都伴随着地
主制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前进。因此，我逐渐形成一种思想：研究中国历史问题，要把



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心线索。《明清时代感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松解》和其他
一些论文是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目前，我正和江太新同志从事“中国封建地主制经
济”课题看研究。 

编辑：1983年出版的由您牵头撰写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一本很有
功力、很有影响的著作；请问：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在您的学术体系中占居什么位置？ 
李老：我是从生产者身份地位的变化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我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主要
标志是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出现。明清劳动者地位的改善，为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出现创造了
某些前提。因此，我对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我对地主制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我对
宗法制的研究也是和对地主制经济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时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的名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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