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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政治社会主张  

    太平天国是一场带有浓郁的宗教理想色彩的农民革命，这在它的政治社会主张中也强烈地反映出来。  

    洪秀全早在宣扬敬拜上帝之初，就憧憬着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他在《原道醒世训》一文中谴责了“世道乖

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弊端，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

“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金田起义之后，在以杨秀清、萧朝贵两人会衔的三篇起义文告中，也明确揭示出太平军起

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解放被压迫的广大人民，“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扫清胡氛，同享太平之

乐”。  

    在攻克南京并定都以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规划人们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强令蓄发变服，敬拜上帝；严分男行

女行（将市内人民按性别各编成营）；以及实行人无私财的圣库制度。除此而外，太平天国还极为严厉地禁止吸食鸦片黄烟、饮酒、嫖娼

等恶习。这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因而受到太平军内部贫苦农民出身的老兄弟、老姊妹们的热烈赞扬。李秀成即回忆道：“东王

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

力拿，不准担挑。妇女亦由。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却使得具有多重社会经济职

能的城市，蜕变为几乎只具单一军事职能的大兵营。城市的原有生活节奏遭到彻底的破坏。一些污泥浊水固然被荡涤了，但城市的生机也

被扼杀了。  

    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太平天国根本不承认土地的私有，但又不可能象对天京等城市居民那样实行严格的管制，因而在一段时间里采取

了“以下供上”的贡献代替“自上税下”的赋税政策。太平军在西征途中发布的“晓谕”曾明确向广大农民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天朝断不害尔生灵，索尔租税，尔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粮米”。这一措施，曾一度受到农民的热烈拥

护。当时一些地主士人的笔下，都出现过“一乡之人皆若狂”，“供献迎贼，所在如狂”之类的记载。  

    太平天国在推行上述政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社会改革方案。1853年12月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纲

领性文件。文件全文虽仅三千字，内容却十分丰富，从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直到宗教与教育、司法、选举与黩

陟，等等，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核心为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全篇也因此而得名。《天朝田亩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其要点是：“凡

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凡当收成时，两

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天朝田亩制度》的菁华所在，并进而成为太平天国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则。直到1854年6月东王杨秀清在答复英人质

问时仍郑重声明：“田产均耕一事是也。人人皆是上帝所生，人人皆当同享天福，故所谓天下一家也。”但《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抓住

土地所有权不放，不愿土地成为农民的私产；另一方面抓住对分配的控制权不放，只许农民过“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因而并没有能够

起到指导革命运动的作用。也由于太平天国时期始终是战争时期，《天朝田亩制度》无法加以推行，它终于被束之高阁。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愈益暴露。城市居民，尤其是天京居民对家庭和私有财产的破坏深

感怨愤。他们的不满情绪为一些效忠清朝的敌对分子所煽动利用。1854年春，天京所发生的谋划打开神策门接应江南大营的事件，曾给太

平天国领导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但家庭和私有财产的恢复，直到圣库供给制难以为继之后才成为现实。太平军还在向南京进军途中，就

以收缴、纳贡等各种方式获得了大量银米财物。在占领南京等城以后，接管的公私财物及仓储米谷更是不计其数。这是太平天国得以在天

京推行圣库供给制的强大物质基础。然而上百万军民的浩繁开支不能不成为太平天国的沉重负担。以粮食供应为例。太平军在初入城时，

对城内所有新老兄弟姊妹的粮食一律敞开发放，“来者即与之”。到了7月，“设立门牌，逐户编查”以后，“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

发米数”。到癸好三年年终（1854年1月）盘存，丰备仓、复成仓、贡院三处，屯贮谷127万担，米75万担，仅足支放四个月的口粮。1854

年6月，“始下一概吃粥之令”。8、9月间终于出现断粮的紧急状态，城中大批男女被迫出城“割稻自食”，并多有借此而逃散的。  

    天京的粮食供应历来靠上游地区。太平军西征的首要目的即是采集粮食。然而太平天国所实行的由农村居民自愿贡献的政策却因没有法

定的统一标准而给采供双方都带来了不便。到了1854年，除新占地区外，老区的贡献实际已无法进行。人们不愿主动进贡了。天京粮食供

应的紧张迫使一些部队采取了强制征收的极端措施，这就激化了太平天国政权与当地人民的矛盾。甚至一些同情太平天国的人士也不赞

成。如一位叫李汝昭的湖南士人在自己的记事中就说过：“又看粤王声势，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之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  

    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而又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有组织的力量。任何政府只有把各种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

围以内，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取民政策上，太平天国只能回到既有的赋税制度。1854年夏初，东王杨秀清等正式向洪秀全要求准予

“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立即批准了这一奏议。“照旧交粮纳税”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承认既有的赋税制度出发，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包



括地主在内私人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合法性。因而，随着田赋征收的走上轨道，关税、营业税等税收也相继得到了恢复。当然，照旧交

粮纳税并不是要恢复横征暴敛的陋习。主持西征全局的石达开十分注意轻徭薄赋，因而逐步取得了江西、安徽等省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1854年9、10月间，也就是江西、安徽等省正式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之时，杨秀清终于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允许“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

家”。太平天国为此设立了婚娶官。原有室家者得以团圆。未经婚配的男女也得以建立家庭。城市的正常生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太

平天国从理想的天国退回到现实的人间，这是它在政治上开始逐渐成熟的表现，并因而取得了西征局势的好转和一破江南、江北大营的胜

利。还是那位李汝昭，也终于改用赞赏的语气评论太平天国了：“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

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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