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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所采取的是一种既打击地主阶级而又容许地主收一定田租；宣传“田产均耕”而又实行
地主恶霸的镇压、打击、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材料，已见甚多，这里从略不录。至于允许地主收租，实行照

明。早在1853年5月，杨秀清在《安抚四民诰谕》中就要“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要求包括地主在内的四民，

一山编：《太平天国诏谕》影印件著录。)同年6月，太平军在江西南昌地区就实行“计亩征粮”的政策，重征地主而允
中，杨秀清等在上天王的本章中说：“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

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批示：“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张德坚编：《贼情汇

些地方实行的计亩征粮的办法，在1854年时已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阶层订为法定的土地政策，在各地一体施行。
漕，兼收贡税”的前玖圣粮刘某在发布告示中说：“所有一切应完地丁以及芦课、鱼课等项，无论富户贫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是按旧例完纳地丁等项，而且仍有“富户贫民”之

粮的。1856年春，石达开在江西，“假仁义使地方相安，……赋又善取之，轻取之，民逐渐有乐于相向之意

“禀骆中丞”。)这同样表明仍是照旧交粮纳税，但赋额很轻，再没有清朝那种浮收勒折，鞭扑追比了。安徽是太平天
里也是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土地政策，而没将《天朝田亩制度》进行试验或平分土地，试行“耕者有其田
所著《皖樵记实》中，记载了太平天国甲寅四年至戊午八年间在潜山“勒徵地丁银”等情况。除了丙辰六年漏

丁银和粮米。如“八年戊午五月……贼勒每亩收钱二百文、米六升”。(储枝芙：《皖樵记实》（上），见

93-98页。)这仍采取的是计亩课赋征粮的办法，不过粮税之轻确为历代封建统治所未见。安徽桐城县也与

平天国“纳米执照”等七张，载明了当时桐城县后一营军帅统下粮户朱浣曾“自甲寅四年至丁巳七年交纳

《太平天国资料》第5-7页。)这些执照证明：太平天国在桐城是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而且可以计算出每
八厘许，这无疑是轻税政策。在这种安抚政策下，安徽生产正常发展，太平天国于是“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之民亦且安之若素

(《曾国藩奏稿》卷十八“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安庆以北各县拥护太平天

从逆”。(《胡林翼遗集》卷七十三“抚鄂书牍”。)皖南绩溪农民盼太平军之来，“几有奚为我后之谈矣

  1860年后，太平军在江西、安徽的根据地相继失守，转而开辟了江苏、浙江地区。太平天国在苏浙地
看，仍然是前期土地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惟因情况错综复杂，具体措施也有所变化，它一方面镇压、打击
面又允许地主收租，采取减租轻赋的方针。 
  太平天国对苏、浙地主阶级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太平军兵锋到之处，昔时豪绅恶霸不少受到镇压，也有好些

常熟的翁、庞、杨、王诸仕宦之家，人既逃亡，他们的财产被太平天国“目为妖产”，“注明原籍，田尽

卷二十。)家在乡间和未能迁避的地主大户，太平军和乡官采取“打先锋”，“派大捐”等名目，以他们作

太平天国政权“敲骨吸髓”，致弄得“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其间衣冠十族，于此四、五年中，生计已

纪四。)例如：1860年太平军克服吴江后，勒令大户捐输军饷，顾、金、严、范等十四家，每户派钱八十千。有潘姓拒不肯

日后解（吴）江，责三百板，讲归结，捐钱八十千，罚钱八十千，又费三十洋释放”。(王元榜：《吴江庚辛

一期。)这些无疑是大长革命志气，大扫地主威风！在浙江各县也用“写大捐”方式，向田产登百亩，二百

对“□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曰大捐，千金万金不等，不受者，械击之”。(《越州纪略》，见《太平天国
的摧击，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都大为削弱了。 

  由于地主及其势力的削弱，苏、浙农民很多地力拒不交租，太平天国在1860、1861年间征收田赋，就相
粮”的措施。这种按实种作准，由佃户完粮的征收办法，并非个别地方，“贼既得（苏、松）各县地粮征收之

(陆懋修：《窳翁文钞》卷二“收复苏松间乡镇私议”。)在无锡，当1860年太平天国建立乡宦制度后，该县监军

烟户人丁册，……令农民不分业、佃，随田纳款”。(佚名：《平贼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

官随田派捐以供贼支，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户，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想”。(佚名：《平贼纪略》，见

279页。)这就是说：无锡有些地方因佃户“不输租”，粮赋捐税便按田亩分派给佃户，佃农缴粮不交租甚

苏州、吴江各州县，也有相同的情况，如常熟的白茆口，1860年冬该地军帅汪姓出示：“查造佃户细册呈送，不得

马，照佃起征，……十一月廿日，设局太平□，着佃启征田赋”。(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本）第
农征收田赋。其所以“着佃启征田赋”，并非是太平天国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而是业主
  着田起征是太平天国根据当时江苏某些地区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普遍情况而论，太平天

赋的。吴江芦墟大地主柳兆薰在他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自1860年太平军克服该地后，历年向乡官领

小心地按照乡官每亩“收租四斗半”的规定，于1860年十一月下旬开始收租。他在日记中写道：连日“还

十二月初八日，他记道：“现算田数已千亩，而现钱不过八百千左右，粮、银而外，开销勉强，日用所需，

的日记写道：“诸佃踊跃而来，知佃心尚未涣散”。到月底29日，他的日记说：“自开限至今，约收七成，佃心未

山编：《太平天国诏谕》影印件著录，第224页。)柳兆薰是千亩以上的大地主，他说收租所入，过年后就不
的：一即租额四斗半，不及原租五成，除纳粮赋外，他感到“所得不偿所失”；其二是他在黎里、北舍、

民抗租，那里的政策是“着佃办粮，租米无着矣”！(《柳兆薰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56页
太平天国克服苏、浙地区后，一开始允许地主收租，而“着佃收粮”只是个补充政策，并非实行耕者有其田。
  太平天国后期在苏浙地区允许地主收租的普遍情况，很多文章都作了论证，此处不再赘述。至于租额

发展，却是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总的来看，它采取的是减租轻赋，恢复和发展农工商业的政策。1860
诏旨。他指出：清朝“厚□重征”，“竭尽尔等脂膏”，宣布：“际此新天新地之期，未有余一余三之积

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52页。)这个被民间称为“皇榜”的诏旨，在苏
彻施行。《李秀成自述》中说道：“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听其造纳，并不深追。后又将
苦。”农民政权领导人“体恤民艰”，复苏民力的感情，通过政策得到体现。现存有苏福省吴县东山村民完

方印：“奉令减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纳”。(苏州博物馆藏：“苏福省吴县东山完粮赋执照”。)同样，1861



“粮户易知由单”中，也加盖有红字长方印：“豁完外每斗实完肆升正”。(郭若愚编：《太平天国文物图录
加耗、浮收，而且减免一成；漕粮不仅废除了勒折、陋规，而且仅按四成完纳，这确乎是很轻的了。无怪乎常熟
租庸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看来并非虚语！降低粮赋，一般说来是有田之家（主要是地主和自耕农）得利，但太平天
粮”，因而对贫农、佃农亦颇有利。至于减租，则只有利于贫农和佃农，而不利于地主。太平天国地区、各

定制。如长洲县部分地方“每亩收租二成”，业主除去“开销局费，每亩不及四五升矣”。(《蠡湖乐府》，

元和、吴县等地“设局收租息米，每亩四、五斗不等”。(王元榜：《庚癸记略》卷上，见《太平天国资料》第

完粮，有的地方则“归各业自行到乡收租，大抵半租而已”。(《平贼纪略》（下）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租数额也大约相同。只有常熟县因叛徒钱桂仁把持，租额最高增至每亩七斗，因农民群起反对，降为六斗五升，其中扣除

斗，费大于租，业主几难糊口”。(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总的来看：在太平天国地区，比起清

少负担。所以广大农民拥护太平军，支持农民政权。即使是心怀携贰的人，也不能不说：“长毛初到苏，即修

日记》卷三，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第201页。)从1860年起，不过三年间，苏、浙太平天国
茂的兴旺景象。就此看来，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是适应了当时的客观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生产力发
   

  【资料来源：《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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