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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在天宝年间社会、经济发展达到巅峰 , 天宝十四载

全国总人口52 919 309 人, 这是唐代全国人口总数的最高值 ,

要保障这些人口的粮食安全, 对当时的唐政府也是一个十分

严峻的考验。笔者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角度考察唐天宝年

间的粮食安全形势 , 并分析影响当时粮食安全的各种因素。

1  唐天宝年间国家粮食储备

唐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粮食生产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 据研究, 唐代的粮食生产水平为334 市斤/ 市亩 , 人

均原粮占有量达到1 200 多市斤[ 1] , 这样的农业生产水平在

正常年份完全能够满足人民日常生活和消费的需要。经过

唐朝前期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到玄宗时唐代早已是一片盛世

景象。在玄宗执政前期的开元年间就屡有粮食丰产、谷价低

贱的记载。如开元二年九月二十五敕:“天下诸州, 今年稍

熟, 谷价全贱”; 开元十六年十月二日敕:“自今岁普熟, 谷价

至贱”等[ 2] 。

到了天宝时期农业生产继续保持稳定发展, 国家粮食储

备十分充裕。史载“天宝三载⋯⋯海内富实 , 米斗之价钱十

三, 青、齐间斗才三钱”[ 3] 。天宝八载春, 玄宗为了展示政府

丰裕的府藏, 于“二月戊申, 引百官观左藏, ⋯⋯是时州县殷

富, 仓库积粟帛 , 动以万计”[ 4] 。根据《通典》天宝记账,“天宝

八年, 正仓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义仓

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常平仓总四百六

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5] 。全国正仓、义仓、常平仓共计储粮

109 906 064 石。以天宝时期最多的人口总数52 919 309 人 ,

平均每人日食1 .5 升粮食来计算, 三仓储备就足以供应全国

1/ 3 强的人口1 年食用, 理论上即使遭遇粮食减产30 % 甚至

更多的大灾 , 以唐天宝年间的粮食储备水平, 也有能力保证

全国人民的口粮供应, 避免饥荒的发生。所以说, 唐天宝年

间的粮食安全形势总体来看是比较乐观的, 但历史上威胁粮

食安全的各种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并给人民特别是社

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2  天宝年间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灾害历来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天宝年间我国气候温暖湿润, 水灾频发。如天宝四载,“秋八

月⋯⋯河南睢阳、淮阳、谯等八郡大水”。十载“是秋, 霖雨积

旬, 墙屋多坏, 西京尤甚。”十二载“八月, 京城霖雨, 米贵”。

十三载“是秋, 霖雨积六十余日 , 京城垣屋颓坏殆尽, 物价暴

贵, 人多乏食”等[ 6] 。当然也有其他灾害发生, 如天宝三载

“青州紫  食田, 有鸟食之”; 十载“正月, 大风, 陕州运船失

火, 烧二百一十五只, 损米一百万石, 舟人死者六百人。又烧

商人船一百只”; 九载“是春 , 关中旱”[ 4] ; 十载“秋八月乙卯 ,

广陵郡大风, 潮水覆船数千艘”[ 6] 。

有的灾害阻碍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造成粮食减产; 有的

烧毁运船, 直接导致粮食损失; 有的灾害对人民财产构成破

坏。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消

极影响, 但天宝年间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灾荒, 也没有引

发特别重大的粮食安全危机。

战争是另一个影响我国古代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唐

天宝时期社会环境比较稳定, 战事多发生在边疆地区, 但其

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天宝年间唐政府

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战事频繁,“陇右有青海之师 , 范阳有天

门之役 , 朔方布思之背叛, 剑南罗凤之凭陵”等[ 5] 。有人出于

私利, 甚至故意制造战争, 天宝四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 ,

数侵掠奚、契丹; 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 禄山讨破之”[ 8] 。

频繁的战事必然伴随高昂的财政投入, 不断增加的边防

开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天宝元年, 凡镇兵

四十九万人, 马八万余匹。开元之前 , 每岁供边兵衣粮, 费不

过二百万; 天宝之后 , 边将奏益兵浸多, 每岁用衣千二十万

匹, 粮百九十万斛 , 公私劳费, 民始困苦矣”[ 8] 。

战争还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天宝十载“四月壬午, 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 大败于

泸南⋯⋯进军至西洱河, 与�罗凤战, 军大败 , 士卒死者六万

人, 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 仍叙其战功⋯⋯制大

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 人闻云南多瘴疠, 未战士卒死

者什八九, 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 连枷送诣军

所。旧制, 百姓有勋者免征役, 时调兵既多 , 国忠奏先取高

勋。于是, 行者愁怨, 父母妻子送之, 所在哭声振野”[ 4]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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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新丰折臂翁》就描写了一位曾以自残

手臂逃避此次征役的老人。诗人以老人的口吻写道“此臂折

来六十年, 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 直到天明痛

不眠。痛不眠, 终不悔, 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 ,

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 万人冢上哭呦呦。”战争

使大批男性青壮年或镇守边关, 或战死沙场, 或自残以逃避

兵役, 农业劳动力数量因此大为减少。唐代诗人杜甫在《兵

车行》中写道“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纵

有健妇把锄犁, 禾生陇亩无东西”, 反映了天宝年间战争导致

农村劳动力减少, 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状况。描述

了人民在战争面前生离死别的痛苦之后, 诗人不禁愤怒而无

奈地感叹道 :“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 ,

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

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至天宝末年 , 安史之乱爆发之

后, 更是对唐代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破

坏。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是威胁粮食安全的另外一个主要

因素。粮食安全要求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得到足够维持

生存和健康的粮食, 但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 一部分人

占有过多的资源, 必然伴随另一部分人的相对贫乏, 而唐天

宝年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唐代前期推行均田制 , 规定“丁男、中男以一顷 ; 老男、笃

疾、废疾以四十亩; 寡妻妾以三十亩 ; 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

凡田分二等, 一曰永业, 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 八为口

分”[ 9] 。官吏所占有的田地则远远多于农民,《开元二十五年

令·田令》规定官吏的永业田亲王一百顷, 最低一级的云骑

尉、武骑尉也有各六十亩。《通典》卷19《官数》载“大唐一万

八千八百五员, 内官二千六百二十一, 外郡县官一万六千一

百八十五”。如果都以中等水平每个官吏各五顷计算, 其永

业田就达94 025 顷。再加上官吏的职分田、赐田、勋田, 贵

族、地主的家传祖业等, 可知上中层阶级所占有的土地数量

是相当大的。而且唐代均田制实施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受田

不足的问题。韩国磐依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敦

煌资料》( 第一辑) 收入的户籍残卷中受田户作统计, 分析出

天宝时期均田户每丁平均能有耕地三十五亩左右[ 10] 。这还

只是一个平均数, 实际上有些农民只能分到十亩、五亩耕地 ,

甚至还有一些农民完全分不到土地。

虽然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极其严重, 与均田制配套的租

庸调的征收却是按照应受田的数额来进行的。受田少甚至

是无田的农民在重税负担下, 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天宝十

四载八月制云:“天下诸郡逃户, 有田宅产业, 妄被人破除, 并

缘欠负租庸, 先已亲邻买卖, 及其归复 , 无所依投”[ 11] , 就反映

出农民被租税逼得变卖产业, 逃亡他乡, 到了归乡的时候早

已没有栖身之地了。

另一方面 , 社会上层阶级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史载

天宝年间“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 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

食使, 水陆珍羞数千盘, 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杨贵妃的姐

姐等豪门贵戚“竞开第舍, 极其壮丽, 一堂之费, 动逾千万; 既

成, 见他人有胜己者, 辄毁而改为”[ 4] 。就连当时的宦官们都

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史载“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 衣朱紫千余

人⋯⋯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 12] 。

为了保证上层阶级日益奢靡的生活, 下层人民所受的剥

削随之日益加重。天宝十一载玄宗在《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

田诏》中就曾指出“致令百姓, 无处安置”[ 13] 。杜佑也感叹道

“钱谷之司, 唯务割剥, 回残剩利, 名目万端。府藏虽富, 闾阎

困矣”[ 14] 。

3  天宝吏治与粮食安全保障对策

要确保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 保证粮食的充足供给是一

个方面 , 在粮食供求出现危机时能否及时有效地化解也是一

个重要方面。面对粮食安全有可能遭受的各种威胁, 唐政府

制定了一系列完备而实用的保障对策。在平时设立义仓、常

平仓等储粮备荒, 发展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农业

抗灾能力。当危害粮食生产的灾害发生时, 或抗洪排涝 , 或

引灌抗旱, 或灭蝗除害, 尽量降低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程

度。一旦粮食供应危机出现 , 一部分人面临饥饿的威胁 , 则

通过赈济、贱粜、蠲免租税、移民就食等调整粮食分配格局 ,

帮助饥民渡过难关。灾荒过后又有一系列措施支持灾区恢

复重建, 如资助灾民修  房舍, 帮灾民赎买灾时鬻出的妻子

儿女, 借贷粮种, 进一步减免赋税徭役等。

唐代这套以减灾救荒为主旨的粮食安全保障对策在天

宝年间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如天宝十二载“八月, 京城霖

雨, 米贵, 令出太仓米十万石, 减价粜于贫人”; 十三载“是秋 ,

霖雨积六十余日⋯⋯物价暴贵 , 人多乏食, 令出太仓米一百

万石, 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 6] 。另外, 天宝时期还曾于元

年、七载、十载、十四载等多次下令减免百姓租税[ 15] 。这些措

施对于安抚民众、缓解粮食安全危机无疑起到了不小的

作用。

充分发挥粮食安全保障对策的作用有赖于政府官员的

切实贯彻和执行。虽然这些保障对策在当时得到了一定的

实施,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但也应该看到, 天宝年间的政府吏

治已日趋腐败并严重影响了粮食安全保障对策的执行。就

拿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本人来说, 执政初期的玄宗还曾

经采纳忠言, 整顿风尚,“开元初, 姚、宋执政 , 屡以奢靡为谏 ,

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 焚之于殿廷, 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

服。自是⋯⋯风教日淳”[ 7]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玄宗越

来越耽于逸乐, 生活逐渐奢靡。如史书所说,“天子骄于佚乐

而用不知节, 大抵用物之数, 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 始

事�5刻。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 有欠折渍损者, 州县督送 ,

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 次子慎名知京仓, 亦以苛刻

结主恩。王鵵为户口色役使 , 岁进钱百亿万缗, 非租庸正额

者, 积百宝大盈库 , 以供天子燕私”[ 3] 。天宝八载, 玄宗“引百

官观左藏⋯⋯以国用丰衍, 故视金帛如粪壤, 赏赐贵宠之家 ,

无有限极”[ 4] 。

另外, 天宝时期玄宗先后任用李林甫、杨国忠2 大奸相。

李林甫结党营私, 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排除异己 , 巩固自身势

力上面, 对国家安危与百姓民生置之不管。杨国忠也是只顾

自己享乐 , 天宝十二载杨国忠曾谓客曰:“吾本寒家, 一旦缘

椒房至此, 未知税驾之所, 然念终不能致令名, 不若且极乐

耳”[ 4] 。抱有这样的思想, 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

( 下转第3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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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官吏, 更不可能尽心尽力地贯彻保障人民利益的政府制

度。实际上吏治的腐败已经直接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对策

的有效执行, 据《新唐书》记载,“它年, 大雨败稼 , 帝忧之, 国

忠择善禾以进, 曰:‘雨不为灾。’扶风太守房盧上郡灾, 国忠

怒, 遣御史按之。后乃无敢以水旱闻”[ 4 ,8 ,16 - 17] 。

把持政府的统治阶级钻营聚敛, 奢侈腐化 , 置百姓生死

于不顾 , 不但使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对策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

挥, 还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下层劳动人民在无穷无尽的搜刮聚敛之下家无存粮, 一旦灾

害发生, 面对粮食减产等情况必然变得更加脆弱, 从而也就

增加了粮食安全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 , 天宝年间虽然人口众多, 但此间自然灾害不

是特别严重 , 经过长期的稳定和发展, 天宝年间的唐代社会

已经积累了丰足的社会财富和粮食储备, 有能力应对偶然发

生的农业减产和粮食供应波动, 所以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粮

食安全危机。但天宝年间粮食安全总体形势良好的背后, 已

经表现出许多直接、间接危及粮食安全的经济、社会、政治隐

患。到了天宝末年 , 安史之乱爆发 , 各种积存已久的问题也

纷纷凸现出来。乱后社会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国家府

库空虚, 谷价暴涨 , 粮食安全形势也随之急转直下, 一发而不

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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