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

类 树 志

明代江南作为财赋重地所负担的重赋
,

早 已为当代人所关注
。

邱浚在其经世之作《大学衍义补》中
,

对韩愈所 说“ 赋出天下而江南

居十九
” ,

加以补充
“以今观之

,

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
” , “而苏

、

松
、

常
、

嘉
、

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
” 。

顾炎武身为苏州昆山人更有切身

体会
,

在《日知录》中写了长篇大论

—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发

挥邱浚的论断
,

并把重赋与官田相联系
。

亭林先生的博学 多 才
、

不同凡响的宏论
,

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极大兴趣
。

虽然不少学者对

此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

但问题的复杂性
,

使人们感到在相当多

有争议 的方面
,

仍然大有商榷的余地
。

、 “

名 为官田
,

实 民 田耳
”

江 南官 田 的特珠性质

明代把耕地分为官田 与民田
,

民田较为简单
,

而官田就复杂多

了
,

《明史稿
·

食货志》说
“
初

,

官田 皆宋元时入官田地
,

厥后有

还 官田
,

没官田
,

断入官田
,

学田
,

皇庄
,

牧马草场
,

城块首楷地
,

牲地
,

园陵坟地
,

公 占隙地
,

诸王
、

公主
、

勋戚
、

大 臣
、

内监
、

寺观

赐乞庄 田
,

百官职田
,

边 臣养廉田
,

军民商屯 田
,

通谓之官田 ” 。

江

南官田本由民 田转化而来
,

即所谓宋元时入官田地
、

还官田
、

没

官田
、

断入官田之类
,

与学田
、

皇庄
、

赐乞庄田
、

屯田 之类官田
,

颇

不相同
。

它是一种特殊的官田
,

与其说它是 官田
,

不如说它是一种

特殊民田

—
重赋民田

,

更为合适
。



一些学者拘于江南官田的名称
,

认为它与其他官田一样
, “

所

有权是属于官府的” ,

是
“国有土地

” ,

它所负担的是
“ 官租

” 而不

是税粮
,

或者说是一种地租与赋税合一的东西
。

这并非新论
,

明

代人就有这种看法
。

常州的唐鹤征对嘉靖以来官田与民田统一税

粮科则的 改革导致官田
、

民田差别消失
,

十分不满
,

以为是不可思

议的咄咄怪事
,

他立论的根本依据就是官田乃“
朝廷之 田” 。

请看他

的议论
“
官田者

,

抄没入官
,

朝廷之 田也
,

民间止是佃种
,

未尝纳

价 其每年上纳止系官租
,

原非税粮
。 ·

一 说者不察
,

目租为

粮
,

遂病其重
,

一概均于民田
,

令其培赃
,

将朝廷入官之田无

价而白与顽民
,

将原纳之租
,

无辜而重害平民
。

非理非法
,

殊为

可怪
。 ” 〔幻

他以为欧阳铎
、

王仪
、

应搜
、

张铎
、

赵派等地方官在苏松常嘉湖一

带所进行的“
官民田一则 ,, 即税粮科则一元化 改革

,

是
“
将朝廷

入官之田无价而白与顽民” ,

实在是奇谈怪论
。

真正 “
殊为可怪

”

的不是别人
,

恰恰是唐鹤征 自己
。

关键就在于他不明白江南官田

的特殊性质 它与民 田的差别仅仅在于税粮科则高低的不同
,

故

而将官民 田税粮改为一则
,

只是意味着取消官田的特殊科则
,

而

不是
“
将朝廷入宫之田无价而白与顽民 ” 。

在这一点上
,

欧阳铎
、

王

仪等人比唐鹤征高明多了
,

他们从土地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
,

针对

官田
、

民 田税粮科则高低悬殊所 带来的弊端
,

采取统一科则的改

革
,

使官田与民田的差别实际上趋于消失
。

这反映了改革者对江

南官田的性质有较透彻的了解
,

而改革的成功
一

也证明了这种认识

是符合实际状 况的
。

唐鹤征所谓官田乃 “朝廷之 田” ,

官田所有者

是
“
佃种

”国家的土地
,

所缴纳的是官租而非税粮云云
,

却是不切

实际的空论
。

同样
,

顾炎武所说
,

苏松二府官田“
官之 田也

,

国家

之所有
,

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
” ,

与唐鹤征有异曲同工之妙
,

也

是不了解江南官 田实质的肤浅之论
。

后人未加细察
,

就唐
、

顾二



氏之论加 以引申
,

就得出了江南官田“
所有权是属于官府的 ,,’’国有

土地
”的结论

,

颇值得商榷
。

南宋末年
,

政府在浙西路平江府
、

嘉兴府
、

安吉州
、

常州
、

镇

江 府
、

江 阴军等地价买公 田
,

是江南官 田的滥筋
。

贾似道所策划的
“
公田法

” ,

其主旨并不在改变原有的土地关系
,

而是为了分割江

南财赋重地的豪绅富户的一部分地租收入
,

多少带有
“
抑强嫉富之

意
” 。

实际上是要占田百亩以上的地 主拿出一部分地租给国家
,

以

应付漫无底止的军晌开支
。

公田法 以毫无价值的会子
、

度碟
、

官

告价买的手段
,

并没有真正改变原先的土地的民田性质
,

也没有一

律把原来地主的佃户改为
“
官佃” ,

仍旧承认这些土地上原有的地

主
、

佃户关系
,

只是 以租一石改收八斗的征收率
,

令原佃户将地

租直接上交政府
。

事实上
,

佃户依然向地主交租
,

政府便责令原卖

主 地主’代佃交纳
” 。

因此
“代佃交纳

”
成了平江府等地 的常见现

象
。

景定五年 一二六 四 八月
,

三学儒生萧规
、

唐棣上书论及公

田时指出 “去岁租入之时
,

佃不乐输
,

民有逃去
,

官府责之庄官
,

庄官责之卖户
,

叫嚣东西
,

骤突南北
。

卖户罄一岁之所入
,

亦不足以

赔其所抑,, 〕
。

不 少地方官在买公田时
,

预先就责田主写“
卖状

” ,

声明“
并系一色好田

,

将来如有欠租
,

即甘赔备
” , “预为他 日抑取

卖主张本
”〔‘ ,

。

凡有公田之处
,

几乎都是
“
卖田之主

,

抱佃输租
,

岁

或荒歉
,

田主必当割他租以补, “〕
。

正如《宋史
·

贾似道传》所说
“
有司争相迎合

,

务以买田多为功” , “佃人负租而逃者
,

率取偿田

主
” 。

显然
,

这种公 田法 旨在分割地主的地租收入
,

而并不着意于

改变原有的租佃关系
,

从令
“
卖 田之主抢佃输租

”
这点看

,

政府仍

承认原卖主 地主 是该土地的所有者
,

也承认这块土地上的佃户

仍是原地主的佃户
,

只 是以一种强制手段要他们拿出三分之一的

土地承担接近于地租的高额田 赋 “
随其租入

,

率减其二
,

元租一

石者
,

今八斗
,

元租八斗者
,

今六斗四升 , 〕
。

明代江南官田税

粮以私租额确定又略低于私租的做法
,

其源盖出于此
。

公 田法固



然是政府不择手段搜括财源的应急措施
,

但无意中产生了当权者

始料所不及的社会效果
“
豪家富户皆为罄室之垂

” , “遂使大家

破碎
”〔 。

。

元初
,

南宋遗留下来江南官 田
,

大多名存实亡
,

至元十二年 一

二七五 宣布
“
放免

” ,

至元十五年宣布
“
依原例召 佃客耕种” ,

其税

课减十分之二
,

听从人户
“
自行量概

,

两平分收 ,, 〕
。

至元十六年
,

鉴于“亡守各项系官田土 ,’,
“
多被权豪势要影 占以为 己业佃种

,

或

卖与他人作主” ,

而制订了清查法
,

但效果并不显著〔“〕
。

至正二

年 一三四二
,

籍没朱清
、

张暄 田产
,

成为江南官田的新 来 源
。

但不少官田又陆续被分赐诸王
、

公主
、

附马
、

百官
,

一转手又成了

私有土地
。

元代江南官田最集中的地区是浙西
,

而尤其以平江路

为最多
,

所谓
“
终元之世

,

六郡 按 即平江
、

嘉兴
、

安吉
、

常州
、

镇

江
、

江阴 官田之数不复减, 。〕,

仅仅是对于征收税粮而言才有意

义
,

除此之外
,

官田与民田实无多大差异
。

明初
,

籍没江南豪 民田入官的做法
,

从某些方面看
,

也带有抑

制豪绅富户
、

强制分割其一部分地租收入的意义
。

官田的大量形

成
,

对于政府而言
,

是 把一部分原先归地主所有的地租改为归政

府所有的税粮
,

以强迫豪绅富户负担重额税粮的手段
,

对他们进

行打击
。

正如建文二年 一 四 二月一个诏书所说 “
江浙赋独

重
,

而苏松准私租起税
,

特以惩一时之顽耳 ,, 〕
。

在制订以官田形

式征收重赋的政策时
,

明太祖 曾与户部诸大臣作过一番磋商
。

朱元璋问
“ 天下民孰富

,

产孰优’’

户部大 臣答
“ 以田税之多寡较之

,

惟浙西多富民 巨室
。

以苏

州一府计之
,

民岁输粮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户
,

五百

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户
,

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户
,

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

者二户
,

计五百五十四户
,

岁输粮十五万一千八百石
。

, 〕

由此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
“
浙西多富 民巨室

”
是确

,

定浙西多

重赋官田的重要依据
。

仅苏州一府五百五十四户富户巨室
,

每年



纳税粮达十五万石之多
,

可以推知
,

他们 占田不下二
、

三万亩
。

于

是乎
,

以“
虐民得罪

”

的藉 口
,

将这些富户的田地籍没为官田
,

迫使

他们承担重赋
,

是削弱其经济势力的一 种手段
,

同当时移徙江南豪

富政策具有相类似的意义
。

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形成的官 田
,

是政府以改民 田科则为官

田科则的方式
,

使豪富承担重赋的一种特殊官田
。

民 田改称官田

后
,

并没有改变原有的 民田性质
,

只是在政府册籍中以官田形式

登录而 已
。

所 以当时人都认为江南官田实与 民 田无异
, “

其更佃实
。

同弩田
,

第契券则书承佃而已” 〔“〕
。

官田的所有权并不属于政府
,

它与民田一样
,

所缴纳的仍是 税粮
,

而不是什么“
官租

”。

这一地

区的方志
,

论及官田 时
,

不约而同地指出
,

官田所纳为税粮
,

只是

科则与民田不同而已
。

正德 《松江府志 》 说
“国初籍没土豪田

租⋯ ⋯将籍入 田地一依租额起粮
,

每亩四
、

五斗
,

七
、

八斗至一石

以上 ,, 嘉靖《吴江县志》说 “ 国初籍沈万三之产以入官
,

名 曰抄

没官田
,

获其佃人之租
,

即以为则
,

故有至石以上者
”

万历《嘉定

县志》说 “
籍豪家田入官

,

稽其租籍以定税 ,, 幻
。

官 田的所有者并非
“
官佃

”
也是显而易见 的

。

洪武千年 一三

七七 苏州城发生了一件哄动一时的大案
,

苏州知府金炯与户部尚

书滕德愁
,

因为主张官田与 民由税粮均为一则
,

而被朝廷处以死

刑
。

原来
,

金炯在任苏州知府时
, “以全府税粮官民田轻重悬殊

,

相去有十倍者
,

欲均为一则
,

以便输纳
” 。

这一主张得到户部尚书

滕德憋的支持
。

于是金炯上疏朝廷
, “

建言均田便宜数条
” 。

诏下户

部详复
,

滕德愁奏复
“三吴民田 税轻

,

官田税重
,

其则有数十百

条
,

小民惜于计筹
,

吏青并缘以作好
,

宜如炯言
,

均之便
” 。

朱元璋

留其奏折不下
,

暗中遣使查察金炯家田产状况
,

结果获悉
“

其所

有 民 田少于 官田” 。

朱元璋大怒
,

以“
挟私 自利

,

阁上不忠” 罪
,

把金

炯处死
,

滕憋德也受牵连下狱处死〔 〕
。

这一事件说明 一
、

金炯

作为一个官僚
,

家中所有 田产中
,

有民田也有官田
,

且官田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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