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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盛情和美意，要将十二年前的旧作再版，谨表衷心谢意。
十二年后的今天，拙作能再版，也许有特殊意义。
　　笔者屡次强调，本人治史，根底浅薄，先天不足，又兼之后天失调，与前辈优秀学者间确实存在
着不可弥补的学问差距。
但也有幸运之处，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确实对史识大有裨益。
十二年前，在大师兄漆侠先生的帮助下，出版了《宋朝阶级结构》一书，但从未想过，要对拙作写什
么通论性的前言。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众所周知，何须我这个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了解不深者作专门的介绍。
然而十二年后，我却深感不写通论性的前言不行，其理由有二。
一是大多数治史者对马克思主义愈来愈陌生。
一位先生对我说，《宋朝兵制初探》易读，而《宋朝阶级结构》难懂。
这与我们学生时代正好相反。
当年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尽管某种程度上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但我们这一代
人，在治史之初，肯定觉得阶级结构之类易懂，而军制、官制之类难学。
二是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理论家，愈来愈讳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而阶级论正是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前言中，就个人的理解，作一点介绍，相当程度上是述而不作。
　　“社会结构”一词只怕难以有确切的科学定义。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各民族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寻求社会总人口
的各种分类。
例如可以按性别分男女，按年龄分老幼。
北朝时，出现了按男子年龄分丁、中、老、小四等的划分①，此后的一些朝代又作了变更。
但此类划分显然与今人的社会结构的概念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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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宋朝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兼及它们的政治地位。
唐宋都是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乡村的雇佣制处于从属地位，但阶级状况有所变动，而宋朝的
户口口分类制度则是研究宋朝阶级结构的突破口。
在宋朝社会各阶级中占第一位的，是处于最底层的农民，他们却又是灿烂宋文明的基石。
宋朝农民备受地租、高利贷和官府的苛重税役的压榨，大部分耕地被地主兼并，许多农民必须兼雇工
或他业以维生。
宋朝另一主体阶级是地主，其中包括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斡人、坊郭上户等阶层
。
本书特别强调了官户在总体上是一个寄生和腐朽的阶层。
宋朝的非主体阶级主要是城居的坊郭户，其中包括大、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
大工商业实行合伙制或雇佣制，但并未成为这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走向解体或没落的因素。
宋朝的私家奴婢大部分雇佣化，社会地位略有提高，法律上被称为“人力”和“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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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曾瑜，男，汉族，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等。
著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荒淫无道宋高宗》、《宋朝兵制
初探》、《金朝军制》、《宋朝阶级结构》、《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辽宋西夏金社
会生活史》（此书与他人合撰）等专著，历史系列纪实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
云》、《转战湖汉》、《扬威南北》、《关山怅望》、《忠贯天日》等七部，论文和译文200余篇，另
发表论文选集《凝意斋集》，论文集《锱铢编》。
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辽宋西夏金部分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编写。
近年来开始发表若干杂文，如《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北京观察》1998年试刊第3期）、《
巴黎公社原则和苏维埃政权的灭亡》（《北京观察》2000年第3期）等。
发表作品总计约750万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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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坊郭户的阶级结构  第十八章 商人    第一节 大商人    第二节 中等商人    第三节 小商贩    第四节 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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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江阴军：当地营田有“夏料二税钱九百九十九贯六百二十三文，大麦一百七十二石九斗四升，秋
料折苗钱六百二十二贯八百七十六文，稻子一千四百一十五石四斗七升”①。
二税钱和折苗钱实际上就是货币租。
　　常州：无锡县学田中，没收的尤梓田产即包括“租钱贰拾肆贯柒佰贰拾伍文足”，又有“一段私
地壹亩伍拾壹步，钱叁贯文足”②，平均每宋亩2474文。
　　镇江府（润州）：宋真宗时，当地屯田租除各种实物外，还包括“钱二十六贯”，“丹徒县六百
，丹阳县一十七贯七百，金坛县七贯七百”⑧。
南宋初，“郡学之田，在金坛湖泽间为多，经界行，于潦浸之后，以茭葑地定租，亩出钱仅二十余”
④。
　　宋宁宗嘉定时，丹徒县营田夏料收“钱八百四贯”，秋料收“钱一千二百三十贯”；丹阳县营田
夏料收“钱二千一百九十六贯”，秋料收“钱四千四百三十八贯”；金坛县营田夏料收“钱六百二十
九贯”，秋料收“钱一千五百二十二贯”。
这些自然是不小的数字。
丹阳县职田夏料也有“租钱五贯”⑨。
金坛县学田“止岁收租米四百六十余石，夏秋租钱玖百余贯”。
宋理宗时，“自后所得田以亩计之，一万五千一百有奇，岁增租米九百二十石有奇，钱九百五十四贯
有奇，租丝八两有奇，租麦三石九斗有奇”。
又“金坛县登荣乡十七都有学田一千四百八十一亩”，“宝庆三年，李大谏斡人何端义争佃，增米五
十石，钱一百五十贯”⑥。
李姓谏议大夫家的斡人租佃后，自然转租与农民。
　　贡士庄在“端平间，有没官田在丹徒县长乐乡上塘村，岁收十九石九斗有奇，钱十八贯有奇，麦
八石三升有奇”，这是民间原先已有的货币租转化为贡士庄租。
此外，又有若干笔沙田租，如与“杨桩沙接界有宽剩田八十亩”，“岁纳佥判厅沙田租钱五十贯文”
，平均每宋亩625文。
又有“官沙庄在丹徒县大慈乡”，宋仁宗宝元时，范仲淹命“民户租佃，岁输钱三千九百贯，以资养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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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拜读这部著作，深知他是何等地埋头考辨史料，磨砺独具建树的理论，确实引我深长的感喟。
如果是在五六十年代论述阶级关系，皆以农民起义作为杠杆权衡，而如今这部书阐明的阶级结构论点
，则全然没有袭用那套关于农民战争的理论，由此能够体味中国近些年来具有深刻意义的研究态势。
　　——[日]柳田节子，《宋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　　“蓄之既久，其发必厚”。
这部厚重之作绝非数年速成，可谓由来有自。
我认为《结构》至少有以下两大学术贡献，并体现了作者的史学观点和治学风格，在给人启迪之余，
也留下了一些让人思索的问题。
贡献之一在于：确立户口分类的概念，并以此与阶级结构相表里。
从单纯地论述某一人户到全面系统地探讨户口分类制度，再到以此反映当时的阶级结构，这在学术上
研究上显然是一大进展。
贡献之二在于：从阶级结构方面为“唐宋变革论”提供了若干论据。
　　——张邦炜，《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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