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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学术史丛书之一，全书分明清之际文化现象研究和明清之际士人话题研究两大部分，内容涉及
谈兵、游走与播迁、师道与师门、君主、文质、井田、封建等，适合古代古代制度研究者参考学习。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
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
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
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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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园，原籍河南尉氏，1945年出生于兰州。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散文、随笔集《独
语》、《窗下》、《红之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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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轻徭薄赋，是世代不息的吁求。
为政的宽、猛，其参照系始终未出“什一而税”、“三十税一”。
王夫之说“什一”，更依据于他本人有关“三代之世”的独特判断：“三代”既非理想世，“什一而
税”亦圣王“不得已”而行之，行之于今即是“厚敛”；所宜于为后世法的，是三代圣王的“仁”的
原则（《读通鉴论》卷二、卷二〇）。
刘宗周因井田而说“税法”（“什一之税，三代皆然”），旨趣也在恢复低税率。
其高弟黄宗羲则进一步认为，其时所宜复的，不但是三代的“什一”（而非汉代的“三十而税一”）
，更是三代的“以下下为则”，非徒“什一”的空洞名目（《明夷待访录·田制一》）。
明中叶以降，朝廷也在寻求以“均”（即公平负担）为目标的改革，由“均徭法”到“一条鞭”，自
上而下与自下（地方官员、在野士绅）而上、官方政策与士论的互动，显而易见。
只不过见诸文献，上述“运动”中“民”扮演的角色照例模糊不清。
　　由万历到天启，“东林正义派人士”始终未放弃关于赋税合理负担的吁求。
到本书所论的时期，顾炎武《日知录》卷一〇“斗斛丈尺”、“地亩大小”诸条，具体讨论导致赋役
不合理负担的权量不同、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赋税不平诸原因。
顾氏的《生员论》亦以乡宦、胥吏、生员之不承担徭役为一大弊政。
这类不为经济史所关注的吁求，更宜于置诸“思想运动”或思想过程中清理，不妨一并纳入以“井田
论”为框架的寻求经济公正、合理的漫长“运动”、“过程”来认识。
当然，不待说明的是，这一“运动”中言论者的动机不免千差万别；但其中确有由底层民众的一面发
出的吁求；而“国家立场”与底层民众的利益，在立论者那里未必是不相容的。
考虑到无论当时还是近世，都有关于明代赋重的异议，更证明了关于其时均田（即均赋、均徭）的呼
吁，出诸士夫的角色意识，他们自觉的使命承当。
　　在上文注所引陈鸿关于贫富分化过程的叙述中，将“清议”作为对于土地兼并的制约手段。
士论有关“均”的吁求，非但以官方，而且正以士类为对象。
明宣宗有《减租诗》，结句日：“兹惟重邦本，岂曰矜斯人”（转引自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
制度的发展》第69页）。
“重邦本”、“矜斯人”，士人未见得对二者作对立观：“矜斯人”所以“重邦本”，甚至“矜斯人
”即目标本身——出自仁侧，对“民生”的注重，对“民命”的怜恤。
鹿善继因勋戚“籽粒害民”一事致书当道，为民（佃户）请命，说“此等地土”自己“实无半亩”，
不过“旁观民困，心窃伤之”（《与范鉴田书》，《认真草》卷九）——亦所谓不容已。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士人所论赋税合理负担的问题，包括了贫、富两造，王夫之、黄宗羲等
人的言论立场与“王学左派的乡绅”及日本学者所谓的东林“正义派官僚”（包括刘宗周），有了微
妙的区分。
上文已谈到王、黄与颜元涉及“富民”的不同主张。
黄宗羲以为即屯田行井田即可，“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纷纷，而徒为困苦富民之事乎！
”（《明夷待访录·田制二》）关于赋税负担的不合理，他更乐于强调江南赋重这一事实，即地域间
的不平等。
如上文所说，黄氏的方案是两种制度并存：屯田式的“井田”，与听富民占田。
经了折衷的“井田”（即屯田作为从属性的补充性的制度），不以损害富民利益为实施的条件，自然
更无意于变更现有的经济制度。
王夫之对剥夺富民，持更为激烈的批评态度。
《黄书》、《噩梦》、《读通鉴论》，王氏对于有明一代打击豪强、裁抑兼并的否定，自有一贯；对
唐代租庸调法的评价，亦与其否定“抑兼并”有其一致（参看《读通鉴论》卷二〇）。
王氏在贫／富问题上的论述立场，固然有别于东林；他的田赋论，不但与批评“锄豪右”，而且与其
论“农”、“圃”，与其对于“天秩”（基于“天”的等级秩序）的随时强调，毋宁说是自洽、一以
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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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关心更在“秩序”，也包括使民“谨守先畴而不敢废”，遏制“弃本逐末”的趋势。
与其说王氏持富民立场，不如说他选择维护等级秩序的立场，在这方面，他的确较之同时儒者更自觉
，思想也更一贯、彻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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