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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完整的清代等级 制度史

—
《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 》评介

李 文 治

经君健教授所著《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 》一书
,

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 印行
。

作者通过贱民

等级研究
,

并联系当时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宗法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
,

捉出一系列看法
,

很

值得重视
。

首先
,

在学术领域开辟 了新途径
。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等级制问题长期被忽略了
,

关于

政抬史
、

战争史
、

农业史
、

商业史
、

文化史以及土地制度等等
,

出版了不少专书
,

而等级制

度这样重大问题
,

不仅未有专书
,

就是论文也很少见
,

只是在论述其它问题时偶一涉及
。

此

书的写作和 出版是一项重要工作
,

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欠
。

此书虽名为《贱民等级 》,

实际是一部完整的清代等级制度史
。

在这本书中
,

关于“ 凡人 ”

以上等级
,

诸如皇帝宗室
、

官僚绅拎以及凡人等级都进行了论述
,

而对更为复杂的贱民等级

作了更加详细深入分析
。

值得注意的是
,

等级制不仅同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 紧 密 联 系在一
·

起
,

也同宗法关系
、

文化意识联系在一起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

通过这项课题的研究
,

可以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解
。

此书对等级制内涵的剖析亦有建树
。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等级与阶级的关系
。

封

建社会阶级差别是用居民等级来划分的
,

并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的法律地位
,

阶级表现为等级
,

是等级的阶级
。

二是封建社会时期
,

良贱界限
、

君臣界限及官民界限三者

构成清代等级制基本框架
,

据以论证等级制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
。

三是等级制具体体现

为人与人之间在法律上地位的差别
,

构成各类人社会地位不平等关系
,

而贱民所处法律地位

最为低下
。

等级制内涵极为丰富
,

开阔了读者的视野
。

关于等级制的具体内涵
,

为了便于论述
,

本书作了适当归纳
,

针对当时具体情况先分成

三大等级
,

一是上层地位的统治阶级等级
,

一是中间地位的凡人等级
,

一 是 下 层 的贱民等

级
。

对贱民等级本书又归纳为 奴脾
,

堕民
、

丐户
、

九姓渔民
、

蛋户
,

佃仆
,

隶卒
。

四者既有其共性
,

又有其个性
。

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颇具科学系统性
。

其次
,

是清代等级制的特点和作用
。

有四点极为重要
。

一是贱民等级地位不易改变
,

子

孙继承
,

世代相传
。

阶级地位则可变动
,

如官吏的长随家人等
,

可利用主人权势
,

贪索 良民
,

变成巨富 有的从事商贾高利贷活动
,

乃至购置地产变成地主
。

他们的 经 济 地 位虽发生变

着宗化
,

贱民等级地位仍然依旧
。

这种现象构成为等级与阶级关系的矛盾
。

二是等级制中贯串

封建宗法伦理原则
。

统治者将宗法家长制扩大运用于某些社会等级关系
,

使等级制贯 串

法家长制传统
,

这样更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包括贱民在内进行统治
。

三是等级制的顽 固



卜

性
,

这体现于等级制解体异常缓慢
。

如乾隆 中叶后
,

国家一再颁布解放贱民的指令
,

贱民却

迄未获得人身 自由
。

当然
,

清代整个等级制的持续
,

也会影响于贱民等级延续不变
。

四是等

级制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杂关系
。

地主制经济制约下的等级制
,

非僵化的领主制可比
,

它具

有孕育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 同时又 由于社会成员个人等级身份是可变的
,

又起着巩固封建

所有制的作用
,

从而在增强封建体制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

阻碍资本主义因素顺利发展
。

以上分析
,

反映出本课题的研究涵盖面广
,

立论深刻
,

是本书一大特色
。

再次
,

对一些长期存在的很易误解的具体问题
,

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予以纠正
。

如庄头性质 所有宗室及旗人地主管理旗 田的庄头
,

身份均系奴仆 而内务府所属管理

皇庄的庄头则否
。

又如壮丁身份 八旗编审的壮丁非在奴仆之列
,

而在皇庄上劳动的壮丁则

系生产奴仆
。

过去人们在涉及这些问题时每易混淆
,

产生误解
。

本书作者则参考多种记载进

行论证
。

再如关于投充和投靠 明代农民带地向官绅地主投靠
,

非官方认可
,

法律地位不明 ,

清代农民向旗官地主投充
,

系国家正式承认
,

即为奴仆
。

二者法律地位不同
,

过去治史者每

不加区别
,

以讹传讹
。

如关于庶人存养奴埠问题
,

在明代是违法的
,

犯者判处徒杖 清代只

禁以 良为奴
, “

若不压 良为奴
,

不在禁限
” 。

这是一大变化
,

过去常为人所忽视
。

又如关于旗

人奴脾身份的解放问题
,

旗人之
“
开户 ”者

,

系离开主人单独立户
,

但仍受当差规定的限制
,

旗人之
“
放 出

”

者
,

准入民籍
,

任意 自谋生计
,

享有人身自由
。

关于旗人奴婶身份问题
,

此书

作了详细考释
。

关于堕户
、

丐户
、

九姓渔民
、

蛋户等贱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

均参考大量资料

详加考订
,

纠正前人之误
。

总之
,

著者不拘泥于旧说
,

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
,

打破史学界长期以来以误传误的

传统
,

把论点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
,

成一家之言
,

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

最后
,

本书对贱民等级的发展变化 以及与等级制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
。

在雍正以前
,

由于满族将原有落后主奴习俗带入关内
,

在汉族中普及
,

无异给中国残存的奴

脾制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

凡人等级的人沦为贱民者远超 明代
。

这种关系过去很少有人论及
。

上述倒退现象至乾隆当政时发生变化
,

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奴仆性壮丁逐渐转化为一般佃

户 , 如堕民丐户逐渐开豁为良
。

清代后期奴仆买卖得到废除
,

有关 良贱关系不再现于律例
,

如著者所论
,

这是 中国法律的一大进步
。

这种改革也受到西方一些影响
,

仍如著者所论 “ 使

中国古老的上层建筑中揉进某些西方意识的因素
,

使刑律涂上一些资本主义思想色彩
” 。

关于等级制的消极作用
,

本书在最后作了总的概括 由于等级制的制约
,

阻碍了中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
,

使中国难以产生一个强大资产阶级群体
,

新资产阶级反封功能亦具有不彻底

性 这时虽然出现民主 自由平等之类口号
,

而难以真正实现
,

以致近代社会中在意识形态方

面一直铃记着封建等级制的印记
。

总观全书
,

既注意横向剖析
,

又注意纵向论述 , 既看到等级制的发展变化
,

又看到它的

消极影响
。

通读之后
,

深感中国封建等级制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

此书的写作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
,

希望科研机构组织人力
,

在此书的基础上
,

对整个封建等级制作进一步探讨
,

写出儿部断代封建等级制度史
,

这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史的进一步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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