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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 鞭 法 初 探

一一论法律对经济改革的作用

陈国平
`

上 下五千年
,

纵横八万里
,

从欧洲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到亚溅日本的明治维新
,

从二
`

千

多年前的商鞍变法到当代中国的体制改革
,

这无数次的变革尽管所采取的方式各不相词
,

所

走过的道路互有区别
,

最后的结局有可能大相径庭
,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

这就是变革的

产生无不归于经济方面的根源
,
变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国强兵

,

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
,

就是为

了调整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
;
而变革的手段总是在于通过经济立法调整绎挤荞

系
。

十六世纪中叶
,

在中国这块广裹的大地上所发生的张居正改革就是 比较典型的一例
·

当时
明王朝已经中衰

, “

抱火寝新
” ,

实非一日
,

张居正肃纲纪
,

行考成
,

伤释递
,

严清丈
·

一
企图摆脱内忧外困的境地

。

在这些改革措施中
,

最重要
、

最有成效的莫过于改革赋役制度的

一条鞭法的推行
。

从中我们可 以略窥经济立法与改革
、

经济立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堂奥
.

在中国古代
,

税法是朝廷征收赋税的法律
、

法令
、

条例的总称
,

它规定纳税人的义务以及

税种
、

税率
、

税额等事项
。

役法则是朝廷征调劳力的法律
、

法令
、

条例的总称
.

由于赋税与

摇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税法与役法常常如影之随形
。

明朝建立之初
,
赋税按田征课

,

摇

役按丁派差
,

法律规定
: 民

“

十六 日成丁
,

成丁而役
,

十六而免
.

又有职役优免者
.

役日里

甲
,

日均摇
,

日 杂泛
,

凡三等
.

以户计日 甲役
,

以丁计日摇役
,

上命非时日杂役 (杂泛 )
,

皆

有力役
,

有雇役
。

府
、

州
、

县验册丁 口多寡
,

事产厚薄
,

以均适其力
” 。

①三役中的甲役是

咐切役法之主干
.

除军户匠户有军役匠役外
,

普通民户都一百十户为一
“

里
” .

一里之中
,

推丁粮多的十户为
“

里长
” ,

其余百户分十
“

甲
” ,

每十户为一 甲
,

有
“

甲首
”

甲人东里 甲

成为民户执行官府行政事务最下层的组织单位
.

每年由里长一人
,

同甲
`

首一名
,

率领 , 甲之

户应役
.

十年之中
,

每个里长
,

甲首及每甲
_

都轮役一次
,

当值称
“

当年
” 、
轮次称

“

排年
” 。

每十年清查各户丁 口资产增减
,

重新编审里甲
,

仍以丁粮多少为先
。

十年一周
,

周而复始
,
·

里长的职责是管领一里之事务
,

如督征税 粮
,

追摄公事
,

传达官府命令
,

编排各种羞摇
。

纳

税服役的资格是有丁有产
,

具备了资格则纳入里甲为
“

正户
” ,

如鳃寡孤独则列入 册 后 为
“

畸零
” . “

均摇
”

之役是以丁为单位
, “

验丁粮多寡
、

资产厚薄 ( 人丁
、

田亩和其它资产

的多少 )
”

定差役的轻重
,

由里编第均输
,

故日
“

均摇
” 。

民户分上中下三等
,

备等又分三

级
,

户则高者应重役
,

低者应轻役
。

役分
“

力差
” 、 “

银差
”

两种 , 力差如抵侯
、

禁子
、

弓

兵
、

巡栏
、

厨役
、

解户
、

库子
·

… ”
都以身亲充役 ( 或由民户良行雇人 于

;
银差即缴纳岁贡呼

马匹
、

车船
、

草料
、

盘缠等或以质币代输
.

大差中的解户
、

库子
,

为重难之役
,

以上 户充

之
.

均摇也是十年一次与里甲同时编定
,

每十年应役一次
。 “

杂泛
,

无尸定的各目
,

兴修水

利
、

营造宫室
、

筑仓
、

运料
、

造陇等等
,

不一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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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初年
,

经过急风暴雨式地农民革命战争的洗礼
,

广大贫苦农 民夺得了相当一部分

大地主的土地
,

加上明太祖朱元璋严厉打击作恶的豪强地主
,

社会基本的经济关系成了农民

和中小地主之间的关系
,

彼此贫富悬殊不太大
。

朱元璋 又提倡让老百姓
“

安养生息
” ,

政府

事务比较清简
,

所以明初的役法对老百姓来说并不算重
,

再加上按资分派的均摇
,

颇具有合

理的因素
。

但是社会在发展
,

时事在变迁
,

到明朝中叶以后
,

政治经济形势已不可 同 日而

语
:

首先是作为赋税征课对象的土地急剧集中
。

大地主兼并而外
,

皇帝
、

王公
、

勋戚
、

宦官

所设置的庄田数 量之多
,

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

如明武宗时
,

增设皇庄三十余座
,

共占地三

万七千五百顷
。

②而与此同时实征赋税的土地却迅速减少
, “

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
,

天下额

田已减强半
,

而湖广
、

河南
、

广东失额尤多
。

非拔给于王府
,

则欺隐于猾民
” 。

③其次是有

怯不依
,

赋役 加重
。 “

孤寡老幼皆不免差
,

空闲人户亦令出银
,

故一里之 中
,

甲 无一 户之

雨扩午年之内
,

人无一岁之息
。

甚至一象当三五役
,

一 户遍三 四处
” 。

④苛重的剥削
,

使农民

先法翻三

律横遭

活下去
,

纷纷逃亡
,

有的地方出现千里一空
,

租税无征的景象
。

第三是政治腐败
,

法

践踏
,

所谓
“

权门之利害如响
,

富室之贿路通神
” 。

⑤贪污纳贿
,

到这时成为官吏间

心熊不宜的事情
.

这就为地主豪强欺隐田粮
,

官吏任意扩大免税范围开了方便之门
。

’ 一

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形势
,

使明初确立的赋役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端
:

其一
,

赋役 之轻重原

按士瓶赘产的多寡为准
,

资产中田地为主要部分
,

田亩之数既乱
,

征派赋 役 也 就 没有了比

较公企百勺标准
。

岂不闻
“

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
, ,

? 结果是平民下户无势力者负担越重
,

上户

则常巧于规避
,

负担越轻
。

这样不单是赋役制度趋 向于极端的不公
,

国家财政因系于极不可

靠的收入
,

其势也危 如累卵
`

其二
,

本来一年当差
,

九年免差
,

当差的一年负担特感苛重
,

所精二摇以均名
,

实未尝均
, ,

⑥
。

何况现在
“

均摇
” 、 “

杂泛
”

又日重一 日
,

当差之户每每被

弄得倾家荡产
。

其三
,

由于摇役名目繁多
,

征发手续繁琐
,

给贪官污 吏弄虚作假以 可 乘 之

机
。 , :

冲无治供应之费
,

不时科敛之需
,

其苦万状
’ , ,

即遇灾荒镯免
,

各项冗费冗役 一 概 追

桩;
·

形成了 枷两税榆官者少
,

杂派输官者多
’ ,

的怪现象
。

①
` ” 。 “

世移时易
,

变法宜矣 !
’ ,

明朝赋役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

改革的方式有两种
,

一种是

摧抑豪强
,

夺田还 民
。

毫无疑 问
,

这对于改变那种田产的多寡与摇役的轻重成反比的怪现象

是有益无害
。

另一种就是实行一条鞭法
。

这两种方式
,

海端在作应无巡抚的时侯都采用过
.

因为夺田还民
,

被大地主视为寇仇
,

皇帝不得不以
“

鱼肉绥绅
”

的名义罢其官职
.

能够行得

通的只有一条鞭法
。

所谓
“

一条鞭者
,

总括一州县之赋役
,

量地计丁
,

丁粮毕输于官
。

一岁之 役
,

官 为 金

募丫为差
,

则计其工食之费
,

量为增减
,
银差

,

则计其交纳之费
,

加以增 耗
。

凡 额 办
、

派

办
、

京库岁需与存留
、

供亿诸费
,

以及土贡方物
,

悉并为一条
,

皆计亩征银
,

折办于官
,

故

谓之一条鞭
。 ”

⑧大体说来
,

一条鞭法把过去一切征发项目合并为
“

一条
” ,

结束了历史上

的竺征体系
,

简化了征收手续
;
将过去按户丁摊派之役归之于 田亩

,

实行赋役合一
,

统一征

收银两
;
改变了过去受里甲安排的十年亲役一次的作法

,

代以每年征缴一次代征银
.

`

一条鞭法所引起的这些变化
,

在 当时而言恰有对症下药之妙
,

封建官僚中的不少有识之

士因此而奉为至宝
。

早在嘉靖四十年 ( 1 56 1年 )
,

都御史庞尚鹏就奏准在广州府丛化县等处

推行一条鞭法
,

隆庆三年 ( 1 5 69 年 )
,

应天巡抚海瑞又在其任内极力督办
。

到万历九年 ( 1 58 1

年丸 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通过皇帝的诏 旨
,

宣告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

将一条鞭法上升为法

律的形式
,

一条鞭法就如春天的野草
,

从南到北
,

绿遍了天涯
。



马克思说过
: “

君主们在任何时侯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
,

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

号施令
。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
,

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的要求而 已
” 。

⑨明太祖

朱元璋在世的时侯曾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
,

而这些法律基本上是反映了当时的经济要求的
,

对当时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朱元璋去世以前谆谆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更改

他所制度的法律制度
,

否 则要 坐 以
“

变乱祖制
”

之罪
。

可是二百多年过去了
,

经济的要求

起了变化
,

他所制定的法律有的 己经不适用了
,

改变成为必然
。

一条鞭法的经历
,

充分说明

专制君主的诅咒是较量不过经济的要求的
,

经济立法必须要与作为其基础的现实的经济状况

相适应
,

要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
.

二

张居正的改革
,

涉及政治
、

经济
、

军事
、

财政等许多领域
。

从法制的角度
,

并运用现代

法学的眼光来看
,

则既有宪法方面的变动
,

又有经济法
、

行政法方面的废
、

改
、

立
。

一条鞭法

的推行无疑属于经济法的发展
.

我以为要真正彻底地认识一条鞭法
,

必须要把它与其它法制

方面的变革联系起来考察
。

本来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
“

惩元季贪冒
,

威服下移
,

驯至于乱
” ,

而建立了高度集中

的中央集权统治
.

但是
“

嘉
、

隆以来
,

纪纲颓坠
,

法度陵夷
,

又骚骚宋元之弊
”

L
。

张居正

在他于隆庆二年所上 (( 陈六事疏 》 里提出的第一条改革措施就是
“

振纲纪
” , “

伏望皇上奋

乾刚之断
,

离普照之明
。

张法纪以肃群工
,

搅权纲而贞百贞
” 。

@ 明朝中叶赋役制度之所以

迭遭破坏
,

其原因之一是贪官污吏拘情枉法
, “

上
一

F务为姑息
,

百事悉纵委拘
”

0
,

以致奸欺

豪猾之民得以设法隐占田粮
,

而究其根本乃在于
“

纪纲不肃
” 。

孟德斯鸿在谈赋税的轻重与

政体的性质时说
: “

在专制政府之下
,

君主握 有 惊 人 的权力
,

人民则软弱异常
,

因此君主

与人民之间什么都不应该含混
。

赋税的征收要简易
,

规定要清楚
,

使 收税人无法增减
” .

。

这是颇有道理的
,

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
,

人民无权
,

官吏容易上 下其手
;
税法简易明白

,

才

能杜绝弊端
。

一条鞭法将各种繁杂的赋
、

役合并为一条
,

并简化征收手续
,

这于张居正的整

肃纲纪
,

加强中央集权实在大有益处
;
而整肃纲纪

,

加强中央集权带来的赋役法上的变化必

然是一条鞭法的推行
。

考成法是张居正建立的对官吏完成职责与否的考核制度
。

考成法通过张居正直接控制的

内阁督查六科
,

再由六科考核各衙门
,

其目的要达到
“

声必中实
,

事可责成
,.

0
。

考成法与

一条鞭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

首先考成法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提供了经济上的条件
。

一条鞭法将

赋役合并征银
,

国家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

考成 法对 追纳 通 赋
,

完纳新粮起了巨大的

作用
.

正如张居正所说
: “

近年以来
,

正赋不亏
,

府库充实
,

皆以考成法行
,

征解 如 期 之

故
” .

⑥到万历四年
,

国家积粮足支 七八年
,

积银四百余万
。

L要是老百姓食不裹腹
,

哪能

实行折粮为银 ? 其次
,

考成法为一条鞭的推行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

役与赋一起并入田亩之

内
,

土地多者负担必将加重
,

假如没有考成法实行后的官吏的严厉督促
,

他们定然不能放弃

既得的利益
,

一定会加以抗拒
,

进行破坏
.

张居正在万历 四年推动条鞭法的实行时
,

考成法

已经实行了三年
,

这决非偶然的事情
.

一条鞭法
,

将赋与役合并为一条
,

把原来按丁
、

户征役改为计亩征银
,

这就要求田亩数

必须准确无误
.

明初洪武二十六年 ( 1 3 9 3 )
,

全国税田总额为八百五十万余顷
,

但到弘治十五



年 ( 1 50 2 卜 就只有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了
。

从这里可以看出土地兼并的剧烈和税田欺隐的严

重
.

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税收
.

万历六年
,

张居正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清丈
,

到万历九年

基本上完成
。

田亩有了准确的数字
,

张居正才通过诏旨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口

张居正认为清

丈可 以做到
“

粮不增加
,

而轻重适均
,

将来国赋既易办纳
,

小民如获更生
”

。
,

从这段话里

不难体会出清丈与一条鞭法的关系
。

·

张居正改革的第四个方而就是整伤边防
,

达到强兵的目的
。

张居正在 《陈 六事 疏 》 中

说
: “

臣惟当今之事
,

其可虑者
,

莫重于边 防
,

庙堂之上
,

所当日夜图画者
,

亦莫 急 干 边

防
. ”

而
“

欲攘外者
,

必先安内… … 唯百姓安乐
,

家给人足
,

则虽有外患
,

而邦本深固
。

自

可无虞
” 。

一条鞭法按亩征银
,

给人造成一种平等的假象
,

在精神方面无异是一剂颇有效力

的麻醉药
。

一条鞭法推行的实际情形也确实是
“

但便于 下民
,

而不便于贪墨之官府
:
便于贫

乏
,

而不便于作奸之富家
:

便于里递
,

而不便于造弊之吏青
”

L
。

减轻了小 民的负担
。

这就

缓和了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
,

使政府能集中精 力对 付虎视 鹰磷 的外邦
。

再者
,

一条鞭

法
,

虽然只是赋役负担比例在大小户之间的调整
,

并没有增加赋税总额
,

但是国家的税收从

此系于比较可靠的基础之上
,

这也就为国防所需的财政提供了有力的支掌点
。

张居正说过
: “

天下势最患于成
,

成则未可以骤反
。

治之势成
,

欲变而之乱难
,
乱之势

成
,

欲变而之治难
” 。

L又说 : “

国势强 则动周不吉
,

国势弱 则动周不害
。

譬人元气充实
,

年力少壮
,

间有疾病
,

旋治旋愈
,

汤剂针贬
,

咸得收功
;
元气衰弱

,

年力衰惫
,

一有病患
,

补

东则耗西
,

实上则虚 下
,

虽有扁卢
,

无可奈何 !
”

L嘉靖隆庆年间
,

明朝大体已 成 积 弱 之

势
,

要恢复其元气
,

必须要进行
“

辩证治疗
” 。

按现代的眼光来看
,

即要有系统论的观点
,

进行综合治理
。

我们不妨把张居正的改革看作一个大的系统
.

那么肃纲纪
、

重考成
、

严清丈
、

伤武备
、

推行一条鞭法就是一个一个的子系统
.

这些子系统除了以自己的存在影响改革的进

程外
,

还以同其它子系统结合的方式和顺序关系改革成败
。

我们考察推行一条鞭法的得失
,

除了从其本身来考察以外
,

还得要考察它与其它方面改革的关系
。

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 们看

到
: 一条鞭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得到推行的

,

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下上升为法 律 的形 式

的 , 它以什么条件为基础
,

又反作用于哪些条件
。

从而我们可以认识到一条梗法的庐山真面

以及一条鞭在整个改革中所占的位置
.

由此深入
,

经济立法如何促进改革这个问题也就不难

得到比较满意的回答了
。

三

常言道
: “

种瓜得瓜
,

种豆得豆
. ”

其实并不尽然
,

现实的生活中常常有许多意外的收

获
。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旨在缓和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
,

结果也真使日薄西山
,

气息奄

奄的明王朝起死回生
。

但是一条鞭法适应明朝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

的萌芽
,

则是张居正所始料不及的
。

我们知道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

必须具备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

其一
,

少数人手

里己经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财富
;
其二

,

自由的劳动者的存在
,

即这些劳动者有权自由出卖自
、

己的劳动力
,

而这些劳动者因对生产资料 一无所有 自由到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

一条鞭

法将赋役合并征银
。

这就使得小有土地的自耕农民
,

不得不与市场发生较为经常的联系
,

以

取得一定的货币来缴
“

鞭银
” ,

于是他们的产品就会商品化
,

他们自己不 自觉地成为商品生



产者
。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
,

他们必然两极分化
, 其中少部分人手中定会积累起大量货币

.

同时一条鞭法将赋役合并征银
,

改变了过去农民亲自供役的情况
,

使农民对封建政府通过摇

役所加给的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
,

嗜刨门能比较容易地离开土地和农村

生产部门
,

成为
“

自由
”

的劳动者
.

,

转入其它

在小商品生产者分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
,

商业资本起了很大促进作 用
。

马 克 思

说
: “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
。

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
,

而与农业的自然

经济和 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 旧对立
。

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
.

或者是商人

直接支配生产
” .

@ 一条鞭法摊力役入田亩
,

使商人投资土地的兴趣相对地减弱
, “

一条鞭
.

法行
,

富商贾大不置土田
”

⑧
。

另一方面
,

一条鞭法让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税银
,

少

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少纳税银
,

商贾的负担 比过去减轻
。 “

工匠佣力 自给以无田而免差
,

富商大贾操资无算
,

亦以无 田
’

而免差
” 。

⑧这样
,

经营工商业就得到了从前得不到的便宜
.

有些富豪之家竞
“

缩资以趋末
” ,

卖掉土地从事经商
。

商人阶层慢慢地壮大起来
。

一条鞭法就这样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两 个条件一一巨大的货币财富和自由的

劳动力
,

同时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催化剂— 商人阶层
,

明朝万历年 间资本主义 :

萌芽与一条鞭法的推行决非历史的巧合
,

这其间定有某种内在的
、

必然的联系
。

但是客观的

历史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

明朝末期我国封建社会并没有解体
,

明王朝废墟上并没有建立起资

本主义的大厦
。

其原因何在呢 ? 马克思在谈到货币地租 ( 包括国家作为地主 的情 形 ) 时指

出 :
作为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并和它对立的货币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最后形式

,

同时又是它的

解体形式
;
并说货币地租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必然或者使土地变为自由的农民财产

,

或者导

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式
。

匆但是马克思又说
: “

最初只是偶然的
,

以后或多或少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的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
,

要以商业
、

城市工业
,

一般商品生产
、

从而货币

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 … 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
,

这种转化是不

能实现的
。 ”

⑥一条鞭法虽然实现了实物税向货币悦 ( 实际上可 以看作是国家作为地主的实物

地租向货币地祖 ) 的转化
,

但是这种转化是不彻底的
,

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我们想

见实物税一定仍占很大比例
。

一条鞭法没能最终促成资本主 义社会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 一

部法律
,

不管无论如何地先进
,

如果没有其它条件 的相互作用
,

毕竟是
“

孤掌难鸣
,,

的
。

而且
,

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导致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形势下产生和推行的

:

一条鞭法是在土地兼并剧烈
,

政治积端腐败
,

按 田亩课税固然对兼并侵夺者以打击
,

同时

它又无异于默认了兼并侵夺的结果
,

且对兼并又没有直接的限制
。

养痛遗患
,

到明末终于酿

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

接着 又是满族入关
,

法所促使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真成了所谓

果的花
。

社会生产力一而再地遭到毁灭性地破坏
。

一条银
“

永恒的萌芽
” ,

一条鞭法本身则成了一朵不结

“

为
一

J 解决社会科学问题
·

一最可靠
、

最必需
、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 的 历 史联

系
’

国
. 我国封建社会的赋役之法

,

从秦汉到明清
,

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将地
、

户
、

丁作为赋

役征调的对象
,

尽管赋
、

役征法不同
,

实质则一
从秦汉起

,

就既收田租
,

又征户赋口钱
,

:
唐中叶实行 两 税 法

,

合 征

明初仿杨炎两税法
;

明末实行



一条鞭法
,

将各种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的摇役合并为一条
,

按田亩统一征银
,

结束了

历史上的三征 ( 粟米
、

力役
、

布帛 ) 体系
,

基本上完成了对人税向对物税
,

实物税向货币税的

转化
,

这不能不说是赋役制度上的一场革命
,

张居正死后
,

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被明神宗一

一废止而唯独一条鞭法却顽强地存活下来
,

直到清朝初年
,

仍以一条鞭法征收赋役
,

雍正时

采取
“

摊丁入亩
”

的政策
,

无疑是对一条鞭的补充和发展
.

物换星移
,

时光挨过了长长的四

百多年
。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
,

一条鞭法所体现的根据纳税入负担能力的差别
,

实行

区别对待
,

做到合理负担的精神
,

对于我们制定税法仍存在借鉴的意义
。

通过这一 历 史 考

察
,

我们不难进一步看出
,

一条鞭法的推行在我国税法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

我们今天

的研究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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