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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古时期的英国，整个社会笼罩在宗教的氛围之中，上层贵族和教会人士是人们关

注的焦点。而事实上，在封建领地上劳作的农民才是中古社会的主体。本文抛开宗教的

神秘色彩，以世俗的眼光，从财产观、商业观和劳动观三个方面综合论述中古英国农民

的财富观念。

文章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从私人财产意识和财产继承理念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古英国农民的财产观。

在封建领主制下，农民，尤其是农奴理论上对领地上的地产只可以占有，却不能拥有。但

是，英国的农民有很强的私人财产意识，他们在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同时，获得了地产的

自由处置权，与享有实质上的私人财产权相去不远。在财产继承方面，英国农村常常会

发生子女们外出寻求更好的机会，地产无人继承而被外人领去的情况，另外，也有些父

母在生前就将地产转卖给他人，而非遗留给子女。究其原因，在于英国农民在财产问题

上并不重视家族的延续性。

第二部分从商品交换意识、向非农产业转变的观念以及在商业活动中遵循的理念三

个角度论述了英国农民的商业观。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使农民的商品交换意识觉醒，他们

依据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农畜业的产业结构。农民的消费观也出现了

变化，成为商品流通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大批农民在保留小块地产的同时成为手

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他们对聚敛地产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投入到广阔的手工业品及

劳动力市场中。明确的价值意识和双重的商品价格观是英国农民在商业活动中遵循的两

个理念。

第三部分从明确的权利义务观以及他们的民主观、集体观三个方面论述了英国农民

的劳动观。在他们的观念中，享受到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相对应而存在，而且在惯例簿

中都有明确规定。若领主违背惯例而行事，农民会提出抗议或拒绝劳役。中古英国乡村

的民主是原始民主的遗风，他们的民主权受到封建奴役制度的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但

他们始终不懈地捍卫着这项权利。从联合耕作、集体反抗领主的侵权行和救济弱小等角

度体现了英国农民的集体观。这时的集体观已经附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但这种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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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丰义仍然留有维持一个共同体的牛存和繁衍的意味。

文章的结语总结了中古英国农民在财富观念上的独特之处，分别从财产继承观、权

利义务观、价值观以及契约精神等几个角度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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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the M．ddle Ages ofEngI卸d，the enti陀soc．ety w鹊coVercd in me religious咖osphem．

Pcople paid anention to the盯is眦mts锄d t11e cIergym朗∞ttIe upper fb咖ation．But in

f．act，the peas卸ts working on the fcudal tc一刚es wem tlle main body in the Medieval

∞ciety．This article db锄dons the mystical陀1．gi∞color，彻d elabor砒es syntlletically on me

Medieval En鲥sh pea鼢nts’conc印t of wealtll舶m th嘲邵pects including tlle conc印ts of

prope]时，commer∞彻d labor by t11e mundanejudgment．

Thedissertati0II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ce secti∞s．

Pan One：111e medicval English peasants’concept ofpmpc】啊is ela胁ted∞two勰pe=cts：
consciousness∞州Vate property锄d conc印t of inh硎t．under the feudal lordship，the peas锄ts，

especially ttIe辩嗑tll∞reticaIly only migllthoId the t朋em∞ts，aIId couldn’t posse豁actually．

Ne venheless，English pcas卸ts have the very stmng consciousness on硼vatc propeny．11ley

obtained t11e right ofh粕dling the l锄ds疔∞ly whiIe enjoyed the droit ofl觚ds．nal w∞not胁

f．mm ttIe subs协ntive property rights．on the鹅pect of inhcrit，tIlerc we∞m柚y installces thal

children went away，∞ught a b酬盯oppo咖nity锄d nobody inherited t11e estal船in tlle countr

-yside 0fEnglalld．Mo化over，∞me pa他ntS divened their tenements befo∞death to other p∞

-ple，but not their own chjldr蛐．The b鹊ic re勰on is that English pe嬲aIIts did not take the conti

-nuati∞offamily∞riousIy∞tIle question ofpmpeny．

Pan 1'wo：11le medieval English peas粕ts’concept ofcommer∞is eIab0豫tcd on tIlree ang

·Ies：consciou蚰ess∞exchallge ofcommer∞，concept oftIle trallsfo咖ation to∞n-a鲥cultuml

occupation and conc印tthe pe锄彻ts followed in the commercial activ“i髓．Their con辩iou鲫es

．s on exch锄ge ofcommer∞awak朗ed folIowing the d“elopment锄d tlle prosp鲥ty ofcomer

-ce．ney佗adjustcd cmp咖ctIlre锄d industrial stm咖他continuany伽tIle dem锄d ofmarke

也．At the s锄e time，EnglIsh pcasants’c伽cept ofcxpen∞chaIlged，bec啪e the main impellIn

-g force．m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ofcommodity．A l盯ge quantities ofpca鼢nts bec踟e the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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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raRsmen or the wage workers under the premise ofretaining锄all lots．They were not inte

—rested in am孙sing thc pieces of land'but t啪sferrcd into the bmad h卸dicrafb柚d laborer mar

—kets．Consciousness on explicit value arId dual concept ofcommodity price were concepts the

English peas卸ts followed in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Part Thr∞：The English peaSants’concept is elaborated on tIlree aspects：conSciousness on

“p1．cit ri曲t and duty，concept ofdemocr∞y锄d concept ofcollective．In their thoughts，the啦

一hts they enjoyed corrcsponded with the duty they咖k on，a11d they were stipul龇ed explicitly

in the conVention bool(s．Ifthe Iords Viol砷ed t|Ie conV锄tion，tlle pe鹊a11ts would protest or喇ect

to working．The democmcy in English Villagcs was handed do、vn from the primitive customs．

Their rights ofdemocr∞y we他limited by the∞rfdom under me syst啪of fbudalism，s0 tIley

couIdn’t d．splay the．r rights completely．HoweVer，the peasants we∞always guarding it unremi

．ningly．English peas锄ts’concept ofcollectivc w器embodied mainly in the a印ects ofuni∞

cIlltivation，revolting against the lords’abuse ofauthority collectively and reli“ing the weak．

ne concept ofco|l∞tiVe then had already be朗attached to tIIe bri曲t color ofindividualism．

However，This kind ofsimple collectivism still maintained the commun时’s survivaI锄d multi

．plication．

Epilogtle：unique place of English peas锄g wealthy concept is summarized in seveml dif

-ferent锄gles，such嬲concept of inherit，consciouSness on ri曲ts粕d duties，conc印ts ofvalues

and contract spirit．

Key word：English peasants jn the Middle Ages，Concept ofweaIth，Concept ofprope时，

Concept ofcommerce，Concept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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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财富观作为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囊括多方面的内容：对土地、房屋等有

形财产及其所有权的认识以及对商业、劳作等经济行为的态度等等。本论题属于经济思

想史的范畴。目前，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专门的领域，大量有价值的著述相

继问世，国内有蒋自强等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通史》、宋德勇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等

等，国外有罗尔(E．R011)的《经济思想史》及斯坦利L·布鲁(st卸ley L．BI∞)的同名

著作。但是，涉及中古西欧经济思想的部分，主要就是托马斯·阿奎那(nom硒Aquin鹪)

的《神学大全》以及对基督教教义的经济解释，也就是从宗教、道德角度研究经济思想，

始终没有超出经院思想体系的范围。

有关中古英国财富观之论述，也基本涵盖于神学家的思想体系之内。诸如，奥布赖

恩(Ge0唱e O’bri锄)的《欧洲中世纪关于财产权利和商品交换的思想》o选白他所著的

《论中世纪经济教义》，该文从始至终论述的都是包括阿奎那在内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财产

和商品交换思想。前苏联史学家A·古列维奇所著的《中世纪文化范畴》国一书收有‘中

世纪人对待财富和劳动的态度》一文，该文虽论及农民的财产观和劳动态度，可是均被

基督教神化了。如上所言，在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中，关于世俗世界，尤其是下层民众的

经济思想的论述实属罕见。 ，

通过宗教伦理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几乎是西欧中古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定式，而

托马斯·阿奎那系统的公正价格教义与高利贷禁令说是这一宗教伦理的主体。然而，事

实上，这些教义对下层经济生活的影响极为有限，甚至教会自身都不去遵守。到中古末

期，已无任何实质性影响。况且，宗教价值观念随着现实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着

相应的嬗变，这种变化是对世俗经济发展必然做出的回应。若要对中古英国的经济思想

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认识，仅仅在神学领域摸索是不够的。

中世纪的英国，农村人口占到90％以上，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可学术界重视社会上

层尤其是教会的思想意识，却忽略了居主导地位的下层民众的观念，所以，翻阅了众多

。巫三宝主编：‘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傅举晋等译，商务印书馆，19粥年版，第32l页。

。【苏】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沽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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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经济史著作，有关农民经济思想的论述甚少，即使略有提及，也不是站在学术研究

的平台上。众多经济现象被基督教神学家蒙上了神学的色彩，即存在道德与不道德之分，

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如果想客观地认识中世纪人们的财富观念，需要从世俗角度研究居

于主体地位的下层民众的经济思想。

整个中世纪，财产占有权以及对财富的追求从未得到过明确的认可，即使在某些条

件下德到了人们的承认，也往往带有大量附加条件。占社会主体的民众到底如何看待这

个问题，是否完全遵从教会的思想体系，不得而知，所以本文欲借助各方面的材料，探

讨他们对财富的认识以及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秉承的思想理念。

虽然作者本人认为此论文的选题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中古英国农民

的财富观这一论题在现今学术界仍是空白，几乎没有前人的成论可供参考。现存的资料

中有关中世纪英国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而研究其财富观念的资料却少之又少。在中古

英国，能读会写的人群基本属于教会和贵族阶层，所以只能通过他人带有偏见的描述间

接了解当时农民的状况。

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没有直接的资料、文献可供参阅。作者通过一些有关中古英

国农民生活及生产状况的著作，分析、推导中古时期下层农民的思想观念。亨利·斯坦

利·贝内特(Henry StanIey Bennen)的名著《英国庄园生活》。是研究中世纪英国农民生

活状况的经典之作，它关注农民的实际生活，全方位地勾画了英国庄园农民的物质和精

神生活。英国13世纪的著名农书《亨莱的田庄管理》。是有幸保留下来的时人所写的珍

贵资料，虽然作者的身份并非农民，而是管家，可是与农民接触较多，所介绍的农业知

识和庄园管理体制是本选题所需的重要资料，有待进一步发掘。另有《无名氏的田庄管

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格挣斯(Gms)的《一个英国村庄的经济社会史1909．1928》。

一书对克劳利(clmwley)庄园的农作物价格、劳动力工资、农民收入等均有涉及，而且附

有该村庄管家账簿、惯例簿和法庭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另外，比较具体的资料还有霍斯

曼(GC．Homans)的《十三世纪的英国农民》@、科斯敏斯基(E．A．Kosminsky)的《十三

世纪英国农业史研究》@、蒂托(J．Z．Titow)的《温彻斯特的农作物产出——中世纪农业

。【英】亭利斯坦利呗内特：‘英闻序同生活》，龙秀清等译，l：海人民晰版辛f：，2005年版。
。【英l伊啦蒙德、w·坎宁安编：‘亭菜的田序管理》．高小斯译，向务印}5馆，1995年版。

。G融Norm蛐sc帐Briell’弛P髓埘蜊出d耐跏曲，胍fD们，，硎咖M v砒鄂，H删ard Univ哪nyPr粥，1930．
。G∞rgc caspar Hom锄s，凸喈胁^}j，衄妒聒D，f^P豫以Pe舢’＆川峨Harvard unive晤时Pr鄂s，1942．
。E．A．Kosminsl啪Rl‘加s加胁P—g阳，加脚s枷y0，￡增删胁船功觚P"晴。哪町～B骶iIBl∽kwe¨J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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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研究》西以及戴尔(Christopher Dyer)的‘变迁社会中的领主与农民》圆等等。

本文试从财富的不同角度阐述中古英国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作者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东西方农民在经济生活中截然不同的观念，因此，以我

们中国古代的农民为参照，总结出英国农民在财产观、商业观及劳动观这些方面的独特

之处。虽然成文之后并无明显的中西对比，这却是作者重要的研究方法。

。圯．啊t吣聊唰切柳撬恤一盛嘲，加M瑚删趣—删删P，Dd枷v峨c岫Md窖eunlvc嘣tyP瞄％1972．
。a咖I瞄哪％工砌删d^甜册捃胁口c№_g蛔窖跏缸仍c枷bridgeunivc伟时P懈～，19∞．

9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中古英国农民的财产观

根据英国普通法，财产被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部分。前者主要包括金钱、生活用品、

食物、债权等；后者主要是指地产和房舍。对于农民而言，地产是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

和重要来源。因此，这部分有关中世纪英国农民的财产观，阐述的主要就是农民对土地

的态度。至于其他的如房屋之类的不动产及动产方面，仅作为补充，略有提及。

从法理意义上讲，中古英国的土地并非完全属于农民的财产。何谓财产?“财产指

的是所有者所拥有的、为公共权力所正式承认的、既可以排他地利用资产又可以通过出

售或其他方式来处置资产的权利。”o这样看来，在中古英国，土地是属于封建主，而非

农民的财产。因为农民不仅无权转让、买卖其地产，还要为持有份地而承担一定的封建

义务。尽管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法学家也是如此界定的，中古英国农民的私人土地财产

权却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最终得到了社会的默认，形成了事实上的私人财产体系。

(一)私人财产意识

1、历史渊源及私人财产概述

(1)历史渊源

英格兰人受到日耳曼传统和罗马法的双重影响，长久保留公共权的同时，亦有很强

的“私人财产权利不可侵犯”意识。

古代不列颠，氏族游牧民转而从事农业生产以后，采纳的是以保障私有财产为基础

的罗马法律。大约在公元3世纪，“被罗马化的不列颠居民可能有五百万左右”。o另一方

面，由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使然，比起欧洲大陆，日耳曼的传统可以更完整地在英伦三岛

延续下来。这里谈到的日耳曼传统，并不是指公社制度、血亲关系之类鲜明的部落特征，

而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认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Anglo-Saxon)，任何自由人都可能

有自己的“农庄”，“农庄”上的私权也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最早的肯特(K朋t)法律曾

明确规定：凡为首闯入别人“农庄”者，罚款六先令。@史料证明，在诺曼(Noman)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经济社会出版杜．2003年版，第l页。

。【英1克拉潘：《简明不列靳经济史》t范定九等译．上海译文H{版社，lu80年版，第33页。

。【英】克拉潘：‘简明不列巅经济史》，第63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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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以前的不列颠，私人所有的土地财产司空见惯，而所有者对之享有完全的让渡权利。o

诺曼征服后，统治者确立了以领主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剥夺了大众的私有财产权，私

人所有制为封建保有制所取代。

尽管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英格兰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财产观念却

与这个民族一同延伸下来，扎根在一代又一代的英格兰居民中。1l世纪，罗马法在欧洲

复兴，对英国的辐射虽然不及欧洲大陆强烈，可是对于唤醒民众的财产意识，还是具有

深远的意义。

(2)概述

从理论上讲，在封君封臣这样的政体之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君主所有，其余的人

只能附带义务地占有土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附带条件的土地保有权在不可抗拒

的力量的推动下演化成为完全的所有权，尽管这些地产按规定不能进行让渡，可是到了

公元12世纪，让渡这些地产的做法已变成了十分普遍的现象。通过这种方式，采邑无声

无息地变成了私人财产。罗马法在公元11世纪被重新发现，其对私人所有权所作的清晰

定义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法律依据。相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佃农之中，他们也逐渐获得了所

耕种土地的世袭权利。

占有权向所有权的转变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在英国的土地上进行着，这要归功于家族

世袭继承制度的确立。在农村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只要交纳一定数额的继承金，法定

继承人就完全可以继承到父亲的地产，其祖先曾经领到的这份地产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稳

定的家族地产，没有特殊原因领主是不能收回的。佃农在这方面的权益受到庄园习惯法

的保护，领主不得侵犯。家族的财产权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保障，同时也为私人财产的

真正确立创造了条件。

这里为何用“私人”而不用“私有”呢?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不存在完全意义上

的私有财产权，但通过保有制强化了以占有为核心和实现对土地有效利用为目的的私人一

财产权”。o在他们的观念中，财产的实现形式比其归属更为重要。因此，即使到了中古

后期，封建土地制度业已瓦解，英国佃农也只是拥有以利用土地为核心内容的私人财产

权。

。【美】理查德褫普斯：‘财产论'，第152页．

。何真、唐清利：‘财产权与宪法的演进't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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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却丝毫不会影响到他们从土地上获得的利益和在土地上所享有的私人

财产权。艾伦·麦克法兰(Al帅Mac陆l锄e)在其名著《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论证了

中世纪英国私人土地财产的存在与发展。他指出，在都铎王朝(Tudor)以前——公元13

世纪和14世纪——终身保有的土地不是属于家庭而是属于个人(包括妇女在内)所有。

其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它们，可以剥夺其子女的继承权利，而将土地卖给家族之外的人，

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他的结论是：“到了公元13世纪末期，如果在时间上不是更早

的话，英国的财产就已实现了高度的个人私有化。财产由个人而非规模较大的团体所占

有，它可以被买卖。子女并不能自动取得对土地的权利。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对一块特定

的土地存在着强烈的家庭归属感”。①到中世纪末期，英国的农奴制基本瓦解，非自由农

与自由农的界线逐渐模糊，以往农奴的私人财产权被大众充分认可，私人财产体系也就

具备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私人财产的保护意识

(1)侵犯私权的现象

在中世纪英国的公地制度，即敞田制(Open—field Systom)下，整个村庄就是“一

个邻居的世界”，相互间的耕地近在咫尺。。如何保持界线是需首要解决的问题。奥尔特

(w．O．AuIt)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大量的恶意偷挪田埂的例证，他认为这是农村社会最主

要的犯罪行为。“1296年，巴克伯(Barkby)地区莱克斯(Leics．)庄园的一个佃农被罚

12便士，算是一个很重的惩罚，原因是他偷犁了邻居的耕地。”@

《农夫皮尔斯》中那个不诚实的农民也承认：“如果我去犁地，稍微一用力，就会带

走邻居的一英尺土或一犁沟，或者犁掉邻居的半英卣土地：如果我去收割，我会多收点

儿(例如进入邻居的地里)，或者劝告他们为我割些我从没种过的作物。”@“有时他会

挪动界石，以便获得几英尺的土地，有时他会犁掉自己和他人土地之间的田埂。在收获

季节，他会溜到邻居的地里偷割一些燕麦，也会从别人的禾垛上顺手拿几捆麦子放入自

己的车子里”。“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很难确知哪些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而且，即使他完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第156页。

。w叫舶0nm锄AuIL印删和H细m恤胁触懈，西培缸峨Bames＆NobleP陀ss，1972’p．15
。Ⅵ，a『r蜘Onm锄Au心印朗和刎咖研垤胁触v口，阮缸砒p．52．
。【英1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硝庄园生活》，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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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清楚哪些东西是自己的，也要时刻提防他人的粗心和使坏”．o可见，中古英国农民的

私人财产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时有侵害私权的行为发生。

(2)土地的集中

英格兰农民传统的私人财产意识并没有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被掩埋，他们不会对此

类侵犯视而不见。奥尔特研究了当时的一些“村规民约”，其中一条可作例证：1329年哈

尔顿(Halton)村规规定：“任何人不得从他人的土地上开通自己路的出口；如果有人将

路的出口开在自己的土地上，他必须确保他的邻居不受损害”。另一条还规定：。无论是

夜晚还是其他任何时间，禁止任何人因穿行方便、驱赶牲畜和运送谷物而造成邻居的财

产损失。”o

除了这些村民集体制定的“村规民约”，个体农民还采取行动，使其私人土地财产更

加明确化．我们常见的方式主要有拒绝开放公地，以及通过买卖、交换等方式集中自己

的份地，以便圈围起来，确保其地产的私权．

13世纪，农村的土地交易市场形成并发展起来，领主、贵族一般不会从农民手中买

卖土地，土地原则上就是属于他们的，不会去买。当然更不会卖掉与自己地位密切相联

的封建领地。土地交易主要在农民之间进行，有充分的资料表明中世纪农民之间存在着

活跃的土地交易市场。诺福克郡(No晌rk)在1283一1284年间，有103宗土地交易，可

以说土地市场相当活跃。买卖的地块大都很小，平均小于l／2英亩，最小的只有l，8路得

(R00d，4路得=1英亩)。@14世纪初，克里夫(Cleeve)的一类契约文书也记载了许多

自由佃农购买及让渡小块土地的交易，每笔交易从l／2英亩到7／2英亩不等。o以上例证

中，交易的面积均不足一农户的全部地产，可见这些佃户交易的动机也许就在于处理掉

一些位置偏远、不便于管理的地产，同时换来一批集中于一处、可以独自耕作的小块土

地。

除了上述买卖小块地产的方式，交换也是一种重要的集中地产的形式。

“1252年，厄普伍德(Upwood)地区亨特庄园(Hunts．)一个持有l海得

(Hide)地产的佃农用两垄(Ridge)地力耗竭的土地换了威廉姆·派克勒尔

o【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3，页．

。【英1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36页．

o马克盍：‘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晒年版，第2lI页．

。o廊opher呐正础删№咖胁口c慨脚跏缸”ll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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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Pykelere)两垄较好的土地”。④虽然交换的土地并不等值，却可以满足

各自的地产整合需求。“1458年，肯普西(K啪psey)的理查德·戈尔(Richard Gorle)

用2英亩的惯例地产换了约翰·兰根斯顿(John Langes的n)2英亩自由地产”。@这些交

换中一部分是经领主许可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并未征得领主同意。农民买卖、交换小

块土地的目的是希望把他们的地产集中起来，不像过去那样分散在公地的各条田中。如

果一个农民的地产合并为一整块，领主和他的邻居就会同意他把地产用沟和篱笆围起来。

16世纪王室土地调查员的纪录也告诉我们，当时农民的首要目标是用交换、买卖等手段

将其分散的条田集中为一个大的地产，这种作法相当流行．o

‘土地交易市场的发达及地产交换事件的频繁发生，不仅是土地私人财产化进程中必

不可少的环节，也是私人化达到较高水平的直接证明。但是，农奴的封建义务与封建社

会是相携而生的，这就决定了农奴所拥有的只能是受到限制的财产权，只要封建制度尚

存，他们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将自己正在使用的财产据为己有。而自由农却在这股潮流

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事实上，到16世纪时。英国自由持有农的土地占有权已接近或达

到了近代意义上“绝对所有权”的程度。固

(3)栅栏现象

栅栏现象在英国漫漫千年的中古历史上可谓历久弥新。敞田制下，谷物播种后要为

整块田地围上栅栏，以免被公地上牧养的牲畜践踏：收获完毕，拆除栅栏，此块田地作

为公共牧场供领主及全体佃农使用。在敞田制日趋瓦解的中古后期，栅栏仍然作为一大

盛景盛行于英国乡村社会。而后一种意义上的栅栏与前一种正好相反，前者是出于公共

利益的考虑，后者则为了保护佃农各自的私人土地财产。

中古后期，英国农村社会出现的大量栅栏现象是异化传统的一种表现。村民们撇开

惯例、村规的束缚，热衷于土地的私人财产权，擅自圈围土地，这是对存在了近千年的

公地制度的挑战。“1440—1470年间，肯普西每年都有3到4起拒绝开放个人宅地的事件，

有时多达6起。在温特斯顿，1400年以前只有3起佃户拒绝开放其围地的事例，但在1442

年到1451年间达到10起，1468年以后就频繁化了。”同样在肯普西，1450年“约翰·兰

4 Ge时gecas蝉Hom锄s。E，tg|i幽n|td薛糟可the丁hir脚n断cenn‘ry肛粥．
9

cIlri咖phcr Dy钒幻础d耐^啪"坫埘口阮，培悭s∞耙毗p．333．
9 R．H．TomX7k爿刖，泐I胁6fPm坍船船f卯n胁COHn峨Lon即1帅文1912，p．172．
。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巾删社会科学出版杜，1997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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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斯顿挖了5英尺深的沟，并栽种树篱作为栅栏，邻居的田地被侵占了20英尺。在哈伯

特郡(Hanlebufy)，约翰·克罗伊塞(JollIl c∞ycer)于1460年，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威廉姆·怀尔登(willi锄Wyld∞)和艾丽丝·伯纳德(Ali∞Bemard)于1487

年将他们所有的地产全部圈围起来”．o ．

另据肯普西郡诺顿庄园的法庭档案记载：1441年，自由地持有农帕默(Palmcr)设

置的栅栏挡住了村民通往田地的去路。法庭命令他拆除栅栏，并处罚金6先令8便士，

1442年，他还没有拆除，罚金涨到lO先令，到下一年增到20先令，1444年最后增长了

一次。我们不清楚是谁做出了让步，据猜测应该是法庭。o

由于私自圈围地产的现象日益频繁，到中世纪末期，一个佃农的地产分散在不同地

段的敞田制已濒I临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打破条田界限而合并在一起的一整块一整块的个

体农户耕地。土地财产的私人化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在英格兰推行开来。从奥尔特(w．O．

Amlt)先生研究的村规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在萨默塞特(Somerset)的西德雷顿

(wbst Dmytl∞)，经全体佃户的同意，法庭规定，从今以后，犁地时不得损坏或踩踏他

人种有谷物的田地，须在其自己的田地范围内转动犁头。违者罚款12便士。”固这不仅

表明公地制度的崩溃，也体现了私产得到全体村民承认的事实。英国农民追求私人财产

权的观念终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到了证实，财产理念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不再遥远。

3，私人财产的自由处置意识

(1)转移地产

中古英国农民对私人土地财产的维护不仅仅表现在将地产稳稳掌握在自己手中，使

其不受侵害，同时也提出了自由处置个人财产的要求。

13世纪之前，不管是非自由农还是自由农，从法理上来讲，转让土地都是不允许的。

直到13世纪，国王法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逐渐允许以自由人相互置换的形式转让地产，

不再需要中间领主的同意。1290年的置地法批准了这个业已成为惯例的转让行为。回即使

到这个时候，也仅仅是自由民获得了出售土地的权利，当然以买主代卖主履行义务为条

：蹦咖pt盯Dy％幻础彻引’珊册捃加4帆垤鼬鼽即．332．333．
’a试啦啦瞄D，锃．Lo地肼dP衄；硎s{noc‰g堍soc记艰晕3匏．
。Aunw抽舶On咖，功棚删向删抛-折M瑚P训D耐甜咖23．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z‘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静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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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直到1327年这一权利才延伸到主要承租人”，即广大农奴。国这样，私人财产权定

义中重要的一条一处置权——在英国法律中便被确定下来。
而在中古英国的乡村社会，习惯法和村规民约是规范村民行为的基准，英国普通法

很难渗透其中，尤其是对于众多的农奴佃户而言，他们需要履行的义务和所享有的权利

仅仅局限在其领主庄园的范围之内。英国的普通法只是赋予既成事实以法律上的效力罢

了。13世纪时，农奴之间的土地转让已经非常普遍。

中古时期的西欧，农民的土地占有权受到庄园习惯法的保护，他们(包括农奴在内)

的土地不会被领主肆意剥夺。但是，从封建领主制的角度来看，未经领主同意，佃户不

可随意更换、买卖地产，也就是不享有自由处置其地产的权利。可这只是统治阶层一厢

情愿制订的规则，英国农民对私人土地财产的要求不会仅仅满足于享有牢固的占有权、

使用权及收益权，处分权也是财产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3世纪是英国封建社会发展、鼎盛的时代，也是使其走向解体的时代。从这个世纪

开始，商业在英格兰半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不仅唤起了英格兰人的商业意

识，同时也唤醒了英国农民的私人财产意识。这个时候，农民们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世袭

的土地占有权，而是提出了与觉醒的商业意识相适应的拥有土地交易权的新要求。

13世纪，农民土地市场发展起来，农民之间的土地交易层出不穷。不仅自由农可以

自由处置其私人财产，“农奴佃农也可以无阻碍地买空闲的土地，在有或没有地主同意的

情况下买卖土地”，“还可以买卖、抵押和雇佣牲畜，随意获得和放弃动产”。@由于从法

律上讲，西欧的封建农民并无土地所有权，所以“原则上不存在封建主兼并农民土地的

问题，而可能发生的只是农民之间的兼并”。。现存的一些契约文件表明，当时一些自由

佃农不断扩大其地产规模，形成了大地产。到13世纪中期，伍斯特郡(worcester)的“理

查德·德克莱弗(Richard de Clyve)积聚了各种类型的地产，形成一个小型庄园，包括

20英卣自营地以及2l块用于租赁的小地产”。@农奴也几乎和自由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

不仅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得到了保障，也可以出售、转让其地产。尤其是惯例地产

之外获得的地产，完全可以自由处置，而这类地产还可以像自由土地一样得到令状的保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71页。

。M·M设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l卷，第522页。

。马克矗：《荚国荆建社会研究'，第209页。

。‰l咖曲旺DⅣLo陆口耐Pe口孵n括innC妇ngingS0c址Iy晕．、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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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13世纪，英国人口激增。虽然大面积的垦殖仍在继续，可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

土地紧缺的现象。被个人私利所驱，有些佃农在生前便出售了原本由儿子继承的地产．

大批农民不是靠继承，而是靠购买获取地产，购买成为获得土地的一种普遍方式。这时，

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地产已经脱离硬性规定的束缚，让位于私人财产权的自由发挥。13世

纪的下半叶，格拉斯顿伯里(GIas咖bury)地产上多于1／3的承租人是通过各种公开或秘

密购买的方式获得田产的。也有的是与法定继承人商量之后买下产权。o

这个时代的英国，很少有以地产作抵押借取高利贷的情况发生，所以既然是农民之

间的交易，不介入强权的力量，这些交易以及地产的兼并就完全是在自愿、平等的原则

下完成的。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村民可以自愿交易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拥有

被社会所承认的土地财产的自由处置权．如果得不到事实上的地产处置权，自由交易便

会受到限制；反之，如果不能自由交易，便无从充分体现英国农民自由处置其私人财产

的观念。 、．

(2)订立遗嘱

私人财产的自由处置权不仅表现在私人财产转让的充分自由，还体现在财产所有者

享有通过遗嘱来分配自己财产的权利。

一般而言，遗嘱订立是对私人财产权的承认，即由个人自主决定其财产去向。但是，

封建制度下的中世纪，订立遗嘱要遵守封建原则，要全面考虑封建领主、封建教会以及

封建意义上的家族。尽管如此，对于仅存的一点可以自由处理的财产，英国农民还是要

通过遗嘱的形式很慎重地加以处置，以体现其对财产的所有权。这也是可以对私有财产

行使的最后一项权利。

农奴死后，惯例地产要交还领主，再由法定继承人领取。除此之外的个人财物和牲

畜，根据习惯法作这样的处理：最好的一头牲畜要作为继承税(H鲥ot)被领主牵走，次

好的作为死手捐(Mortuary)交给教会。还有一些耕作和持家需要的工具及设备要留给

继承者使用。最后剩余的财物和牲畜平分为三份，一份留给遗孀，一份分给无继承权的

孩子，还有一份由死者自己处理。o

o M-M馓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l卷，郎它华等译，经济社会}I；版。20陀年版，第邶3页．
。ocorge ca印缸Ilc釉锄叫嘲M刚z咯哪D，船7，，拥鲫衲c簟哪惕pp．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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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或控制死亡后财产处分的权利是私人财产所有权本身一种必然的或自然的结

果。①但非自由人是否有权订立遗嘱，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农奴的个人财产中，他

所能够做出安排的遗赠并不多，几乎不需要用笔记录下来，只是一种非书面的，即口头

的遗嘱，有两个证人在场即可。然而，无论这种遗嘱多么简单，人们都忘记或忽视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正在作出处置的财产，按照严格的法理并不是属于他们的。伯顿修

道院(Prior ofBu咖n)院长告诉他的农奴们，说他们除了自己的肚子，一无所有。承认

农民有权遗赠财产，就等于领主放弃了对这些财产的一切权利。o

古代的所有社会中，法学上是不准许或是根本没有考虑过“遗嘱权”，只有在法律发

展的后来阶段，才准许在一定限制之下使财产所有者的意志胜过了其血亲的因素。@尽管

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个人财产赠与他人的权利从法学角度讲是行不通的，但把财产从

家族中转出来，根据“遗嘱人”的意见分成几部分赠与他人这种做法在中世纪的后半期

还是发生并蔓延开来。

即使财产的遗传可以由“遗嘱”来规定，遗嘱订立者仍然没有绝对自由的遗产处分

权。首先，遗嘱中涉及的财产一般是惯例地产之外的不动产以及交纳遗产税和死手绢之

后的动产(其实已经所剩无几)。其次，遗嘱权的行使不能干预遗孀获得合理份额的寡妇

产，同样不能侵犯法定继承人取得固定份地的权利。最后，指定的遗产继承者一般不会

超越家族范围之外，除非内部没有合适的人选或者无人可遗传。

英格兰普通法规定，没有丈夫的同意，妻子不能立遗嘱。但是，法律规定是一回事，

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妻子也可以立遗嘱。教会法关于此问题有明确的规定，任何人都有

立遗嘱的权利。这便和大多数世俗法的规定相冲突。后经过教会的努力，妇女的法律权

利在1200—1400年间迅速扩大，多数妻子都有立遗嘱的权利，并能被成功地执行；在1347

年的一个小村庄里，人们发现了20份妇女的遗嘱，第二年发现了37份。@

(二)财产继承理念

1、形成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l∞页．

。【英1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2l-222贞．

。【英1梅因：<古代法'，第l们页。

。Mieh∞lM．sh。eh锄cd．M噼．胁咖硎d伽加肘“如w，日删班，unive眄畸of‰11to帆1996，pp．28-29，转引自
谢经虎：‘教会法所反映的巾世纪两方女性法律权利状况)。‘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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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人特别强调家族的群体力量，他们一般采取诸子继承的

财产继承制度。但同时，他们的个人主义色彩也很浓，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他

们完全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把财产分给任何子女、遗孀或教会组织。如果未订遗嘱，

便在诸子中平均分配。家族观念和个人主义在矛盾中共存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诺曼征

服之后，限嗣继承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有力保障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得到发展与

完善。至此，英国农民的家族意识日渐淡薄，个人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

家族地产是维系一个家族整体性的物质基础。但是，限嗣继承制的普遍实施已经完

全打破了这种整体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除了获得继承权的那个儿子以外，其他儿

子都与家族地产脱离了直接关系。他们或者外出另寻生路，或者以客居的身份留在原地

产上，但不能组建家庭。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作基础，便没有结

婚的资格。而且结婚完全是儿子们个人的事情，其家族没有义务为其提供物质条件。可

见土地对一个农民的实际意义，但这也更加突显出中世纪英国农民在财产问题上的独立

自主观念。

依照封建惯例，家族地产具有不可分割性。o也就是说，从领主处领有的地产(包括

自由地产和不自由地产)，即家族地产，是要代代相传的，不可随意分割继承，只能传给

按照惯例享有继承权的子嗣。在村民们看来，“一个家族的地产，不因转让而减少，也不

因获取而增加。从一代到下一代，地产的面积不应该发生变化。”。这是英格兰农民的传

统观念。这一观念确保了地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完整性。但对于份地之外开垦的荒地，

以及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土地，经领主许可，父亲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即对家族

地产以外获得的额外地产不加以限制，因此并不妨碍私人财产权的发展。

2、对土地继承的矛盾态度

中世纪的英国，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自由农同农奴女子结婚是因

为她们拥有的土地；非自由佃农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地产。英格兰是个

崇尚自由的民族，对英国社会上为数众多的农奴而言，获得充分的个人自由权绝对是令

人神往的。而且，用金钱赎买自由在当时已经成为可能：其一，这种做法是习惯法所允

许的；其二，持有较多地产的农奴已经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但是，在14世纪40年代的

。G∞r萨Ca牡}l哪舯叫孵，柚刚娜D，加强恸，曲cl咖p_132．
。鼢铲casparm删蚰山叫鼬州呐o，船曲拥鲫衲翻咖骺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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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切斯特(winchester)庄园，获得解放的自由佃农仅占所有承租人的2％。。这是由于在

村民看来，与用同等的金钱购买到的额外土地相比，赎买自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村

民对土地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从理论上说，庄园上的地产属于领主，农奴死后应归还，领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重新分配。但是，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领主才会将原来的佃户赶走，让另一佃户接手

份地。一般说来，领主会让原来家庭的法定继承人继续占有份地，并在庄园法庭上正式

授予。因此，地产的继承者通常不会被剥夺继承权，只可能是他们自愿放弃。

虽然土地对他们而言那么重要，儿子中的法定继承人亦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可是，

中世纪英国农民的地产继承意识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强烈。当时为数不少的佃农在不

得己的情况下把地产留给家族外的其他人，而非子女。数据显示：“137卜1499年间，温

特斯顿(whitstones)只有45％的地产在家族内部得到继承，而大多数都被其他的领主或

佃农领去。1349年前，伍斯特主教修道院(wbrcester Camedral Priory)的各庄园上，家

族内部的地产转让占到转让总数的32％。”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不是父辈一手造成

的，子女的观念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肯普西的沃尔特·拉什梅勒(waIt盯Rush啪erc)

在二十多岁时得到地产，40多岁时将地产扩大，在他50多岁时开始缩减。他的三个儿子

或者不幸早逝，或者离开了家，没有一个儿子继承他的地产，其地产最终被一个叫珀西

瓦尔·罗林斯(Perceval Rawlins)的人领去。除此之外，肯普西领地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托

马斯·佩斯哈姆(Thom髂Pensh枷)也是在二十多岁时获得地产，四十岁左右扩充，五

十多岁缩减。同样地，没有儿子继承其地产。@这些佃农不得不在晚年缩小地产的规模，

是因为儿子们一个个离开家族地产，越出家族的圈子去创造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以上均为中古后期的例证。受当时普遍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影响，农民们不愿被禁锢

在土地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追溯到两百年前的中古前期，1远离家族、外出谋

生的同样不乏其人。13世纪的一个农奴，曾经向来访者这样叙述了他的4个儿子、2个

女儿离开或即将离开庄园后的去向：“大儿子约翰是个木匠，已经结婚，成婚后将住在未

婚妻所在地索斯沃克(southwark)；二儿子约翰是个屠夫，住在布莱欣里(Ble讪ingly)；

o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l卷，第525贞。

。Chl昏e曲百啦盯，Lords o硼P咖珊l罩m dc蚰ngins S0cie睁舯娜，
。ch—班叩11crDy％幻胁鲫d^Ⅲ删n胁口(：蛔增蛔}鼬帆pp．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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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子叫威廉，出走后杳无音信，不知道现在住在哪里；四儿子理查德贩卖木材，住在

赫德哈(Hed∞hall)的汉顿(H锄d加)。女儿琼嫁给了G·泰勒(G．T1laIer)，住在克菜

登(Clayd∞)，另一个女儿埃玛嫁给了R·哈尔考特(R．HaIcouIter)，也住在布莱欣里．”o

如上所言，英国中古的农民一方面将土地视为生存之本，想方设法获取地产；另一

方面，却有大量的农民子女，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家族地产，外出寻求更好的机会。对农

民而言，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只要有机会，英国的农民不会死守着那份地产过活。

表一：萨福克郡(Su偷lk)雷德格雷夫(Rcd掣avc)庄园地产持有者生前转让情况。

垂直(父——子) 平行(兄弟姐妹) 其他家庭

年代 数量(户) ％ 数量(户) ％ 数量(户) ％

1295～1299 14 22．2 30 47．6 19 30．2

1300—1304 lO 19．2 16 30．8 26 50．O

1305～1309 7 20．5 5 14．7 22 64．8

1310～1314 3 3．9 34 44．2 40 51．9

1315～1319 l 1．1 49 53．8 4l 45．1

1295～1319 35 11．O 134 42．3 148 46．7

对于地产的传承，英国农民的态度异常冷淡，他们没有将一份家业子子孙孙传递下

去的观念。由子嗣来继承父辈的遗产，只是古代社会的惯例使然。不单单是子女们有时

会拒绝父母的好意，父母也常常违背习惯法的规定，在生前即把地产转让或转卖出去，

以获取现得利益。到中世纪后期，由各地习惯法而生成的英国普通法作出明确规定，子

女对父母财产没有与生俱来的继承权。诺曼征服后确立的英国封建继承制度宣告破产。

3、继承双方的契约关系

继承本身是家族观念的一种体现。但是，得到继承的儿子与其父辈之间并不仅仅局

限于家族关系，另一种关系，即契约关系，是双方另一重要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关

系的存在，中古英国的继承制度才得以持续存在近千年。这种契约关系是以个人而非家

族为单位，是继承者与被继承者之间达成的协议。

。【英】亨利嘶坦朴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79页。
。R·史密斯主编：‘土地，亲属关系和生命周期’，剑桥大学出版社，1％5年，第l船页，转引自徐浩：‘论中世纪晚
期英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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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年黑尔斯(Hales)的一项儿子与其母亲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明问题。根据协议，托

马斯·勃德(Thom硒Bird)的长子托马斯继承了其寡妻阿格尼丝(A印es)在村里和其

他地方持有的全部土地，条件是只要母亲还活着，托马斯就应按协议中规定的条件赡养

她。为了体现协议的细致入微及其遵循的契约精神，本文有必要将资料中涉及的具体内

容全部引用：“在米迦勒节(Mich∽l’Day)的第二天，她从托马斯那里得到l夸脱(Quart)

小麦、1夸脱燕麦和l蒲式耳(Bushel)豌豆。在万圣节(All Saints’Day)这一天，得到

5车海煤。在圣诞节前八天，得到l夸脱小麦、1夸脱燕麦和l蒲式耳豌豆。在耶稣受难

节这一天，得到l夸脱小麦和l夸脱燕麦。在圣灵降临节这一天，得到5先令的现金。

在施洗约翰节这一天，得到半夸脱小麦和l夸脱燕麦。托马斯还要自己出钱为她建一问

合适的房子，按墙内计算，房子长30英尺，宽14英尺，还要装上三扇崭新的门和两扇

窗。只要阿格尼丝还在世，托马斯就要忠实地履行上述协议。如果届时托马斯手中还没

有现成的粮食，就必须按照市场上上等谷物——种子除外——所能卖出的价钱向她支付

价值相当的现金。如果托马斯在协议期间有违约行为，他就得向修女院的施舍员支付半

马克，而阿格尼丝凭借两个合法证人的证词，必要时可以向修道院院长和修女院提起上

诉。如果情况属实，阿格尼丝可以立即收回土地，并不受协议的约束而自行对土地作出

处理”。。让人震惊的不仅仅是协议的内容，“为了保证协议永久有效，不被遗忘，要按照

当时双方的意愿，将协议内容记入修道院的地租册中，并在全体法庭上逐字逐句地宣读”。

。这样一来，协议的效力也得到了有力的保障。类似的例子并不罕见，签订这种协议的现

象在当时也是十分普遍的。

与此同时，继承家族地产的子女在接手父辈的地产时还要明确自己与领主的权利义

务关系。为了能查询案卷，以便确认他所提出的权利要求是对还是错，农奴总是情愿缴

纳一笔钱款。当农奴来到法庭之上接手或让渡一块土地的时候，在法庭上不仅有交换“权

杖”的仪式，而且书吏会将这些事实记入案卷，农奴往往还向法庭要求得到一份记录的

副本，以免出现任何疑问。。一般说来，领丰会让原来的家庭继续占有份地，并在庄园法

庭上正式授地。只有当他们亲眼目睹书吏将整个交易过程都记入庄园法庭案卷之后，那

。【英】亨利·斯坦利坝内特：‘英国n!同生活》，第225页。

。【英】亨利嘶坦利·贝内特：《英困庄园生活》，第226贞。

。【英】亨利·斯坦利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1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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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且只有在那时，他们的心才会踏实下来；因为日后如果他们的权利遭到反对，他

们就可以据此提出上诉，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o

英国农民的个人主义意识古即有之，如果继承制度中的契约关系不明确，仅凭借家

族权利或义务以及封建主的强制性规定，英国的土地继承制度不会存在近千年，中世纪

英国农村的土地状况也将是另一番景象。

4’妇女的财产缝承权

在探讨英格兰人的财产观时，我们注意到，他们并不排斥女性继承包括土地在内的

财产。英格兰多数地区的妇女都可以得到继承，或者在结婚时以嫁妆的形式收到一部分

地产。 “妇女和女性的后嗣也可以继承这种财产，显然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即它们是

不包括在宗亲的神圣界限之内的”。o虽然儿子享有优先继承权，只有家中无男性子嗣时，

女儿才被列为继承对象。可是，受惠于这种观念，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妻子不必完全

依附于丈夫。 、

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新郎在结婚当天要当众赠送新娘一笔财产(一般是地产的

1，3)，留作妻子守寡时享用，即寡妇产。这是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几

个世纪的演变与完善，“寡妇产”成为全西欧的“习惯法”。@即使结婚时没有指定，妇女

守寡后仍然可以要求适当的寡妇产。因为“寡妇产”早已被列入惯例簿中，并最终得到

英国普通法的保护。14世纪中叶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出现了新办法，许多丈夫愿意在

生前指定妻子的地产继承权，为其遗孀的晚年作出更理想的安排。

农奴死后，有一部分地产是在惯例地产之外积累的。无论儿子或者女儿，都可以分

到这部分地产。1415年，约翰·帕特里克(JolIIl Pa埔k)死后，其继承人理查德获得积

累地产中的一份，遗孀得到另一份，第三份分给了已经结婚的女儿。o

教会在妇女继承问题上的影响不容忽视。教会法考虑子女有无继承权的标准只有一

个，子女父母的婚姻是否为合法、有效的婚姻，子女的性别无关紧要。教会法规定，只

要是合法家庭所生育的子女，都有平等继承财产的权利。

。【荚】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24页·

。【荚】梅因：‘古代法’，第113页．

。【英】梅因，‘古代法’，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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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作为父亲的女儿还是丈夫的遗孀，英国的妇女都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虽

然难以达到充分的男女平等，可是在中古社会的乡村，这已经体现了村民在财产继承观

念上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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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古英国农民的商业观

13世纪，英国农民已经作为小商品生产者而存在，他们不但生产自己赖以生存的物

资，而且为市场生产商品、提供劳动力．他们虽然不具备近代商品经济之资金积累、扩

大再生产等商业理念，却也为封闭、保守的古代社会注入一股强大的商业活力。按中古

社会的传统，商业活动被认为有损于封建主贵族的尊严，下层平民成为商业交易理所当

然的承担者，而农民则是其主体。

英国农民单一的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特有的商业观。一方面，

他们的农作物品种单一，几乎所有农户都会种植用于做面包、酿酒及出售的谷物，而种

植桑麻等作物的农户却少之又少；另一方面，中古后期农民对养羊业的偏爱使他们忽略

了其他牲畜和家禽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他们便需要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出售谷物，羊

毛，购买布匹(或成衣)、各种肉类及其他生活用品。

再者，13世纪，占农村人口近半数的小土地持有者仅靠耕地无法维生，他们便积极

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形成一个活跃的工资劳动者阶层。他们乐此不疲地从事着这个

职业，甚至超出了古代传统农民的范畴，这个群体为商品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诠释了

其自身的市场观、商业观。

13世纪开始，英国所有农民都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张中受惠，把农产品、

牲畜和劳动力变卖为货币，再拿到市场上去消费。他们通过改变农业经营方式、消费方

式、劳动方式等等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达到与商业接轨的目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英国农民展现出他们浓厚的商业意识。

(一)商品交换意识

12世纪，英国农民与市场有了直接的接触，但此时，他们的农产品仅有一小部分流

入市场，商品交换并不普遍。到13世纪中叶，英国的封建经济进入盛期，英国农民与城

镇及乡间的市场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适应农民们的商品交换需求，当然，最主要的是受自身利益所趋，各地领主纷

纷设立市场。在中古英国，林立于乡间、城镇的数以千计的市场构成了一张农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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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尽管市场规模都不算大，却很稳定，它们或密或疏地分布在整个农村地区。一

个农民，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即便来自边远乡村，都可以当天赶到城镇的市场，晚上回

家。o

随处可见的市场为农产品的出售和农民的消费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也正是农民积极

的商业活动确保了这个平台的发展与繁荣。活跃在城镇与乡村之问的谷物商贩和羊毛商

人拉近了城镇市场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而这些商人很有可能就出自农民阶层。@据侯建新

教授估算，十三至十四世纪英国中等农户的商品率(一年总收入中进入市场部分所占的

比率)大致为53％，到十五至十六世纪不会低于80％。@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确实

推动了农畜产品的市场化倾向，可是，“一个普通农民除为交货币租而销售产品外，还有

大约相当于货币组价值四倍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因此，农民商品率的不断上升完

全是由他们个人主动参与市场交换所致。这些居于中古英国社会主体地位的农民正是中

世纪英国商品经济发展、货币地租流行、私人财产体系确立的推动者，也是最根本的力

量所在。

1、商品出售意识
’

13世纪，英国农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市场倾向，因为他们必须出卖产品，换取现金

来缴纳租税以及购买家庭产业中缺乏的消费品。他们出卖的品种不仅包括农家自己出产

的谷物、羊毛、奶制品，副产品秸秆、粪便，还有“从公地上收集来的豆子、蕨、灯心

草及芦苇，甚至连公地上放牧的权利都进行交易”。有的村民还“经常加工洒、面包和蜡

烛，来获取额外收入”。@虽然这些产品并非全部拿到集市、市场上去出售，也许只是邻

里之间的一种交换行为，却也是商品经济的简单市场形式，况且他们的交换意识已经非

常明显。

英国农民根据实际情况，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尽量配合市场的需求，在满足自身消费

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格拉斯分别对克劳利村的一个维兰和一个小土地

持有者1257．1258年的现金收支进行了估算。从表三中我们获知，小土地持有者的现金

收入(19先令4便士)中无小麦收入。此小农只是种植了赖以糊口的大麦和燕麦，却没

。E。扎x0哪6n矗'3tIdiesintheAgr钟i佣H{3Iory《hglo耐搬lIIeni啦enthQnlt畔币鸵3．
4．EA￥镐m|n矗'3埘tesintkAgr甜i册History可Englondi”tk nIimemcen似q零3西．
。侯建新：《中世纪英嗣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侯建新：‘巾世纪英团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

。ofcnvilleAsIill＆A加ieG瑚‘m c0枷I，声址o，M耐删凸曙^肼西B撼ilBIacI洲ell，1988，p．3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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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植市场需求的小麦。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英国农村很常见。因为他们必须首

先为自己和家畜留足口粮，才可以将剩余的部分投入市场换取货币。而当时的农业生产

力水平非常低下，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仅为l：3、l：4，小土地者产出的粮食仅可维生而

已。

而大、中农却都在尽可能多地为市场生产小麦，维兰(ViIlein，即1维尔格特土地持

有农)的总收入(6l先令4便士)中小麦(36先令)占到一多半，如表二所示。只要是

适宜种植小麦的地区，农民，尤其是大、中农，小麦都作为重要的作物被种植，。王室动

产税款的确定人总是在农民家族中发现小麦”．。“在汉普顿区(H锄pton)哈顿庄园

(Hanon)上，佃户沃尔特·谢伊尔(Whlter ShayI)地产上57％是大麦、燕麦和豌豆”，。

表二：1257~58年克劳利村一个中等农户的收支表。

小麦4{夸脱，每夸脱8先令 36先令

收 耕马l匹 6先令

入 阉羊4只，每只8便士 2先令8便士

大羊lo只的羊毛，平均每只3素便士 3先令2便士

羊羔4只的羊毛，每只l便士 4便士

小牛l头 t先令2便士

猪4头，每头3先令 12先令

共计 6l先令4便士

支 地租 5先令

出 牧草费 7便士

牧场费 2便士

共计 5先令9便士

结 余 55先令7便士

o M·M擞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513页。
。alris‘o—HDy％正n，出删d^d螂出佃口a妇蚋曙岛咖以p320．
。妇N鲫n蛐s∞nB—al，m＆堋咖恤珊d删航咖咿矿删D曙触瑚蛔髀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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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257～58年克劳利村一个小农户的收支表回

小麦4{夸脱，每夸脱8先令 36先令

收 耕马l匹 6先令

入 阉羊4只，每只8便士 2先令8便士

大羊lo只的羊毛，平均每只3啬便士 3先令2便士

羊羔4只的羊毛，每只l便士 4便士

小牛l头 l先令2便士

猪4头，每头3先令 12先令

共计 ． 6l先令4便士

支 地租 5先令

出 牧草费 7便士

牧场费 2便士

共计 5先令9便士

结 余 55先令7便士

其余的40％多很可能均为准备出售的小麦。另有一农户，“14亩春季作物中只有2亩黑

麦，其余12亩均为小麦。”国

中世纪后期，由于英国人对肉类的普遍需求以及愈加广阔的羊毛市场，人们对草场

的兴趣日益浓厚。可有些地区的大农户却扩充耕地，更加专注于谷物的种植，“投资建造

了许多更大的谷仓”。国此种情况下，这些农民显然是在为市场生产，建造储粮的谷仓则

表明他们准备在市场竞争中打拼一番，而非收获完毕即出售。他们就是在农村土地运动

中一心想靠农耕致富的一批人，也是15、16世纪乡绅、约曼(Yeom锄)的储备力量。

另外还有一批农民，更多的地产对他们而言似乎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而是更喜欢“工资

劳动者”这份职业。关于这批人，将在下文中作专门论述。

中世纪的西欧一般都禁止谷物出口。回但是，在一部分农民全力发展畜牧业的中世纪

晚期，英国却有大批粮食用于出口。海峡对岸的根特(Ghent)和布鲁日(Bmgge)等城

：Gras，No珊卸scon B^舶，功P胁H硎fc d叫跏曲，^括蕾D，y D，册魄“曲”慨P，p．72．
4＆HⅫH吼ThEHgttshPensdm哆intlle Later MiddkAgcs币蛇．
。(h吼yilIeAmiIl＆AnnicG咖也m co“舢嫩0，M曲Pw，D刨鲫如．227．
。【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日民经济学讲义大纲h朱绍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4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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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几乎完全依靠英国出口的小麦过活。毋而在当时，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得

到根本性的改善，这些出口的小麦是农民自觉的市场意识之产物。

中世纪晚期，英国畜牧业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家畜的养殖。大批农民放弃庄园上的田

产或田产的继承权，开始向杂草存生的林地迁移，因为那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而在故

有的村庄，麦茶是唯一残留的放牧资源。英格兰中部作为巨大的牛羊生产基地，这里的

农民用改革田制的方式获得了更多的牧场．o

农民喂养牲畜的数量与土地多少无关。如表二、三所示，克劳利村的维兰与小土地

持有者在市场上出售的牲畜几乎没什么差别，只是小农缺少用于犁地的马。那些贫苦的

小农“为市场生产了大量的羊毛、奶制品及肉类”。鸯“根据现存的1225年的一组数据

所示，在威尔特郡(wilt)一个修道院所属的地产中，有一半以上的佃户都拥有羊群，其

中一个大村庄中平均每个佃户约有20只羊，另一个村庄的lO户农奴虽然都是小土地持

有农，却在公共牧场上平均每户放牧着50只羊。”固甚至～些不再耕种土地的老人也喂养

一些牲畜，“少到l头牛，像克里夫的理查德·里维(Rechard Reve)，多至各种牲畜，如

猪、马及30只羊。”o

英国羊毛的质量格外好，从12世纪开始，甚至欧洲大陆都对其有很强的需求。因此，

英国的羊毛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贸易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商品。领主和农民都积极地配合

羊毛市场的需求。但总的来看，比起领主的庄园，农民喂养的羊更多。E·金(E．King)

告诉我们，在1275年格拉斯顿(Glad咖ne)寺院的一个庄园里，领主饲羊570只，他的

佃户们却饲羊3765只，是领主的5—6倍。@尤其是到14世纪早期，羊毛价格上升，刺

激了农民的养羊热情：他们转变了养羊的方式，产出几茬羊毛之后再宰杀，而不是很早

就以肉的形式卖掉。o

英国农民在畜牧业上的市场倾向非常明显。对于肉质更加鲜嫩的幼年牲畜，他们一

般都要以肉的形式到市场上出售，而已经产过若干茬羊毛的羊或者长久用于农业生产的

o【英】A—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4页．

9黜鼬m砌№孤D槲^Ⅲ埘砂训d曲Po训o，M矗概“∞sI盯Univc陪畸P豫溉1997'p．146．
’C晡毗oph盯Dy盯．￡Dr协砌^铘硼捃加口C^口_g啦＆咄机pp．327-329．
o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砬页．

9(M咖pherDy甑．￡o，曲册d^螂硼缸加口cJm昭棚g＆曲玑p．324．
9 E酗ng印gkHd，，7鼻』让5山mdo玛1979'p．72，转引自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第62页。
o O嘲villeA甜il帔AI面cG叫嵋7加C州州口口i出矿^拒dfn^口f厨出”越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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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之类的老、弱牲畜，他们才会留着自己食用，因为卖不上好价钱。但也有养膘之

后卖出的情况。中古一位农学家曾建议：“每年要从每个养牛场把老牛和牙齿脱落的牛、

不孕的牛以及发育不良的役畜都挑出来”，先在优质的牧场上喂养，然后再出售到市场。①为

了让猪长膘，以卖个好价钱，要喂掉2到4蒲式耳的粮食。而那些不销往市场的猪～般

不这样奢侈地喂养，而在瘦骨嶙峋的时候就被宰杀了。o

2、消费观

中古英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在于农民积极的商品生产及交换活动，也与以农

民为主体的农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或者说消费观念息息相关。

由于领主无法说服农民打破惯例的限制，自13世纪实行货币地租以来的三i四百年，

土地租金几乎没什么变动。这种地租形式确实促进了货币经济的繁荣，但它本身却徒具

货币经济之外表，仅作为一个媒介而存在。其作用是使得钱币从农民手中转到领主手中，

其间不受外部商业背景的影响，只有领主将这些钱币投向市场时。才真正感受到货币与

市场的联系。农民的土地产值在成倍地增加，而一个佃户的地租却可以“长达200年或

250年保持不变。”。这样，地租在土地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由劳役地租时的l／3，缩减到

l，5，I／6甚至l／8。固因此可推断，农民手中越来越多地剩余货币可以投入商品交换领域，

用于衣服及生活、生产用品的市场消费。他们不仅是中世纪英国市场上重要的商品出售

者，同样也是主要的消费者。

13世纪之前，市场不够发达，英国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性不是很强，他们可以在庄园

内部解决穿衣问题。自13世纪以来，他们身上的衣服就主要依赖市场交换了。“罗杰斯

估算，每户穿衣支出17先令，相当于口粮消费价值(32先令)的一半有余。”@蒂托估算

的也大约是口粮价值的二分之一。。因为古代英国农民很少种植桑麻，也不存在纺织行业

的独立生产，所以经济史家的估算基本上是合理的。

中世纪中期以后，农村手工业者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出现在英国的各个村庄，其生

产的手工业品广泛地在市场销售，逐步实现着手工业品的商业化。而促发这一进程的重

o【蝴伊拉蒙德、w·坎宁安编：‘亨莱的田庄管理》，第83页。
o【蛔亨利斯坦利坝内特：‘英闻庄园生活》，第72贞。
4

RMl∞q，The AgrarmnPmblemintk s删ee"thC蛳tttry，p．1构．
。R．H．T0my，m—g阳r砌P，口6Z删折船S髓圯e"m oH，哪p．120．。E．A．Kosminsky肆l枷甜埘舭一gmr御l肺哟∥矿D培缸甜加tk刀l棚胁。加"弘p．230．
9 J2．瓢t嗍Dlg，鼬M，＆咄以，20仉，弱o'Bames＆Nob|c，1969，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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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因就是广大农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普通农户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支出，约占全年现金

收入的22％，购买厨房器皿、各种用具、蜡烛、衣服、鞋子、盐等。。o。流行的看法认

为农民只购买铁器、农具和盐，而依赖他们的妻子制造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这种

看法不再站得住了”．o家庭自给的手工业生产逐渐减少，他们越来越依赖专业手工业工

匠所提供的商品。

农民消费观念的另一种体现是对商业性服务的需求．建造房屋离不开木匠、石匠、

泥瓦匠的劳务，缝制衣服有时也交给专门的裁缝去傲。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农民们愿意花

钱去享用他人的商业服务． ．

(二)向非农转变的观念

到14世纪中叶，英国的人口达到顶峰，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更多依附于庄园地产上的农民加入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的行列。
：

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史家估计，只有地产在lO英亩以上方可解决温饱问题。

可是根据表四所提供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Essex)的数据得知，除去无记录可查

的情况，持有O巧英亩地产的小佃户就达到37．5％，可以单靠农业来维生的佃户不足l，4，

其余3，4的家庭需要经营畜牧业或者从事其他副业。

如果说是黑死病前的人口压力才促成这种局面，那么同样是埃塞克斯，表五中的数

据则是黑死病后，人口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二时的情况：中、大土地占有者已经达到三

分之一，而小土地持有者仍然保持在33．5％，没有明显变化。L·R·普斯(L．RPoos)

也得出这样的结论，14世纪前半期有一半多的村民是工资劳动者或手工业者，黑死病后

达到3“，即农村中农民仅占l／4，工匠和零售商占l，4，工资劳动者占l／2。o中世纪晚期，

土地状况不再紧张，可这些手工业者对土地的需求一如既往，仍然是中、小土地持有者，

因为他们的追求并不在此，而在更广阔的手工业商品市场中．

o H．Ki协ik‘，p叫I∞繇口n画册出∥L№珊dc晖删月州删加加胁P缸窖钟D，酣朋吐_，翻嘲埘历咖f
|il．：砌‘鼠删啪虹Hi咖叮R“jcqzO∞，2，弹．237-拍l，转引自徐浩l‘浅析西欧中世纪工业组织的变化h载人大复印资料
‘世界史'．2∞5年第11期。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徐璇译，商务印书馆，19鸭年版，第18l页．

。LkP岫I删∞锄∞●角口训＆咖咖船矗鲥D自础凸矩毛J3阳．J影只pp．1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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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黑死病前(128弘1340)埃塞克斯郡7个庄园佃户地产持有情况国

马彻尔 斯特宾 伯利 米德尔顿 伊斯尔特 沃尔萨姆 玛格雷特

M∞艏雌 Stcbbi雌 B0flcy M耐dl咖 HigIlEa蛳宦 G噶鲥帅山岫 Mm掣吒响噜

年份 1288 1294 1308 1309 1328 13船 1340 总计

无地者 O(户) 4 2 2 23 26 10 67

未确定 2 12 2 4 13 ” 7 67

舡饿英旬 20 2l 13 17 47 122 22 262

5—10 2 6 15 6 30 45 7 lll

lO～15 4 8 l 3 37 27 3 豁

15—J20 0 O 5 0 ll Il l 28

2m之5 l l 2 I 4 4 l 14

25~30 0 0 O l 3 7 l 12

30一35 O 0 0 l l 3 O 5

35—40 l O l l l 5 O 9。

40以上 0 2
’

l l 2 7 O 14

总计 30 54 42 38 172 2“ 52 672

1、农民与农村手工业者

中世纪早期，商业落后，农村剩余产品缺乏，个体农户和庄园共同体处于自给自足

的状态，在手工业领域也不例外。各王室、修道院和世俗封建主都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

庄园工场，由依附农生产手工业品以满足本庄园需求。个体农户也是为了交纳实物地租

并满足家庭消费而生产。当时，尚未出现专门的具有商业意义的农村手工业者。时至12

世纪，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再度兴起，很大程度上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庄园工场和家庭作坊

“都没有了，人们也就让它们这样消失下去”。回一方面是因为农民的商业交换意识觉醒，

多数手工业品完全可以通过商业交换的方式获得；另一方面在于以往依附于庄园工场的

。LILPo惦I删帕雠，一舭倒岛岫咖r啦脒鼬E饿薯J打仉，掰’c锄brid伊Unive牯时P髑s'199I，p．16
。t比】亨利坡郎：‘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社会人民出版社，2∞1年敝，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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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黑死病后(138扣1444)埃塞克斯郡5个庄园佃户地产持有情况。

斯特宾 萨克斯特德 格雷特·莱斯 巴恩斯顿 斯特宾

S戗，bing 11罐n酣 G删Ldghs BaHl咖 蛳曲b啦

年份 1383 1393 l枷左右 1435 1444 总计

无地者 6(户) 6 O l 10 23

未确定 14 17 18 9 18 76

∞5(英亩) 29 33 7 lO 27 106

5～lO ll 9 4 7 14 45

tOq5 7 5 3 2 9 26

lⅫ 2 4 1 l 3 ll

2m之5 l 4 0 0 l 6

25~30 l l 2 O l 6—

3m05 l l 2 O l 6’

3Ⅻ 0 O 0 O O O

40以上 l 7 O O 3 ll

总计 73 87 37 32 盯 316

工匠独立出来，向庄园以外的顾客出售自己的产品。后一种情况即我们要探讨的农村手

工业者，目的是从中揭示英国农民的商业观。

R·H·希尔顿(R．H．Hilton)认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最重要的起源在乡村，而不

是城镇。o在早期的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中，水车是相当重要的动力装备．所以这类工业

的位置要选在靠近水源的地方，主要就是农村地区。后来人们又将水车用于谷物的加工．

加之英国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早期的手工业工场便在中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乡村发展

并壮大起来。

当然，手工业的发展空问主要还是在城镇，但需要农村手工业的辅助，况且英国的

乡村也具备这个条件。例如，布匹的成品最终是在城市中完成，可是前期的纺纱和编织

等工作往往由乡村的手工业者来承担．一些商人起着关键的纽带作用，他们熟悉广阔的

毋LkPo∞I捌帆flce|J向耐&咖研打如刷融n}口撕点b瓯，3如-J船￡nl。．·kH皿l●鸭mD删触^咖新如上n御胁棚P^鳓啦05．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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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便把农村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制作半成品，再运到城市制成布匹，远销国内外。

因此城市的重要地位在中世纪的英国并不是特别明显。除了伦敦之外，英国城市在商业

运行中所起的作用无法与大陆等量齐观。o

英国乡村工业的突出优势一方面得益于手工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乡村

居民积极参与的推动作用．在耕种小块地产的同时，这些农民愿意生产手工业半成品或

成品，然后与本地及外来的商人合作，进行互惠的商品交易活动．他们并不像我们印象

中的中世纪农民那样拼命地聚敛土地，而是寻求其他的生存机遇．

自12世纪起，每个村庄就有一些主要靠手艺谋生的专门的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持

有小块土产．“村庄中存在的木匠、铁匠、酿酒者、漂洗工和裁缝等职业姓氏表明，工匠

已经构成乡村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产品在农民中拥有稳定的消费市场”．o

甚至有些农村手工业者索性放弃地产，或者购买自由、或者逃亡，到城市中寻求更

好的发展机会．12世纪开始，商业在整个西欧复苏了，城市成为商人和手工业品的集散

地。村民们也隔三差五地到城里赶集，卖掉剩余产品的同时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在城市

里，这些手工业者无需背负沉重的封建义务，从而大大提升了商品生产的自由度。虽受

到行会的管束，却也受益于同行会的统一规范。所以说，城市比农村具备更好的商品生

产条件，也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因此，一些更具商业头脑的工匠们便瞅准了那里的发展

机遇，排除各种阻力向城市迁移。

2、农民与雇佣劳动

英国最初的农村雇佣劳动者一般是那些持有小块土地、仅靠土地无法生存的茅屋农，

他们必须得招揽一些零活以补贴家用。之后，货币地租日益普及，领主自营地上的劳役

被折算为货币的形式。领主若要继续经营其白营地，必须要有雇佣劳动的协助。同时，

许多拥有l维尔格特(Vi曙ate，相当于15英亩)以上地产的大农也需要采取这种形式经

营地产，这样，雇佣劳动便在农村发展并盛行起来。当然，也正是由于雇佣劳动在乡间

唾手可得又简单易行，农民亦可从中挣取部分货币收入，领主和农民才会共同推动劳役

地租向货币地租的变革。可见，货币地租和雇佣劳动在英国农村的盛行是二者相互作用

4 EA胁哺I啦Sl|dksintkA蟹mri丽H括lo口可E咤la，ld．ntllcThiHee呲}t＆咖憎毋322．
4‘)面sto曲aDy髓，Mabn94Liv讷sintkMidmeAge3：n坼P∞pk可Bntd讷850'|520一吐oUnb吧r如，

P噶s'2002糟l峨172，转引自徐浩：‘浅析I!!i欧中世纪上业组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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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二者又完全取决于中世纪英国农民固有的商业观。
’‘

中世纪英国农村的雇佣劳动者主要包括雇工和佣仆，因为以赚取工资为目的，亦称

工资劳动者。13世纪以来，靠打工补充生活来源的农民，不仅有茅屋农和l，4份地持有

农，还包括半份地和全份地的持有者，其中有自由人，也有农奴。而且工资收入是相当

一部分农民部分或主要的生活来源。

雇工在农村劳动力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农村经济运转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特

别是在黑死病后，劳动力紧缺，工资上涨，更多的人从专业的土地耕作者进入到工资劳

动者的行列。有人估算，“当时英格兰农民中至少有l，3为工资而劳动”．o波斯坦(Pos切皿)

也认为，在13世纪，乡村就有l／2的人是全职或兼职的工资劳动者。o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锄)地区的农村，50％v70％的男性居民是雇工，o而且雇工这个职业已不仅仅是茅

屋农的专利。中等农户中的富余劳动力也去给别人当雇工，甚至富裕的大农户家在雇佣

他人的同时还受雇于人。佣仆多是寄宿于雇主家的未婚的年轻人．年轻人到别人家当佣

仆是英国农村的一种习俗．“虽然雇工、普通手工业者以及农夫家庭的孩子是佣仆的主要

来源，但约曼、乡绅的孩子也常外出为仆。”据估计，“佣仆在16世纪占15-24岁人口的

几乎60％。”o他们并不认为做佣仆是降低身份的表现，而是一种谋生或赚取额外收入的

手段。

当时的雇佣劳动者通过契约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虽然外出打工是生计所迫，而且非

自由农外出打工时需要向领主交纳为数不多的人头税，但是在雇主面前，他们是享有自

主支配权的自由劳动者。尽管不断出台的《雇工法令》对雇工工资进行了种种规范和限

制，但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合理的权益。

这些工资劳动者敏锐地利用变化着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提出新的工资标准。在简单的

市场经济潮流中，习惯法已然不起主要作用。在一个相对保守的时代，英格兰农村雇佣

工的工资在两三个世纪里“增加到两倍至三倍”．@而且在14世纪农作物价格下跌的情况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47页．
o M-M·波斯坦主编t‘剑桥欧洲经济史’．第l卷。第柏7页。
t
kH俩妇∞The E，lgllsh Pe∞硎ry饥tIIchlcrMiddkA瞽s薄3、．

o黄春高：‘15、16世纪英陶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考察》，载‘北大史学'，20舛年1月．

’【法1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驺年版。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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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雇佣劳动的价格仍在持续上涨，直到14世纪末期。这使市场上的雇佣劳动者迎来了最

好的年景。1350年之前，哪些是穷人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即受雇佣的小土地持有者和无

产者，他们的工资很低。1350年后，挣取工资的小农仍然不如大农、中农富有，但工作

机会多了起来，工资也高了许多。①财富多少与地产大小之问存在的必然联系被打破了．

除了工资之外，他们对工资的支付方式及工作时间也提出了要求．到13世纪，货币

经济在英国已经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封建义务中的各类名目，如地租、继承金、人头税、

什一税(币tlle)等都可以或者必须以货币形式交纳，也随着市场交易的频繁化，人们对

货币的需求量亦有增无减，劳工们自然要求用货币支付工资。“有的学者指出，当时在庄

园中用于雇工工资的货币支出总量常常超过庄仆的报酬”．o因为雇工大多是在农忙季节

被临时雇佣，所以他们倾向于按日计酬，而佣仆则是按月、年计酬，因为佣仆与雇家双

方有长期的契约作保障。根据习俗，佣仆经常获得实物酬金。另外，雇工们也不会为了

挣得多一点的工资而无限制地工作，而是“一周只工作5天”。o这一方面是由于宗教信

仰而养成的习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的权利观。契约意识早已渗透于英国农村的各

个领域，雇佣劳动中也不例外。与佣仆不同，雇工的工作通常具有临时性，事先不签订

协议，但要明确工资数额，并且要求按日付薪。佣仆一般按年雇佣，时间跨度大，对方

要签订雇佣合同，标明年终所付报酬等事宜。

雇佣劳动者受雇的对象不仅是领主或富裕的农民，也可能是家境一般而缺少劳动力

的农户。1380一1381年科茨伍德(coateswood)人头税征收登记簿表明，80个农庄中，

大约l／8的农户有一个或多个投宿雇工。@农忙季节，大批临时雇工更是充斥于各个阶层

农户的田间地头。只要需要，就可以去雇佣，这与雇主的身份无关。甚至有些身为雇工

的农民家中也雇有佣仆或农忙时的临时性农工。受经济条件限制，尽管农民们的雇工数

量一般不超过两个，但也反映出他们在劳工观念上的商业特征。

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农民用货币赎买了部分封建义务，最终赎买到人身自由，成

为与领主解除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者。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容易了，“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

⋯ctI一咖pher D)咄，咄琊耐只m似n灯拥d cJ硎蟹愕岛咖～p．350
9

AI锄Macf酊la呜7k o，辔蛔o，Dl“括^m击v诎岫打洲，B丛iI Bl∞kwdl’1978．p．149

9【法】P·布轧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_【L至十血世纪)．第337贞．

。＆H．HiltofI’孤Dlg鼬^∞册咿加咖幻舯M讹cfP一张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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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工作和到处迁徙中获得更好的收入．在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

活条件和工作机会”。。有些家庭人力不足，原因就是子女被外面的雇佣机会吸引，纷纷

外出打工。。雇工受雇的l}缶时性和季节性，决定了雇工必须在领地与领地、一块地产与另

一块地产之间流动。在空闲时间，甚至全家都流动到别处寻找雇佣机会：“在1340年冬

季税务稽查观察方普罗旺斯的山区一个村庄时，发现三分之一的房屋都锁上大门，紧闭

窗户——原来居民都跑到山谷地带挣工资去了。”@

然而，“雇工到市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距离一般少于7英里。”国他们的流动具有局限

性和区域性。况且，雇工基本上都不是完全的工资劳动者，他们需要一块地产及农村副

业作基础，并未脱离其农民特性。也有些雇工完全抛下原有地产，过起了“流浪人”的

生活，在他们看来，或许城市或其他村庄有更好的机会，这是一批兼具商业性和冒险精

神的农民，已经摆脱了农民阶层特有的乡土观，可视为近代产业工人的先驱。

(三)商业活动遵循的理念

1、明确的价值意识

中世纪英国农民对价格的敏感首先表现在他们明确的价值意识。一份1293年的财产

清单列出了一个死者遗留下的全部动产，即一块垫子、一小块地毯、两张床单、一个铜

盘和一个三角架，这些普通的日用品经评估后得出具体价值33先令8便士。％为数不

多的保存下来的财产清单中，总会标明其价值，而且常常精确到最小计量单位——便士。

另据1380年前后的塔坦希尔(1mIllIill)账簿的记载，某人的资产共计价值4英镑3先令

ll便士；“1347年3月一名农奴死后，领主夺走了他的马、两轮马车、羊和两头猪，价

值12先令”。@这样的例证均表明，价值是与财物相伴相随的，只要是有用的物品都会对

应一个具体的价值，这是中世纪英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不管他们对价值的计算是否准

确或科学，但这种明确的价值观不失为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们

与生俱来的商业意识，二者不无联系。

o【法1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第532页．。chri咖恤盯Dy盯．鼬n耐胁腑拥4a胁神瑶跏缸叽p．352．
o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第69页。
o sim伽丸c．Peml＆c．功氍坤．dt．，pp．36}365，转引自黄春高：‘15、16世纪英国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考察'．
o l英】亨利·斯坦利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205页．

o【英1亨利嘶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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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各项权利、义务也是明码标价，可以相互交换或赎买。从担任公职的义务到

完全的自由权，按惯例都有确定的货币值。1222年，布尔沃西斯(BuIverhytIle)的农民

向领主支付了20先令得以免除担任庄头的义务：英格尔索普(IflgletIIorp)庄园的12名

维兰为此支付了6先令8便士。①货币作为“巨大的政治平衡器”的功能在英国中世纪得

到了充分的发挥，逐渐削弱并最终瓦解了英国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与民众，主要是

农民的货币观和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封建义务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用货币去抵偿，也正

是其价值观的表现之一。

在中世纪英国人的观念中，不仅商品有明确的价格，个人财物、权利、义务等非市

场流通的事物都被冠以价值的符号。对他们而言，价值观念是一种日常的思维模式。任

何可利用的资源不仅具有抽象意义的价值，而且被标明具体的价格。这种情形也不仅出

现在各类账簿中，还浸润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根深蒂固。

2、商品价格观

在中世纪英国乡村简单的商品经济行为中，价值规律与习惯法一并发挥着主导性的

作用，直接影响到农村商品的价格水平。

英国物价在12世纪相对稳定。“1165到12世纪80年代末，小麦的价格基本上维持

在每夸特l先令7便士到1先令lO便士之间，同期每头牛的价格一直是3先令，羊的价

格大约每只4便士，猪的价格是每头l先令。”但在十二三世纪之交，粮食和牲畜的价格

突然上升。“1199．1203年，小麦的价格飞涨到每夸特3先令6便士”，“牛的价格在13世

纪的最初lO年涨到7先令，羊的价格为lO便士”，所以说，二十年间，粮食和牲畜的价

格至少翻了一番。这次物价急速上涨的原因尚不明朗，可这样的涨幅在整个中世纪都

属意外。此后物价一直在稳定中缓慢上升，价格水平从1225年到1345年“大约翻了

一番”。o

黑死病后一百年里，英国农产品的价格更加稳定。14世纪前半个世纪与15世纪前半

世纪作比较，小麦价格几乎没有变动，牛的价格略微升高。@而这几百年里，不管是农村

。【英】亨利·斯坦利呗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145-146页。

o马克矗：‘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16l页。

。【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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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结构还是市场的供求关系，都在发生或大或小的变革，虽然缓慢，却直接影响着

农村的商品经济。然而，商品价格作为商品经济中重要的环节，却在几个世纪里保持着

异常的稳定性。因此，整体看来，价值规律在中世纪农民经济中发挥的效用是有限的，

纵使英国农民对市场有敏锐的反应能力，可他们毕竟处在一个残缺的市场经济体系中。

但是，在日常的经济行为中，按照市场供求进行商业活动的例证亦屡见不鲜。商品

的价格并不总是受到习惯法的约束而保持不变。圣诞节后，奶牛的产奶量是“如此之少，

以至于牛奶的售价相当于夏季价格(3先令6便士)的3倍。”o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供求

变化引起的价格起伏也不过如此。比如牛津郡(Oxford)艾斯哈姆主教(Priory ofE”sh锄)

的庄园上，耕地面积比牧场大很多，相应地，牧场的价值约是谷物耕地的20倍。但在同

一教区的其他庄园上，草场丰富，牧场的租金仅为耕地的两倍多。o

到中世纪的中晚期，粮食不再紧缺。相对而言，畜牧产品更具商业价值。以往人们

热衷的耕地为草场等放牧资源所取代。草场的售价和租金通常是“最好的耕地的许多倍”。

若每英亩耕地每年的租金为2--6便士，草场则为2先令、3先令或4先令。@大量荒地被

围成牧场，价格也相当不菲。由此可见，牲畜的市场需求带动了放牧资源价格水平的上

浮。

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对于市场供需的敏感。。在坏收成和高死

亡率的年代里，庄园的地主代理人总是抱怨劳动者短缺、价格昂贵。”固议会多次颁发过

限制雇工工资的法令，但比起这些法令，供求法则更有影响力。雇主们发现，最有效的

保留劳动力的方式是支付高工资。黑死病后，英国劳动力奇缺，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持

续增长到15世纪”。@城镇的作用已经“远不限于仅向逃离庄园的农奴提供避难所；它改

变了仍然留在庄园的农奴的状况⋯⋯正如低工资地区的工资必须提高一样，在农奴已有

可能转到城镇时，就不得不对他们作出让步。”@尽管这样，在平稳发展的13世纪，“农

o【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7l页。

o M．M．Po啦Ⅱl’7k朋副删丘研肼P锄dS毗舭Pcn觯咄1975'p．67．
o【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475页。
o M·M设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l卷，第4跖页．
o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52l页．

o【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l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l螂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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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十分稳定的”。o

在商业欠发达的中世纪英国农村，即便村民们具备了一定的商业意识，也无法与现

代意义上的价值规律完全吻合。这不仅仅由于商品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在于庄园习

惯法始终束缚着农村的商业进展。直到晚期，市场的因素才广泛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

领域。中古英国农民的商业意识在商业与城市的复兴中被唤醒。市场交换使他们走出自

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圈子，与广阔的外部市场接轨。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出卖农产品和劳

动力，与商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o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l卷，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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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世纪英国农民的劳动观

农业劳作是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基本途径，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基督教主导的西欧的中世纪，“一方面，劳动被看作是一种惩罚，是原罪的后果；

另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中被看作是一种{千悔，是令上帝满意的行为。”。农民的劳动被赋

予了宗教的意味。虽然上层贵族以其他的方式表达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但与商业活动不

同，不管以宗教还是世俗的眼光去看待，农民的劳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长期以来“并

没有受到鄙视。”。当然，从他们自身看来，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也并不可耻，而是一种高

尚的行为。

至于上述农民对劳动本身的态度，本文不作探讨，下文将展开论述英国中世纪的农

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秉承的理念。需要提及的是，从农民的日常劳作、组织管理、劳役

执行等方面的资料中发现，契约精神作为一种基本精神，贯穿于本文所要探讨的劳动观

之始终。

(一)明确的权利义务观

中世纪的英国，依附农享有耕地收成权、敞地公共权及受保护权等各项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承担“惯例簿”上规定的相应的义务，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里就以劳役

义务——农民应该承担的主要义务为例，以一斑窥全豹，阐释英国农民对待自身权利和

义务的态度。

农民的劳役义务可分为两类：周工和“布恩工”(Boon)。周工是农民按周提供的劳

役，比如一周要在领主自营地上服役的量一天到三天不等，根据各地习惯法而定。布恩

工则是在农忙季节按照领主需要偶尔履行的一种劳役，也称为“帮工”。从字面意思亦可

看出，“布恩工”是附带一定报酬的义务，一般采取领主向农民提供饮食的方式。持有不

同地产的农民所承担的劳役亦不相同，这在“劳役惯例簿”上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完全

按类区分(如全份维兰、半份维兰、茅屋农等)，每一相同类别承担的劳役也基本相同或

相似，一般不存在偏袒、不公现象，否则会引发其他农民的抗议。需要指明的是，封建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l∞页·

。【德】汉斯雒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第1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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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特权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不可能被无限制地滥用，且在行使的过程中须遵循公

平、合理的原则。若非如此，便可能遭到村民共同体一致反对。

对各个(类)农户的劳役量及种类的规定(或者根据不成文的惯例，或者根据成文

的劳役簿)具体而细致，农民们清楚自己应该服哪些劳役，一周服几天，以及农忙时服

几个“布恩工”。在他们看来，任何领主单方面增加劳役的企图都是对他们的侵犯，必然

会做出激烈的反应，直到领主放弃那个违背习惯法的提议。其实，周工被固定的天数是

在农民的坚持下取得的进展——他们的先人时常被迫按照领主的任意要求服劳役。

按所提供食物中有无啤酒或其他饮料，布恩工又分为“湿”布恩工和-干”布恩工。

惯例簿中对帮工后每顿饭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萨塞克斯郡(Sus∞x)

奇切斯特主教(Bish叩ofchichester)的一个庄园租税清册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毕晓普斯

托恩(Bisshopeston)、诺顿和登顿(Denton)的惯例佃农自带犁具履行两天帮工，这两

天中，一天吃肉，另一天吃鱼，还有大量的啤酒供应；犁队中凡使用自己耕牛的人可在

领主家中用餐。所有收割麦子的人享用的午餐有汤、小麦面包、牛肉和奶酪；晚餐包括

面包、奶酪和啤酒。次日他们将有汤、小麦面包、鱼、奶酪和啤酒。午餐时，面包不限

量；早、晚餐每人限用一条面包。另据1291年布兰顿区(Broughton)拉姆赛修道院(R枷sey

Abbey)的一个庄园法庭档案中记载：大收获过程中，布兰顿的所有维兰都擅自离开领主

自营地，耽误了半天的劳役，理由是领主没有按照惯例提供足够大的面包。这个理由是

维兰编造的，可是，既然可以作为罢工的借口，就足以说明惯例之规定在英国农村社会

的效用。o

劳役中一天的工作量是个固定值：如果一个农户家只去了一个人，可能干到晚上才

可收工，如果去了两个人，则干到中午即可；如果干到中午便已完成任务，而领主还想

让接着干，就得提供一顿丰盛的午餐。@对于领主庄园上非自由的茅屋农，他们领有的土

地少，相应承担的劳役也轻，对此，庄园惯例都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些茅屋农经常承

担一些额外劳役，而这部分劳役是可以获取报酬的。“牛津郡一个庄园的茅舍农在圣马丁

节时需要向教堂交纳十只公鸡、三只母鸡并负责整理场地、传递文件。为此，他的食物

由领主准备。他还有为领丰漂洗、修剪羊毛并因此接受一条或半条面包的报酬，并且与

。Ge0’gec懿p甜Hom柚s西硝曲”蚴0，咖聃翩曲＆”nf吵pp．261．262．
o f英】亨利撕且!利·贝内特：‘英惆庄园生活'．第82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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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仆一起分享干酪。他需每周为领主耕地，在秋季与庄仆一起干活并取得津贴。他每周

参加的工作都将取得报酬。”o又如，“在剑桥郡(c锄bridge)的斯坦顿(st柚don)庄园，

12名持有5英亩土地的茅舍农需为领主服相当沉重的劳役，但这些劳役都是有报酬的：

他们从领主处获得一夸特的小麦、一只羊(价值12便士)、半英亩草地。”。这些茅屋农

虽然人身依附于领主，可对于额外承担的劳役仍然有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可见领主若

要求额外的劳役，需要给与合适的报酬。

中世纪农民的反抗一般不是因为不愿意惯例中应履行的义务，而是因为“感到不合

理的超负荷”劳役囝，即违背了传统的习惯法，与他们明确的权利义务观不容。若是属于

习惯法范围之内的，农民通常会按时按量完成劳役义务，不会抱怨任务过重，更不可能

出现罢工之类的反抗行为。但另一方面，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减轻劳役或将劳役折算为

货币的努力。而且一旦惯例簿上有过一次类似的改动，以后便会被执行下去。与农民劳

役一再减轻相对比，领主附加劳役的情况却极为罕见。这样，农民的法定劳役越来越轻，

或者被减免，或者被折算为货币地租，他们始终在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努力．称他们

遵守惯例，除了意味着他们要承担规定的义务外，主要是指受到侵犯时以此为据，决不

让步，但是倘若于己有益，改动一下也无妨，况且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追求。

通过协议来确定劳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比如在罗切斯特主教(Rochestcr of蹦ory)

的庄园上。农奴在圣·马丁节(st．Manin’Day)这天必须服劳役，这是肯定的，但接下

来的一天是否继续则要根据协议而定。当时与领主签订劳役协定的农奴为数并不少，并

且需要通过在陪审团面前起誓而生效。另外，有些地产聚集在一起的农奴团体以接受相

似的条件为基础，与领主签订集体协议。固这些种类繁多的协议与“惯例簿”中规定的劳

役共同构成了领主与农民之间成文与不成文的契约。

他们享受到的权利与该承担的义务二者是相对应的，在公地上享有的权利少，相应

承担的劳役和租税也轻。例如持有小块地产的小佃农，公地上的耕种权及公共牧场上的

放牧权都极其有限，因而也无需像其他佃户那样在领主自营地上定期服劳役，而是不定

期地做一些次要的零活．

o
F·西伯姆：‘英国农业村社'，伦敦1鳃3年版，第“页，转引自徐浩：‘论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载

‘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o徐浩：‘论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

。【德l汉斯·维尔纳·格茨：‘歇洲中世纪生活k第133页。

。Ro鲫∞lld蹦Ⅱl，孤砌g鼬RBgl口n咿硎d^k G，硼曲∥幻n舳慨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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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观

在中世纪的英国，每个村庄共同体或者领主的庄园都是由村民通过村民大会或庄园

法庭进行民主表决、共同管理。村民大会是原始社会民主遗风的延续，自上古到中古，

经久不衰，虽然不具备现代议会的政治意义，却是西方议会及民主政治传承至今的关键

之所在。因为二者共同决议、民主选举的理念是一致的，

习惯法是中世纪英国农村社会及村民日常活动的一个准则。这个约束全体乡村居民

的规范并非某个权力机构依照个别人的意志制定的，而是全体村民共同协商的产物。或

者表现为公认的不成文的规矩，亦或记入惯例、法庭档案等文本，领主和农民都要遵守，

概莫能外。

在与公共事务相关的领域，个体村民，甚至领主均不可自主决定。事实上，封建主

的特权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即征收租税的权利。在其他方面，村民可以充分发扬他们

的民主意识。例如，公地各个部分的种植品种、开放及圈围日期、每个村民在公共牧场

上允许放养的数量等等关乎整个庄园或村庄大局的事务，除了以习惯法为依据外，还以

全体成员民主表决的方式作出决议。而且每次表决的结果亦要列入庄园惯例，若需改动

则要等待日后的民主“公决”。

庄园一般不由领主直接管理，每个庄园都有两个权威人物——管家和庄头——代表

领主管理生产、生活及农民租赋。管家由领主任命，身份上一般为自由人，农民和贵族

均可担当，完全代表领丰的利益，起着督察的作用。庄头本身就是庄园中的一员，在农

奴中的大、中户中选举产生，主要负责基层的生产活动，即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庄头是

从村民共同体的角度，而非领主特权的角度管理农民，所以通常由农民民主选举产生，

从政治意义上讲，并不代表封建主的利益，而是向全体村民负责。因此，担任庄头虽然

是农民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在有些地方甚至是农奴身份的一个标志，可选举庄头始终

是村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他们也从来不愿意放弃这项权利。当这项权利被领主强行侵犯

时，他们甚至不惜用金钱去赎买。1284年，在温彻斯特大主教地产上的斯塔勒格拉夫

(staplegrove)庄园，佃户们为获得这种选择权集体向领主交纳了6先令8便士，就是

为了能够“选举自己的庄头，不要未经他们选举的庄头”。@

。【英】亨利嘶坶利呗内特：‘英陶庄园生活》，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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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英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容忽视的是，

“民主”作为一项权利，在中古时代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享用。例如，在庄园法庭上民主

表决是村民公认的权利，即法庭的裁决和判决由全体出庭人做出。可是另一方面，为了

配合封建主行使司法权，参加定期召开的庄园法庭是农奴必须履行的义务，而非可以随

意放弃的权利。而且，与庄头相同，推选陪审团成员是村民民主意识的体现，也是他们

不肯放弃的权利，但担任陪审员却是非自由人不可推脱的义务。因此，中古农民的民主

观是一种受到扼制的、不健全的民主观，他们享受到的民主权是在封建领主制的推搡下，

在奴役制度的夹缝中残喘到近代社会的。

(三)集体观

中世纪英国人在劳作中的集体活动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田间地头的共同耕作；

二是集体做出决议或者一致反抗领主的侵权行为；三为照顾弱小，求得共同生存。这种

朴素的集体主义原则与原始氏族的集体观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因为前者已经与私有制及

个人主义融为一体而存在。但二者又有一个相似的意图，即为了一个共同体的生存和繁

衍。

中古农民的集体劳动包括两项主要内容：其一，农忙季节农奴集体在领主自营地上

服劳役或帮工；其二，缺少耕牛的农户联合耕种。前者是为了履行义务，整个村庄或庄

园的村民被迫组织在一起。比如在犁领主自营地时，农民们需要把自己的牲畜用轭连在

一起，组成犁队共同犁地。此外，为领主收割牧草或庄稼，他们也是作为一个集体来承

担的。后者则是村民的个人行为，他们按照契约或口头协议，自愿联合起来。

庄园经济、敞田制的存在以及生产资料的短缺，使得中世纪的集体劳动成为生产劳

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英国的农民们或在强制的劳役中，或于自愿的协议内共同完

成大量的生产任务。当时英国的耕地都要使用重犁，一般以八头牛组为一个犁队．农户

很少有这么多的牛，往往几户合组一个犁队。这种形式的犁队既作为一个集体为领主服

劳役，同时也用来耕作自己的份地。农业上的合作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联合犁地又

是这种合作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村民的集体行为并非主流，“事实正相反，恰恰

个体劳动才是普遍现象”。①除了犁地之外，村民通常是各自在自己的份地、保留地及牧

。【英】亨利嘶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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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从事个体劳作。而到中世纪中、晚期，伴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公地的支离破碎和

领主自营地面积的缩减，个体农民独自经营的耕地和牧场遍及英格兰半岛。从同期日益

壮观的栅栏现象中，我们亦可觉察到个体农业的盛行。

农民之间的合作也要遵循一定的规范，随意违背约定的行为要在庄园法庭上被处以

罚金。法庭案卷中常有单方面破坏合作而受到指控的例子。1286年，约克郡(Y0rks．)

韦克菲尔德(w酞efield)一个庄园的法庭档案中记载，理查德与罗杰(Roger)合作犁地，

罗杰在犁地的时候离开，致使理查德的耕地未能犁完。罗杰赔偿理查德损失lO先令，并

处以12便士罚款。01365年，索纳(Thomer)的约翰控告罗伯特，说某年某日他与罗伯

特签订契约，约定他们各自出同等数量的牲畜合作犁地，时间为一年，但是罗伯特从未

履行。o

在英国，用集体方式反抗不公平地租是农民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他们的抗议通

常是卓有成效的。此外，中古英国的农村还保留着一些救济、扶持贫弱者的习惯，这是

古代农村公社的流风遗俗，也是农民集体观的一个表现。村规大都规定，有劳动能力、

能赚到工资的人不得到田问拾穗，而是让老人和贫、弱者分此余惠。有些村庄对穷人拾

取的时间、地点做出规定。如“穷人可以到田间拾豆，但不能在陇内，只能在田头地角。

或者规定未种豆者得于每周三、五两次到陇内拾豆，但不得用镰刀割取，且只许在午前

进行”。济贫在英国历史上是政府的工作，一般认为它产生于16世纪。可是公社居民之

间的济贫早就有了。13世纪就有村庄中的居民对新来者应该提供住处、衣食等的规定，

还有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作为基金替贫穷者纳税。有人专门设立了救济所，为穷人提供

居处。o

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贫穷困苦，生产力低下，相瓦间的合作与扶持便是这个

社会牛存下来的必需。而在农业社会，借用工具和牲畜，与邻居合作完成一项单个家庭

无力完成的农活，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中世纪的英国乡村也不例外。但是，

英国农民的种种集体行为中却刻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并且被契约精神所规范。他们

懂得集体方式和个体方式的搭配使用，既非绝对以共同体为中心，亦非不分场合地利己

4触w州∞吼咖盟、open币eld细‘ming in Medie岫|Eng|a硼甩∞
。【英1亨利·斯蜘利贝内特：《荧1日n：闻生活》，第33贞。
4 ch^鲰I廿吼D了料如rds dHd Pe∞dH捃汛8 c}I口Hg|Hg Sock哼'p蕊l
。马兜矗：‘英【司封建社会研究》，第214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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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至于选择何种方式，根据需要而定。由前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英国农

村古老的联合劳作中遵循的令人瞩目契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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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经过中古几百年的积淀，英国乡村中的普通农民树立了独特的财富理念，并将西方

传统的财产继承观、权利义务观、价值观以及契约精神(或法律意识)融入其中。

在财产继承上，西方人并不重视家族产业的延续性。虽然封建法一再强调每份地产

的完整性，虽然土地对农民而言是生存之本，可是，英国农民对地产继承的态度却是那

么自我，那么理性。子女们不会为了得到遗产而留守在乡间故土，父母也可能为了现实

利益而将家业转给他人。不管是儿女还是父母，对此都没有异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西方人对待权利、义务，向来都具体、明确。可以享受哪些权利，需要承担哪些义

务，在习惯法或成文法中都有明文规定，人们往往会自觉地实施。中古英国的农民阶层

亦不例外，他们会按部就班地为领主服劳役，因为这是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同时，如

若自身的权利受到冒犯，他们也绝不退缩。

商品需要标明价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中古英国人的观念中，个人财物、

权利、义务等在经济学上不具有价值的事物也被冠以价格的符号。价值观念成为英国农

民日常的一种思维模式。这与他们理性的经济思想有关。

契约精神是英国，乃至西方通用的行为准则。他们任何的经济行为中，都渗透着契

约的理念。在中古时期的英国农村，农民与领主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都有成文或不成

文的协议关系。从领丰手中领受地产、向其他农民转让地产、工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

薪水以及邻人间合作耕种等事宜中，相互之间达成契约关系都是在所难免的。而且，一

个家族内部的协议同样明确而正式。这种关系与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的亲疏没有直接的

联系。

通过对本选题的研究，作者认识到，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有其深厚的历

史渊源。农民作为英国中古社会的主体，他们的财产观、商业观和劳动观及其中蕴含的

精神力量，是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确立的一个根本因素。季羡林先生说过：“一个民族典型

的思维方式，是一切精神文明(甚至一切物质文明)生产的基础，它必然表现在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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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以说，农民居于社会的主体地位，他们的经济思想观必然会感染并影响其他阶

层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

o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h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l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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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苏】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l_994年版。．

2、【英】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龙秀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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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范定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8、何真、唐清利：《财产权与宪法的演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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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版。

19、【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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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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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春高：《15、16世纪英国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考察》，载《北大史学》，200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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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经虎：《教会法所反映的中世纪西方女性法律权利状况》，载《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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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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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这个鸟语花香的春日，我的论文接近了尾声。回首这三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

败的失落。不管哪一种经历，都似秋日里的果实，让我收获颇丰。今天，以感恩的心情，

感谢给我莫大支持和帮助的师长、亲人和同窗好友。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顾銮斋教授。三年来，他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求疑解惑的科

研精神感染并激励着我，使我接受了全新的思想观念，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论文

的选题和研究过程中，顾老师经常询问研究进程，为我指点迷津，帮我开拓思路。在他

的鼓励和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同时，感谢关绍纪老师、李巍老师、郑

群老师和白雪峰老师的教导与关怀。在此，向各位老师表达深深的谢意!

父母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他们寄予我的厚望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和勇往直前的

信心。历时一年多的论文写作，困难重重，每每遇到难关，总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安慰。

几句朴实而温暖的话语虽然无法化解我的思乡情，却让我一次次鼓起勇气，克服万难。

相处三年的同窗好友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感谢他们在求学及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我

的帮助。我的朋友初瑾珠在论文的语言表达和行文结构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不甚感

激。

郭瑞雪

2007年4月于山大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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