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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方仲先生是一位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经济学者和有着扎实的西方经济学造诣的历史学者，他毕
生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推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尤以明代户籍、土地和赋 役制度研究的成就著称于世，被何炳
棣先生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为纪念 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先生哲嗣梁承邺师与弟子黄启臣师鼎力集先生著作遗稿，辑成 文集
八卷，命我们写点学习体会。
吾辈晚生末学，无缘亲聆梁方仲先生教诲，但有幸得 业师汤明燧先生，以及多位追随梁方仲先生治学
的老师们指导，从研读梁方仲先生著作 开始步入经济史学之门，在梁方仲先生文集出版的时候，谈一
点学习心得，不仅是一种 荣幸，更是对学术传承的一种承担，自不敢推卸，遂不揣浅陋，试作漫议，
求方家及诸 师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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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方仲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最早以现代统
计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利用地方志、档案、族谱、契约、文
书等非正史资料研究“王朝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学者最成功的一位”。
他毕生追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努力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
论著，尤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最为精深，被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他潜心研究，博览群书，取材宏博，勤于笔耕，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其论著阐述精邃，论断周详，
眼光超前，具有真知灼见。
《梁方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按论著的内容归类编辑成八册：第一册是《明代赋役制度》，
第二册是《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三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第四册是《明代粮长制度》（
校补本），第五册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六册是《中国经济史讲稿》，第七册是
《梁方仲读书札记》，第八册是《梁方仲文存》。
 本书为第一册《明代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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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方仲（1908－197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
基者之一。
祖籍广东广州，生于北京。
　　梁方仲于1926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继而转学西洋文学系、经济系，于1930年毕业获经济学
士学位，并考取该大学研究生，1933年冬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
是年5月20日，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
该会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
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集刊》，梁方仲便成为中国社会经
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1936年5月，他在《集刊》第4卷第1期发表《一条鞭法》的论文，受到我国与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
和赞扬。
　　1937年6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研究所长陶孟和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
术考察研究。
因“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国，同人民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
究。
1939年他到西北考察，在延安住了一个半月，回所后，“他对延安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上下平等，生
活朴素，工作认真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倍加称颂”，而“对国民党贪污腐化，则深表不满。
”“在此前后，他设法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为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进行联系，体现了一个爱国
知识分子为党的企望。
”这期间，研究所几度迁徙，他仍作了许多实地调查访问，发表了《明代银矿考》、《明代的国际贸
易与银的输出入》、《明代江西推行一条鞭法之经过》、《明代的户帖》等论文。
　　1943年初，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给中国学者一笔科研资助奖金，包括陈寅恪、闻一多、梁方仲等10
名著名学者得到资助。
1944年10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
1946年9月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曾被聘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专员前往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第一次大会。
1947年4月离英回国，即被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邀请来校做学术讲演。
　　梁方仲回国后，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因所长陶孟和患病，被任命为中央研究所社会科学研
究所代所长。
1949年2月，梁方仲母亲患病，请假回广州省亲。
3月间，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务长冯秉铨和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等邀请，就任岭南大学经济系
教授兼任系主任。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
在岭南大学，1949年与1950年，他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
和西洋经济史课程。
“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学习与研究时，耐心细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的研究方法”。
他说“选题不要太大，要从小题入手，但在研究时，却要‘小题大作’”。
“后来经过实践才体会到，这些教诲是梁方仲先生半生从事研究工作所获宝贵经验的结晶”。
“他研究的课题，表面看来，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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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先生广泛搜集史料，细致地研究，科学地剖析，却能概括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来。
”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他为本科生讲授中国经济史，他那严谨务实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
，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0年代初，他率先在全国综合大学同时培养四名明清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按当时国家规定一位
教授不能同时指导5名研究生），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位研究生导师。
他指导研究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注重发扬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善于吸取国外教
育中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逐步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指导研究生学习的方法”。
即：“采取多种学习形式加强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通过开展各种教学和学术活动进行专
业基本技能的训练”；“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与求实的精神”。
　　梁方仲教授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
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然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
平的研究。
何柄棣教授称他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
统计》等论著“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
的经典之作。
”　　1955年3月，学校成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时，梁方仲教授被许崇清校长聘为编委之一
。
1957年度起，他陆续被聘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科学委员会委员、并连任校第二
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及校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8年，为继承和发扬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
省社会科学院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
来自全国（含香港）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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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条鞭法的名称一条鞭法明代一条鞭法的争论释一条鞭法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初
稿）谈海瑞与一条鞭法跋《洞阳子集》    ——兼论明隆万间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明代江西一条鞭
法推行之经过明代粮长制度初探明代粮长制度明代粮长制述要明代的黄册明代黄册考明代十段锦法论
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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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条鞭法的名称　　我们说到一条鞭法，便应略略追述明代在一条鞭法以前的田赋制度。
明代的田赋，是按田地的面积征税的。
田地的分类，最普通的是根据于地形而分为田地山塘四种。
四种以下，又根据占有的关系而各分为官有，民有两大类。
官民之下，又按照土地的沃瘠，各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则。
再按这些等则，以定每一种田地山塘的税率的高低。
一年分两期交纳，在夏季开始征收者叫做夏税，在秋季开始征收者叫做秋粮。
夏税以小麦为主，但得以丝、绢、绵、钱钞等物折纳；秋粮以米为主，亦得以同上各种物品折纳。
名色甚繁，往往一州县以内不下二三十种。
以上各项钱粮都分开两部分：其一，存留，即存留于本地的部分；其二，起运，即解运于中央政府或
本地以外其他地方政府的部分。
各项钱粮皆有其指定的输送的仓库，又大概都有了指定的用途。
凡距离起解所在地愈远，及输送上愈困难的仓库，名叫重仓口；距离愈近及输送愈易的仓库，名叫轻
仓口。
用途较急的，为急项钱粮；较缓的为缓项钱粮。
因款项的缓急，以定起解的先后。
急项尽先起解，缓项依次起运。
　　上节说的是赋法的大要。
但我们不能不附带地说到役法，因为役有一部分的负担是由田地承受的。
赋与役的关系，原本很密切；而讨论到一条鞭法，尤不能舍去役法不谈。
明代役法，对一般民户所课的，主要的分为以下三种类：一、里甲，二、均徭，三、杂役。
里甲，是乡村自治的行政组织，和供应赋役的地方单位，这是一切徭役中最主要的躯干，其他诸役都
是直接间接地根据它而定的。
其法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首领，名日“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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