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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9年，从日本学习社会学归国不久的傅衣凌，在距福建永安县城十多里黄历乡的一间老屋，无意中
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民国有数百张之多。
他仔细研读了这些契约，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
在该书中，傅先生强调民间文书的收集和整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指出在进行“农村
的经济小区的研究”时，应“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反对“以偏概全
”，表达了建立中国社会经济史“总的体系”的追求，颇具概括性地呈现了他一直坚持的关于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傅先生一直强调“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
，包括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涵。
正是这种把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
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先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重
要的奠基者之一。
也是在1939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授，正在陕甘宁三省进行为期八个
月的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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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往的研究者多将明清里（图）甲视之为一套赋税征收体系或国家对地方控制的基层组织，本书以一
个清代移民地区——江西袁州府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探讨里（图）甲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及其动
态发展；结果发现，里（图）甲组织除了在税收上起了重大作用外，它更是一套划分社会界线，表明
权利及身份的机制。
袁州府原有旧户就是利用这套机制，将外来移民长期置于一个固定的户类别（“客籍”）之中，使外
来移民无论在社会地位、晋升机会和享有的权利各方面都比不上土著旧户。
换句话说，袁州府土著旧户借着操纵地方里（图）甲组织，实现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和控制。
    但是，外来移民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土著旧户压制。
从一些个案可见，外来移民是有能力利用多种方法突破土著的封锁取得户籍（或一般民籍）的。
组成一些“大宗族”或“高层次宗族”就是移民获取户籍（或一般民籍）的一种有效手段。
外来移民能够灵活地经营宗族组织，不但使他们取得户籍，也令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得
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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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前言清代是一个中国人口大幅增长的时期，地区性人口压力及耕地不足造成这时期内大规模而
频繁的人口迁移。
在清初至19世纪中叶，大量移民迁往的地区包括四川、长江流域之丘陵高地、汉水流域等地。
在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长江下游人口锐减，故太平天国后，长江下游成为一个新的移民迁入地区。
此外，东北（满洲）和台湾在清代都是移民迁往定居的两个重要地区。
由于有大量移民进入，在以上各个地区（以下简称这些大量移民进入的地区为“移民地区”）中，土
著与移民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夹杂并存，移民的定居过程及移民与土著的关系便成为移民地区研究之重
要线索。
本书会以一个位于长江丘陵地带的移民地区——江西袁州府作为研究地区，重点探讨过往清代移民地
区研究及里（图）甲研究中较常忽视的移民里（图）甲户籍问题，借此探索移民的定居发展及土著与
移民之间的关系。
笔者无意把“土著”及“移民”视为两个固定不变及界限清晰的社群，因为从广义来说，一个地区内
之绝大部分居民其实都是外来移民，而分别只是迁入时间的先后。
尤其在明清时期，某些地区在很长时间内都有大量移民进入，所谓“土著”很可能只是比刚到的移民
较先到达的早期移民。
故实际上，“土著”和“移民”是在各地区之中相对而言的两个社群，两者之间很难划分一条清晰界
线。
但为了方便讨论，本书暂且以社群移入的时间区分袁州府的“土著”及“移民”——“土著”就是泛
指那些在明末清初以前已定居在袁州府的社群，他们大部分是在清代以前已经获得户籍；相对而言，
“移民”主要是在明末清初以后进入袁州府之外来移民，在清代以后才透过不同途径取得户籍。
　　一、里（图）甲户籍 所谓“里甲”户籍，是指隶属于“里甲”制度或组织下的户籍。
里甲制的实行始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其办法是以地域相邻接的110户编为一里，以10户为里长，
其余100户分为十甲，每甲包括十户，每十户中有一户为甲首，另有鳏寡孤独而不能任役的畸零户附于
一里之后。
里甲组织每十年编修一次黄册，由里长集齐一里之内各户的数据，包括各户所属的专业户籍、乡图籍
贯、户内丁口数、拥有之田地的种类及其顷亩之数、其他产业数目及其应完之夏税秋粮若干等，然后
合编一册，册首总为一图，交付州县长官。
里甲每十年重新编定，黄册亦随之重造一次。
在里甲制之协作下，全国各地各户都固定在原居地，其数据都登记在黄册之上。
里甲户口除了要按其所登记之田产纳税外，亦要承担差役。
承役的办法是每年由一里长率一甲应役，以十年作一循环，在十年内一里之每一甲都会轮流承担差役
。
正如以上所述，严格来说，“里”和“图”的原意是不同的；但民间文献中，“里”和“图”是互通
的；而到了明后期，“里（甲）”渐称为“图（甲）”。
在本书研究的地域范围——江西袁州府，在明末及清代，大部分地方文献都把“里甲”称为“图甲”
。
因此，在本书内，“里甲”和“图甲”两词的运用会首先视乎史料或研究本身的用语；当笔者在指述
明末及清代（袁州府以至其他地区）的里甲制时，会统称为“图甲”；“里甲”则专指明代的里甲制
；“里（图）甲”则用于泛指明代及清代之里甲制。
但无论是“里甲”或“图甲”，其意义在本书内是大致相同的。
以往对于明清里（图）甲组织的研究甚多，它们有不同的论点和考察角度。
国内史家多从赋役制度、户籍编审和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几方面探讨里（图）甲的作用。
如韦庆远认为里甲组织既为黄册提供划一的编组户口单位，也是执行编制黄册和查核各户数据的最基
层组织，因此，里甲组织是黄册制度推行的必要基础。
由于全国户口的数据原则上都登记在黄册之上，令至国家可以尽量控制较多的人户丁口，因而获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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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财政（赋役）收入，同时这对于平均赋役负担也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在里甲的监管下，赋役可确保从人户处征收；里长在赋役征收外还有广泛职责，包括“勾摄公
事”、民间诉讼和督促生产等，故里甲也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基层管理单位，对全国农民实行“超经
济强制”。
梁方仲在探讨明代里甲的组成、运作、任务及演变时，亦主要是将里甲放在明代的赋役制度史中加以
考察。
国内其他对里甲制的研究中，不少都依循韦、梁二人的观点和考察角度。
另一类研究基本上认同里（图）甲组织在征收赋税的作用，并特别强调以国家控制农村或地方社会的
角度去分析里（图）甲组织。
如萧公权的研究，主要把里甲视作清前期国家对农村控制之其中一种机制，这机制最重要的目的是帮
助国家向农村征收赋税。
但萧公权认为地方政府实际上没有能力对里甲组织作足够的监管，里甲组织在各地的结构不一，并在
征税过程中出现各种舞弊，故此里甲并不能完全达到国家控制农村的目的。
Timothy Brook的研究首先对明代地方基层组织纷乱混淆的名称重新厘清，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包括里甲
在内的地方基层组织使国家对地方社会达致某程度的控制。
张哲郎在他有关里甲的经济和社会职能研究中亦肯定里甲制有助国家控制地方社会。
日本学者对明代里甲制亦甚为重视，他们除了精细地对里甲之结构及税收功能进行考察外，也特别留
意里甲制与原来村落的关系，这点从战后日本学者对中国农村是否存在“乡村共同体”（kyodotai）
的争论可以看见。
简言之，所谓“乡村共同体”就是一些组织农村生产的社会实体及联系，其存在保证农村得以顺利生
产及延续生产。
而日本学者就着里甲的研究亦成为整个“乡村共同体”争辩中重要的一环，鹤见尚弘对里甲的研究是
其中的代表。
鹤见的观点主要有二：第一，里甲组织中里长、甲首、甲户、畸零户并非政府强制划分的层级，而是
利用了农村原来的地主（粮长、里长、里老人）、自耕农（甲首、甲户）、佃农（畸零户）之间的阶
级依附关系；所以明政府所实行的里甲制一方面承认和强化了地主在农村的权力，而在利用了故有的
农村权力关系的同时亦巩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
第二，里甲组织并不单纯是一个征收赋役的组织，由于里甲能征收足额赋税的前提是农村有持久而稳
定的生产，故此里长等人更重要而基本的职能是监察、协调和推动里甲内的生产；在这意义下，里甲
无疑就是一个“乡村共同体”。
国内和国外的学者虽然对明代里甲有不同的看法，但却甚一致地认为赋役制度的流弊使里甲制在明中
后期逐步破坏，并随着社会经济变化及赋役改革的实施，里甲失去原有的作用，进一步催化其崩溃。
清建国后虽继承明代的里甲制，但很快亦重复了明代里甲的演化方向，使里甲组织名存实亡。
归纳而言，以上对里甲的研究大都倾向从制度史的角度去考察里甲组织，特别着重其对赋税和编审户
籍之作用。
另外，很多学者都认为里甲是国家对县以下基层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他们所理解的“控制”是在组织
上一层一层、由上而下金字塔式的控制。
他们这种分析其实是不自觉地采用了国家政府的观点；在这一视角下，里甲的“作用”只是它对于政
府运作所发挥的作用，其“破坏”和“瓦勰”亦是因为它失去了政府所期望的那些作用和功能。
日本学者在探讨里甲服务政府功能之余，比较能抽离这种官方观点，而从农村本身内部关系及需要看
农村与里甲的关系。
可是，他们太过偏重分析农村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及农村的生产延续，这种地方
社会取向的分析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
虽然我们不可忽视里甲对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征收赋税、编审户籍和对农村的控制），但如果我们能
尝试从地方社会之发展及各社群的本身利益出发，重新对里甲组织加以考察，里甲组织的发展及其意
义或许会有不同的诠释。
科大卫（David Faure）在香港新界的研究中指出，外来者在一处地方取得“定居权”与只是居住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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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并不等同，前者包含更广泛的权利，如土地拥有、盖建房屋、开发公有资源等，表明原居土著认同
外来者作为村落成员身份。
虽然科大卫没有直接说明这些权利与户籍的关系，但是户籍与他所指魄“定居权”之间应有密切关联
。
就以土地买卖为例，如果没有户籍者购入土地，其土地无从向官府登记，因而他的土地拥有权也得不
到保障。
换句话说，户籍是土地拥有权的一项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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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笔者的硕士论文(1997)修改而成。
论文得以完成，笔者首先要衷心感谢论文导师蔡志祥教授，他的指导和本身的研究都给予笔者很多启
发，还有他的鼓励令笔者感到莫大的支持。
在香港科技大学学习的几年，笔者曾修读韦庆远教授、洪长泰教授和廖迪生教授所开的课，洪教授和
廖教授亦是笔者论文的评审委员，他们三位在治学和研究上都是笔者的良好典范，他们的指导和评论
令笔者获益良多。
另外，笔者深刻不忘的是江西师范大学的梁洪生教授。
他除了为笔者做考察前的联系外，并在百忙中抽空与笔者一同到江西多处做田野考察，他的分析和见
解对笔者有很多启发。
笔者也非常感谢萍乡泉溪乡的刘炳继先生，他既给我亲切的招待，并与我分享他所热爱的家族历史，
又慷慨借阅几套完整族谱和其他家族文献，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数据。
此外，萍乡市图书馆古籍部的张云南女士、文史工作者彭江流先生和文化局曾鹤鸣先生都在笔者逗留
萍乡期间，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协助，笔者一并致谢。
笔者亦非常感谢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和陈春声教授，及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他们三位都在笔者
撰写论文期间给予很多宝贵的意见和鼓励。
至于笔者今天将论文修改成书出版，则全赖蔡志祥、刘志伟和陈春声三位教授的鞭策和鼓励；过程中
还有学长黄永豪和马木池的协助，及编辑杜非的专业整理，笔者对他们无言感激。
最后，笔者由衷地感谢父母和众位兄姐；多年来，没有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笔者的学业和研
究均很难达到什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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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以一个清代移民地区——江西袁州府作为
研究对象，致力于探讨里（图）甲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及其动态发展。
全书主要探讨了袁州府外来移民之特点及移民进入时之社会背景、清初袁州府图甲组织及外来移民入
籍状况、清初至中叶袁州府的棚民、棚籍、客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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