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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贱民的存在，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
本书从法制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不同角度，特别从制度方面对清代的贱民进行考察，首次从等级的
角度指出贱民在清代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贱民等级内的等第划分。
本书对清代的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疍户、乐户、佃仆等各类贱民的来源、身份特征、法律
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法律身份解放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前人未曾论及的问题
以及不同于前人的见解。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清代等级制度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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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经君健，1932年生，江苏仪征人。
历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合著）、《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
等学术著作，以及论文《试论清代等级制度》、《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等若干篇
；主编《中国经济史·清代经济卷（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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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经济上，宗室、觉罗分有大量旗地，为宗室庄田。
特别是王公将军们有庄头为之监督大量的奴仆壮丁进行强制性劳动，带地投充人为之纳银纳物。
他们没有向朝廷缴纳田赋的义务，相反还要从宗人府领取俸禄和养赡银。
因此，宗室中的上层利用其爵衔身份压榨剥削所得，骄淫奢侈，坐吃京师。
至于那些闲散宗室、觉罗当然没有王公将军们那样的势力。
他们既不从事生产，又无力拥有较多壮丁供其剥削，人口繁衍，仅靠养赡银是不够挥霍的。
因而其中许多人逐渐贫困，旗地、壮丁被私自卖出，成为政治上具有特权，但经济上贫困潦倒的封建
贵族。
他们和西欧中世纪后期的骑士有某些相似之处。
汉族中具有特殊地位的贵族，那只有曲阜孔家了。
清代继承明代的办法，仍封孔子的后代为衍圣公，钦赐大量土地作为祭田、孔林地、庙基地、学田等
。
①"圣裔"公爵世袭罔替，土地也累世相传。
此外，孔家还大量购置民田。
所有孔氏地亩，不纳赋税，例免差徭。
衍圣公所属各户，独立于官府之外，自编保甲，其佃户需向孔府领取户帖。
清初曲阜县令一缺，由衍圣公保举孑L氏族人充任；从而县令为衍圣公服务是自然的事了。
衍圣公在实际上行使地方行政权与司法权，他可以对不服差唤的佃户施行拘捕法办。
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曲阜县令由朝廷拣选补调，但孔府大堂上一直陈设刑杖签筒。
佃户不及时听候差遣，衍圣公可开信票通知有关县令拘押，解到孔府堂讯，判处枷号等刑后送县执行
。
不仅对佃户如此，衍圣公对孔氏宗人和当地一般农民也同样具有这种权力。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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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进入高潮。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权威的科学界定，它的内容、标志、状况、产生的条件及其发展等几乎所
有有关问题，学者们都是根据各自的解释进行论述。
虽然其说不一，终无定论，但这场历时长久的讨论对史学界、经济史学界确实有过不容忽视的影响。
我理解问题的核心在于雇佣劳动性质。
雇佣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现象。
它在我国也是古老的、长存的，从前资本主义直至当代一直存在。
不同性质的雇佣关系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并且两者相互作用。
确认雇佣关系的性质对确认生产关系性质应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研究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具体地分析当时的雇佣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佣关系的非资本主义性决定性地否定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
已有学者在探讨清代雇佣劳动问题时指出，明清两代有专为“雇工人”制定的法律，说明这一类雇工
与雇主是不平等的。
60年代初，我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清两朝的雇工人“条律”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确认明清
两代有一种名为“雇工人”的雇佣劳动者，在雇约生效期间，主雇之间的关系非但不是自由的劳动力
买卖关系，甚至与主奴关系甚为相近。
他们跟“萌芽”不沾边。
明清两朝多次订定的有关雇工人身份“条例”规定了确认雇工人身份的条件。
条例内容多次修订决定了雇工人群体范围不断变化，被纳入这个群体范围的人，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
。
条例的修订呈现了雇工人身份缓慢的解放过程。
尽管雇工人只是雇佣劳动者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可是正是这类雇佣劳动者的存在提醒我们，不是
任何时候任何记有“雇”、“佣”字样的资料都能证明存在资本主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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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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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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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不仅未有专书，就是论文也很少见，
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偶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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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实际是一部完整的清代等级制度史。
”　　——李文治，《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本书“是一部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
学科都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作为封建国家的一个典型，中国是否存在着封建等级制度，是一个很重要而学术界迄今又很少涉及
的问题。
作者经过多年研究，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有别于西欧、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当完整的封建等级制度。
为了把清代社会的这个贱民等级纳入封建等级制度的整体中加以考察，本书从由君臣界限、官民和良
贱界限所构成的清代等级制度的基本框架出发，具体论述了皇帝等级和宗室贵族等级、官僚缙绅等级
、绅衿等级、凡人等级、雇工人等级和贱民等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也使读者对清代封建等级制度获得
一个完整而又明确的概念。
”　　——方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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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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