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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法文丛：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研究》主要是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农业雇
佣习惯规范进行的全景式研究。
除导论外，《民间法文丛：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农业
雇佣习惯规范所处的社会背景。
对于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社会背景的分析，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要素入手，主要围绕农业雇佣
市场和农业雇佣社区展开。
二是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的样态。
农业雇佣习惯规范包括试工规范、顺价规范、工头规范、买雇规范等农业一般雇佣习惯规范和典雇规
范、娶妻成家雇佣规范、带地雇佣规范、种地头规范等农业特殊雇佣习惯规范。
三是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的生成、运作和演化机制。
农业雇佣契约是生成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的主要资源，雇佣契约的扩散使具有双边效力的契约条款逐渐
转化为具有多边效力的雇佣习惯规范；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自治调整机制、互治调
整机制、他治调整机制和以信用为媒介的惩罚机制、以地位为媒介的压制机制、以关系为媒介的笼络
机制；在演化机制方面，本书重点考察了手工业榨油作坊的习惯规范和劳务市场中的习惯规范，通过
它们与民国时期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的比较分析，本书确证了现今乡村地区通行的雇佣习惯规范是源自
于民国时期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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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社区内部的其他结构性因素对于农业雇佣关系也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如家庭、村际组织
等。
其中家庭对于农业雇佣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规模的日趋缩小上面，如河北盐山县，同治年间平
均每户为6.4人，而到民初每户下降为平均5.5人；同样在20年代对于北平郊外挂甲屯的调查显示，“调
查的100家中，有血统及经济关系者共计406人，平均每家4.06人。
其中，3口的家庭最多，占23%”。
而家庭规模的缩小对于农业雇佣关系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华北地
区的贫农增加，因此增加了雇工，尤其是短工的供应；另一方面是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独立的家庭
在应对华北地区农业劳动强弱有别的能力减弱，从而在农忙时节又增加了雇佣的需求。
村际组织对于农业雇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大了村民间的交际范围，从而对于雇工而言，这意味着有
更多的佣工机会；对于雇主而言，表明自己在雇佣时有了更多的选择，由此增加了不同地域间雇佣达
成的几率。
如当时流行于临池雇佣社区的村际组织有红枪会、农民协会、联庄会、铁板会等，但影响最为重大的
还是铁板会。
铁板会是由淄川县的张荣修创建，其盛时“蔓延淄川全境。
一时，南至博山，北至胶济线，西到云和庄，东到淄河岸，广大农村、矿山的青壮年大部分加入了铁
板会。
一般的村庄设有两三个坛屋，有的村庄五六个坛屋。
各村昼夜挠香拜坛，竞使得香纸供不应求。
”如此大范围的人员流动，从而就使得部分农民包括雇工的交际由狭小的村、镇扩展至广大的整体县
域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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