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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

$

&掌握秦汉的徭役和更赋!

%

(

&理解徭役与赋税的关系"掌握中国徭役制度的演变规律!

%

&

&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元$明$清时期的徭役!

徭役"是封建政权强迫劳动人民所从事的一种无偿的劳务活动!按中国古代徭役制

度的分类"徭役大致可分为三类'夫役$职役$官户役!夫役也称力役"主要针对重大工程

而征发的民工"如开运河$修城池$修宫殿$修道路堤堰$运输军需物资等!职役又称差役"

封建国家按照户等高低"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称差

役!这些职务如由封建国家出钱雇人担任则称(雇役)!差役$雇役都是实行职役的方法!

差役是唐中叶以来封建徭役的新形式"是封建国家对下户无偿劳动的直接掠夺!官户役"

是由专门的民户负担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常被称为官课户等"而其他服夫役$职役的民

户则被称为(散户)!古代"凡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皆称为徭役"

它是国家强加于人民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起源很早"*礼记+王制,中有关于周代征发徭

役的规定!*孟子,则有(力役之征)的记载!秦$汉有更卒$正卒$戍卒等役!以后历代徭

役名目繁多"办法严苛"残酷压榨人民!

第一节
!

秦汉的徭役和更赋

一$徭役

!!

古代"凡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皆称为徭役"包括力役和兵役

两部分!它是国家强加于人民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外征战"对内大兴土木"都要征用大批劳动力"人民的徭赋负担

十分沉重!据记载"秦代营建阿房宫用
')

万人"在骊山修始皇陵动用
')

万劳力"北筑长

城约
#)

万人"屯戍岭南
#)

万人"北防匈奴
&)

万人!仅这几项征调"就已动用劳力近
&))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
()))

万人的
$#+

以上!至于为保证官府和军队所需官物粮草的

转输"又有大批劳力被调发!当时为供应河北%黄河以北"潼关以东&戍守军士的粮草物

资"男劳力基本上全部当兵服役"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可见"秦代徭役对社会生产力是



&%

!!!

一种破坏!

汉代徭役"包括在地方$郡县$京城和边境所服的各种兵役"还包括为皇室和郡县所服

的各种劳役!服役年龄'汉代规定"民年
(&

&

#*

岁"均有义务服役"凡民达到服役年龄"

就要进行登记"叫(傅)!凡成丁登记到名册上后"就意味着准备应征服役了!汉景帝二

年"曾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服役年龄提前了三年!汉昭帝时才恢复汉初旧制"从
(&

岁起役!

平民被征发服劳役"一般包括建筑宫室$陵墓$城池$边境和冲要的障塞"修筑驰道"治

理江河"修筑大规模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堵塞黄河决口"往边境运送粮草物资"军队出征

时军需用品的运输"以及皇帝出巡时所经过道路桥梁的修筑和维护"运输工具的供应$随

行人员的招待等!这些项目"虽然工程规模大小不一样"但沉重的劳役"给贫苦人民带来

了诸多不便!

汉代的兵役"包括正卒$更卒和戍卒等三种!

正卒'正卒即正式的兵役!秦汉时期规定'在规定的年龄里成年男子必须在本郡充

当步兵%或骑兵$水军&一年#如遇军事紧急需要"还要延长服役时间!

更卒'汉代规定"年龄在
(&

&

#*

岁的成年男子"每年要在郡县服一个月的劳役"称为

更卒!农民亲自服役的叫(践更)!出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的叫(过更)!之所以
(&

岁才开

始服役"据孟康所述"古代二十而傅"种三年地"积存一年粮食后"才能在离家服役时不影

响家中生活!至于(更)是轮番更替之意"即指男子到一定年龄后"每年要轮流到指定地点

服一定时期的兵役!

戍卒$卫士'在汉代"规定每个男子一生中要到边境上去屯戍一年"或到京师去服役

一年!到边境屯戍的叫(戍卒)"到京师服役的叫(卫士)!

此外"还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到边境去戍边三日!实际上"真正到边境去从事

防守或参加作战的"只能是有限的一部分人"其余不去戍边的"要缴纳一定的代役金!

二$更赋

更赋是对按规定应该服役而未能服役的人所征课的代役钱!汉代规定"每个成年男

子都有服正卒$更卒和戍卒的义务#但不是一到服役年龄就要去服役"服役的人数也不需

要那么多"当不需要服役或有钱不愿去服役时"可以按规定出钱代役"这种代役金叫更赋!

汉代的更赋"其征收标准是'

!

正卒'如不亲自服役"可纳钱二千"由政府雇人代役!

"

戍卒"如不服役"每人每年纳钱三百!由于戍卒的人数因国家劳务的多少和用兵情况不

同而有增减"特别是东汉时"戍卒多征发犯罪之人充当"更赋的交纳和使用"不同时期有多

少差别"这就使充作徭役的基金%更赋&有一部分余额"这个余额即归国家财政收入!

汉代的徭役"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买复"即出卖免役权!买复始于西汉文帝"当时

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买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就可取得免役的权利!汉武帝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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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许民买复"如元朔%公元前
$(!

-前
$(&

年&年间"因军费开支过多"府库空虚"于是允许

人民缴纳一定数量的帑币后"免除终身服劳役的义务!元封%公元前
$)%

-前
$)"

年&年

间"允许交粮食买得免役权!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
$(&

年&还卖武功爵"分
$'

级"这次是

收钱或黄金"凡买到规定的爵位后"可终身不服徭役"不纳更赋!

买复措施的实行"虽然国家可暂时获得一笔收入"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不合算的!

几十年后"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
!$

年&"因服役的人少了"给国家带来了困难!当然买复

这一措施对富豪$权贵之家是有利的"但富豪之家免除了徭役"封建统治者就会把它加在

劳动人民身上"使劳动者不胜其苦!

第二节
!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徭役

一$三国徭役制度

!!

曹魏的徭役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郡县编户#一种是对典农部民与士家!较之汉赋"有

很大的差别!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首先在年龄上"汉时民年二十开始服设"至五十六免

役!

!曹魏时期未见改变!及龄的丁夫或大男"是都要服役的!到建安二十三年"才有

(老耄须侍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的规定"

!其次在役使的方式上"曹魏有一

种错役制!即服役的%人役&与室家%居户&分离"各在天一方!因为户户如此"所以说(分

离天下)!编户中公卿以下的官吏或士族"在曹魏时期"可以不服徭役"但曹魏无士族免役

的规定!士族免赋免役"在三国"只见于孙吴!曹魏吏$士之家皆给官役!但从魏文帝接

受王朗的建议"令(吏$士小大并勤稼穑)开始"士家除了营田纳赋以外"士只服兵役!吏有

吏役"如农吏$鼓吏等!

吴国孙权时"陆逊曾陈时宜"以为当(施德缓刑"宽赋息调)!然而由于(兵久不辍)"民

总是困于役调!太元元年%公元
(#$

年&"孙权曾下令(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

#

!

孙吴士族$将领及其所荫佃客"均可免税免役!西晋士族及其亲属享受免税免役特权"是

承袭孙吴而来!

蜀国诸葛亮采取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的政策!

这里所谓(民)"指的是负担赋税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

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1)

$这与息民$养育民物的政策一致!无夺民时

也就是轻徭"让农民有时间生产!加上薄赋"蜀国的农业逐渐发展起来!

!

"

#

$

从汉简中所见汉代戍卒年龄"小者十五"老者六十五!十五岁以上服役在汉代是正常现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太元元年十二月!

*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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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晋徭役制度

在役法上"西晋规定(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

十五"为次丁"按赋税(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而言"次丁徭役应有所减!惠帝太安二年%公元

&)&

年&一次征发徭役"(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

!

"是特殊情形!十六至六十的正丁全役"

!

在西晋"全部赋役均由郡县编户中的庶民以及吏$士之家负担!西晋的官吏和他们的

亲属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这与曹魏不同"而与孙吴一致!

西晋允许官吏各以品级占田"最低的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对他们不课田!既

不课田"也就不课税役!西晋还制定了官吏可以官品的高卑"荫他们的亲属"并可荫人以

为衣食客$佃客的制度!荫亲属"就是亲属可以不交税"不服役!品级高的官吏"可荫及九

族"低的也可荫三世"加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的子孙"又可依官吏之例"荫其亲

属"这就把各级官吏及其宗族变成了一个可以不纳税服役的阶级!比之曹魏"在税役制度

上"是一个退步!宗族中的佃客"因为荫亲属制的实施"税役已经免除!西晋此制完全是

在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维护士族的利益!

三$十六国徭役制度

十六国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而是有汉人参加的政

权#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者"大多数也已汉化#各个政权都具有汉化的色彩"只是深浅程度

有所不同而已!总的趋势是后来出现的政权比先前的政权"汉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浓!因

而在徭役上"各个政权大都袭用魏晋旧法!

四$东晋徭役制度

东晋时期"徭役又变重"力役名目繁多"重役达
*)

多项!并且规定
$&

&

$#

岁$

*$

&

*#

岁的次丁需服半役"且流弊很深"(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致有

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

# 政府尽管规定每年力役二十天"

而州郡县地方额外摊派给农民的力役甚至增加到几个月!可见当时徭役给人民的负担和

苦难有多沉重!

东晋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人

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有一些作用!

五$南北朝的徭役

南朝刘宋"因战事频繁"甚至役及幼稚"以至造成(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

!

"

#

*晋书+惠帝纪,!

*晋书+食货志,!

*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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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驱女弱)

!的现象!南朝时徭役常常叫作(发人征役"号为三五)

"

"或者说是(三五属

官)

#

"即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去为官府服役!如有逃亡"则视为叛亡!甚至是男丁不

足"役及女丁"出现不分男女老幼"全家(空户从役)的现象!只有当民产子时"夫妇才

可调役一年!

北朝时"连年征战"兵役频繁"还有筑城$挖壕$修堰$传输等劳役以及官府各种名目的

杂役"各代都很繁重!如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
&%"

年&正月"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

道"天赐三年%公元
!)*

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垒南宫"

$太武帝始光二年%公元

!(#

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

% 其他如筑苑$筑长城$造船$筑长安内

小城"通莎泉道$治灵丘道$宫邺城等"动辄数千人乃至几十万人!北齐时(北兴长城之役"

南有金陵之战!其后南征诸将"频岁陷没"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重以修创台殿"所役甚

广)!

' 其中尤以修长城为惨"即(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十二

三)

(

"从而生产断绝"成为北齐均田农户破产的重要因素!北周的徭役"较北魏$北齐有

不同'

!

在役法上较轻而合理!*隋书+食货志,载'(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

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

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

札"又无力征)!

"

在功役上征用比较少!大象元年%公元
#'%

年&二月的诏书要求一切因

循守旧"不宜过度更张"即使以前命令建筑的"现在也要停建"所以只(发山东诸州兵"增一

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讫宴驾)!

)

#

放免奴婢!关于放免奴婢

的事"南朝与西魏都有过"而北周曾多次放免官奴婢"这有利于增加普通劳动者从而增加

财政收入和与豪强争夺劳动人手!

$

(庸)的出现!北齐已有(始立九等之户"使富者税其

钱"贫者税其力)的输庸代役的办法*

"称为隋唐租庸调的萌芽!

第三节
!

隋唐时期的徭役

隋初"文帝接受苏威的奏请"轻简课役"男女
$"

岁以上为丁!丁受田纳课服役!

*)

为老"免课役!开皇三年%公元
#

年&"改成丁年龄为
($

岁"受田仍是
$"

岁"负担兵役却减

少三年!又改每岁
&)

日役为
()

日!开皇十年%公元
#%)

年&"令百姓年至
#)

岁"可纳庸

!

"

#

$

%

'

(

)

*

*宋书+沈攸之传,

*南史+循吏传,!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胡三省注!

*魏书+太祖纪,!

*魏书+太祖纪,!

*隋书+食货志,!

*北史+齐本纪,

*北史+周本纪,!

*隋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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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兵役!庸就是免役人每日纳绢数尺%唐制每日三尺"当时沿隋制&"

()

日不过数丈"对

衰年人也是一种宽政!课役的减轻"有助于生产的发展!隋炀帝即位%公元
*)!

年&之

后"虽然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的时间
($

岁改为
((

岁"比隋文帝时又

宽了些"但是由于隋炀帝广征徭役"大兴土木"如营建东都洛阳$修浚运河$修筑长城

等"使得劳役过度!特别是公元
*$)

年至公元
*$!

年三次征伐高丽"男丁不足"役及妇

女"出现了(扫地为兵)(举国就役)的情况!

! 过度征调民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

(天下死于役而伤于财)"从而使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最终隋王朝被全国大规模的农民

大起义所推翻!

唐代在赋役制度上的突出变化表现在丁庸制度"这是一种灵活管理徭役的财政形式!

唐以前"徭役是皇差"无论有事无事"成年男丁都得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服徭役!这种徭

役制度"致使官府不能高效率地使用劳动力"也影响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浪费劳动力的

现象严重!唐朝将隋朝免兵役收庸的办法推广到力役"并且把年龄范围扩充"只要应役人

不去服役"或国家无事不需要力役时"都向应役人收取庸布$庸绢"而对在服役中超过规定

天数的则给予优待处理"超役
$#

日者免户调"超役
&)

日者租调全免!以庸代役的普遍

化$制度化以及加役免税"不仅体现了赋役制度的灵活性"增加了对不同民户的适应性"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减轻了政府对民丁的人身束缚"从而有较

多时间从事生产$促进了唐代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丁庸制度"也有利于统治

阶级节约和合理征调使用力役"是统治阶级加强实物剥削"增加财政收入的又一手段!

而且应服役天数的明确规定"使农民的徭役负担比前代有所减轻"可以说是赋役制度

的一个进步!因此"实行折征代役的丁庸制度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向现代

财政迈进了一步!

当然"唐朝的徭役也是很频繁的!按理"正役折为庸后"在全国范围内"

()

日役制应

该不复存在"但自唐朝前期起"征发现役的事例很多"后来发展为名目繁多的杂徭"即所谓

(丁谓正役"夫为杂徭)"规定服役杂徭每年不得超过
&%

天"逾期折免相应的赋役"杂徭之

外仍有丁役"农民的徭役负担往往很重!贞观十一年%公元
*&'

年&"宰相马周上疏说'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

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

"

"希望唐太宗简徭役!但是"太宗于贞观十四

年%公元
*!)

年&"在汝州%今河南临汝&西山建襄城宫时"役工
$%)

万"用去大量杂费!公

元
')$

-

')%

年"武则天统治期间"(西幸东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岁月不空)

#

!直到唐

玄宗年间"土木之功"亦未间断!

!

"

#

*隋书+食货志,!

*旧唐书+马周传,

*旧唐书+卢藏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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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

宋辽金时期的徭役

一$宋代的徭役

!!

宋代的徭役"主要有职役和杂役!实行分等定役制度!宋代职役是征调地主或自耕

农担任州县和乡村基层的职位"执行或办理地方公务!宋服役民户分为九等"上四等量轻

重给役"余五等免役"如有等级升降"诏加裁定"命官$形势户不服役!此种役法称为差役

制!其中的衙前役最重最苦"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之事!衙前役服役时"官府事先到其家

登记各种财产物什"造册留存"任期满进行复核"往往因赔偿损失而破产!为了逃避衙前

之役"应役之户或假售田于形势户"诡报佃户#或假作僧尼"或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熙

宁元年%公元
$)*"

年&知柬院吴充上书'(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

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

!于是差役最终落到三四等户身上"甚至后

五等民户"造成大量的贫户逃亡!除了职役外"还有大量的临时性杂役"如修路$兴修水利

工程$修建官府私邸$搬运公私财物等"都召民承担!这种杂役时无定数"随时征派"造成

废耕嫁"兼之豪强富户设法诡避"负担基本落到贫户身上"民不堪其苦!

阅读性材料

<=6>?

宋代徭役扰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重视"曾多次谋求解决之法"景祐中%公元
$)&!

#

$)&'

年&曾实行募役法"行之不久即告失败#庆历中%公元
$)!$

#

$)!"

年&以科役不均而

行均差法"其弊如故"仅行十年!至神宗熙宁时"又议改役法"熙宁二年%公元
$)*%

年&王

安石改差役制为雇役法"也叫募役法或免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雇役法由以身充役改为以钱代役"于是役变成了以货币形式缴纳的税!而且扩大了

征收范围"原来不出役之家"如官户$僧道也与平民一样出钱助役"在免税钱$助役钱之外"

另取二分为免役宽剩钱"由此使国家赋税收入大增!可以说"此法适应了两宋商品社会经

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均平了负担"具有明显的均税意义!但因雇役法征及

官豪士大夫之流"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从而遭到这些人的抵制和反

对!哲宗元祐元年%公元
$)"*

年&司马光当政"遂改行差役法"直至南宋灭亡!但衙前之

役仍行雇役"形成差役与雇役并行的状况!

杂徭自熙宁十年%公元
$)''

年&也实行雇役制"应役者出钱可免役"此钱称(纳夫钱)"

或称(免夫钱)!但制度较灵活"愿充役者充役"愿纳钱者纳钱免役!

!

*宋史+食货志+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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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仍袭北宋役法旧制!当时雇役法不能全复"差役法也不能尽行"异议屡起"莫

衷一是"弊病百出!乾道间"范成大首创义役法"以一乡或一都为单位"由应役民户各出田

若干"或出钱合买规定田数作为助役田"以所收田租供应役费!出田多少"按贫富定等差!

义役法虽有便民之意"但弊病也不少!

宋代役法变革"大致经历了从差役到雇役再到义役的转变!马端临曾说'(差役"古

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渔取无艺"故转而为雇!雇役"熙宁之法也#其弊也"庸钱白输"苦

役如故"故转而为义!义役"中兴以来"江$浙诸郡民户自相与诸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强专

制"寡弱受凌"故复反而为差)!然而宋代役法之转变"不管是(差)"是(雇)"还是(义)"都

不是全国清一色的实行"多是诸法并行"且无论实行哪一种役法"负担总是大部分落在贫

苦农民身上!而比较宋之役法"马端临认为"(以事体之便民者观之"雇便于差"义便于雇"

至于义而复有弊"则末如之何也)"

!不可谓不精辟$深刻!当然"两宋役法的转变"不是为

了便民"也不是为了体恤民情$减轻农户负担"而更多地是以民户不得逃役$增加财政收入

为目的"这使得役法变革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辽国的徭役

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提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

于身份$地位不同"所承担的徭役名目也多种多样!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

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

过程"大抵在圣宗时期逐渐确定下来!

%一&部落民赋役

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需出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部民负

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

则需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

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

补充之制"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

镇"驻兵屯戍!东北重点防御鸭绿江和黄龙府!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

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

更有死于戍所者!至兴宗时"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二&农户徭役

徭役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多种名目!主要

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河$筑路等工程!徭役的征调"也

!

*文献通考,卷十三"*职役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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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今高碑店

市&"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往迎来"多役民户!中京松山县"岁运泽州官炭"傍

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同时"由于法度不

明"执行不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

!

%三&属国和属部徭役

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三$金朝徭役

金代役法包括职役$兵役$力役三项!

%一&职役

金代职役基本承宋旧制而来!金制'在京府州县郭下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之多少为

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
&))

户以上设主首
!

人"

())

户以上
&

人"

#)

户以上
(

人"以下
$

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

克部的村寨"

#)

户以上设寨使
$

人"所掌与主首相同!寺观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

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当"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

%二&兵役

金代女真族的军事组织是猛安谋克"平时生产"战时签壮者为兵"同时也以猛安谋克

组织契丹$奚等族人!金代签兵制度"是按人户物力和人户丁力两种方法进行!*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记载'(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户军"以家产高下定之#一曰人丁军"以

丁数多寡定之!)这种签军的办法"实际上把有物力负担的课役户与无物力负担的不课役

户"统统作为签发的对象!而且既被签发之后"还要自备衣粮"所以汉人当兵至有远戍十

年不归"生死未卜"但家中还要照例每岁送衣服!女真人虽然负担比汉人轻得多的田税"

但他们往往终身不能摆脱兵役之苦!因长期的战争"他们感于兵役之苦而厌烦战争!金

代每签兵都派天使!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便执天使杀之!这是当时人民为反抗签

兵和避免兵役之苦而做出的一种正义行动!

%三&力役

在兵役之外"人民还要负担各种繁杂的力役!金时力役也是出钱代役"在世宗大定二

十三年%

$$"&

年&以前"被役雇钱"是向未受役之家征钱给之!后来由于被役者不能得到

雇钱"此制遂坏"不得不改为被役者按其所应得雇钱酌免租税及铺马钱来偿还!

!

*全辽文,卷十"*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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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夏徭役

西夏的徭役"包括兵役和力役!据*宋史+夏国传,所载兵制规定'(其民一家号一

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负赡者"随军杂役也!四

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正军之疲弱者为之!)又据曾

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西夏实行

全民皆兵制度"凡成丁者都要承担兵役'其中分直接担负战斗的(正军)和军中劳役(负

赡)!(正军)除国家给予很少的军事装备外"还要自备弓箭$盔甲"承担补充(长生马)$驼!

繁重的兵役负担是造成西夏日趋贫困"国势衰颓的原因之一!

西夏时期的劳役是极其繁重的!从党项建国前的李继迁时期到李元昊建国后"西夏

都大规模征调民夫修筑黄河水利!历朝皇帝都不惜民力"役民兴修都城$宫室$陵寝$寺

庙!史书不乏记载"如李德明时"(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

丽)!景宗李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大役

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西夏穷兵

黩武"兵役和劳役是压在西夏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

第五节
!

元代的徭役

元代的徭役"包括兵役$职役$杂泛差役三大类!

一$元代的兵役

元代的兵役制度主要实行军户制!所谓军户制"即答发有丁之家"立为军籍"世代为

兵"称为军户"以军户之丁出兵役"即为军户制!只有当军卒不足"而又急需用兵时"才实

行募兵制!募兵是一种权宜之计!

元朝的军户制实行于公元
$($)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急于进取中原"根据降

将郭宝玉的献策"规定'凡蒙古$色目部落(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

兵!)蒙古族人"编为蒙古军#色目人"编为探马赤军!以后平金得中原"又征汉人为兵"其

制'或按贫富"富户户出一人为兵"名为独户军#贫户三二户出一人为兵"出兵之户为正军

户"未出兵而协济出兵户之家"为贴军户!有的地区曾行中产之户为军"上下户为民的制

度!或以男丁论"有时有的地区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则以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

十户出一座"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役!在征讨用兵之际"如兵员不足"又在已出兵役的商贾

之家"另征一人为军"为余丁军"匠户亦取为军"为匠军!

元代规定"军卒充役期间所需一切费用"均由军户自理"所以军户虽有四顷地的免税

权"但由于兵役繁重"有的军户家出三四丁"农田尽废"仍要出杂役$科差#有的军户贫乏"

得不到放免"不得不典卖田产"甚至鬻妻子儿女以充役#有的军户之丁远戍边镇"十几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