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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本 文 运用 美 国 学者 凯琳 萨 克 斯 （

提 出 的
“

社会性 成 人身 份
”

理论 探讨秦 汉 隋 唐 间 妇 女

社会性成 人身份 的 变 化
， 以 及 由 此 导致 的 女 性 参 与 社会 劳 动

与 其社会 、 家庭地位 的 变化 。 依照 此理论 ， 中 国 古代妇女从秦

汉到唐前期
，
实 际走 过 了 这样 的 历 程 ： 秦 汉 时 期 为 完整社会

性成人——两 晋南 北朝 时期 为 半个社会性 成人——隋 唐 时期

基本丧 失社会性成人身 份 。

“

社会性成人身 份
”

（ 是美 国学者凯琳 萨克斯

在 《 重新解读恩格斯
——妇女 、 生产组织 和私 有

制》
一文中提出的 。 她利用 当时最新的民族志发现 ， 来探讨性别

压迫的根本条件 。 经过考察 ， 她认为男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是与

其有无社会性成人身份密切相关的 。 她指出 ：

阶级社会 的 性质是 剥 削 ， 就 是 多 数 人为 少 数人 的 利 益 工

作 。 虽 然通过农产 品 税和 家庭工业 产 品 税的 办 法可 以达到 这

个 目 的 ， 可是农业社会却 不会完全依赖这种 方 式 ， 而是采取 既

① ：

“

：

”

，

： 中译本载王

政 、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三联书店 ， 年
— 页 。



省钱又能 获得高效 益 的 办法 ， 如 ， 建造公共 设施 的 劳役制 、 征

兵制 、发 动抢劫性 战 争 ， 营造集 体农业 或者 雇 佣 劳 动 等 ， 所有

形 式 的 社 会 公 众 劳 动 ， 在 阶 级 社 会 中 是 重 要 的 生 产 劳

动 。

阶级社会 中 妇女 的 从属地位在很 大程度上……是 女性 没

有社会性 成人 的地 位造成 的 。

只 有 参加社会劳 动 ， 才 能 成 为社会性成人 。

也就是在阶级社会中 ， 社会劳动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表现 出 来 ， 即

农产品 、 家庭工业产品税和社会公众劳动 。 妇女要具备社会性成

人身份 ，
就必须参加这些具有社会价值 、 剩余价值意义 的社会劳

动 ， 否则便会处于从属地位 。 这样 ，

“

社会性成人身份
”

的变化
，

便成为衡量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与其社会 、 家庭地位的一个有效坐

标 。

纵观 中 国古代历史的发展
，
我们看到

， 中国妇女也走过了
一

条从拥有到失去社会性成人地位 的道路 。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

的 ？ 其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仅仅是负面 从属地位 的吗？ 这些问题

都是引人做进一步思考的 。 由于当代女权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是女

性社会性成人身份变化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 并且笔者也曾撰

文 ， 探讨过 中 国 古代妇 女经 济地位下 降所 产生 的 负 面 影 响

之 对妇女单方面贞节要求 的加强 ， 所以
， 本文在探讨中 国

古代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时
， 着重考察的是其

积极的一
■ 面 。

在中国的秦汉至隋唐间 唐前期以前 ） ， 社会劳动的主要表现

① 王政 、
杜芳琴主编 ：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 页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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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为赋调和徭役 农产品和家庭工业品税 以赋调的形式 出现 ，

而社会公众劳动则表现为役 。 依照萨克斯社会性成人身份理论 ，

中 国古代妇女从秦汉到唐前期 ， 实际走过 了这样的历程 ： 完整社

会性成人 半个社会性成人 基本丧失社会性成人身份 。 在

宋元以后的社会中 ，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总体较唐后期变化不大 。

在当今社会中 ， 女性问题 日 益受到重视 而探讨中 国古代妇女

社会性成人身份问题 ，
无疑对今 日 女性是具有参考意义的 。

一

、 秦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 ： 完整社会性

成人到半个社会性成人

秦汉时期
，在社会劳动的许多方面 妇女都体现出 了较完整的

社会性成人身份 。

秦朝时 ， 政府确定 了 以人头税 赋 和土地税 税 为主 的赋税

征收办法
“

赋谓计口 发财 ， 税谓收其田入也 ， 人头税不分男女

征收同样数量的税赋 ，
但关于秦朝 的 口 赋数额 ， 史无明 载 。 至汉

代 ， 人头税再以算赋和 口 钱的形式分而征之 。 史载 ：

“

令民男女年

十五以上至五十六赋钱 ，
人百二十 为一苄

”

。 即凡汉朝的编 民
，

① 在中国的秦汉 时期 人们便已视賦调 、徭役 为
“

公事
”

。 参见 〔 日 〕尾形勇 ： 《 中

国古代的
“

家
”

与 国家》 张鹤泉译 吉林文史出 版社 年 页 。

②
一些学者从不 同角度探讨过 中国古代妇女的经济状况 请参见刘筱红 ： 《中 国

古代妇女的经济地位》 《 中国史研究 》 年第 期
— 页 黄云鹤 《均 田 制与北

朝妇 女》 《许昌师专学报》 年第 期 ，

— 页 《北朝妇女的经济地位初探 》 《松

辽学 刊》 年第 期 ，

— 页 。

③ 《汉 书 食货志 》颜师古注
，
中华书局

，
年

，

页 。

一

般认为秦朝的 口 賦税额不会低于汉代 的算赋标准 钱 ） ， 参见秦剑 鸣 ：

《秦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
页 ） 、郑学樣主编 《 中国賦役制度史》 上海人

民出 版社 年 页 。

⑤ 卫宏《汉 官旧仪》 孙星衍等辑 ： 《汉官六种》 中华书局 年 页 。



年龄在十五至五十六者 ， 不分男女都要交纳算赋 ； 并且汉代还有女

子及笄不嫁 ，
而几倍算之的规定

“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
五

算
”

。 口 钱则是对七至十 四岁儿童征收 的人头税 ， 亦不分男 女 ，

“

人二十 ，
以供天子 ；

至武帝时又 口 加三钱 ，
以补车骑马

”

。 据此 ，

在秦汉时期 ， 无论男女 ， 都是国家赋税的承担者
， 也就是在秦汉

时 ， 女性的社会价值首先通过与男子等 同的赋
——

人 口 税表现出

来 。

秦汉时期的妇女也是徭役的承担者
， 而其所服之役则主要 以

更卒为主 ，

“

更卒 ， 谓给郡县一

月 而更者也
”

；

一

业使民 ， 居更一

月
”

。 也就是秦汉 时 ， 无论男 女 ， 达到傅籍年龄后 ， 每人每年均要

服
一

个月 （ 三旬 的徭役 。 《汉书 》所记也从现实层面得到 了证实 ：

“

惠帝 三年春 ， 发长安六百里内男 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 ，
三十

日罢
”

； 五年
“

春正月 ， 复发长安六百里 内 男 女十四 万五千人城长

安 三十 日 罢
”

。 敦煌所 出汉简亦证东汉建武到永平年间 ， 敦煌居

民个体家庭 中的妇女也是被征役的 ，林编号 汉简载 ：

“

□女儿

女妇□□八人 ，
冰车人妇三人 丈夫三人

”

。
⑥

虽然在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 算赋 、 口赋大多为农产品和

家庭手工业品 的交换所得 及社会公众劳动的许多方面
， 秦汉时期

妇女都显示出 了较完整的社会性成人身份 但与男性相 比 其完整

性还是稍逊一筹
， 如在徭役中 ， 妇女担当较多的是更卒之役 而正

卒和屯戍之役则主要以男 性为主 ， 妇女较少涉及 。

至两晋南北朝时 妇女的社会性成人身份 由 相对完整演变成

① 《汉书 惠帝纪》 页 。

② 《后汉书 光武帝纪》注 引《汉仪注》 中华书局 年 ，
页 。

③ 《汉书 食货志 》颜师古注 页 。

④ 《论衡 谢短篇》 上海 书店影印 《诸子集成》本 年 页 。

《汉书 惠帝纪 》 页 、 页 。

⑥ 林梅村 、李均明 编 ： 《疏勒河流域 出土汉简 》 文物 出版社
，

年 页 。



不完整 近似于半个社会性成人） ， 这在 田亩的分配 、赋税和徭役的

承担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 在西晋 占田 制 、北魏均田 制和南朝的户

调制 中 ，妇女都是以半丁身份出现 ， 其现实 中的徭役负担也较男子

为轻 。

在西晋占 田 、户调制下 ， 成丁男女都可 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 ，

同时也必须为国家承担赋调徭役 。 西晋政府规定 ：

丁男 之 户 ， 岁 输绢 三 匹 ， 绵 三 斤 ， 女 及 次 丁 男 为 户 者 半

输 。

… …

男 子 一人 占 田 七 十 亩 ， 女子三 十 亩 。 其 外 丁男 课 田

五 十亩 ， 丁女二十亩 ， 次丁 男 半 之
，
女则 不 课 。 男 女年 十 六 巳

上至 六十 为 正 丁 ， 十五 已 下至 十 三 、 六十 一 已 上至六 十五 为 次

丁 ， 十 二 已 下 六十 六 巳 上 为老 小 ，
不事 。

在西晋 丁女不但是土地占有者 也是赋调和徭役 的承担者 但丁

女所 占田 亩明显少于丁男 ， 仅近其一半
，
当然其所负担的 田赋便也

较男子为少
， 同时 ， 女户所出 之调也仅为男 户之半。

《
由此可见 ，

在农产品 和家庭手工业品 的社会劳动 中 ， 西晋成丁女性所承担的

份额大致为丁男的一半 。

十六国时期 四川李雄成汉政权的租调制也规定 ：

“

其赋男丁

①
一些学者认为 西晋 占田 制并未真正实行过 唐长孺先生即认为 ：

“

从汉代的

限 田到西晋的 占 田课田制 虽然体现了作为
一

个集权国家对土地 占有的干 预权 实际

上却没有认真执行 或者说徒有虚文 根本没有实行 。 而且也没有关于土地还授 的具

体规定
”

（ 氏著 ：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
武汉大学出 版社 年 页 ） 。 不管 占

田制是否真正实行过 其所体现出 的国家政策精神 则是强调 和承认妇女对于土地的

占有权 、使用权和对于 国家賦役 的承担权 。 亦请参见黄云鹤 《均田 制与北朝妇女 》

页 。

② 《晋 书 食货志 》 中华书局 年 页 。

③ 按《晋故事 》所记
“

凡民丁课田 夫五十亩 ， 收租四斛
”

徐坚《初学记》卷二七 《宝

器部 绢第九》 中华书局 年 页 推算 丁女课田二十 亩 应纳租 斛 。

④ 《晋书 食货志 》所载户调定额只是
一

种平均数 ， 实际征收则要根据各户 户赀高

下而行
“

九品相通
”

见徐坚《初学记》卷二七《宝器部 绢第九 》 页 。



岁谷三斛 ， 女丁半之
”

通过农产品税 （ 租赋制 ） ， 成汉政权下 的

妇女所显示的也是半个社会性成人身份。

东晋 、宋 、齐的户调制大体沿袭西晋之旧 ， 只 是在征收内 容与

数量上略有变化 。 梁 、 陈时期 ， 户 调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
梁武帝天

监元年 ，

“

始去人赀 ， 计丁为布
”

。 新制规定 ：

“

其课 ，
丁男 调

布绢各二丈 丝三两
，
绵八两 ，禄绢八尺 禄绵三两二分 ， 租米五石 ，

禄米二石 。 丁女并半之
”

通过租调
，
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品的

社会劳动中 ， 梁 、陈成丁妇女获得的也是半个社会性成人身份 。 而

在梁 、 陈时期的丁中制中
， 男女成丁年龄大致相同 只是起课年界

有所不 同 ：

“

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 ， 为丁 。 男 年十六
，
亦半课 年

十八正课 ，
六十六免课 。 女以嫁者为丁 ，若在室者 年二十乃为丁 。

其男 丁
， 每岁役不过二十 日 。 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

”

。 如上

政策显示 ， 梁 、 陈之时的适龄妇女虽然 以丁相称 ， 但成丁妇女并不

承担徭役之作 ；但在现实层面
，
不但是梁 、 陈时期 ，

乃至整个南朝时

期 ， 妇女应役都较为常见
，
并且这还似制度使然 。 如刘宋文帝之子

刘劭在京城建康作乱 ，

“

于时男 丁既尽
，
召妇女亲役

；
萧齐时则

规定 ：

“

民产子者 ， 蠲其父母调役一年
”

既然母亲生子免役 ， 便

可证明妇女平时是应服役的 ； 梁代
“

妇人供役
”

的情况更多 如
“

郢

州当途为剧地 ， 百姓贫 ，
至以妇人供役

”

雍州也是
“

壮夫疲于擐

甲 ， 匹妇劳于转输
”

。 由 于梁代役使丁女情况较多 ，
以至梁武帝要

① 《晋书》卷
一

二
一

《李雄载记》 页 。

② 《梁书》卷五三《 良吏传序》 中华书局 年 页 。

③ 《隋书》卷二四 《食货志 》 中华书局 年 ，
页 。

④ 同上 页 。

⑤ 《宋书》卷九九《刘劭传》 中华 书局 ， 年 页 。

⑥ 《南齐书 》卷六《明帝纪 》 中华 书局 年 页
。

⑦ （梁 书》卷二二 安成康王秀传》 页 。

⑧ 全梁文》卷九简文帝 临雍州革贪惰教》 严可均校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

朝文》 中华书局 年 页 。



“

诏停所在使役女丁
”

陈时
，
役使女丁的情况仍然存在 ， 文帝便

有诏 曰
：

“

夫妻三年 于役不幸者 ， 复其妻子
”

。

在农产品 、 家庭工业产品税和社会公众劳动两方面 ， 南朝妇女

的社会性成人身份并不完全统
一

前者体现出来的是不完整性 近

似半个社会性成人 ， 后者体现出来的则是相对的完整性 。 所谓相

对是指虽然此时妇女服役的情况较多 ， 但现实观念中依然是以
“

男

丁既尽 ，
召妇女亲役

”

为主
，
也就是在社会公众劳动方面 男子仍是

主要力量 。

在北朝 、 隋及中唐以前的诸政权中 均 田租调制是最主要的经

济制度 。 太和九年 北魏初行均 田制 ， 此制规定 ：

诸 男 夫 十 五 以 上
， 受 露 田 四 十 亩 ， 妇 人二 十 亩 ， 奴婢 依

良 。

…
…所授之 田 率倍之 ， 三 易 之田 再倍之 ， 以供耕作及还受

之盈缩 。

诸桑 田 不 在还受 之限 ， 但通入倍 田 分。 于分 虽 盈 ， 没则 还

田
， 不得 以 充 露 田 之数 。 不 足者 以 露 田 充倍 。

诸初 受 田 者 ， 男 夫 一人给 田 二十 亩 ， 课莳余 ， 种 桑五 十树 ，

枣 五株 榆三 根 。 非桑 之土 ， 夫给一亩 ， 依法课 莳榆 、 枣 。

……

诸桑 田 皆 为 世 业
， 身 终不 还 ， 恒 从见 口 。 有 盈者 无 受 无

还 不足者受种如 法 。 盈者得 卖其盈
，
不 足者得买所不足 。 不

得卖其分 ，
亦不 得买过所足 。

诸麻布之土 ， 男 夫及课 别 给麻 田 十 亩 ， 妇人五亩 ， 奴婢依

良 。 皆从还 受之法 。

… …寡妇 守 志 者虽 免课亦授妇 田
。
③

在北魏均田制下 ， 成丁女性在露田和麻田的 占有上均为成丁男子

① 《南史》卷七《梁本纪》 中华书局 ， 年 二 页 。

② 《陈书 》卷三《文帝纪》 中华书局 年 页 。

③ 《魏书 》卷
一一〇 《食货志》 中华书局 年 — 页 。



之半 ，但桑田却只授男 夫 ，
而不授妇女 。 从如上均 田令看

，
桑 田是

不还受的 ，
麻 田则要依法还受 也就是桑 田 不论是原有 的 ，

还是初

授的 ，
都属私有财产

； 麻田 则属国有 。 私有桑田 只 限男 丁占有 ， 从
一个侧面表明 ，男子是当时家庭私有财产的主要占有人 。

太和十年 ， 北魏政权再颁租调制
：

其 民调 ，

一 夫 一妇 帛 一 匹
， 粟 二 石 。 民 年十 五 以 上 未娶

者 ，
四 人 出

一 夫 一妇 之调 ； 奴 任耕 、 婢任 绩 者 ， 八 口 当 未 娶者

四
； 耕牛 二十 头 当 奴婢八 。 其麻布 之 乡 ，

一 夫 一 妇布 一 匹
， 下

至 牛 ，
以 此为 降 。

从租调制的 内容看 ，北魏统治者是力 图将均田 制与租调制联 系起

来 但其间也有脱节或不合理之处 ：

首先
，
北魏均 田制规定 ， 包括奴婢在内 的十五岁 以上成年男女

均为授田对象 ， 并且一定数量 的耕牛也可授田 租调制规定 授 田

的
一

夫一妇为基本征收单位 授田 的未婚丁男 、 奴婢 、 耕牛也必须

承担部分租调 。 令人费解的是 ， 除寡妇守志者外 租调令并未对授

田单丁女子的租调额作出规定 ， 依照均 田 租调制的基本原则
——

“

未受地者皆不课
”

，北魏均 田制所规定之
“

妇人
”

是否并不包括未

婚单丁女子呢？ 由 于《魏书 食货志》所记不足以释解疑惑 ， 同时也

暂无其他直接材料可以参考 ， 我们便以北周的制 度加以推测 。 《隋

书 食货志》记 ：

后 周 太 祖 作 相 ， 创 制 六 官 。
… …

司 均 掌 田 里 之 政

令 。
……有 室 者 ，

田 百 四十亩 ， 丁者 田 百亩 。 司 赋掌功赋之政

令 。 凡 人 自 十 八 以 至 六 十 有 四
， 与 轻 瘙者 ， 皆赋 之 。 其赋之

法 有 室者 ， 岁 不过绢
一 匹 ， 绵八 两 粟 五斛 ； 丁者半 之 。 其非

桑土 有 室者
，布一 匹 ，麻十 斤

；
丁者又半 之 。

① 〈魏 书》卷
一一

《食货志》 页 。

② 《隋书》卷二四 食货志》 ， 页 。



由此我们可 以很清楚地看到 ， 在北周 ， 只有 已婚的夫 、妻 一室 和

成丁之男方可得到土地 同时 租调制也是依据室 或户 和男丁加

以征收 ， 这表明未婚女子是既不受田也不纳课的 。 由 此推测 ，北魏

时的妇女受田规定 ， 也应针对的是已婚妇女
，
并且其时的婚龄也可

旁证这一点 。 北魏均田 令规定十五岁 以上的妇女授妇田
， 这一年

龄已超过其时的女性实际成婚年龄 ，

“

在北朝 女子十三岁结婚不

但是当时的风俗 ， 而且也为政府的法令所规定
”

再由此推断 ， 北

齐河清三年 令 中 的妇人授田 规定也应针对的是已婚妇女 。

河清三年令规定 ：

其方 百里 外及州 人
，

一夫受 露 田八十亩 ， 妇 四 十亩 。 奴婢

依 良 人 ， 限数 与 在京 百 官 同 。 丁 牛 一 头 ， 受 田 六十 亩 ， 限止 四

牛 。 又每丁 给永 业 二 十 亩 ， 为 桑 田 。 其 中 种 桑 五 十 根 ， 榆 三

根 ， 枣五根 。 不在还受 之限 。 非 此 田 者 ，
悉 入还受 之分 。 土不

宜 桑者 ， 给麻 田
，
如 桑 田 法 。

率人一床 ， 调 绢 一 匹
， 绵 八两 ，

凡十 斤绵 中 ， 折一

斤作 丝
，

垦租二 石
，
义租五 斗 。 奴婢各准 良人之半 。 牛调 二尺 垦租一

斗 ， 义租五 升 。

在北齐的租调制中 ，
也是以一床 一夫一

妻 为一个征收单位 女性

受 田者也应是巳婚妇女 。

其次 已婚妇女所承担的租调份额远重于未婚成丁男性。 按

北魏均 田令 ， 十五岁 以上丁男 可 占有土地百亩 倍受 ） 而已婚妇女

则只可 占到四十亩 倍受 ） ； 但未婚丁男仅四人负担
一

夫
一

妇的租

调 ， 质言之 ， 已婚妇女所承担 的租调额要较单丁男子髙
一

倍以上
，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 因此 ， 魏末对租调制进行了调整 ， 改单丁由输

① 薛瑞泽
： 《魏晋南北朝婚龄考 》 《 许 昌师专学报 （社科版 》第 卷第 期 ，

年第 期 页 。

② 《隋书》卷二四 《食货志》 页 。



四分之一床租调为输半床租调
，
也就是此时的单丁与已婚丁男 所

承担的租调负担已经等同 。 对于 已婚男 丁来说 这是较为合理的

一

种调整 但对于已婚妇女来说 ，
不合理因素仍然存在 ， 因为丁妻

只受妇 田 四十亩 ， 却依然要与单丁男子承担相同 的租调份额 。 由

此也就导致了北齐时的户 口 多有不实
，

“

阳翟一郡 户至数万 籍多

无妻
”①

。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看到 ， 在北朝诸政权中 ，
丁妇所受之田大致

在丁男 的
一

半左右 ， 而其所承担的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税也

大致在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水平上 。 较之秦汉时期
，

通过农产品和

家庭手工业产品税 北朝妇女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成人身份有所

降低 。

另外 ，
虽然北朝已婚妇女的租调负担较南朝为重 ，但在社会公

众劳动方面
， 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

，
北朝妇女所承担

的份额都较南朝妇女为轻 ，
北朝妇女服役 的情况并不多

， 类似后赵

石虎为修筑宫苑、 长墙 ， 而征召 男女十六万人
“

以烛夜作
”② 的情

况实属特殊 。

在北朝的力役制度中
，
直接涉及妇女服役的也不多 。 关于北

魏时期 ，
有这样一条记载 ： 孝文帝延兴三年 十一

月 ，

“

诏以河

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 ，致新邦之民莫能上达 遣使者观风察狱 ， 黜

陟幽明 。 其有鳏寡孤独贫不 自存者 复其杂徭
”

。 寡妇被免杂徭
，

便意味着原本妇女是应服杂徭之役 的 ，但这一规定并未见诸其他

政书 ， 况且
“

鳏寡孤独
”

之语 ， 乃是当时皇帝优恤 、劝奖诏书中 的习

语 。 所以 北魏妇女是否服杂徭之役暂无从判断 。

① 《隋书》 卷二 四 食货志》 页 。 并请参见邓文宽《北魏末年修改地 、賦 、户 令

内容的复原与研究
——

以西魏大统十 三年计帐为线索》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 文物出版社 年 页 。

② 《晋书 》卷
一 〇七 《石季龙载记》下 页。

③ 《魏书》卷七上 《高祖纪》上
’

页 。



另 外 北齐、北周的赋役制度也有值得关注之处。 关于北齐的

制度 ， 《隋书 食货志》载 ：

北齐 河清三年定令 ：

… …

男 子十 八 以 上
， 六 十 五 已 下 为

丁
；
十 六 已 上 ， 十 七 巳 下 为 中

；
六 十 六 已 上 为 老

； 十 五 已 下 为

小 。 率 以 十八 受 田
， 输租调 ，

二十充 兵 ， 六 十免 力 役 ， 六 十 六退

田
， 免租调 。

由此我们注意到 北 齐河清三年 所定之徭役制并不包括妇

女 ，
也就是北齐的租调力役制 完全是针对男子而制订的 并且依

此 ，北齐的力役也应全部 由 男子来承担 ， 在制度上 ， 北齐的妇女

是没有力役负担的 。 北周的赋役令也如此 ，

“

凡人 自 十八以 至六十

有 四 ， 与轻癃者 ， 皆赋之
”

；

“

凡人 自 十八 以 至五十有 九 ， 皆 任于

役
”

吒 这里所说的
“

人
”

虽未确指为男 丁 ， 但对应北周 的授田 法

丁者田百亩 ） 我们可知
“

人
”

实指男丁而言 。 敦煌文书所载也证

实了这
一点

， 西魏大统十三年 计帐户籍中便有课丁的记载 ，

“

都合课丁男参拾柒人
”④

， 所课之丁全部为男性而无妇女 。 所以 ，

除了特殊情况 北周妇女也应是无力役负担的 。

总之 ，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 无论是在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

品税方面 ，
还是在社会公众劳动方面 ， 妇女所承担的份额都在减

少 。 秦汉时期
，
妇女在许多领域 如人头税和

“

更卒之役
”

都承担

着与男子相同 的份额
；
而到两晋南北朝时期 ， 妇女几乎在各领域都

① 《 隋书 食货 志》 ， 页 。

② 但这里存在一个疑 问
，
即如上文所析 北 齐已 婚妇 女是受 田 的 也就是北齐妇

女受田与否以其婚否为限
）
但河清三 年 退 田之制 只针对男子而言

， 那么妇女应

该如何退田 ？ 可以做的解释有两种 ： 或是妇女退 田也如 男子——六十六岁 退 田 ， 或是

妇女退田 另有规定。

③ 《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页 。

④ 《西魏大统一三年 瓜州效谷郡计帐》 池 田 温《 中 国古代籍帐研究》 东京

东洋大学文化研究所 年 页 。



不再承担与男子相同的份额 从租赋看 妇女所承担数量大致为男

丁之半 北朝妇女高于此 。 从总体看 ， 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性成

人身份较之汉代有明显降低 。

二、 隋唐以后 ： 基本丧失社会性成人身份

对于妇女来说 ， 隋朝仁寿四 年 出 台 了
一

项划 时代 的规

定 即妇女不再承担租调之课。 史载 ：

“

炀帝即位 是时户 口益多 ，

府库盈溢 ， 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 之课 。

”

按照均 田制
“

未受地者 皆

不课
”

的原则 ， 这也就意味 着原本授 田 的已 婚妇女从此不再受

田 。 也就是在理论上
， 均田制 虽然并未废止 ， 但妇女 巳不再承担

租调之课一国家最主要的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税 ， 也不再承

担役
——

社会公众劳动 。 可以说由 于此政策的 出 台 ， 均 田 制下妇

女的社会性成人身份大幅降低 。

隋场帝出 台这一政策并非特别针对妇女 ， 而是其时各种社会

因素互动的结果 人 口 的增长 、 夫妻与单丁授 田 纳课不均 、及对

① 《隋书 》卷二四《食货志》 页 。

② 隋朝于开皇二年 颁布均田令 此令部分保存于 《隋书 食货志 》 中 。 《 隋

书》所记十分简略 其间并不载妇女受田 、纳课情况 但记奴婢所 纳之课
“

单丁及仆隶

各半之
”

同时 此令还规定
“

未受地者皆不课
”

《隋书 食货志 》 页
）

那么 对照炀

帝
“

乃除妇人及奴婢、 部 曲之课
”

则可 推知 开皇二年 田 令中应有妇女奴婢 受 田的 内
‘

容 ； 另外 如上文所析 北魏、北齐和北周 的所谓授 田妇人 实为已婚妇女 由此推测 隋

时的授 田妇女也应为 已婚者 。

③ 福柯称之为
“

权力
”

。 他认为 权力是处于弥散状态的东西 它在
“

各种 不平等

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
”

它
“

并非是某种获取 、 夺取或分享的东西 人们 不

能把它抓住不放或让它溜走
”

米歇尔 福柯《性史 》 青海人民出 版社 ， 年 ，
页 ） 。

炀帝时出 台 的妇女不受田 规定 即是其时各方权力 社会 因素 运作的结果 。



女性身体特质认识的发展 ， 等等 。 但这一政策出台 的结果 ， 却是

对占人 口半数的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此后的均田 制下 ， 妇女在

理论和名义上 都基本退出 了 国家经济领域 ， 她们的劳动只有极少

部分能够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 ， 这极少部分便是女户所承担的

地税和户税 。

我们知道 ， 租调制的出税原则为居丁
，
而地税和户税的 出税原

则为居财 ， 因而在地税和户税 的征收中 ， 性别特征较之租调制为

弱
，
有财产的男户 、 女户都有义务承担地税和户税。 唐代的地税由

隋时的义仓粮演变而来
，
隋代的义仓粮为据户而征 ，文帝开皇十六

年
，

“

又诏社仓 ， 准上中下三等税 上户不过一石
， 中户不过七

斗 ， 下户不过四斗
”

。 而唐前期的地税 义仓税 ） 或居地出税 ， 或

依户而征 或地 、 丁兼之 ， 但不管怎样 其征收的对象大致都为王

公以下的所有人户 也就是包括寡妻妾在内 的一切拥有土地之人 ’

都要交纳地税 。 依照唐代均 田令 寡妻妾为不课户
，
即虽受田 ， 却

不承担租调 ，
但必须承担地税 。

① 参见李贞德 ： 《汉唐之间医书 中的生产之道 》 台湾《史语所集刊》第 本第

分 年 月
，

页 《汉唐之间求子 医方试探
一

兼论妇科滥觞 与性别论

述》 台湾《史语所集刊 》第 本第 分 年 — 页
；
《唐代的性别与医疗》 北

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心等 主办
“

唐宋妇女史研究 与历史 学
”

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

论文 ， 年 月 。

②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页 。

③ 唐太宗贞观时 义仓税居地而征
“

王公已下垦 田 亩纳二升
”

《旧唐书》卷四九

《食货志》下
， 中华书局 年 ，

页 《通典》卷
一

二 《食货》
一

二 《轻重》 中华书局
，

年 页 ） ； 高宗时 改为计户征税
“

永徽二年 九月 ， 颁新格 ：

‘

义仓据地取

税 实是劳烦 宜令率户出粟 上上户五石 余各有差
’ ”

《通典》卷
一二

《食货 》
一二

《轻

重》 页
） 玄宗时则地 、 户兼之 开元二十五年 定式 ：

凡王公已下 每年户别

据已受田及借荒等
，
具所种苗顷亩 造青苗簿 诸州 以七月 已前申 尚书省 至征收时 亩

别纳粟二升 ， 以为义仓
”

《唐六典》卷三仓部郎 中员外郎条 ， 日 本广池学 园本 年 ，

页 。 玄宗这一

令文还针对
“

商贾户无 田及不足者
”

制订 了这部分人居户 出税的原

则 。



唐代户税的征收对象也为
“

天下诸州 ， 王公已下
”

也就是

无论是否为女户 ， 都要承担户税之征 ， 这点也为敦煌文书所证

实 。 龙图梧文书二六号 《唐开元年代西州高 昌 县武城乡 人田 门孔

辞》称 ：

二 图二月 曰 、 武城 乡 人田 门 孔辞

□ 园那 。

□ 开十五年 、娶上件女妇为 妻 。

校承

□ 娶 已 来 、 门 孔 身 户 徭 油 、 自

□ 被里 正更 索 妻无 那分大 税钱 。 无

□ 共妻 无那 、 若有 常部 田 地半亩 、

昨蒙并合 一

户 。 夫妻 即 得

□ 被里 正撮两 户 税钱切 急 。

□ 帐 官用 怀 、政直

□ 聂 县 巳来就戍 、 贫口

□ 往 、不 可不圍 。 匚

辞 。
②

此文书反映 ， 无那在出嫁田 门孔后
， 依然被追交大税钱，而 田 门

孔诉无那与其现已合为
一户

，
所交理应为一户 之税

，
这也表明无那

在婚前是要交纳户税钱的 。

唐德宗建中元年 〉废均田制 、 行两税法
，

此后整体赋税征

收中的性别特征趋弱 。 两税法中的地税 、户税沿袭前期而来 ，征收

① 《通典》卷六《食货》六 《賦税》下 页。

② 池 田温 ： 《中国古代籍枨研究 页 。

③ 唐玄宗时 户税分为三年征大税和
一

年征小税
“

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 三

年一

大税
，
其率一百五十万贯 每年一小税 其率四十万贯 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 。

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 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 。

”

唐六典 卷三户 部郎 中员外郎

条 页 ）



标准主要据财而定 ，
无论男户 、女户 ，都要依财征缴税赋

，
两税法虽

然有令对那些确无力 出税 的孤寡之户 予以赦免 ，

“

鳏寡惇独不支济

者 准制放免
”

但在现实 中 ，

一

些无财 、 无力 的寡妇之家仍要被

迫交纳两税
， 唐文宗大和六年 ，旅客李佐文路遇一

妇人
， 妇人

对佐文诉称
：

“

我佣居袁庄七年矣 前春 ， 夫暴疾而卒 ， 翌 日 ， 始龀

之女又亡 ， 贫穷无力 父子 同瘗焉 。 守制嫠居 ， 官不免税 孤穷无

托 遂意再行
”

这位王姓的佣功寡妇也是要被征索税赋的 。

另外 在隋唐时期的现实层面 ，妇女也依然参与着各种生产劳

动 。 首先 妇女仍部分承担着农产品 和家庭手工业品 的 生产 。 虽

然在隋扬帝仁寿四年 以后 ， 政策规定妇女不再受 田亦不纳租

调
， 但均 田 、 租调制在此后仍然持续 了 多年 ， 租调制初始的设

计原则
——

“

有家则有 调 有身则有庸
” ③ 并没有改变 ， 也就是调

的出 处 家 并没有改变 。 由于妇女 是家庭纺织业的主力 所以

调之所出便也多为妇女之力 。 唐诗对此也多有反映 ： 采桑女为收

成不好和官家的催征调丝而愁苦
“

春风吹蚕细如蚁 桑芽才努青

鸦嘴 ， 侵晨探采谁家女 ， 手挽长条泪如雨 。 去岁 初眠 当此时 ， 今岁

春寒叶放迟 愁听门外催里胥 官家二月 收新丝
”

织妇则为官府

的征催绢布而 日 夜辛 劳
“

妾家非豪门 ， 官赋 日 相追 ， 呜梭夜达晓 ，

犹恐不及时
”

巧
“

贫家女为富家织 ，

……水寒手涩丝脆断 ， 续来续

去心肠烂 。 草虫促促机下啼 两 日 催成一匹半 输官上顶有零落 ，

姑未得衣身不著
”

实际上
， 在唐代均 田 制下 ， 不仅调 以布 、 绢的

①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中华书局 年 页 。

② 《太平广记》卷三四七 李佐文》 中华书局 年 页 。

③ 陆货 ： 《均节賦税恤百姓六条》 唐陆宣公翰苑集 》卷第二二 中书奏议》 卷第

六
’
四部丛刊本 ；亦见 全唐文》卷四六五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 页 。

④ 唐彦谦 ： （采桑女》 《全唐诗》卷六七一 中华书局 年 页 。

⑤ 司马扎 ： 《蚕女》 《全唐诗》卷五九六 页 。

⑥ 王建 ： 《 当窗织》 《全唐诗》卷二九八 页 。



形式出现
， 而且

一些正租也折以蚕桑绢 帛 ， 唐 中宗景云二年

三月 敕 ：

“

河南 、 北桑蚕倍多 风土异宜 ， 租庸须别 。 自 今已后 ， 河

南 、河北蚕熟 ， 依限 即 输庸调 ， 秋苗若损 ， 唯令折租 ，
乃 为 常 式

者
”

河南 、河北因遭灾
，
中宗便令 以蚕桑折租粮 。 另 外 江南也

有折租以布的情况 ，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定令 ：

“

其江南诸

州租 ，并 回造纳布
”

。 唐后期行两税法 ， 实际征收的两税也多为绢

帛等实物 ，

“

两税征收实物原则上是钱 、 谷两项 。 那时候 ， 商品货币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 国家的货币铸造也很不充分 ， 国家税收是钱 、

谷 ，征税时 ，往往临时折成绢帛 等交纳 ， 有时又把 已折成绢 帛 的两

税再次折成钱币 征收
”

。 这由 正租、 两税折纳的绢布也应多 由 妇

女承担 。 在隋唐之后诸朝的赋税中 ，
还依然有大量的织物征收 ，

④

在男耕女织这
一

主要生产模式未有根本改变之前 妇女无疑一直

是家庭纺织品 的主要生产者 。

其次 ， 妇女也部分参与着农产品 的生产 。 李白有诗曰
：

“

田家

秋作苦 邻女夜舂寒
”

实际上 ， 直至清代 ， 即使主要由男子承担

① 伐苑英华 》卷六〇 。 九张廷 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 》 中华书局 ，

年 ，
页

； 亦见 《全唐文》卷二六九 页 。

② 《通典》卷六《食货》六《賦税》下 页 。 关于初令迴造纳布的时 间
，
《通典》载

为开元二十 五年 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所出遗物
，
则证此之前江南已有折纳情

况
，
参见张泽咸 ： 《唐五代賦役史草 》 中华书局 年 页。

③ 张泽咸 ： 《唐五代賦役史草》 页 。

在宋代的两税中 许多 地方的夏税也常 征收绢 帛 ， 参见汪士铎 ： 《两宋财政

史 》 中华书局 年
— 页 。 在元代 北方地区有所谓

“

丝料
”

等的征收
“

每

二户 出丝一

斤 并随路丝线 、 颜色输于官 ；
五户出丝 一

斤 并 随路丝线、 颜色输于本位
”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
一

《科差》 中华书局 年 页 ）
；
南方的夏税也折输木

棉布绢丝棉 等物 （ 以钱为标准折纳
） ，
参见李幹 ： 《元代社会经济史稿》 香港公开进修学

院出版社 年 页 。 明代朱元璋建 国之初 ， 即令普种桑 、 棉 、 麻 并课以

丝 、棉 、麻若干
， 以后农桑丝绢等实际成为按户课征的 户税 参见郑学檬主编 《中国 賦役

制度史 》 页 。

⑤ 李白 ：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 《全唐诗》卷
一八一 页 。



的大田 劳作 ，妇女也并未完全退出 妇女参与农业生产在唐至清

代的耕获图 、耕织图 中也有反映 。 所谓耕获图 、 耕织图
，
乃是当时

人理想中的男 、女劳作模式 ， 从唐至清的此类图 画中 我们看到 ， 当

时人虽然并不视妇女为农业劳作的主力 ， 但收获时还是多有她们

参与其中的 。

再次 ， 妇女也部分参与着社会公众劳动 。 就政策层面而言 ，
无

论是在隋炀帝仁寿四年 后的 隋唐均田 制下 ， 还是在唐后期的

两税法实行期间 妇女都无从役之责 。 但隋炀帝时 ， 便因 功作急 、

繁 而有大量妇女被征发 ，

“

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
， 开通济渠

”

“

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
”

唐时 ， 妇女被征役的情

况也不鲜见 睿宗景云二年 ， 监察御史韩琬陈时政疏就称 ：

“

臣窃闻永淳之初 ， 尹元贞任岐州雍县令 ， 界内妇人修路 ， 御史弹免

之 。 顷年妇人役 修平道路 ， 盖其常也
”

唐代诗人也有这样的诗

句 ：

“

妇人应重役 ， 男子从征行
” “

妇人役州县 ，
丁男事征讨

”

“

老妪力虽衰 ， 请从吏夜归 ， 急应河阳役 ， 犹得备晨炊
”

① 参见李伯 重 人
“

夫妇并作
”

到
“

男耕女织
”
——

明 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

讨之一

》 《 中 国经济史研究》 年第 期 页 《

“

男耕女织 与
“

妇女半边天
”

角色的形成
——

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 问题探讨之二》 ， 《中 国经济史研究 》 年第

期 ，

—

页 。

② 参见王潮生主编 ： 《中国古代耕织图 书 中的图版
，
中国农业出版社

， 年 。

③ 关于唐代两税法时期的徭役制度 ，
请参见张泽咸 ： 《唐五代賦役史草 》第二编

第
一章及胡戟 、张弓 、 李斌城 、 葛承雍主编 ： 《二十世纪唐研究》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年 页
）

。 不管唐行两税法后的力役是以何种形式出 现
， 但两税法中所规定的

“

丁额不废 申 报出入如旧式
”

的原则 则为我们提供了这
一

时期 丁役征发的性别走 向 。

④ 《隋书》卷三 《炀帝纪 》上 ，
页 。

⑤ 同上
，

页 。

⑥ 《通典》卷七《食货》七 《历代盛衰户 口 》 页 。

⑦ 张锡厚 《王梵志诗校辑》卷五
， 中华书局 年 页 。

⑧ 储光羲 ■

《效古》
， 《全唐诗》卷

一三六
，

页 。

⑨ 杜甫《石璩吏》
， 《全唐诗》卷二一七

，
页 。



就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而言
，
对比政策和现实两个层面 ，

隋唐

以后的妇女确实处于不利的境遇之中 ，
虽然她们在现实 中仍然对

国家有着相当的付出 ， 但其付出 已变为无声的奉献
，妇女的社会经

济价值已无从直接体现 ，而只能通过男性表现出来 。

隋炀帝仁寿四年 的规定不仅影响到了女性的社会性成

人身份 ， 而且也影响到 了女性的家庭财产关系 。

如上所说
， 隋场帝出 台的妇女不纳课规定也就意味着妇女从

此不受 田
， 而从西晋的占 田制 到隋朝仁寿四年 前的均田 制

，

妇女与丁男一样 ， 都是国家的授田对象
， 国家承认妇女 占有一定数

量的土地
，
这点也可从敦煌文书得到证实 。 背西魏大统十三

年 计帐户籍载刘文成 、 叩延天富户 。

刘文成户 ：

一 丁男

计 受 田 口 二
二二

一 丁妻

一 段十亩麻 舍西二 步 东至 舍 西 北至渠 南 至 白 丑奴

一 段廿亩正 舍东二 步 东至 侯老 生 西 至舍 南北至 渠

右件二 段 文成分 麻 正 足

一段五亩麻 舍 东
—

西 南
—

北

右 件一段 妻舍 女分 麻足 正 未受

一

段 一亩居住 园 宅

叩延天富户 ：

一 丁 男
计 受 田 口 二

一

一段十亩麻 舍西 一步 东 至舍 西 至渠 南至渠 北 至 丨

一段十亩正 舍东二 步 东 至 匹知拔 西至 舍 南 至渠 北 至 渠

右 件二段 户 主天 富分 麻足 正 少 十亩

一段五亩麻 舍 西廿步 东 至天 富 西 至渠 南 至 乌地拔北 至渠



右件
一段妻吐 归 分 麻足 正未 受

一段 一亩 居住 园宅

在如上两户 中 ， 丁妻都拥有一块居于 自 己名下的土地 麻田 ） ，

虽然较丁男为少 ， 但她们确是重要财产
——土地的 占有者 虽然这

部分土地属国有 死后要还受 ） ， 这必然使她们在家庭 中 占有一定

的经济地位 。 而在隋仁寿四年 以后的均田 制下 ，
土地全部划

归男子
，
除了寡妻妾仍可 以 占有若干土地外 ， 其他妇女则再无土

地占有权 ， 这点敦煌文 书也有反映。 《唐开元 四年 沙

州敦煌县慈惠乡籍》 载杨法子户 、杜客生户 。

杨法子户 ：

户 主杨法 子年 参拾玖 岁 卫士 下 中 户 课户 见 不输

妻 阴 年参拾陆 岁 卫士 妻

男 乾昱年 捌 岁 小 男

女娘子年壹 拾贰岁 小女

廿亩永业

参拾玖亩 巳 受 一十 九亩 口 分

合 ）

口应 受 田 壹 顷壹 亩

六 十 二亩未 受

杜客生户 ：

户 主杜客生 年肆拾 捌 岁 卫士 下下 户 圣历 二年 七月 没落 课户 见输

妻 马 年伍拾 柒 岁 卫 士妻

男 是 是年贰拾 陆 岁 白 丁 景云元年全户逃走
‘

女 法 子年贰拾 贰 岁 中 女

① 池田温 《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页 、 页 。

② （ 典》卷二《食货 》二 《田 制》下载 ：

“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 ：

…
…

寡妻妾各给

口 分田三十亩 ……寡妻妾当户者 ， 各 给永业 田 二十亩 、 口分 田 二 （ 当作 三
’

） 十 亩
”

《通典》卷二《食货》二 《田制 》下 页 。 并请参见拙文《唐代妇女财产问题初探 》 《 中

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辑 中华书局 年 页 。



计 租 二 石

卅九亩永 业

肆拾亩 已 受

应 受 田 贰 顷壹 亩
一

亩居住 园 宅

从如上两户我们看到 ，

“

合应受田
”

均符合唐代的授田标准 ， 即丁男

授田 百亩 、非寡妇不授田 、 三口 给
一

亩园宅地的规定 。 以如上两户

的土地 占有情况 与上引 西魏大统十三年 计帐所记两户 相

较
，
我们可 以明显看到妇女在均 田土地 占有上的变化 。

唐时私有土地归男子所有这一

点敦煌文书也有反映。 在唐代

夫妻和离而进行财产分割时 土地显然被排除在外 。 唐代敦煌《放

妻书样文》
—

中有这样 的文字 ：

“

所要活业 ， 任 意分将 。

奴婢蚯 驱 驰
，

… …两共取稳 。

”

也就是在夫妻和离时 ，

一般生活

用具可视双方所需而分 ，
而奴婢 、 牲畜等 ， 则要双方协商解决 ；

至于

土地 ，
放妻书样文没有提及 这明显意味着如果夫妻和离 ， 土地并

不在分限 ， 土地应毫无疑义地归男方所有 。

总之 在隋场帝出台妇女不纳课规定后 ，妇女在政策层面完全退

出了国家经济领域
，
她们的社会价值已经不被承认

，
其社会性成人身

份至此完全失去 ； 陏场帝的政策也波及到其后的家庭经济关系 ，
妇女

在家庭财产中所占份额明显减少 ，其家庭经济地位也因之受到影响 。

三 、 汉唐间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变化的积极意义

隋炀帝仁寿 四年 规定带给妇女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
’

这种影响主要是消极和负面的 ， 这
一

点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和承认 ；

① 池 田温 ： 《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 页 、 页 。

② 背《放妻书样文》 沙知 《敦煌契 约文 书辑校 》 江苏 古籍 出 版社
，

年 ，
页 。



但与此同时 ， 其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我们也不能忽视 ，在技术改进不

大 、封建政府整体征剥率有所增长的情况下 ， 妇女少承担或不承担

租调和劳役之征 对其毫无疑问是有益处的 。

在高敏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① 一书 中 ， 对汉与魏晋南

北朝时期 的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及汉 、 隋间 的小农收支结算列表做

有 比较
，
兹略弓 其表 ， 以考察汉隋间小农的生产 、生活状况 。

表一 汉 、魏晋南北朝农田单位面积产量表②

亩
，

平方尺 折今亩积 田质
丨

亩产 折合率 折今石数 产量率

大 中 田 石半
汉代 — ———

魏晋 士
良 田 石

南北 石

朝 田 中 詞
上表显示 ， 在单位面积产量上 魏晋南北朝的 良田产量率较之

汉代有所提高
； 而 中 田产量率 ，

两个时期则大体持平 。 由 此可见 ，

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 农业产量率虽有所提高 ， 但这种提高并

不均衡和全面 。 从农业技术发展角度看 ， 此结果实属正常 ， 因为在

汉代 ，

一

些农业生产 中至关重要的技术便已发明或发展，而在魏

晋南北朝时期 ， 农业技术的重大改进并不多 。

① 高敏主编 ：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年 。

② 同上
，

— 页 。 本表标题为本文作者所加 。

③ 如铁器 的运用和推广
“

到汉代 ， 铁农具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并大

加推广
”

卢嘉锡 、 路甬祥主编 ： 中 国古代科学史纲》
，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

，

页 ） 还有水力 的利用
，

“

最迟到汉代 我国 已利用 水力 为农业生产服务
”

（ 同 上书
，

页 汉代还
“

创造出 了我 国最早的条播机楼车
”

， 它
“

是我国古代农具发展史上一项

重大的创造
”

同上书 、 页 翻车 的发明亦在汉代 ； 另外 ，

“

汉代的犁有 了很大的

改进
，
主要表现为出 现了犁壁

”

同上书
， 页 ） ， 此后犁 的重大改进则完成于唐代 ， 即

由直辕犁改为曲辕犁 。



表二 小农收支结算表①

细伴
耕地数 折今

丨

亩产数 折今 平均户 食用 租賦杂费 正负数

亩 ） 亩积 （ 石 ） 石数 数 石） （石 ） （石 ）

汉

西晋

北魏

北齐

北周

隋

上表显示 ， 虽然从汉到北朝 成丁男女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 ，

但生产所得并未增加 ， 除西晋时的小农收支略有盈余外 ，其他时期

均为负数 ， 这是因为政府租赋增长比例要高于其时的 田亩收获增

长 比例 。 在这样一种增长 比下 ， 假使南北朝时期 的妇女继续承担

完整社会性成人的劳动和赋调 ， 那其负担之重就将较汉时更甚 ， 因

为较男子而言
，妇女的体力条件要差 ， 生产所得也 自 然会较男子为

少 ， 其收支不抵的情况将会更加突出 。

通过如上二表我们可知 ， 由 汉至隋间 ，

一般农田产量虽然有所

增加 ，
但封建政府的租调征收比例提髙更大 。 在这种情况下 减少

妇女的租赋征收 ， 无疑对其是有益的 。

① 高敏主编 ：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就本表指 出 ：

“

平均户 食用数按五 口 之家
一

年食用计算 平均每人每年食六石。 亩产量以平均五石计算 作为恒数 汉代亩产量 以

小亩亩产
一石半计算 。 亩积折合率汉亩以 折 其余按折合今亩 亩计算 ；

容积折合率与上表同 汉代为 魏晋南北朝为 。 田 租賦税及衣用杂费标

准按李悝计算方法的百分 比标准为参照数 除汉以外 的賦 、 租数按每户十五石计算 并

且假设为不变的恒数 此数实际 巳大大低于征收数 ……

。 正负数一栏中 有余数为正

数 （ 不足数为负数 。 耕地面积以西晋课田 （ 包括丁男 、 丁女 ） 、 北朝 的均 田 （ 扣

除倍 田数 为准 但实 际上 自 耕农并非真的全有如此多耕地 此处只作为平均水平数。

”

页 表题为本文作者所加 。



实际上
，直至唐代 ， 妇女如从事应 由 男子主要承担的 田 间 劳

作 ，都是非常沉重和痛苦的 。 如景龙年间 的吐鲁番妇女阿 白便诉

称
，
其因地少而又每年被征

“

两丁分租庸 ， 极理辛苦
”

；
唐诗也云 ：

“

谁家二女种新谷 ， 无人无牛不及犁
，
持刀斫地翻作泥。 自 言家贫

母年老 ， 长兄从军未娶嫂 ， 去年灾疫牛囤空
，
截绢买刀都市 中 。 头

巾掩面畏人识 ，
以刀代牛谁与 同 ，姊妹相携心正苦 不见路人惟见

土
”

。
②

从积极方面看 在以人为基础征发赋调 、徭役的 中 国封建社会

前期
，
妇女所承担份额 的变化 由全部到免除 、妇女社会性成人身

份的减弱 ， 是有某种进步意义的 ， 而这种进步又是与人类社会其他

技术发展同步的 ， 医学对于妇女身体认识的进步 ， 使人们意识到妇

女的身体 、体质与男性是有差异的 ， 由 于女性具有的特殊体质特

征
， 使其更易罹患各种妇女特有的疾病 ，孙思邈即指出 ：

夫 妇人所 以 别 有方 者 ，
以 其血 气 不调 ， 胎妊产 生 ， 崩 伤 之

异故也 。 所 以 妇人之病 ， 比 之男 子十倍难 疗 。 经言 ： 妇 人者 ，

众 阴 所 集 ， 常 与 湿居 ， 十 五岁 已 上 阴 气浮 溢
，
百 想经 心

， 内 伤五

脏 ， 外 损姿颜 ， 月 水去流
，
前后交 互 ，瘀血停凝 ， 中 道断绝

， 其 中

伤 堕 ，
不 可具论 。 生 熟 二藏 ， 虚 实 交错

，
恶血 内 漏 ，

气脉损 竭 ，

或饮食无度 ， 损伤非
一

， 或疮 痍 未愈而 合 阴 阳
， 或 便利 于 悬厕

之上 风从下入
， 便成十 二 固 疾 。

③

从医学 的角度看 ， 妇女在特殊时期确实应 当受到特别关照 ， 少

承担沉重 、 剧烈的体力劳动 ，应该被视作是这种保护和认识的具体

表现之一

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 唐长孺 主编 ： （吐鲁 番出 土文书》 叁 文物出 版社 ，

年 ，
页 。

② 戴叔伦 ： 《女耕田行》 ， 《全唐诗》卷二七三
， 页 。

③ 孙思邈 ： 《孙真人千金方》卷第 二 《妇人上 》 求子方第
一

》
，
人民卫生 出版社 ，

年 页 。



四 、 赘 语

本文在探讨丧失社会性成人身份对中 国古代妇女影响时 ， 主

要关注的是其积极
一

面
，
但必须着重强调 ， 这种关注是建立在承认

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的前提基础上的 ， 质言之 ，笔者是赞同萨

克斯
“

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从属地位在很大程度上… …是女性没有

社会性成人的地位造成的
”

这
一观点的 。 实际上

，
唐后期 以至宋元

以后 的妇女生存状况 、 妇女社会 、 家庭地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这些变化都应与 隋时妇女整体社会性成人身份的丧失有密切关

系 。 笔者做这样一种考察 除了探究学界尚未关注之点外 主要希

望能够体现这样一个观察视角 ， 即更多地植根于其时的环境和场

景 ， 尽量避免以现代人的处境和认识作 为惟一的衡量标准 或许这

样做出 的评判会客观和全面
一些 。

李志 生 年生 北京 大学历 史学 系 副 教授 ）

从唐宋两朝公主以及贞节 、妇女与家庭家族的关系 、妇女对财产的拥有权等几

个方面便可看到这种变化。 参见张邦炜 ： 《宋代的公主 》 〈思与言 》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页

； 拙文《试谈唐代后期妇女贞节的走强趋势》 王楠 ： 《唐代女性

在家族中地位的变迁——对父权到夫权转变的考察》 张 国刚主编 ： 《中 国社会历史评

论》第三卷 中华书局 年 页
； 陈弱水 ： 《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 的关系》

，

台湾《史语所集刊 》第 本第 分 年 月 ，

— 页
； 卢建荣 ： 《从在室女墓志

看唐宋性别 意识的演变》 《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第 期
， 年 月 ， 页 ；

袁俐 ： 《宋代女性财产权述论 》 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 ： （宋史研究集刊》第二

集 浙江省社联 探索》杂志增刊 年
— 页

；
徐适墙 ： 试析元代妇女在法律

中的地位》 《 中国史研究》 年第 期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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