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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
·

以来阂西社会的土客之争与佃农斗争

刘永华

区清“卿酉位于福建西部卜包括龙岩地
长汀 ) 与兰明地区的一部 (即宁化

、

的全部 ( 即龙岩
、

永定
、 _

七杭
、

武平
、

连城
、

漳平
、

流
、

明澳
、

永安 )
。

在地理上
,
这里基本上是山区

。

本文旨在对宋元以来闽西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一初步考察
。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
,

本文先从

分析明中叶以后阿西赣南的主佃斗争开始
,

一

再追溯宋允时期的土客之争
。

一
、

明中叶以后闽西赣南的主佃斗争

明末清初江西名流魏礼在写给一位李姓县令的信中
,

记载了当时宁都农村 的 主 佃 斗

争
:

宁 ( 都 ) 乡属乡六
, 上三乡皆土著

,
故永无变动

,

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
,
大都建

宁
、

宁化之人十七八
,

上杭
、

连城居其二三
,

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
。

东南变起
,
附贼

窥城不克
,

则蛊诸佃户
,

谓吾为汝等革去数百年旧例
。

于是聚诸游手
,
称欲贿官集事

,

持械入庄
,
头会箕敛

,

无钱者则攫其农器畜粒而去
,

自称田兵
。

¹

地处赣南的宁都一县的
“主佃斗争

”
实际上仅是赣南与闽西北自明中叶以降一系列斗争

, !,
的

一例
。

根据傅衣凌先生的考证
,
早在正统以后

, “
这两省的边缘

,

即以闽西北和赣东南为中

心的广大丘陵地区里
,

差不多都在动乱中过 日子
” ,

据他的统计
,

自正统 ( 1 4 4 5 年 ) 至

杂祯元年 ( 1 6 2 7 年 ) 共一百八十二年的时间里
,

差不多平均每隔二年多即 有 一 次 叛

都
。

º
、

对于这场持续时间很长
、

影响探围甚广的
“

佃农风潮
”
发生的原因与性质

, 历史学家已

经提供了儿种不同的解释框架
。

有的历史学家利用阶级分析法
,

认为佃农风潮的主要原因是

主佃矛盾相当尖锐
。

» 我们认为 , 几这种解释框架有其局限性
,
它在、些地区是没有什么说服

力的
。

,

北如在上述魏礼的书信中
,
魏氏很清楚地对比了宁都上三乡与下三乡主佃关系的巨大

差别
,
上三乡

“
永无变动

” ,
说明当地主佃笼系是相当和睦的

,

而下三乡财相反
, 主佃矛盾

异常激化犷甚至出现佃农组织起来
“
持械人庄”

.

的事件
。

在这一问题上
,

阶级矛盾的解释框

¹ 魏礼 《魏季子文集 》卷八
, “

与李邑侯书
” 。

佃农风潮” , 《社会科学 》第三卷第三
、

四期
。

º
“

明末清初闽籁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
» 如傅衣凌先生在前揭文中即持此说二

日 ,

六

‘ .

3e
。



架就稍嫌牵强了
。

魏礼书信给我们一个启示
,

宁都县
_

lt. 三乡与下三乡 的主佃关 系之所以有如

此巨大的差别
,

·

不是由于阶级矛盾
, 而是由于闽籍客人与宁都本地人的土客矛盾

。 -

从史料看来
,

自明中叶以降赣东南的
“
佃农抗租斗争 ,, 主要是透过地缘关系结合在一起

的
。

、

,’抗租
”
的领导者与参与者基本上是来 自闽西 或广东的外地人

,

或者是受闽广影响很探
1

的本地人
,
而他们的打击对象则是当地的江西人

。

如石城具
,

石马
一

I
、‘

吴万乾于顺治
_ _

二年 乙酉

九月
“
倡永佃

,

起 田兵
” ,

但
“邑大户

_

卜片为多
,

万乾恐不能胜
,

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
、

李诚吾
、

连远候
,
结党惑众 , 名 纲义约

。 ”
另外

,

当地 尚有王振之集贤会
, “

纠 宁 都
、

瑞

金
、

宁化等处客户
, 一岁围城六次

。 ” ¹ 又如瑞金县
, “明季谢

、

阎二贼交炽
,

凡闽
、

广侨

居者思应之
。

,,; º 从这两条资料 我们 可以看到
,

石城
、

瑞金的斗争基本上是 以土著与客户而

划分为两大阵营的
。

.

飞
·

啊田农抗租斗争
” 不仅以 linJ 广客籍为主力军

,

而且江西 斗争的组织方式也是来源于闽西

的
。

关于这点
,
道光 簇宁都直隶州志 》有云

: “按田兵之起
,

始于汀州
。”
宁化留猪坑人黄通

为 了与本姓仇杀 , 所以
L

创立较桶之说
, “诸佃 闻通言欢甚

,

归通恐后
。

通遂率千数百人攻劝

城 邑到号田
,

兵
。

嗣是而石城之吴万乾效之
,

瑞金之张胜又效之
,

.

蔓延于限都矣
。 ” À

拘南的
“
杭租斗争

” 之所以以闽籍客户为主力军
,
而组织形式又来源于闽西

,
这是与 自

明中叶以来闽人向赣南的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分不开的
。

这一移 民运动早在明成化年间就己发

端‘
1

如洪钟为成化十一年进士
,

初为刑部主事
,

后迁郎中
, “

奉命安辑江西
、

福建流民
。

还

言福建武平
、 一

上杭
、

清流
、

永定
,
江西安远

、

龙南
,

广东程乡皆流移错杂
。 ” ¼明代后期, :

闽广流民涌往赣南
,
有增无减

。

隆庆二年春
,

张种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南
、

赣
, “

所部万羊山

跨湖广
、

福建
、

广东境
,
故盗数

, 四方商 民种蓝其间
。 ” ½ 瑞金一县

, “
闽广及各府之人

,

视为乐土
,

绳绳相引
,

侨居此地
。

土著之人
,

以士为民 ,
而 农者

、

商者
、

牙侩者
、

衙青者
,

皆客籍也
。

:

” ¾至清代
,

闽J
’一

移民更成为高潮
,

所谓 “深山荒谷
,

则粤闽侨居
,
蛮蛋之习

,

有时而染
” 。

¿ 至康熙年间
,

瑞金县
“土著十之三三

,

流寓十之六七
” ,

À 客籍已大大超过

斑华护华洲人的五次大迁徙 中
,
赣南是客家人第二期迁徙 ( 其时间在庸末开始 )l均华碑

居 目的 地 省

‘

¹ 道光 《石城县志 》卷七
, 《武事 》。 º 同治 《瑞金县志 》卷九六

、
一

《兵危 》 ,

杨兆年
.

“

上督府田赋始末” . » 见该志卷十四 , 《武事 》
。

·

国欢 明
.

史》卷一百八十七
,

洪

钟传、 ¾ 《明史 》卷二百十
,

张种传
。

、

¾同治 《瑞金县志 》卷十六
,

《兵寇 》 ,

杨

兆年
,

4

“_

止督府田赋始末
” 。

¿ 乾隆 《赣州府志》卷二
,

《风土》引康熙志
。

À同

治 《瑞金县志 》卷十六
, 《兵寇 》 ,

‘

朱三锡
, “

严禁退脚科敛名邑示
” 。

Á 林天擎 《乞鉴力役

之苦勃部严禁疏 》 ,

转引自李文治等著 《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随芽问题 》
。

 《田背村

志 》《仙印本 ) 。



一
。

他在书中没有提到在唐末之后还有向赣南的大规模移民
。

¹ 但是 , 曹树基先生的文章却

揭示出
,

赣南山
几

区的开发基木上是在明清时期完成的
,
根据他对赣南宁都

、

石城两县的自然

村建村时间的统计
,

两县之自然村
,

建立于明以前者仅古村落总数的
‘

1 石
. 5 7 % ,

骨反过来

说 ; 明清以来才建立的自然村数量在 8 4 %以上
。

应该说
,
这些自然的建立与福建移民的密

切关系是不容否认的
。 ’ _

二在某种意义上
,

我们甚至可以说
,
赣南现代客家人的村落基本上是在明中叶以后由闽粤

客家人流寓此地而形成的
。

正是在闽粤移民大量涌入
,

当地资源相对紧张的背景下
,
才发生

了客籍人与本地人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
抗租斗争只是土客斗争的形式而 已

。 另一方面
,

在 IthJ

西
,

抗租 斗争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

在这里
,
抗租斗争表现出较为浓厚的阶级斗争的倾向

,

抗

租斗争的领导者
、

参与者与打击对象都是本地人
, 而不存在主客之争

。

如抗租斗争最为频繁

的上杭县
,

代康熙十三年间
,
乘耿逆煽乱

,
土允王士百

、

胡天明等乡 索非业耕者
,
倡众私设

小斗
,

强抑田主
,
凌辱百端

。 ” » 乾隆时期又有罗 日光的抗租 ,
从资料看来

, 罗日光可能是

在城里横坑人 ( 此地 现居唯罗 氏一姓
,
在县志中亦有

“
把守横坑

”
等语 ) ,

他们在上杭之獭

溪隘佃田
, 主佃双方皆本地人

。

¼闽西其他地方的抗租首领也多是
“土棍洲

、 “土究
”
或

·

“
乡

人
”

‘ 。

从档案史料来看
,

清代阿西佃农运动的参加者基本上是本地人
。 ‘

½ 闽西与赣南这种差

别的原因主要在于赣南在明中叶以来是个正在开发
、

重组中的社会
,
而闽西的社会则早已形

成
,
并向外辐射

。

现在的伺题是
,
闽西的社会究竟是何对形成的呢 ? 为回答这一何题

, 我们

有必要迫溯一下闽西早期的开发史
。 ·

’

二
、

宋元时期闽西的土客之争

或徽蒸粼锐分数!{〕
;爹{:{{⋯{越赞翁{撰);)翼潍
年间

, 更增至主客户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七十
,

主客丁四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一
, 比元丰年间

一
¹ 《客家研究导论》第e 4 页

,

上海文艺出版社 l
‘

9 0 2 年复印
。

公曹树基
“

明清时期的

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
, ” 《中国农史》 1 9 8 5 年第 4瑚第 2 0 页

。

À ¼同治玉刊乾隆 《上

杭县志 》卷十二
,

杂志
。 ! ·

½ 参见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 ( 中华书局 1 9 8 2 年版 ) 第 0 4 4

号
: “

福建长汀县赖鼎献将田顶后仍借回耕种年纳租谷二石
” , 第 0 7 8 号

: “

福建省连城县赖石亨祖许

宣尝田歉年仍要照额纳租
” , 第 3 6 8 号

:

等
。

“

福建上杭县戴启亮熟说佃户所交祖谷中有朽谷而令补交
”
踌等

、 袱
卜

沈



上杭各牲氏迁入时伺统计表

年年 代
---

五 代代
‘

卜宋
·

“
1

‘

代代
一

元 “ 代
··

明 代代 清
‘ 」

代代

则则则
. 曰

个个 r l

一一 吴 氏 嵌
‘‘

·

张 氏 残
.

,,

{ 乍乍
一

方 氏氏 余 氏氏

氏氏
「「

·

郭 氏
、、

丁 氏 ::: 何 氏 嵌嵌 温氏嵌嵌嵌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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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卜氏 《《 李 氏氏 黄 氏 裂裂 袁 氏氏 卓 氏氏氏

‘‘‘
少 ::: 工 氏 嵌嵌 官 氏 残

’

:::

曾 氏 嵌嵌 莫 氏
,,

俞
·

’

氏氏氏

孔孔孔孔 氏 嵌
‘‘

周 氏 嵌
’’

华氏嵌鼓鼓鼓
.

.

)))))

包包包包 氏氏
.

林 民 葬葬葬葬
’

汤 氏氏氏
}}}}}}}

’

!
‘

。。

姜 氏 聚聚 詹 民 嵌
_____

雪
.

氏氏氏
丘丘丘丘 氏氏 栩夏氏 嵌嵌 谢 氏氏氏 J分 氏氏氏

lllllllll

范 氏 嵌嵌 罗
、

氏氏氏 简 氏氏氏
日日日日 氏 浓浓浓 龚 氏

.

浓浓浓 严 氏氏氏

朱朱朱朱
‘

氏 张张张张张张张

伍伍伍伍氏浓嵌嵌嵌嵌嵌嵌嵌

总总
、

数数 111 2 77777
-

一 一 一

一
一下一 一

一下

一
---

111一一一一一一

333
沙沙沙

:::::: 111111
99999

备往
:

详
、

此
.

表据明
_

《
一

七杭县志》卷八 交氏族志
”

有关资料编制
·

趴 嵌号作表自宋季年入上杭之胜氏
。 、

. .

.

矽
、

裘嵌号代表目南宋迁人上杭之姓氏
。

又增力。数依; 也以后虽经绍定之乱
,

二十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二
。

º 可见
,

人员伤亡很大
,

_

栩垦咖
复

, 至百宋宝佑 I’rtJ, 主豁达

汀州府人 日之大幅度增 长是在宋代
,
特别是在南宋庆元

之后 ,
这与前面的家族系谱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

。

这些 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涌入闽西的外地移民
,

在各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 而必然会

因人 口膨胀而与
:

_

!二著 ( 包括当地的舍族与早先定居此地的汉族 ) 发生矛盾
。

《临汀志 》中就

有
“
外 邑山谷之间

,

亦时有弄兵洱笔为里间挠者
” 的记载

, 该志又引旧志云
;

,’Il
一

l志谓险隘

荒陋
,
轻生尚武

,

人情不甚相远
。 ” À 至元代

, _

L客之争更为激烈
, < 元一 统 志 少引 < 图

志 》
’

云
:

( 汀州 ) 西邻章贡
,

南接海渊
,

山探林密
, 岩谷阻窈

, 四境椎埋
, 顽狠之徒

,

党 与

相聚
,
声势相倚

,

负固保险
,

动以千
一

百
一

计
,

号为舍民
。

时或弄兵相挺而起
,

民被其害
,

官被其扰
,

盖皆江右
、

广南游手失业之人
,

通逃于此
,
渐染成习

,

比数十年间
,

此风方

炽
,
古 岂有是哉

。

包)

趁图志 乒记载土著与江厂
‘

客籍的斗争是在宋元时期才开始有的
,

这与闽西在宋 代渐次少「发
、

人 口迅速膨胀的情况是基本吻合的
。

《元一统志 》又引 《上杭记 》详细记述
_

l:杭
、

武平 l丙县

上客之争
,

」
_

: 杭山深林密
, “江右游手轻生之侍

,

逃聚于此
,

呼啸党侣
,

仁著之民
,

不逞
‘

j
’

处
。 ” 而武平县

“
一

南抵循梅
,

西连章贡
夕

览j守之乡 夕

烟岚之地
夕

往往为江 )“界 卜通逃 昔之所

¹ » 《永乐大典 》卷七八九O
‘

沪 口 ”
引 训沁丁志 》

, “

风俗形势
”

引 《临汀志 》
。

º 《水

乐大典 》卷七 / \九O
“

户口
”

引 《临汀志 》
, “

风俗形势
”

引 《临汀志 》
。

¹ 嘉靖 《汀州府志》

卷之四
,

户 口
。



据
,
或日长甲

,
或日某寨

,
或日舍洞孙

;

少不娇隐 ,
.

则弱肉强食
,
相挺而起

, 税之 田产
, 为所

内据而不输岛 乡民妻擎; 为所票‘掠
, ”

莫
.

旗赴口; l 著之
一

民
, 一

日见逃亡
,

游聚之徒
,
益见盗

横
。 ” ¹ <上杭记 》所反映的情况当不早于北宋淳化五年 ( 9 9 4 年

,
是年上杭

、

武 平 建

县 ) , 《上杭志 》记述了来自江广的客籍与本地土著 ( 当地早先定居此地的汉人与舍民 ) 的

激烈斗争
。

其结果是
“土著之民

,

不逗宁处
” ,

甚至出现了 ,’: 上
一

曹之民
, 日见 逃 亡 ” 的现

象
,

与此相反
,
客籍之人则

“益见盗横
” , 已逐渐在地方社会中

.
与广卜风

。

宋元时期闽西的江广流寓与当地上著的斗争很弃易让我们联想到明清时期江酉的
一

L客之

争
,
这种以土客划分而组织的斗争实际少是社会正在重新组合的一个标志

。

就宋元时期的闽

西社会而言
,
客人在开发与利用当地资源等方面与上著发生斗争的结果

, 可能 是 如 气上杭

记 》中描述的
“上著之人

, 日见逃亡
”
那样

,
客籍人征服与同化了

: 卜著
,

最终使他们在文化

卜融为一体
。

从 “
_

卜杭各姓氏迁入时间表
”
中我们

一

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

_

卜杭建 县于淳

化五年
,

这是在北宋初年
,

当时上杭至少有儿 干户人家
夕

但现在上杭各姓 氏中
,
自北宋以前

迁入者刁
‘

一姓
,

而绝大部分都声称其祖先是在南宋特别是米末迁入的
, 这种现象肯定包含 j’

上著与客籍相互斗争
、

·

相互融合的众多信息
。

‘ 一

闽西在米代开始 ,
」

由于人 口激增、
一

客籍人士泊兮大量涌入
夕
以起了探刻的社会矛盾

。
一

社会
.

不断分化组合
,
最后形成 了上著与客籍两大阵营奋两者的斗争 自宋代或更早一些时期 毓 开

始
, 一直延续到元代

,
斗争的结果是客籍人征服

、

同化了土著
,
两者在文化上融为

一J
体

。

到

明代
,
我们已基本上看不到土客之争 了

。

代之而起的是以阶级为基础 的 主 ( 地主 ) 佃 ( 佃

法
,

的成础农 ) 斗争和 以血缘为

则己从米元时期的

社会
。

娜的寨族械头:
;

从这
一 :结构变迁中

,

我们可以看到卿酉的社会灼
纯娜地绮关系为基础的社哥

.

声化成了以阶级关知血缘养系为基

¹ 《永乐大典 》卷七八九O
“

风俗形势
” ,

引 《元一统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