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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吉林省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个研究中心)研究专项"

!"#CY2%

#

作者简介!衣保中$男$黑龙江木兰人$理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吉林大学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粤港澳台区域合

作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农业大学中日农业历史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

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科学技术史!施云$女$辽宁盖州人$辽宁科

技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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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朝末年$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迅速崛起建立后金政权&此后$后金政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农事'安定汉民和督

课农耕的重农政策$建立了由八旗(份地)'贵族(托克索)和(编户民)土地构成的封建土地制度$辖区农垦面积迅速扩大$粮食

和经济作物生产快速发展$农耕技术水平也迅速提高&后金农业的发展$奠定了清入关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后金!农业政策!农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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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四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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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攻灭叶赫后$(自

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

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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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从此结

束了女真各部长期混战的局面&后金政权注重农

事$以农养战$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重农政策$农垦

面积迅速扩大$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一$以农为本的重农政策

&一'以农为本,保护农事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十分重视农业&努尔

哈赤在给蒙古札鲁特部钟嫩贝勒的信中指出%(尔蒙

古国以饲养牲畜食肉着皮维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

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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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万历十二年

"

#>AC

#的一个夜晚$他捉到一个刺客$弟兄亲族皆欲

杀之$他却说%(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

兵$掠我粮石&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

立矣$彼必乘虚来攻&)因而决定(释之)

-

#

.

%"E

&努尔

哈赤把粮谷是否充足看作决定军政大事的重要因素

之一&万历四十三年"

#$#>

#$叶赫布扬古悔婚$建州

贝勒力主攻伐叶赫及支持叶赫的明朝&努尔哈赤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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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扬古此举也十分痛恨$但考虑到当时建州(素无

积储$虽得其人畜$何以为生/ 无论不足以养所得人

畜$即本国之民且待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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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决定忍怒休

兵$(趁此暇时$先治吾国$固吾地$修边关$耕田收

谷$以充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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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坚持重农政策$后金粮饷

充足$为其在战争中取胜打下坚实的基础&

皇太极统治时也尤重农业&后金由于领土日

扩$归附日众$户口骤增$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天

聪初年$皇太极不得不求助于朝鲜%(我国粮石$若止

供本国人民$原自充裕&迩因蒙古汗不道$蒙古诸贝

勒携部众来归者不绝$尔国想亦闻之&因归附之国

多$概加赡养$所以米粟不敷)&朝鲜答应提供三千

石米$(一千发卖市上$二千用以相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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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

他国$仅是权宜之计$要根本解决粮食问题$必须发

展本国农业&因此$皇太极下令%(工筑之兴$有妨农

务22嗣后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

力$专勤南亩$以重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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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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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又3次下谕%(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

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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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他还指出%(夫出国征伐$以有土有人

为立国之本$非徒为财利也&至于厚生之道$全在勤

治农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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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农业发展$皇太极颁布一系列保护农

事的政令&天聪九年"

#$%>

#三月$皇太极在三岔儿

堡视察时$看到那里田地荒芜$尚未耕种$回到沈阳

后立即升大政殿$训谕百官%(朕昨出见民间耕种愆

期$盖因牛录章京有事城工$欲先时告竣$故额外派

夫$致误耕作&筑城固为正务$然田地荒芜$民食何

赖/ 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

拨什库等俱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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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订了禁止重役扰民

的禁约&崇德八年"

#$C%

#$皇太极出巡时发现有些

地方官滥役民夫培修道路$以至(重困民力)$便将该

地官 员'工 部 承 政'参 政$皆 (坐 以 应 得 之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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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农田$皇太极屡次颁令禁止牲畜践踏

庄稼&天聪五年"

#$%#

#$皇太极在抚顺发现二人纵

马吃田里的庄稼非常气愤$把两个纵马人治以(各穿

一耳)之罪$并制定(小事赏罚例)$凡践踏禾苗者均

按律分别轻重给予惩罚%(如豕入人田者$令送还本

主$每次计豕罚银五钱$过三次$许赴告该牛录额真$

即以其豕给之!如羊入人田者$每只罚银二钱$骆驼

牛马驴骡入田者$每匹头罚银一两$并赔偿被毁庄

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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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重申对诸王贝勒及其子弟在郊

外放鹰等活动中践踏禾苗的禁令%(昔太祖时曾禁诸

王贝勒子侄$不许郊外放鹰$盖以扰害人民$践踏田

园$伤残牲畜故也&22嗣后放鹰之人$如扰民不

止$事发之后$决不轻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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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本人也起

表率作用$(凡出师行猎$虽严寒之时$皆驻跸郊野$

不入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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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政权还十分注重保护畜力&规定不论王公

贵族亦或平民百姓均不得宰杀大牲畜&指出%(汉

人'蒙古'高丽$因善养牲畜$是以牲畜繁多&我国不

知孳息$宰杀太过$牲畜何由而多/ 今后用心蓄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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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出具体规定%(和硕亲王'固伦公

主'和硕王妃以下$凡有坐汤者"指温泉沐养#$不许

宰牛拿去$只许宰羊拿去&王'贝勒'贝子放鹰'看马

及外出时$不许宰牛$止许吃猪'羊'鹅'鸭'鸡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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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百姓祭神'还愿'娶亲'死人'上坟'

杀死货卖也严禁宰杀牛马骡驴等大牲畜$(若违令将

马'牛'骡'驴还愿'祭神'娶亲'上坟'杀死货卖者$或

家下人$或部下举首$赔杀的牲畜给原告!或旁人举

首$赔牲畜与举首者&牛录章京'拨什库因失于稽

察$问应得之罪&设大宴时许杀$有群牛的贝子'大

人亦不可侈费)

-

C

.卷
#C

$

#!

&

&二'各守旧业,安定汉民

后金农业的发展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进行的&为

了减轻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后金政权采取各种措施$

使汉民(各守旧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天命六年"

,$!,

#四月初一$后金攻占辽阳的第

七天$努尔哈赤发布了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的

汗谕%(攻取辽东城"辽阳#时$吾之兵士$死者亦多&

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善之$各守旧

业&尔等海州'复州'金州之人$岂如辽东之攻战&

尔等勿惧$22多肆杀戮$能得几何/ 瞬时亦尽矣&

若养而不杀$尔等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

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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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五月初五$镇江"今丹东#汉民因拒绝剃发$

杀死后金使者后上山弃农自保&为安抚汉民促其耕

种$后金下发文告$仅惩处为首四五人$其余(皆令?

$各归其家$各操田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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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时$努尔哈赤也注重保护农业$禁止官兵滥杀

滥抢'践踏庄稼&天命六年"

#$!#

#五月二十二日$

他%(严谕留代阿敦主管之游击'参将$勿夺猪'鸡'

鸭'鹅及田园粮谷等物$驻堡军士勿淫妇女$勿抢财

物$勿使马畜践踏田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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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违犯的官兵$严

加处罚&同月二十四日$(汗之包衣德兴额往摘携

归&汗之包衣鱼户韩楚哈'顾纳钦'洛多里'阿哈岱

等四人因杀路旁汉人之驴'猪'山羊而食$并杀汉人$

去其衣物$夺其马匹$遂交法司鞫之$杀其首恶者阿

哈岱$其馀三人$各鞭五十$刺其耳鼻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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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继承汉位

后$他规定%(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毋

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赔偿

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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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天命十一年"

#$!$

#刚即汗位的皇太极

便下令%(八旗移居已定$今后无事更移$可使各安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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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无荒耕种&22至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22

有擅取庄民牛'羊'鸡'豚者$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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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四年

"

#$%"

#$(上以时方春和$命汉民乘时耕种$给以牛

具&复榜示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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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

七年"

,$%%

#皇太极再次重申%(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

多所扰害$至今诉告不息&今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

扰22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违者并妻子处死$必

不姑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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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另一项重要的安民政策$是开始实行满

汉 (分屯别居)的政策&这项政策使汉人有了较大

的生产自主权$也尽量避免和减轻了满人对汉人的

欺压$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从而大大调动了汉人生

产劳动的积极性&据*清太宗实录+卷
#

记载%(先是$

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汉品级$分给为奴&

于是"与女真人#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

上洞悉民隐$务俾安辑$乃按品级$每备御"牛录#止给

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司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

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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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俘获或是归降汉

人(分屯别居)$安心务农$既保证了后金统治者的租

赋收入$又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三'督课农耕,改良技术

努尔哈赤兴起后$针对女真人种庄稼 (一堆儿

一堆儿)间隔宽'土地浪费'产量不高'农业技术粗放

落后的情况$令女真人学习汉人的耕种法-

>

.

&(尼

堪)"汉人#种庄稼是(一棵一棵的)$间隔又小$即使

死了一棵苗$损失也不大&从此$女真人的耕种技术

得以改进&女真人原先所实行的(一堆儿一堆儿)的

耕作方式$就是不规则的刨埯子播种法$即在地上简

单地刨个坑$然后撒一把种子$庄稼行距宽$又不间

苗$既影响作物生长$又浪费种子和地力&而辽东汉

人(一棵一棵)的耕作方式$就是比较先进的点播法$

注意株距与行距$合理间苗'密植$既节省种子和地

力$又可提高产量&

皇太极对劝农和改良农业技术也十分重视&天

聪七年"

#$%%

#他专门向八旗官员发布一篇很长的劝

农(告谕)$指出%(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

国之大经&22若有二三牛录同居一堡者$著于各

田地附近之处$大筑墙垣$散建房屋以居之&迁移之

时$宜听其便&至于树艺之法$洼地当种粱稗$高田

随地所宜种之&地瘠须加培壅$耕牛须善饲养$尔等

俱一一严饬&如贫民无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种&一

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贫民&如此$方称牛

录额真之职&若以贫民为可虐$滥行役使$惟尔等子

弟徇庇$免其差徭$则设尔牛录额真何益耶/ 至所居

有卑湿者$宜令迁移&若惮于迁移$以致伤稼害畜$

俱尔等牛录额真是问&方今疆土日辟$凡田地有不

堪种者$尽可更换$许诉部臣换给&)

-

%

.卷
#%

$

#E@从(告

谕)中不难看出$皇太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对发展

农业颇有建树%"

#

#把集中在一起的牛录分散开来$

以便生产&"

!

#组织生产$帮助无牛的贫民$代其耕

种&"

%

#减轻贫民徭役$禁止官员滥行役使&"

C

#改

善生产条件$把满族从耕种条件较差地区的迁移到

耕种条件较好的地区&"

>

#加强对农业生产的规划

和管理$注重农业技术的提高&

皇太极对因地择种和抢时早播有很深的认识&

崇德元年十月庚子"

#$%$

年
##

月
!$

日#$他在训谕

户部时指出%(至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

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粮&勤力培壅$乘地滋润$

及时耕种&则秋成刈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

从何得耶/)

-

%

.卷
%#

$

%@@翌年二月癸巳"

#$%E

年
%

月
#@

日#$皇太极根据后金(昨岁春寒$耕种失时$以致乏

谷)的教训$再次谕令户部%(今岁虽复春寒$然三阳

伊始$农时不可失也&宜早勤播种$而加耘治焉&夫

耕耘及时$则稼无伤害$可望有秋!若播种后时$耘治

无及$或被虫灾$或逢水涝$谷何由登乎/ 凡播谷必

相土宜$土燥则种黍谷$土湿则种秫稗&)

-

%

.卷
%C

$

C%@

为了贯彻农业政策$皇太极对各级官员要求严

格$以他们是否勤于农事作为奖惩和考核的标准&

他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管理农事$勤于劝农者$(方称

牛录额真之职)&而那些只知牟取私利$(滥行役使

贫民)$(自占近便沃壤)$(以致伤稼害畜)的官员$不

但罢官斥革$而且要拘拿是问$明令%(各屯堡拨什

库$无论远近$皆宜勤督耕耘&若不时加督率$致废

农事者$罪之&)

-

%

.卷
%C

$

CC

二$建立封建土地制度

&一'建立兵农合一的八旗"份地#制

在进入辽沈地区前$奴尔哈赤曾(于各部落例置

屯田$使其部落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

用)

-

$

.

CC%

&万历四十三年"

#$#>

#$又有明确规定$(每

一牛录出男丁十名$牛四只$以充公差$命其于空旷

处垦田耕种粮食$以其收获储于粮库)

-

!

.

%E

&天命六

年"

#$!#

#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士兵屯田制度得以发

展$实行了大规模的(计口授田)&辽沈地区的三十

万日土地收归国有$规定%(每一男丁给地六日$以五

日种粮$一日种棉$按口均分&22其纳赋之法$用

古人彻井遗制$每男丁三人$合耕官田一日$又每男

丁二十人$以一人充兵$一人应役&)

-

E

.

$#天聪十年

"

#$%%

#正月$(谕各牛录额真曰%尔等宜各往该管详

察$不可以部务推诿&22地瘠须粪力$耕牛须善饲

养$尔等一一严饬&如孤贫无牛者$付有力之家代

种&一切差徭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贫人&如此方

称牛录额真之职)

-

%

.卷
#%

$

#E@

&通过以上史料可知%入

关前$后金政权分配给满族士兵的份地有以下特点%

A!



!

总
%!

卷 衣保中$施云%清入关前满族农业形态研究

"一#(份地)是国有土地$士兵有使用权$无所有权&

士兵不是无偿的使用(份地)$而是要服徭役和兵役&

"二#士兵在(份地)上无独立经营之权$由牛录额真

统一组织和管理&"三#(份地)的分配和耕种保留了

氏族社会的遗风$如土地均分'贫富互助等&

后金的(份地)制$即后来的旗地制度&皇太极

曾把八旗(份地制)与明朝兵民分离的制度进行比

较$指出%(明国小民$自谋生理$兵丁在外$别无家

业$惟恃官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

二事$未尝偏废&先还之兵$俱已备整器具$治家业$

课耕田地$牧马肥壮&俟耕种既毕$即令在家之人$

经理收获$伊等军器缮完$朕即率之前往&)

-

%

.卷
E

$

@A这

种亦兵亦农的土地制度$把分散的满族个体生产者

组织起来$结成具有军事组织性质的生产单位$平时

组织士兵从事生产$战时则督率出征$具有生产和战

斗的双重职能&

八旗士兵(份地)$基本保持在三十万日"每日六

亩#左右的规模&入关前$辽河以东地区旗地的分布

情况如下-

A

.

%兴京
!CC#

日$奉天附近
!>A@%E

日$开

原
##$$E

日$风凰城
E>@"

日$盖平
#$!EC

日$南金

州
>#>"

日$牛庄
!A##C

日$总计
%%"#E%

日&从上

可见$当时旗地主要集中于奉天附近$其次是牛庄'

盖平和开原$皆为八旗兵屯驻的重点地区&

&二'设置贵族庄园"拖克索#

(拖克索)"

MWB.W

#是满语$意为(庄子)'(庄

屯)&*清文鉴+卷
#@

中对拖克索的解释是%(田耕的

人所住的地方叫拖克索)&起初$它是农业生产的村

落的称谓$又称(农幕)&后来演变为贵族庄园&

女真族部落酋长和上层贵族将掳掠来的明朝或

朝鲜边民在其田庄上耕作&每次掳掠$(有人必八家

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

-

$

.

%C

&(八家)即八旗旗

主&天命六年"

#$!#

#攻占辽东后$在法纳哈路(置八

贝勒之庄地)

-

!

.

#E!

&九月又于牛庄'海州以东$鞍山

以西$(分二百牛录为两半$每牛录以五十名甲兵驻

之$每贝勒置庄屯三处)

-

!

.

!C"

&天命十年"

,$!>

#十

月$努尔哈赤又下令在辽沈地区(皆建汗与贝勒庄

屯$一庄给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垧为官田$八十

垧尔等自身食用)

-

!

.

$C$

&(将庄头之名$庄内十二丁

之名及牛'驴毛色皆缮清单$交该屯章京$然后由前

往之大臣造册带来)

-

!

.

$CC?$C>

&

除了这八家贵族之外$努尔哈赤'皇太极还不断

地将掠来的土地和人口$以(赐予)的方式$转到大大

小小的贵族和官员手里&皇太极曾明确说过%(若从

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有不能&22所获财物$照

原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聚土地$亦照原官职功

次$给以壮丁&)

-

%

.卷
#E

$

!!C在清太祖'太宗两朝的*实

录+中$有不少关于赏赐土地和人口的记载&如天命

三年"

#$#A

#$清兵攻占抚顺后$(论将士功行赏$以俘

获人口三十万分给之)

-

%

.卷
>

$

E#

&天命九年"

#$!C

#努

尔哈赤(赐恩格德尔及莽果尔代'囊孥克'门都'答

哈'满朱习礼田$并田卒'耕牛)

-

%

.卷
@

$

#!%

&天聪九年

"

,$%>

#皇太极(赐祁他特台吉庄屯四所$每所人十

名$牛二头)

-

%

.卷
!

$

!AA

&据*建州闻见录+中记载%(自奴

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在这些庄园

中$(奴婢耕作$以输其主)

-

@

.

CE!

$(仆夫力耕$以供其

主$不敢自私)

-

E

.

CA

&

当时$一个贵族往往拥有几所$乃至几十所庄园

和成百名壮丁&例如$天聪三年"

#$!@

#$皇太极幽禁

了贵族阿敏及其子洪退科$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只留

给(阿敏庄六所$园二所$并其子之乳母等二十人$羊

五百$乳牛及食用牛二十&给洪退科庄二所$园一

所$满洲'蒙古'汉人共二十名$马二十匹)

-

%

.卷
E

$

#"C

&

留给阿敏父子的尚有庄八所'园三所$被剥夺的当远

远超出此数&又如天聪九年"

#$%>

#$贵族瓦达克因

罪受罚$(其应入官银四千两$庄田二十三处$所有汉

人一百九十九人$各色匠役人等三百四人)

-

%

.卷
!>

$

%!A

&

可见其庄田'农奴之多&

天命十年"

#$!>

#$辽沈地区建立了第一批(汗

庄)即后来的(皇庄)$是规模较大的贵族庄园&据史

载%(自我"清#朝太祖高皇帝驻兵奉天建极时$有土

著庄户报效粮石&上嘉以报粮多的庄户派当头目$

封为皇粮庄头&22续报粮来归者数百余户$上悦$

嘉奖一百二十七名派作庄头&22天聪六年

"

#$%!

#$设立内务府$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将皇

粮庄头拨归内务府会计司管理&)

-

#"

.

&三'"编户民#与民地的发展

除了旗地'贵族庄园'皇庄外$归附的汉人和其

他的部族也分得了部分土地$成为(编户民)&编户

民使用的土地名义上为国有土地$实际上由(编户

民)占有和使用&其身份或是地主$或是金政权直接

控制的个体农民&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努尔哈赤通常把俘

获的战俘分赏给从征的将士沦为为农奴$把 (降

民)'(来归者)编为(民户)&万历四十一年"

#$#%

#$

努尔哈赤征乌拉$(乌拉兵败后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

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

-

##

.卷
C

$

#$!

&次年

征渥集部$(收降民二百$俘千人还)

-

##

.卷
C

$

#E#

&天命

三年"

,$,A

#克抚顺$(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畜三

十万分给之$其归降人民$编为一千户)

-

#!

.卷
>

$

E#

&

皇太极继位后$进一步发展了努尔哈赤的这一

政策&从史籍上看$编(降民)为民户的事件不仅日

益增多$而且每次编为民户的人数也有逐渐增加的

趋势$不再沦为农奴&如天聪二年"

,$!A

#$征察哈尔

多罗特部$(俘获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千四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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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

-

%

.卷
C

$

>A

&次年$(往略迤西兵

还$招降榛子镇$以其民半入编户$半为俘)

-

%

.卷
$

$

@C

&

天聪末年以后$皇太极不仅把(降民)编为民户$即使

是阵获之人亦同样编为民户&天聪九年"

#$%>

#征黑

龙江$(尽克其地$所获人民$全编氓户$携之以

归)

-

%

.卷
!%

$

%"#

&崇德七年"

,$C!

#攻占锦州'松山诸城

之后$(命以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属兵丁$分给八

旗之缺额者$其余男子'妇女'幼稚共二千有奇$编发

盖州为民)

-

%

.卷
$#

$

A%A

&

据*清太宗实录+载$崇德元年"

#$%$

#$清军直入

长城$过保定府至安州$连克十二城$俘获人畜十七

万九千余-

%

.卷
%#

$

%@!

&崇德四年"

,$%@

#又略关内$左翼

多尔衮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余人$右翼杜度俘获

人口二十万四千余人-

%

.卷
C>

$

$"!

&崇德七年"

,$C!

#$清

军又再次入掠明境$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

名-

%

.卷
$C

$

AA@

&从皇太极一贯所采取的政策来看$其中

绝大部分俘虏应被编为民户$民地也随之发展起来&

三$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一'垦区面积迅速扩大

努尔哈赤时期$大力组织屯田$扩大耕地面积&

万历二十三年"

#>@>

#朝鲜使臣申忠一在出使建州

时$沿途所见$屯田遍布$(无野不垦$至于山上$亦多

开垦)

-

$

.

C!@

&伴随女真势力的扩张$屯田区不断扩

大&万历二十九年"

,>@@

#$灭亡哈达部后$努尔哈赤

向柴河'松山'白家冲'抚安堡等地拨万余人从事耕

种-

#%

.

C

&当 时 努 尔 哈 赤 (欲 为 广 垦 储 粮 之

计)

-

#C

.卷
>#@

$

@EAE

$在海西哈达等部地区(群驱耕牧)$

(罄垦猛酋"哈达孟格布禄贝勒#旧地)

-

#C

.卷
>"E

$

@$#$

$

(益垦南关旷土)

-

#

.

!$E

&万历三十五年"

,$"E

#努尔哈

赤攻灭辉发部$又分拨一千余户种其地-

#>

.卷
!"

$

#>

3

#$

&

万历三十三年"

,$">

#$在努尔哈赤进攻下$明军退出

宽奠'大奠'长奠'孤山'新奠'永奠六堡六堡地区$女

真扩大垦区八百余里-

#C

.卷
C!C

$

A"#C

&

此外$明朝的边境土地一再遭到女真的蚕食&

万历四十二年"

#$#C

#$据明开原道薛国用称%(努儿

哈赤差部夷五百名$来本边迅河口刘家孤山地名住

种$又地名仙人洞$有种田达子四十四名&)明政府采

取各种手段加以驱逐$但努尔哈赤寸土不让$继续开

垦$(分遣人牛$临边住种)

-

#C

.卷
>#@

$

@EAE

$因此垦地日

广$人牛日多&

萨尔浒之役后$后金迅速占夺开原'铁岭等地$不

久又攻占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后金乃(徙

诸堡屯民出塞"指建州#$以其部落分屯开"原#'铁

"岭#'辽"阳#'沈"阳#)

-

@

.

%>

&后金所属垦区空前扩大&

&二'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

建州部的农业生产情况据朝鲜使臣载%(田地品

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

石)

-

#$

.

@@

&崇德年间$朝鲜太子在后金为质$分得屯

所"庄园#六处&*沈阳状启+中记载了其中沈阳附近

四处庄园的粮食产量%(老家寨屯所%各谷落种
!>

石

#%

斗零&所出各谷
@%!

石
C

斗
!

升&屯监禁军等

私赁田$自备种子所出各谷数%各谷落种
#"

斗零$所

出各谷
%!

石&以上之屯田及屯监等私田并各谷落

种
!$

石
A

斗零$所出谷
@$C

石
C

斗
!

升&土乙古屯

所%各谷落种
!%

石
@

斗零$所出谷
A>E

石&王富树

屯所%各谷落种
!%

石
!

斗零$所出各谷
E$,

石
#!

斗

$

升&沙河堡屯所%各谷落种
!C

石
#%

斗零$所出谷

E%$

石&以上落种
@A

石
!

斗$所出各谷
%%#@

石
#

斗
A

升&)

从上列数据可见$各庄园粮谷的播种量与产量

的比例情况是%老家寨和土乙古屯所约为
#

%

%$

$王

富村屯所为
#

%

%%

$沙河堡屯所约为
#

%

%"

$平均约为

#

%

%#

&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后金贵族庄园粮食生产

的一般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老家寨屯所中有一部

分所谓的(屯监禁军等私赁田)$即私人承租的土地&

他们是(自备种子)$与庄园主是一种租佃关系$具有

一定的自主性$因而产量较高$其播种量与产量之比

达
#

%

CA

$比庄园农奴生产的粮食多四分之一&

起初$后金的储粮方式很简单粗陋$多(秋后掘

窖以藏$渐次出食$故日暖便有腐臭)

-

@

.

CE!

$也有(埋

置于田头$至冰冻后以所藏处输入)

-

#$

.

@@的情况&后

来$储粮方式伴随粮食产量的提高而有所提高$开始

设立专门储粮的粮仓&据明人程令名记载$赫图阿

拉(东门外则有仓廒一区$共计一十八窖$每窖各七

八间$乃是贮谷之所)

-

#%

.

!

&

随着粮食产量提高$后金实现了粮食自给并有

大量余粮出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明档乙
#">

号

*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清

册+有建州部在马市上卖粮的十多处记录&崇德元

年"

#$!E

#十月$皇太极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

塔$传谕日%(米谷所以备食$市粜所以流通&有粮之

家$辄自收藏$必待市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

今当计尔等家口足用外$有余者即往市粜卖$勿得仍

前壅积$致有谷贵之虞&先令八家各出粮一百石$诣

市发卖$以充民食&)

-

%

.卷
%#

$

%@@翌年二月$皇太极又一

次谕户部%(朕闻巨家富室有积储者$多期望谷价腾

贵$以便乘时射利$此非忧国之善类$实贪吝之匪人

也&22向者因田赋不充$已令八家各输藏谷$或散

赈$或粜卖&今八家有粮者无论多寡$尽令发卖$伊等

何不念及于此/ 今后固伦公主'和硕格格及官民富饶

者$凡有藏谷$俱著发卖&若强伊等输助$或不乐从&

今令伊等得价贸易而或不听从$是显违国家之令$可

乎6)

-

%

.卷
%C

$

C%@在后金政府的行政干预下$保证了粮食

"%



!

总
%!

卷 衣保中$施云%清入关前满族农业形态研究

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农产品市场的流通&

后金粮食种类很多$以旱田作物为主&*建州闻

见录+载%(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

之&绝无水田$只种山稻&)

-

@

.

CE!

*清太宗实录+卷

%#

%(卑湿者可种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

粮)

-

%

.卷
%#

$

%@@

&粮食作物品种之多从以上史料中也可

见一斑&

建州地区果蔬之类遍植$(瓜茄之属皆有

之)

-

@

.

CE!

&天命八年"

#$!%

#$果园已达百余所$其中

金州城周围十里内有园
A"

所$种植梨树
!>$

棵$苹

果树
##C

棵$杏树
!C$

棵$枣树
!@#A

棵$桃树
>A

棵$

总计
%E@!

棵&木场驿堡有果园
!

所$种植梨树
AA

棵$桃树
>"

棵$杏树
#E

棵$枣树
$""

棵$李子树
C

棵$郁李子"臭李子#

C

棵$总计
A""

棵-

#E

.

$#

&由此可

见后金地区瓜果品种之丰富&

女真地区也广种经济作物$尤其注重棉花种植&

天命元年"

,$,$

#$(始行养蚕$推行植棉于国中&)

-

!

.

CC

天命六年"

,$!#

#$实施(计丁授田)$规定每丁给地六

日$其中(五日种粮$一日植棉)$可见努尔哈赤重视

推广植棉&此外$为了保证棉产量$努尔哈赤在辽东

专设棉庄&天命九年"

,$!C

#$在辽南盖州一带共有

专门从事植棉'种果树的男丁
%!""

多人-

!

.

>A#

&据

载$皇太极十分讲求(树艺之法)$天聪二年"

#$!A

#

(下令督织)$经五载努力$(其精细绢帛$亦尝织

造)

-

%

.卷
#>

$

!"A

&天聪七年"

,$%%

#$朝鲜国王致书后金%

(贵国跨有全辽$麻丝布帛$土产既饶$服用自

裕)

-

%

.卷
#$

$

!#>

&至崇德三年"

,$%A

#$后金皇室所辖棉

庄已达十所&每所年收棉一千斤$合计应收棉一万

斤$当年实收一万二百斤$多收二百斤$庄头因此而

获赏-

#A

.

@A

&

后金时期$黄烟开始传入东北&据吴晗先生在

*灯下集+一书中推断$黄烟是从日本传入朝鲜$再由

朝鲜传入中国东北的&万历四十四'五年"

#$#$

3

#$#E

#间$黄烟输入朝鲜$至天启辛酉'壬戌"

#$!#

3

#$!!

#后$朝鲜吸烟的人增多$后由商人输入沈阳&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戊寅"

,$%A

#八月甲午条记载%

(我国人潜以南灵草入送沈阳$为清将所觉$大肆诘

责&南灵草$日本所产之草也&其叶大者可七八寸

许$细截之而盛之竹筒$或以银锡作筒$火以吸之$味

辛烈$谓之治痰消食$而久服往往伤肝气$令人目翳&

此草自丙辰'丁巳间以来$无人不服$对客辄代茶饮$

或谓之烟茶$或谓之烟酒22传入沈阳$沈人亦甚嗜

之&而虏汗"指清太宗333引者注#以为非土产$耗

货财$下令大禁云&)但实际上禁令并未奏效$就连后

金统治者中的上层人物$如多尔衮'代善之流$也都

成了(瘾君子)&因此$清廷一入关$便下令解除烟

禁$(许人自种而用之)&

&三'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铁制农具和牛耕在农耕中的广泛使用是农业技

术水平的提高的表现之一&

#$

世纪末$后金改变了

从汉族和朝鲜地区引进铁器的状况$已能自己炼铁

并制造铁制农具&*建州闻见录+载%(银铁革木$皆

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

-

@

.

CE!皇太极时$铁农具制造

技术全面普及$八旗各牛录都有工匠从事农具制造$

用以提供农业生产之需&天聪八年"

#$%C

#规定%(每

牛录出铁匠一名$五'镩五'锹五'斧五'锛二'凿

二$每人随带镰刀&)

-

%

.卷
#A

$

!C#当时的铁制农具主要有

铧'锄'镰'斧等&

此外$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和地力使用$增

加农业产量$后金十分注重提高农业种植技术&在

进入辽沈地区后$后金学习了汉族的农业种植技术$

放弃了粗放的的播种方法$改用点种法!倡导生产者

要根据耕地的地势和土壤状况来安排种植适宜的农

作物%(洼地当种粱稗$高田随地所宜种之)

-

%

.卷
%#

$

%@@

&

还根据气候变化情况适时进行早播$采取轮耕'施肥

等方法培植地力$这些举措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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