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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军队回易问题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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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易 ”,在北宋时期 ,演变成为北宋军队从事赢利性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虽弥

补了军费不足的窘境 ,使得军费的不足的压力可以得到稍稍缓解 ,但是回易是军队这种特殊身

份的群体的行为 ,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军队回易阻碍和

破坏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秩序。因此 ,从北宋时期军队从事回易活动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为

出发点 ,阐述北宋政府对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限制与管理。在对军队回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的基础上 ,保证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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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易 ”产生的时间比较早 ,回易活动在隋唐

时期 ,是官府之行为 ,目的是为了补充公用的不足 ,

但是在隋唐时期 ,军队比较少的涉及回易活动之

中 ,到了宋朝时期 ,宋朝的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风

气比较严重起来 ,军队从事回易活动 ,往往是中饱

私囊。

一、北宋军队“回易”问题的研究成果回顾
军队回易 (即军队从事赢利性活动 )的问题 ,

一些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关注 ,其中以王曾瑜先生

《宋代兵制初探 》(中华书局 , 1983年版 )中《军队

的赢利性经营 》为比较早的关注军队回易活动的

研究成果。期后 ,有关宋代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研

究成果 ,如有李洪的《宋代军队回易述论 》(《云南

社会科学 》2001年第 4期 ) ;王云裳的《论宋代军队

的赢利性经营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5期 ) ;邓特号的《宋代的军队与商品经

济活动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 1期 )等

文章。在这些文章中 ,文章的作者分析了宋代军队

从事的回易活动 ,但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 ,依然

是在王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进行阐述 ,没有将王曾瑜

先生的研究成果推向前进。本文试图从北宋时期 ,

军队从事回易活动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为出发点 ,阐

述北宋政府对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限制与管理。

在对军队回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基础上 ,保证北

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

二、北宋军队“回易 ”活动的势头的蔓延

及危害
宋代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 ,在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 ,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商品经济是需要

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中 ,才能够得到健康的发

展 ,没有良好的秩序作为保障 ,商品经济的发展就

要受到阻碍 ,甚至会停滞。

军队从事回易活动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 ,都涉

及了军队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 ,从事赢利性经营 ,

给自身带来经济收入。但这些经济收入 ,是建立在

军队特殊地位之上的 ,一些军队在从事回易活动

中 ,常常利用商人或广大百姓无法比拟的资本、劳

力、场所、渠道等经营要素的优势 ,来与民争利。在

回易活动中 ,出现了“挟朝廷之势 ,以争利于市井 ,

伤公害私 ,亏损国体 ”[ 1 ]的情况 ;甚至军队在回易

活动中 ,欺压百姓和商人 ,强取豪夺严重损害了广

大百姓以及商人的利益 ,商人以及百姓经常遇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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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的干扰和欺压 ,“比年以来 ,于海洋僻远去处 ,或

称巡盐 ,或称捕盗 ,客舟往来 ,实受回易军兵之

扰 ”[ 2 ]。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

展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减

少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这是一种弊大于利的现象 ,

这些现象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经济秩序。

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 ,其用于回

易的商品包括一般性商品和政府实行禁榷的盐、茶

等商品。虽然有范仲淹镇守庆州时 ,“借随军库钱

回易 ,得利二万余贯 ,充随军公用支使 ”[ 3 ] ,范仲淹

从回易活动中获得数目较大的收入 ,随之便奏明朝

廷 ,说明其回易得来的收入是为了“充随军公用支

使 ”,这却能说明他是将这笔收入用于军队的正常

开支中 ,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然而 ,在北宋时期 ,

许多军队人员利用自身的条件 ,从事国家实行垄断

的特殊商品的回易 ,以此来谋取经济利益 ,并且很

多情况下 ,这些收入却被贪污 ,落入私人之手 ,中饱

私囊。这些活动或行为 ,严重地影响到了国家的税

收收入。

这些回易活动 ,是那些军队将领为了自己的经

济利益 ,而利用特殊的条件从事回易活动。这些回

易活动 ,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 )私自派遣士兵 ,私

自使用军队装备和条件来从事回易活动 ,北宋仁宗

时 ,滕宗谅就“差兵百八十七人 ,以驴车四十辆 ,载

茶三百余笼 ”[ 4 ]进行贩卖活动 ; (二 )在从事回易过

程中 ,无视国家的法令 ,公然破坏已制定并执行的

法令 ,使得国家的经济受到损害 ,“回易私茶 ,破坏

茶法 ”[ 5 ]
; (三 )大量地与国家争利 ,使得国家的禁

榷收入受到极大地减少 ,“今煮海榷酤之入 ,遇军

之所至 ,则奄而有之 ,闤闠什一之利 ,半为军人所

取 ”[ 6 ]
; (四 )一些军队将领 ,还利用职权 ,侵占土

地 ,并且用侵占来的土地来经营经济收入 ,从中获

取巨额的收入 ,北宋初期 ,高级将领武米信“外营

田园 ,内造邸舍 ,日入月算 ,何啻千缗 ”[ 7 ]。

形形色色的回易活动 ,很大部分是属于违法行

为。这些回易得来的收入 ,并没进入到国家的财政

收入之中 ,因此 ,国家在财政收入上蒙受了巨大的

损失 ;同时 ,军队将领利用职权之便 ,从事回易活

动 ,阻碍了正常的商品经济的秩序 ,对商品经济的

发展极度不利。

三、北宋政府加强对“回易 ”的监管及取

得的成效
对这些违反正常经济秩序的活动 ,北宋政府也

在进行着有针对性的处理 ,目的是要管理这些非法

的收入 ,增加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 ,保证正常的商

品经济秩序。

北宋时期 ,就曾制定了不准部队将领私自役使

士兵的法令 ,“无得冗占直兵 , ⋯⋯著于令 ”[ 8 ]
,明

确规定部队将领不能私自役使士兵 ,凡发现有私自

役使士兵的现象 ,就要进行处罚。宋真宗时期 ,李

溥“私役兵为姻家林特起第 ,附官舟贩竹木 ”[ 9 ]等

罪状被“鞫治 ”,李溥因为私自役使士兵为其亲家

建造房屋和贩运竹木活动 ,而被处罚 ,这些处罚的

目的就是用于保证士兵的任务是训练、作战等。

军队将领从事回易活动 ,破坏国家的法令 ,同

样要受到处罚。北宋神宗时期 ,秦凤路副总管夏元

几“用禁军回易私茶 , 侵坏茶法 , 诏转运司劾

之 ”[ 10 ]。宋神宗在得知秦凤路副总管夏元几用禁

军回易私茶 ,侵坏茶法的事情后 ,对夏元几的行为

进行了处罚 ,要求转运司弹劾夏元几 ,并以此来保

护国家正常的茶叶贸易的法令 ,从而减少了茶叶贸

易受到回易活动的影响 ,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北宋一代 ,国家对军队的回易活动 ,基本上是

站在禁止或者限制的立场上的 ,目的就是限制或禁

止军队在从事回易活动时处于与民争利的地位。

宋太宗即位时 ,便“诏中外臣僚 , ⋯⋯自今不得令

人于诸处回图 ,与民争利 ,有不如诏者 ,州县长吏以

名奏闻。”[ 11 ]北宋时期 ,国家保障正常的商品经济

活动 ,维护国家正常的赋税收入 ,增加国家财政收

入 ,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用

于各种开支。北宋限制或禁止军队从事回易活动 ,

并且还于宋真宗咸平五年颁布了敕令 ,这条敕令规

定的意图非常明确 ,“此乃申明旧章 ,备载前史 ,可

师古制 ,以戒贪夫 ”[ 12 ]
, 禁止军队的回易之风 ,为

的就是惩戒因回易而引起的贪污腐败之风。

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和活跃的时期 ,

由于经济发展 ,刺激了一些军人的经商意识 ,使得

在北宋时期 ,出现了军人从事回易活动的现象。他

们利用手中的特权 ,无视国家的法令 ,破坏商品经

济的正常发展进程 ,从事回易活动。争夺经济利

益 ,与民争利 ,从侧面上来说 ,他们同时也是在同国

家争利 ,破坏国家正常的法令和经济秩序。他们利

用回易中饱私囊 ,其实是损害了国家正常的财政收

入 ,国家颁布敕令或诏文 ,限制或禁止军队从事回

易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 ,打击了军队的回易风气 ,保

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维护了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公

平、客观的市场秩序。同时也保护了国家正常的赋

税收入 ,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得以正常的增加 ,这

样才能够有更多的财政储备。这也是为国家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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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财政支出奠定了基础。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

才能够更多用于军费开支上 ,保障军队正常的

运转。

对军队回易的再探讨 ,是在总结以前的文章的

基础上 ,重点论述了军队回易对北宋商品经济的冲

击和影响 ,以及朝廷在解决这些矛盾中采取的积极

措施。在北宋一代 ,对军队的回易活动 ,北宋政府

基本上是采取禁止和限制的方式 ,这在保护经济发

展 ,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上 ,是有积极意义的。

朝廷打击军队回易 ,虽然对军队的赢利有影响 ,但

保护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朝廷得到的是更多的财政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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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Hui Yi evolved into the armyπs p rofitable activities. A lthough these ac2
tivities made up the m ilitary deficit and relaxed the p ressure of m ilitary insufficient expenditure, Hui Yi was

the behavior of group who had special identity such as army and did not acco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2
modity economy at that time. Strictly speaking, it hindered and destroyed the development order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us,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Hui Yi activities on commodity econo2
m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striction and management of Northern Song Government on the Hui Yi activi2
ties, on the basis of supervising and managing the Hui Yi activities,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o ensure normal

development order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trol; Hui Yi of army; commodit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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