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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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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

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 救荒策会  以及 几亭全书 中有关救荒的内容, 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

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 !民本、民生 ∀思想,注重乡村赈济, 以天下为己任; 标本兼治的务实

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 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 民

间救济中对 !贫富 ∀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

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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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频繁的时

期。
[ 1 ]
尤其是进入明中叶以后,几乎是 !无岁不告

灾伤,一灾动连数省 ∀。在二百七十六年间里, 灾

害竟达一千零十一次, 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
[ 2 ]
持

续干旱年数以 17世纪最多, 其中 1636# 1641年最

长, 如天启崇祯年间,江南发生大荒灾。 17世纪中

期疫灾严重,如 1642年桐乡之疫, !甚至一二十口
之家,求一无病之人不可得。∀ [ 3] 35 36

饥民、流民大量

出现,人民痛苦不堪。

晚明政府贪污成风, 混乱不堪, 救济不力。与

此同时,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以及 !以天下为己任 ∀
的责任感激励他们更加关注社会救济。很多地方

精英积极从事明末大灾期间的救赈工作,建立慈善

组织,提倡民间以富济贫。同时也有很多有识之士

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官方以及民间的救荒经验和

赈灾措施,著书立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救荒思想。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地出现荒政著作并

得以流传后世的朝代, 保存下来的相关著作,分别

有: 朱熊的 救荒活民补遗书 ,林希元的 荒政丛

言 , 屠隆的 荒政考  ,陈继儒的 煮粥条议  ,周孔

教的 救荒事宜  ,俞汝为的 荒政要览 , 刘世教的
荒箸略 ,钟化民的 赈豫纪略  , 陈龙正的 救荒

策会  ,张陛的 救荒事宜  等, 不仅在数量上比前

代有明显增加,而且编写水平也普遍提高。这些荒

政文献的作者大多数都是明中后期人物,又都经历

了明王朝走向衰落乃至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而

这一历史时期又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占主导

地位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繁荣的商业社会过渡

的时期。晚明士人的荒政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

了这股社会新风气的影响,因而提出了具有该时代

特色的新思想。

明末江南乡宦陈龙正就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

期。他对晚明的动荡时局保持着深刻而清醒的认

识, 其言论与社会活动在当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龙正 ( 1585# 1645) , 字惕龙, 浙江嘉善人, 其父

曾任福建按察使。龙正少即聪颖, 深受袁黄 (了

凡 )赏识,认为其 !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 4]
后师

事于东林党人高攀龙, !得复约身心之学 ∀。崇祯

七年 ( 1634) ,陈龙正中进士, 授中书舍人。十一年

时, 陈龙正上 养和  好生 两疏,对崇祯时期东厂

的恐怖统治给予了严厉批评, 使崇祯皇帝有所震

动, 下谕提督东厂的中官 !不得轻视人命 ∀。当年
虽然不少朝中重臣推举了陈龙正,但未得到崇祯重

用。龙正一直没有得到提拔, 但仍好言事。同年,

崇祯要举行郊天礼, 龙正提出 !正郊期 ∀。十二年

( 1639) ,天象异常, 有彗星现, 龙正进言 !事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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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不以暂 ∀, 要 !听言省刑 ∀。十五年 ( 1642)又应

诏陈言,上 生财 平寇  御边 三疏, 痛陈时弊。

十七年 ( 1644 ), 升任南京国子监丞, 三月份回家,

上奏要求致仕。五月, 龙正得到京师陷落的确信,

染病不起。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后,龙正被授官礼

部祠祭员外郎, 但乞休未就。 1645年,南京被清军

攻陷,龙正遂绝粒而死。陈龙正死后, 被地方祀为

乡贤。
[ 5]

陈龙正的宦历虽不显达, 但他的多次上疏, 充

分显示了他对当时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 在嘉善

地方上,他也积极活动, 关注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

主持 !同善会∀,发表了 51次 !讲语 ∀,救荒救民,施

教劝善。
[ 6 ]

陈龙正一生给人留下了丰富的言行录, 大多收

于 几亭全书  。清人给他的评价很高, 时人乔可

聘赞道: !顷来直言极谏, 责难于君者, 惟黄石斋、

陈几亭两人。∀ [ 7]
其救荒专著 救荒策会 ,共七卷,

虽前六卷是在董煨、张光大、朱熊的基础上增删而

成, 但在书中用 !论曰∀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有关
救荒主张,并批评朱熊著作中 !情多冗长, 且杂以

诡说邪教∃∃∀还揭露了明末某些荒政中的弊端。
另外第七卷记载的是作者故里浙江嘉善在崇祯时

的救荒大事,是其他救荒文献看不到的。其中涉及

救荒方法的如 !建丐房议 ∀ !粥担法 ∀等, 已经成为

救荒学说的新发展,并为研究明末地方社会状况保

存了一定的史料。

细观其著作,从中可以看出陈龙正的救荒思想

既继承了前人总结的经验, 又结合实际有所变通;

既坚持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又受到了明末一些新创

思想的影响。总之,龙正喜谈经世之术,贵谷物、重

民生、轻钱财。学界对陈龙正的民间救济活动已经

有所探讨, 但对其荒政思想的专门论述尚付之阙

如, 本文就此试作一探析。

二、学古人成法,便今人之利

陈龙正进士出身,熟读古书, 同时又长期工作

在救荒第一线,继承了前人的救荒经验。他救荒的

指导思想,基本没有脱离 救荒策会  中荒政议总
纲中的 !六先∀: !先示谕,先请蠲, 先处费,先择人,

先编保甲,先查贫户。∀!八宜 ∀: !次贫之民宜赈粜,

极贫之民宜赈济,远地之民宜赈银, 垂死之民宜赈

粥∀等,另外还有 !五禁∀!三戒 ∀等。

陈龙正就这些救荒经验,再结合明末的灾荒状

况, 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或大加赞赏, 或稍作补充,

或议论批评,深入分析, 具体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 !仁 ∀为主的 !民生 ∀思想

孔孟之学讲求一个 !仁 ∀字, 老子的生命本位

观为贵生、重身, 人要善待生命以尽其天年。中国

是一个伦理社会,施善救民离不开存仁之心。陈龙

正生性好施,并上疏 养和  好生  二疏,略言 !问
天全在好生, 好生尤宜减死 ∀, 所谓在天地为生生
之德,在人即是不忍之心。

[ 8]
龙正在记录庚午急救

春荒事宜中也总结道: !回天意莫如结人心, 结人

心莫如救人命。∀ [ 9]卷二十五
在救荒事宜中以 !好生 ∀

!爱民∀为首要的指导思想, 陈龙正认为明主计臣

都需要以民为本, !爱百姓与爱君一事, 入官者如

此, 主其定乎。保子孙与保天下一心, 王者如此,无

私其如天地乎。∀ [ 10]

乾道七年饶州大旱,宋孝宗发上供之米赈民,

饶州得米十六万余石。陈龙正就此论曰: !观其多
方面措置,非能如隋文帝之多藏也。然彼有余热不

散, 此不足而乐散, 以绵其祚。人主之存心,天之福

祸不其永鉴与? ∀帝国所藏之粮再多, 如果人主不

以民生为本, 藏而不散, 只传给自己的子孙,视百姓

存亡不顾的话, 必然会走向灭亡。
[ 11]卷一%二十七

汉昭

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赈贷贫民无种食者,八月不

收其债。龙正赞曰: !仁及贫民矣。∀天下百姓都是
帝王之子民, 爱民如子, 百姓才能受益,贫民才能免

于死亡。

中央施行仁政,地方上也需善政养民。一方父

母官如果平时关注民生, 以百姓为念, 遇到灾荒便

不至大乱。宋时毕仲游遇耀州大旱, 劝民平粜, 乐

从而无怨。龙正认为这是因为他 !宿昔恩信,临时

酌宜,有以服富民之心。∀景泰二年, 徐、淮大饥,民

死者相枕藉, 都御使王竑多方救济,所活数百万人。

龙正赞曰: !故竑设诚, 而智行权∃∃竑以不奏报,

发仓储, 易地则皆然。今之人, 独患无是心耳∃∃

至诚之心如神,活人多者, 其身亦如神。∀只要心存
救民之心,被迫私发仓储, 亦为义举。对于民间置

社仓之法,陈龙正认为凡事民便为上, 州县不得干

预。他严厉批评道: !言官素无安民之志, 不知事

间何事可匡时,强夺事以建言。所司明知其不可概

行, 亦勉强循令, 而民生终受其病∃∃强夺而言之

者, 得 罪 于 百 姓。即 得 罪 于天 也, 戒 哉 戒

哉。∀ [ 12]卷一%三十二
龙正以民为天,认为地方官的一举

一动当系民生,严诫扰民乱民。

宽政养民本是政府之职责, !民生 ∀并非空谈,

陈龙正对此提出了很多具体主张,从这些具体措施

中亦可看到龙正坚持性命之学, 悟生生之旨。在

救荒策会 卷七 煮粥散粮辨  中,龙正注意到在

灾荒时对农夫的赈济不可忽视,小荒应先散粮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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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大荒更无他营的兼煮粥于城市。

灾荒之年大批流民出现, 甚至成为流寇, 引起

民变,因此流民成为社会的一大不安定因素。对

此, 陈龙正认为要安抚流民, 给予小民恩惠, 不可乱

杀百姓,以至虐民。 !俗使见小小祸乱, 辄议用兵,

不知穷民之与奸雄非可一律行诛伐也。饥饿濒死,

威不能戢,惟惠泽可以已之。∀具体说来,这一恩惠

必粟乃可, 社仓之法可行, 可以避免贫民承担成倍

的利息。对于已经酿成祸患的流寇, 龙正主张, 诛

首恶,足以示威; 饥民被驱诱,可赦也;富民为求免

害而通贼者, 使其出粟济饥, 可宥也。
[ 11]卷五%十三

概

括来说要体恤饥民之苦,宽政省刑。

此外,流丐、乞人本是居无定所, 以乞讨为生,

苟延残喘之人。一遇荒年,备受就死未死之苦。龙

正希望有赢之家,轸念饥民之苦,各推余粒, 拯此阽

危, 他引用清惠公赈及狱中重囚的例子, !其人虽
应诛,然一日未死就刑, 犹上帝一日所生之人也。∀

龙正赞曰: !大哉言乎。∀他认为有罪之人尚且如
此, 无罪的乞人如果一人帮其缓存数日, 又有仁人

相续而缓之,何旬之可量? 出现终天年的奇迹也是

可能的。
[ 9 ]卷二十六

陈龙正还作 建丐房议  , 藉此避
免流丐死于严冬之寒。其中有云: !以冻致死,其事

渐, 人往往习而忘之, 即诸乞未必自知之也。体仁

者, 先体乞人; 先觉者, 宜觉及于乞人之所不觉。∀
在陈龙正看来,死是人所必有的,在生与死面前,高

官与百姓, 富民与饥民, 有罪与无罪都是平等的。

乞人之中如果有仁人相助, 亦可有终天年者。又

云: !死者,非如仕进之颠沛, 生业之消亡, 用兵之

覆溃,或遭或否者也, 专以迟速为吉凶者也。∀对于
已死之人, 同样应怀有怆恻之心,不至使其暴尸于

野。在 共冢记  中, 陈龙正记载了同善会出资帮

助买地掩埋死者, 并作 埋胔述  表达自己对死者
的余痛: !嗟呼,不能延其生, 而徒瘱其死。∀

当然,如此施善与施仁的目的, 不外乎是为了

国家安全,社会和谐。陈龙正在 几亭全书  卷二
十六 政书 %乡筹  十五中说道: !本宦历年来, 救

荒同善主意,和盘托出矣,但乡绅以忠义报国,而及

士民,士民亦当仰体乡绅之意, 而忠顺以报国。可

也。∀可见,陈龙正认为实施仁政的最佳结果就是

百姓能够受感于统治的 !仁义∀, 顺从于国家的统

治, 实现国家的安定繁荣。

陈龙正在 救荒策会  中发表的类似议论, 尽

管带有迂腐之气,但也确切表达了一个乡宦心系于

民的责任感。明代前期朱熊也认为帝王应当对臣

属于自己的子民们有一份爱心, 他说: !王者之养

民犹乳母之于婴儿也,饥则哺之, 饱则怡之,不令其

有癫痫之扰∃∃∀但他过分依赖 !主明臣哲 ∀, 而陈
龙正则认为 !仁必以智行 ∀, 有了仁人之心, 还要有

缜密的措施保证实施,突破了朱熊单纯仰赖于明君

贤臣的思想。

(二 )以 !预∀为主的备荒思想

陈龙正十分重视备荒的重要意义, 在 救荒策

会 序中写道: !蓄于上以给下,伯者之权。下自蓄

而蓄之, 及王者之政。古称三年九年, 谓率土之民,

各有斯蓄。而春秋补助,则十一之所余也。备荒之

策, 无时不豫。∀从上至下如果积极备荒, 可以大为

减少灾荒对人民造成的损失。反之, 境内无蓄, 需

移民通财,则为下下之策。

常平仓起源于汉代,是官办的备荒仓贮, 基本

方法是在丰年谷贱之时, 由官府出资籴谷;而在荒

年谷贵之时, 再平粜谷物, 以平抑市场粮食价格。

然而常平仓大多数时间并没有发挥作用。陈龙正

论曰: !常平乃伸缩其权以利民, 非争民利也。∀他

批评历代官府将其荒废, !至元帝时,听诸儒议,因

岁荒罢之,岂岁荒顾因设常平之所致乎? 恐此后民

饥益失所赖矣。∀对于修复常平仓的具体方法, 陈

龙正有言: !常平不惟盛时宜建, 即荒迫中, 稍有隙

暇余资, 便应料理, 惟在上人节缩浮费, 以为籴本

耳。何叹儒之愚乎! ∀ [ 11]卷一%十二
备荒中, 虽然有常

平之制, 还需政府仔细料理, 节缩浮费,预备购买粮

食的资金,否则成为虚设。

作为一国之君,龙正提倡要预忧饥民。熙宁八

年三月, 百姓农乏谷种, 因事殆废,宋神宗遂下诏发

常平钱, 省仓米,以防来日集为盗贼。陈龙正赞曰:

!人主知忧本年之饥, 可谓爱民矣, 兼忧来年,又恐

蹈之为盗。神宗之德意深哉! ∀ [ 11]卷一%二十五

曾任地方官的苏轼乞豫救荒疏: !救灾恤患,

尤当在旱,若灾伤之民, 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

及广。若救之于已饥, 则用物博而所及微。∀陈龙
正非常赞成他的说法,并将赵雄乞椿积钱与之相比

较, 认为苏轼重在出粜常平, 赵雄重在收籴转输。

!轼所治有蓄,雄无蓄也, 轼为其易,雄为其难。夫

救荒所以尤贵豫者有二:使民知有备, 则志先定,一

也; 荒形未急, 则粜者不坚闭, 籴者不张皇, 二也。

至于流离疾疫, 盗贼既成, 则救之愈费而愈难。∀
[ 11]卷三%四

陈龙正通过比较更为明确地说明了 !备
荒∀的益处, 晚救不如早救, 早救不如有备。龙正

赞赏宋朝的毕仲游 !豫于一州, 则耀州之民不外

散。浙西数郡先事处置,则数郡无饿死者。凡事皆

贵豫而救荒为甚。∀俗话说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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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而对救荒而言,则更为重要。

古代有藏富于民的传统经济思想, 明代经济思

想中也坚持这一点。再加上明末国家已无力承担

救灾拯荒所需的巨额钱粮,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救荒

已成为救荒成败的关键。
[ 11]卷四%七

!义仓者, 民间储蓄以借水旱也, 一遇凶歉, 直

当给以还民。∀但是时日一久, 州县便忘记义仓是

为民所寄之物,一旦为官吏移用,弊端百出。对此,

陈龙正指出官贮的害处所在: !隋社仓, 唐宋义仓,

一事而异其名也。隋唐亩赋六升, 民困极矣。宋于

正赋外二十加一,庶几得中, 然其大病总在收贮于

官。设遇饥馑悉以还民,犹多此一纳一出, 况未必

还乎? 设赈济时,果尽免诸弊,贫民犹苦奔走候领,

况不及贫民乎? 古者使民各蓄其有余, 而后世必欲

诸民而代为之蓄。古者自节其余以春补秋助,而后

世加于正赋之外,而强半更留以自肥, 如之何农不

饥死,朝与野不相胥以俱贫也。∀ [ 12]
陈龙正认为官

贮之法需要一纳一出, 而有时甚至只纳不出,即使

适时赈给时,贫民也苦于远道而来,候领费时,事实

上更多时候贫民往往一无所得。官吏却依靠义仓

之名征收额外赋税, 留作自肥, 更加重了贫民的负

担, 饥民深受其害。因此, 龙正坚持民间散贮的主

张, 这样山谷之民尽得其惠。具体到明代的官贮,

有朱元璋时初设的预备仓,但到了中后期已经很难

发挥作用了。弘治年间的预备仓使用劝惩稽考法,

但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将预备仓积粮作为一个衡

量和决定各级官吏命运的唯一标准。对此陈龙正

有一段精辟的分析: !此时司计秉国者谁耶? 徒讲

积聚,不讲更换新陈之法,必致化为埃尘。困天下

之粟,苦天下之官, 使粟隐消耗于世间, 而百姓曾不

得其用,不亦左乎! 至于今日, 天下皆无复有预备

仓, 实斯议之蛊之也。∀ [ 11 ]卷五%九
陈龙正认为这样的

预备仓积谷的规定,已是有害而无益了。一方面,

因为只讲积而不讲对储存粮的更新,最终会让很多

粮烂在仓中, 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因为积谷数目

太高,如果在审查时达不到标准,地方官肯定要百

姓们输送更多的粮食充填预备仓。如此一来,于民

于官都只有痛苦而言了。

陈龙正分析了明代以前官贮之法和明前期预

备仓的弊端, 坚持主张民间散贮。古有民间耕蓄,

近有朱子崇安义仓, !惟朱子于崇安,因岁凶起事,

仍随社仓之名而默变其官贮之法。∃∃损下转而
益下矣。∀ [ 11]卷五%九

他认为应该充分发展民间的义

仓, 其宗旨是要用民间的财富进行救荒准备,以此

补充国家财政上的不足。义仓的指导思想是 !以

本乡所出积于本乡,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则村村

有储,家家有蓄, 缓急有赖, 因济无穷,此义仓之所

有设也。∀

陈龙正的备荒思想更加侧重于民间备荒, 这与

当时明末官府财政危机日益严重, 而商品经济发

展, 民间富有的阶层逐渐增多的现象是相适应的。

备荒措施中除了要积极贮储余粮外,陈龙正还反对

官府征收重赋,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备荒提

供足够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与明代钟化民有共同

之处,他引用贾谊的话: !圣王在上, 而民不冻馁

者, 非能耕而食之, 织而衣之, 为开其资财之道

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使备荒成为可能。另外,

陈龙正认为所积之粮需要及时更新,义仓之粮归于

底是便民利, 非横取,亦非为积粮而积粮,否则民不

见其惠, 而粮已烂矣。这是其他荒政文献的作者都

没有提到的。

(三 )以乡村赈济为重的重农思想

传统的儒家学说以农为本,农业是维持民众生

命的根本,在饥荒岁月中,粮食成为赈济的关键,无

论采用哪种措施,没有粮食俱是无本之源。而晚明

的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富民逐渐增多,新的社会

财富增加,
[ 13]
许多人视金钱如命, 导致社会上出现

了 !弃农就贾∀之风。陈龙正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

以及救荒经验,多次提出 !贵谷贱金 ∀的思想, 只有

五谷才是唯一的财富。汉代刘陶议救荒,饥不在改

铸。明代朱熊也说 !钱不可食, 寒不可衣, 特天子

行权其耳 ∀。龙正就此论曰: !金钱者,财之权, 非

财之质也。特以便于分合,随百货大小而权之。究

其实,与朝廷之符验, 民间之券契无异。愚者至以

民贫为钱薄之故,汉之刘陶, 近日之朱熊,其说皆足

以破亡。知钱之非财, 益知金矣。人在世间, 皆籍

饱暖以活,岂饱暖于钱乎? 况又岂饱暖于大钱乎?

举世冻馁,而满朝但筭金钱, 言利之臣必愚,恐不独

桓帝时持筹者。∀ [ 11]卷一%十四
陈龙正认为金钱不能

满足人的衣食之需,只是一种符号而已,而当百姓

处于饥馑时, 朝廷中言利之官只顾算金钱,于民无

利, 这种现象在明代也时有出现。陈龙正在 几亭

全书  附录 家传 一书中记载: !孔子论政, 言足

食, 不云足金,孟子言师行而量食,不云师行而金徙

从。是则蒙宰为本, 金钱为标。近世持筹之臣, 曰

设处,曰搜括,曰加论,无非损之事,聚敛之别名耳。

民日病, 国系繇足耶! ∃∃故曰圣人治天下使有菽
粟如水火。∀官府为了聚敛财富, 使百姓困乏,但不

知金钱都流入官府,国家也已经处于危亡之际了。

唯有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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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正认为要成为明主良臣, 离不开务民农

桑, 薄赋敛广蓄积的重农思想。他批评贵金玉者:

!愚夫之所以贵金玉, 以为有金玉必不患饥寒也,

然固有持金玉而不得者, 未至饿死时, 不知五谷之

贵; 未至守金玉而饿死时,不知金玉之贱也, 愚人至

死乃知∃∃明主与良臣早知之,于是致治之道, 拨

乱之方皆从而出焉。∀ [ 11]卷一 %九
具体到历史上, 因贵

金玉而遭受饥荒之苦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 救荒策

会 记载的梁武帝末年奇荒, 富室无食, 怀抱金玉

待命听终。陈龙正认为这样的悲惨境地是可以预

先避免的: ! 南楚新闻  载唐末孙儒之乱, 米斗四

十千,金玉换易仅得撮合,谓之通肠米, 至于金玉换

通肠米而不可得。呜呼! 富人至是亦足悲矣。何

不先是而省之, 早出罗绮金玉与邻里乡党,共相灌

输或告籴方邻村,或讲求旱所不能枯, 蝗所不能伤

者, 竭 力 树 艺, 以 助 人 食, 尚 当 有 救 也。∀
[ 11]卷一%十八

富室如果事先散财防灾, 兴水利, 防虫

患, 便不至于空守金玉而不能活。可见, 虽然金钱

可贵,但如果不将其用于本业,务于农桑,待到无食

时, 便毫无用处。

粮食如此重要,其皆出于种粮人之手。然而赈

灾过程中, 许多主持赈灾的地方官可能会贪功冒

赏, 对人口集中的城市较多关注,而对饥民更多的

乡村却缺少必要的赈济措施。所谓 !耕而食者, 农

民也,不耕而食者, 游手浮食之民也。及其饿也,不

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焉。∀针对这一现象, 陈龙

正提倡官府赈济应 !以农为先 ∀, 他在 救荒策会  
卷七中作 煮粥散粮辨  , 提出下面主张: !惟农最
劳, 惟农最贫。居乡者大抵农夫,居城市者大抵工

商贾又宦仆衙役,十居其三, 故凶年转徙沟壑,乡民

为多。∃∃农家数口,独赖田入,一逢灾伤, 更无他

营, 生涯绝矣。∀农夫农妇遇到凶年便没有其他营

生, 贫苦至极。对于这些极贫之民平籴则无钱, 赈

贷则无偿,龙正认为煮粥散粮最宜。何时宜煮粥,

何地宜散粮,陈龙正也做了详细分析, 总结为 !小

荒先散粮于乡村,大荒兼煮粥于城市。当道会其目

而煮粥,乡人画地而散粮 ∀。
陈龙正不仅仅在理论上支持忧农, 在实际赈济

中也以乡村赈济为重,充分顾及到了乡村农民的疾

苦, 并且为了百姓都能获益, 他作了周密的考虑:

!市民得绅衿殷户和粜在前, 略已均沾。今嗷嗷待

籴, 乡农为急, 故愿诸典量以五百石粜市, 余数粜

乡。粜乡者较市价赢∃∃救农便商, 扶贫安富, 同

归一理, 本无歧视。∀ [ 14 ]
陈龙正主张周济乡农, 但

并非一味强制市民无偿粜粮,而是让其有一定的利

润, 遵循市场规律, 使双方获得双赢,这也适应了当

时商业发展的趋势。除了利用经济规律外,龙正主

张运用道德劝善,鼓动市民施善。在城市饥民已有

保障的前提下, 乡农饥情迫切的时候, 应当先周济

急需的人。 !分半以济之,凉各里共怀恤邻扶困之

仁, 亦所欣然乐让也。此举在神君为德政,在各典

为义和, 在各里为仁让, 一事而三善具。∀作为地方
乡宦,陈龙正认为周济乡农不仅能够为善积德,还

可以安顿人心,防止农民反抗官府,危害社会安定。

陈龙正生活在明末, 商人地位有了很大的提

高, 他明显地感觉到此时农民应得到特别的关注,

救灾时要分清轻重缓急。阅读前人的荒政专著,大

多数对饥民泛泛而谈,并未将农工士商作一详细区

分。虽然大多数学者都秉承了传统的重农思想,但

具体到救荒时,像陈龙正这样为赈济乡农而单独提

出详细措施的却很少。

纵观中国历史上救荒事件和救荒经验,其实并

没有多少重大理论创新和惊人的突破,更多的是传

统的延续和惊人的相似。
[ 15 ]
但是能够在学习古人

成法之余,结合现实, 亦是难能可贵的。陈龙正的

救荒策会 中,虽然大部分都是整理前人的著作,

但他就其记载的救荒史实经过了自己的认真思考,

发表了很多自己的主张,并间或揭露时弊。他主持

的同善会, 就是将其荒政思想应用于实际的救荒

中。 !此会以同善感之, 既有以感爱惠小民, 又有

以感施惠君子。诚得四方皆效法推行,真可酿和气

转杀运, 而弭盗安民其近效也。∀士大夫以天下为
己任,陈龙正将救荒施善与保国安民连为一体,可

见其著书并非单纯记录前人的救荒经验,而是持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学古人成法, 为了便今人之利,

以兴国安民为最终目的。

三、仰天意、依成法,更重人事与人才

作为封建传统社会的官吏,陈龙正也是一个有

神论者, 相信天人感应。但他更多时候是主张借助

天意,劝善惩恶。对于灾荒, 他一方面遵循自然规

律, 承认有自然灾害的原因, 所谓的 !天意难违 ∀;
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是人们抵御灾害的措施失当造

成的。在他的 救饥本论  中, 他写道: !今日之饥
民, 其始于天灾之流行, 而其继承于人事之失策。

庚辰岁, 梅雨数旬, 西吴一路,田禾尽绝∃∃于时识
者之言曰:岁实无收,倘公家能行宽恤,则小民犹将

仁死旦夕∃∃嗟呼,偶歉者天之行,而一荒再荒者,

人事实使之然也。∀ [ 11 ]卷七%十
陈龙正认为是因为天

灾使得禾苗尽毁,造成今年成为荒年, 但这并不一

定会影响到明年秋天的丰收。然而官府为了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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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粮食却不为以后长远打算,虽然这些粮食

可以勉强支持国赋, 而百姓却没有了户口之粮, 加

上蝗蝻遗孽, 便最终酿成连年饥荒。可见, 一荒再

荒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横征暴敛,所以主张官府要宽

政爱民。

陈龙正还记载: !崇祯庚辰三月三日祈雨, 雨

不降∃∃上下大惊恐,圣谕撤各路中使∃∃少顷风
止, 十七日遂大雨∃∃天人相于之际如此, 守令行

善政可以救一郡一邑之荒,其至诚亦可感,一方之

雨阳,时若天子一念所至,四海春回。救荒之道,孰

有大于天子之悔过迁善者哉。∀ [ 11]卷一%二十三
他认为

天子行善可以感功上天, 而避免灾害, 旨在劝谕统

治者在灾荒之年要反省自己的过失,勤政爱民。万

历年间的地方官屠隆在 颖上县志  中也记载了他
向神灵祈求雨泽, 他认为只要地方官能够虔诚祈

祷, 就一定可以感动上天, 可以避免灾害的降临。

这一方面远没有陈龙正认识的深刻,灾害的发生不

是靠跪拜祈祷就可以避免的,救荒还需依靠仁主贤

臣采取积极的措施。在他的 鬼哭奇变九  中写
道: !回天变莫如结人心 ∃∃以一人保一乡一城。
呜呼! 此岂智谋勇断权镇耶? 积善之家, 感通人

心, 即挽回天意。今日民极可痛, 鬼哭可警惊 ∃∃
倾储而散者为上智,以余及物者为中人,随力随心,

愿非难事。∀ [ 16]
天降大灾,要挽回天意,抵御灾害,

需要人们随力随心,积善助人, 共同渡过难关。在

陈龙正看来, 天意难违, 但人事更不能忽视。如果

发生天灾,只有依靠明主贤官的积极治理以及百姓

们的相互扶持,才能防止更大的灾害的发生。

明代是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大总结时期,其

荒政较以前也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明代以前流传下

来许多救荒政策和措施可以仿行。陈龙正主张在

利用古人成法的同时还需重视人才的选用, 他说:

!法虽系哉织悉, 专务择人, 人既尽心, 事无不尽。

故似繁而提简,其得力在推诚用人, 不恃立法也。∀
[ 11]卷二%十三

法律制度无论繁琐与否, 关键在于主持

救荒的官吏是否尽心, 用人是否推诚, 而不是完全

依赖现有的制度。龙正认为人才是荒政得以有效

实施的有力保障,即使有好的法规和制度,如果没

有很好的官吏来推行实施, 也不能使其发挥作用。

!无法之法,实有其心。则讲之预,而临时良法, 得

施用矣,倘州守以空言视之, 一告诫具镇而事毕矣

∃∃则朝廷设立此法,又成故事。故法穷而导之以

意, 道意之法又穷而终必归于择治人而后可也。治

法必赖治人, 治天下必正人心。吾于救荒亦云。∀
荒政实施效果的好坏,在于主持荒政的官员是否尽

职尽责, 如果地方州县官员视法规为空言,朝廷所

立之法犹如一纸空文。

荒政议  中有 !先择人,戒拘文 ∀的说法, 陈龙

正认为在中央, 宰相应该负起救荒的责任: !相职
无所不统,养民其本也, 相得人,可不至大荒,既荒

矣, 则救荒乃宰相之切责。∀地方上, 官员应该及时

上报灾情,同时适时发放仓谷, 要有一定的胆略和

勇气; !仓谷本以备荒, 发之无罪, 不敢发者, 畏昏

庸上司诘问耳。∀ [ 11]卷一%二十五
另外在救荒事宜中,

要防止官吏贪污的现象,用人显得更为重要。比如

煮粥散粮,龙正认为官员最好亲行, 审查贫户必须

贤子弟亲行。总之,救荒官员的道德与行政素质都

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明代的周孔教也认为 !有治
人, 无治法。∀荒政措施的执行并没有成法可言,全

在执行人的具体操作。

四、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

(一 )运用经济规律的商业救荒思想

陈龙正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 主张

运用经济规律商业救荒。在明代的荒政文献中有

很多关于运用商业方法进行救荒的记载,用这种方

法进行灾荒救助在当时已经颇为流行了。
[ 17] 201

首先是利用常平仓法来调节市场,前文提到常

平仓是一种备荒制度,除此之外还是一种商业买卖

行为,用来平抑物价。陈龙正认为 !平物之值, 以

米为主。常平不惟能平米价,米价平,诸食货之价

既不过昂,过昂则人不食之矣。米不得食,而他物

可以 不食, 故 常 平仓 者, 兼 平百 物 者 也。∀
[ 11]卷四%二

常平仓法可以通过平抑粮价调节整个市

场的物价。然而常平仓作为官仓,它的运作原则是

!上不亏官 ∀, 陈龙正深刻分析了其利弊: !欲平百
物, 而愈不得平。本末异操也,利上与利下异心也,

人臣主于利民, 国之实也; 主于利国, 国之贼也。∀
常平仓法只有得到合理的运用, 以利民为上,才能

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常平仓法的实质, 其实就是平粜这种商业行

为, 除了常平仓的储粮在灾荒时可以用来平粜以

外, 官府还可以利用其他机会购买当地富人或者外

地的粮食,再在灾区分售。但这种做法也存在很多

问题,比如大灾之时, 灾区的官府没有资金可以买

粮, 负责购粮的官吏从中贪污等等。因此陈龙正认

为还需依靠本地的富人自行卖粮,并且为了保证这

种方法的顺利进行,要听其自愿, 否则会引起大乱。

!平粜自是善事,听其自愿, 难以法齐, 若果因此而

恐致变。∀ [ 18]卷二十五
当然平粜也有它的弊端: !惟平

粜有一大不便处,则当虚心熟记, 择利多而害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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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议为长, 盖减价虽便饥民, 其如富人, 悭贪者

多, 因此之故, 藏米不粜, 贩米外粜。诛之不可胜

诛。不诛,则饥民持钱而无籴处。委民致变, 不如

听照时价, 则米多而价自平, 是诚确论。∀这样一
来, !富人不失利, 贫人不忍饿。∀陈龙正主张放开
市场价格,利用市场自身的规律,进行物价的平抑,

这样对富人贫人都有益处。这体现了明中后期士

大夫阶层中的有些人已经对商品经济的规律有了

较清醒的认识。如林希元 荒政丛言  中有 !禁抑

价∀, 屠隆 荒政考 中有 !戒折价之令以来商粜 ∀,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 !虚坦不抑物价 ∀的例子, 陈龙

正议论道: !不抑价, 特听其自然耳, 未有救荒之

策, 然不抑而自来, 即所以为救也。坦知地势,宣歙

之地平,时寄命于商。∀ [ 11]卷一%十八
如果灾区地势较

平, 地处交通较为发达之地, 放开市场价格, 可以吸

引商人从外地贩粮食来卖,以增加市场上的粮食供

应。如果确实要使用平粜之法, 陈龙正认为 !所减

米价贵在适中,减价太多则认粜之米必少。在买米

之人减价多而得日短,何如减价少而得日长。此量

减适中,所以为贫户计也。∀

陈龙正主张除了开放市场外, 官府还可以运用

一定行政手段进行市场管理,开辟新的市场。比如

官府出钱,租赁民间柴筱山, 让流民樵采,官府布置

市场买之,遇到冬雪, 再平价卖出。他说: !民既俵
米, 即令采薪刍,出官钱收买。却于常平仓易米,归

赡老稚, 凡买柴二十三万束, 至严冬雨雪, 市无来

薪, 即依原价卖之, 官不伤财,民再获利, 此亦为民

曲筭之一事也。贫短于资,亦短于智, 子民者代为

筹算。∀ [ 11 ]卷一%十八
灾荒之年, 除了开赈之外, 还有

很多权宜之计,辅助主体的救灾措施。这些措施借

助市场和官府之力, 官府没有亏损, 而使饥寒之民

获得利益。另外,陈龙正利用城市与乡村的互通有

无, 帮助受饥的农夫农妇。 几亭外书 %乡邦利弊
考 中 乡村收布三  记载道: !吾邑以纺织为业, 妇

人每织布一匹持至城市易米认归。荒年米贵,则布

愈贱,各贾乘农夫之急,闭门不收, 虽有布, 无可卖

处。乡村如有好义之家,量米多少,随附近收换布

匹。每匹约照时价付米一升, 积布在家, 俟标客银

至, 布价自然复增。∃∃财不损分毫, 而应农家之

急, 有莫大之功。∀陈龙正认为这种统筹城乡经济、

使米布相互流通的方法是惠而不费之计。

(二 )运用法律法规的依法救荒思想

救荒策会  所辑的 荒政议 中记载了赈济中

从报灾到勘到赈灾,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官吏贪

污和奸民投机的现象。陈龙正主张赏罚严明,使贫

民真正受益。

饥荒岁月,粮价踊贵,官府要么平粜粮食, 要么

散粮发赈,势必会有一些人利用这样的机会从中谋

利, 发不义之财, 或出现奸民冒充现象。对于平粜

中防止舞弊, 陈龙正作了 !一城访平粜论 ∀, 主张
!主访者,亲自覆查, 非特使弊端莫容。∀所谓散粮

最难审户,陈龙正主张每乡划分若干区,每区推一乡

绅主之。先令勤敏子弟逐家考察,将户名载为册, 画

成地图,并将贫富分成几个等次。每区再访殷户一

人,秘密参谋, 订正。∀ [ 11]卷二十五%二
在这种情况下, 如

果有产业的人假称为贫户,或者一人拆名为两三人,

或本人按照繇票,虚开丁口∃∃!凡此类项,容情欺

蔽,家人重罚,奸户追偿,查核不容宽贷。∀
对于已经犯罪之人, 陈龙正主张 !尽法究惩,

所以不敢私许其伏,必令报闻∃∃赏功罚罪,非独

定此局之心, 而且案定如山。继此,奸民有畏, 良民

有恃, 饥民有命, 严一人而救万人。∀ [ 19]
依照法律

严惩奸民,既保障了饥民的权益, 又起到威慑作用。

救荒时要严防贪官和奸民, 而对于其他原因入狱,

罪行较轻的人,则主张宽恤, 尽量少打官司,少逮捕

罪犯以安民生。明代在地方上有一种被称为 !羁
铺∀的扣押处所, 囚禁着一些罪行较轻的人。陈龙

正在 救荒策会 卷七中有 羁铺议 , 其中云: !诸
荒政或可使人分任,惟囹圄出入, 民牧独操,轻重其

视, 多少其数,而民命系焉。监犯重囚, 未敢轻议,

铺犯皆轻罪, 且或无罪而株连者也。官府每视入铺

为无妨, 故系之, 岂知饥年之铺, 其苦甚于丰年之

监。∀陈龙正以自己亲眼所见讲述了关押在羁铺中

的所谓罪犯们的悲惨命运。他指出,荒年中他们这

些罪行较轻的犯人,一入羁铺, 等待他们的命运不

仅是自身性命难保,而这些人一般都是家中的主要

支撑者, 他们的妻儿老小也都同样面临着饥饿而死

的命运。如果再遇上疫病在铺中传染,那么死亡者

之多就难以计数。而这些关押的人其实大多数也

就是一些交不起租赋的贫困农民。陈龙正站在官

方立场上,也认为这些贫困人户是没有必要关押在

羁铺中的。 !稍需岁登, 有何大损于富室, 但得此

项免铺, 即可省铺犯十之七八。∀
上述措施非常完善和细密,而明末官府却很少

能做到明察秋毫,反而中饱私囊者居多。陈龙正在

救荒策会  卷一中写道: !凡蠲赈大抵专为下户,

人主耳目不及闾阎,故知此者少。人臣皆闾阎中人

也, 岂几亲知下户之苦而反欲遗之。∀蠲赈主要是

针对下层贫民的救灾,但在明末真正有官吏们来巡

视检查踏灾者,却往往看不到下层贫民们在灾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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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陈龙正在表达自己的救荒思想的同时,也

揭露了当时官府的恶行。

(三 )细致入微的全面救荒思想

官方实施的救荒措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每一

个操作环节都需要深思熟虑的安排布置,才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这就需要救荒者具有缜密的思维,长

远的眼光, 将救荒策略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虑,使其

具有可行性。陈龙正针对有人提出的赈济不应独

赈一区,要照顾到邻近其他地方,提出自己独到的

见解。 !赈济乡里, 与莅兹土者不同, 为民父母, 命

令足以用人, 百应兼济。若乡人,当各视其力之所

及耳地。近则耳目易周,人少则情隐易现, 务使贫

民实糊其口。不在博施也,为某地人,但救某地,他

地自有糊余之家。使各近行其惠乃所以为普遍也,

且如吾邑二十区,假令无分彼此,一概赈之, 度算饿

民应赈者六万人,共计须米二万四千石, 虽巨室世

家, 孰能亦此, 此既已不办∃∃至今他郡人民闻声

襁负以来,人众既集, 侵渔重冒∃∃号哭而还。原
本初念,本为活人, 及其弊也,岂非骘广不务近之害

耶。∀如果不堪察实际情况, 不充分考虑后果, 好的

政策也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陈龙正通过自己家

乡的例子指出, 广济博施会导致人群聚集,出现冒

充贫困的人,而饿民深受往返之苦,却无米可得。

救灾开赈只求一时方便,所行办法要从长远利

益打算,陈龙正就成化二十一年正月诏书,提出自

己的反对意见, 表达自己的这一看法。他说: !崇

祯年间,廷臣劝议裁省∃∃策既行,流寇增炽,每年

费千万以图扑之,未知所竟∃∃欲小省而大费, 献

策者之心思眼孔,真所谓务财用之小人哉。读成化

此识,否乎。∀
另外, 赈灾对象也要考虑全面, 在 几亭全书

%乡筹 % 政书七  中, 提到了城市中要凭繇票籴

米, 而庸工卖菜乞丐之流因没有繇票,便不能籴米。

城市居民按繇票籴米, 原可以防止奸民冒充,但却

忽视了天下第一贫人。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陈龙正的考虑细密全

面, 认为在实行救荒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其各方面的

影响,权衡利弊,选择利多害少的方法采用。

(四 )因时因地制宜的变通思想

历来救荒专家都主张救荒如救焚, 讲求及时,

陈龙正也主张救荒要有实效, 及时救民于灾难之

中, 同时他又更深入地考虑到: !同为救荒,缓急又

分。∀他认为救荒措施要随宜而施, 例如他通过比

较历史上赵令良赈济法与富弼公的不同,表达了他

的这一思想: !若官有积粟, 其不甚多, 不足以久养

流民,而仅足以给两月,并供给路粮, 则顿给遣归,

诚良策也,使免困毙于我境, 而且治本业于故乡,然

富弼昔年又不用此法,岂其虑不及此。盖路粮须用

官粟,青州五十万流民, 设如人给五六斗,便须粟三

十万石, 自难厝处, 惟从容安顿之,劝论本地丰收之

民, 多方资养之,方可度过数月。因时制宜,难执此

以及彼。∀同样都是安抚流民, 赵令良和富弼却用

的不同方法, 一种是给足路粮将其遣送回乡,另一

种是在本地从容安顿,而两种方法均为良策,良策

是否可行要与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相适应。

前文提到的很多荒政措施如常平仓法、平粜

等, 陈龙正认为这些措施的施行也要结合具体情

况, 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发挥其作用。 !官米多, 则

可握市价之权,固也,然此仅救中饿中户之一事耳。

大饿之年,下户无钱在乎,虽减价不能籴,是常平之

米止及中户, 偏遗下户也。∀常平法只能满足能够
买的起粮食的中户的需要,在大灾之年,下户无钱,

常平法便不能发挥作用了。 !救荒各随其时,随其

地, 尤当随其人。∀ [ 11]卷三%二
陈龙正主张主持救荒的

官员因时因地地制定策略,随机应变的例子还有很

多, 比如他认为有些方法 !旌可也, 用不可也,或就

其间, 择有行能者, 试之以事, 以观其后乎。∀另外
他还赞赏李珏: !爱民而兼有心计, 因时制宜,将义

仓之米行常平减价之法∃∃观当时官民上下, 皆喜

其便利, 而凉其权宜, 则亦善于变通者也。∀救荒措

施并非一成不变,灵活变通受到官民的欢迎,产生

良好的效果即可。

(五 )以实践为基础的创新思想

几亭外书 之 乡邦利弊考  中,记载了陈龙

正家乡嘉善县的救荒情况,其中有很多经过其尽心

酌宜的内容选在了 救荒策会 第七卷中, 记载了

很多新颖的救济方法,这些方法大都是陈龙正以及

当地官绅和百姓通过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具有很

强的可行性和创新性。他在此卷的序中写道: !策

会主于便行, 故亦存之彼,而去之此。此所存者,或

理当可以通行, 或意美可以推行, 或事虽近陋可以

不得已而姑行。∀具体内容有 煮粥散粮辨  共冢

记 粥担述  埋胔述  收弃儿法  建丐房议  
等,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陈龙正很重视新方法的

运用。

其中以 !担粥法∀为例, 这种方式赈粥无定额,

无定期, 也无定所, 既可以时行时止, 又无功无名,

完全量力而为。另外,担粥法还可以避免流行病交

叉传染, 酿成瘟疫。当然担粥法也有它的局限性,

有其使用的前提, 陈龙正说: !故于极荒之岁,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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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担, 以待流移, 若反舍土著, 则倒行甚矣。∀担粥
法要配合其他救济方式,才能实现全方位的救济。

除了 救荒策会  第七卷中记载的上述新方法

外, 陈龙正还零散地提出了很多新颖的意见。比如

对 !煮粥∀来说,他说道: !四月后,天炎不可用粥,

倘民饥方甚, 奈何, 近复得一法,不拘粞米麦荳, 磨

粉为蒸饼汤圃之类,照散粥法分给, 甚便。∀针对疫
病流行时请医人就诊的救济方法, 陈龙正指出:

!此条事, 种种难行, 名医岂可多得, 临症裁方, 岂

易事。知脉者,一州邑有几人,安能遍就病人诊视,

不如按古成方精制丸药一二十种, 随症领受,犹庶

几便而有益。∀ [ 11 ]卷六%十
陈龙正提出的这些方法都

是经过多方面考虑, 针对以前成法的局限性提

出的。

上述是陈龙正在救荒中本着经济可行的原则,

提出的治标的主张, 从多方面反映了他的务实思

想。除了这些应急措施之外,陈龙正更注重救荒要

救本, 做到标本兼治。在其 救饥本论  中, 他写

道: !治天下之病, 犹一身然。有治其标者,有治其

标即可通于本也, 有必治其本而后可达于标治。∀
对于偶然小荒, !小惠而补王道之偏, 所谓治其标

即可通本也。∀对于大荒, 有仁人君子及时救济,

!所谓治其标而本治不外是也。∀然而,如果人事失

策, 接连闹荒灾, !此救标之术将穷, 不得不反而亟

本治者也。∀ !本治奈何, 曰: 叩阍以为斯民请蠲赋

而已。∀ [ 11]卷七%十一
可见蠲免赋税才是治本之策。

陈龙正以江南重赋为例,论证了如果江南地区因为

承担不起沉重的赋税而导致流亡的话, 田亩荒废的

就越多, 国家的赋税就越没有办法获得。他还指

出, 陕西农民起义也是因为赋重引起的, 因此他主

张 !捐有限之赋,保无穷之民。∀ !塞流亡之源,开衣

食之路。∀,政府要尽量减轻平民的经济负担, 具体

到百姓自身, 要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 提

高抵御灾害的能力。

明史  中对陈龙正的记载是一个好言事, 肯

对朝廷负责的中下级官吏,事实上他还是一个积极

的实施民间救济的社会活动者。在他的家乡嘉善

县, 他将同善会的事业发扬光大。同善会虽创于高

攀龙,但具体措施则详于陈龙正,他共发表了 51次

讲语,将他的许多经世致用的思想付诸了实践。同

时他的许多救荒思想和主张也来源于他组织的这

些民间慈善活动,这一点与其他救荒专家比起来有

很大的优势。比如朱熊就认为广大的平民们在救

荒过程中只能是被动地受国家恩赐的一方。
[ 17] 100

而陈龙正怀着民胞物与的情怀和效率优先的务实

思想,大力提倡并积极的投身到民间自救的活动

中来。

五、民间互助中新的 !贫富 ∀观念
!明末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当时

的社会生活出现了新转向,明代的思想界因而也呈

现多样化,各种思想并存,有保守的, 也有极端的。

表现在救荒领域则是贫富观念的新变化最为突

出。∀ [ 3 ] 49
古代贫富没有道德意义,但是在儒家的早

期传统中, !士 ∀的形象往往与 !贫 ∀联系在一起,士

人喜欢以贫来表示清高。但是这些观念在明代中

后期已不再是主导思想, 陈龙正认为当时 !贫非尽
贤∀,具体说来 !贫者多高,富者多劣, 此其大凡也。

间有家业日落, 未必贤,产值渐滋,未必不尚。勤俭

所致,无损于品。顾有品人自不至太富,富则能散

之,若汰侈成性,妄取过费, 不佚出, 堕尽祖宗之业,

弥彰其不尚且,当得自附于洒落以不问家人产为离

致耶。∀ [ 3] 61
陈龙正认为贫人也有因为生活奢侈, 丧

尽家业而导致的,并非都是清贤之人;而富人也有勤

俭节约的美德,只要不过分就具有正面价值,这是陈

龙正对贫富观念的新的认识。当然,他并没有完全

摆脱传统儒家的价值观, !贫者多高,富者多劣∀一句

可以看出他思想中传统的一面,
[ 3] 61 62

表现出了明末

士人生活在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的心理状态。

陈龙正的这种贫富观念直接影响了他组织民

间慈善活动的目的以及所救济的对象。他认为同

善会除了主要救济贫人外, 还要对平民进行说教,

以促进社会的安定。由于新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导

致富人产生焦虑和不安,贫人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

压力。陈龙正主持同善会,一方面劝谕富人散财行

善, 另一方面安抚贫人集体行善以避厄运,由此以

消除存在于富人与贫人之间的不安定因素, 即 !酿

和气,跳劫运。∀对于同善会救济的贫人, 并不是所

有生活贫困的人,而是符合一定标准的人。陈龙正

订了受惠人的资格, !善款得优先发给孝子, 节妇

等有德行而贫困之人,然后为政府的养济院不收但

又不愿沦为乞丐之贫老病人 ∀, 而衙门中人、僧道

中人、败家子等人则不在其救济范围当中。
[ 3 ] 77
陈

龙正认为有德行的人与败德的人都有可能是穷人,

而因为生活不检点致穷的人与传统意义上的贫贱

之人都不应给予救济。可见陈龙正对可济与不可

济的贫人的划分同样体现了他的贫富观念的复

杂性。

在民间救荒中,以富济贫是一种流传了很久的

传统救济方法,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坚持富人自愿的

原则进行的, 比如通过对其旌表或是减免赋税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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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鼓励富人济贫。明末还通过卖官鬻爵、纳粟入监

等方式换取富人的施济,陈龙正认为这种方式会造

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一旦这些人踏上宦途,就会利

用一切 手段 把曾 经花 去的 钱 成倍 地捞 回

来。
[ 18 ]卷二十五

因此他主张利用社会上出现的新的贫

富观念来劝谕富人施善,他在同善会第七次讲话中

说道: !今既处富贵,天已把个好人看待,何不长行

好事去奏那皇天,这便是上等人家不可不为善的缘

故。∀!虽然明末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但

是并没有完全获得正面意义,富人只有适时的散财

行功才能消除疑虑。∀ [ 3 ] 79 80
陈龙正正是利用了富

人的这种心理来保证富人自愿帮助贫人。除此之

外, 陈龙正还主张运用经济规律,在保障富人的经

济利益的前提下,吸引富人协助官府进行救荒。比

如让富人按照时价出粜, 米多价自平, 最终 !富人
不失利,贫人不忍饿。∀

六、结 语

陈龙正的救荒思想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既继

承了前人的经验,又有一定的时代特色, 当然也有

他的局限性。他生活在一个以人治为主的社会,在

救荒方面更依赖救荒人才的能力与责任心, 无论是

对前人的古法还是当代的法规,甚至其经世致用的

思想,最终都离不开救荒官员的恪己职守。但是把

!救荒 ∀如此复杂庞大的工程单纯交给一两个政府
官员负责, 往往伴随着很多弊端,因此还要健全荒

政制度与相关法律,建立一个完备的救荒系统才能

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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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n Chen Longzheng & s Fam ine Relief Ideas

CHENG Ca i ping
( School ofH istory and Cu lture, S outhw est Universi ty, Chongqing 400715, C hina )

Abstract: Chen Long zheng w as an important pe rson in loca l soc ie ty of later M ing Dynasty, he w as once a student o f Gao

Pan long and w as an o fficial of Nanjing Imper ia l Co llege. The fam ine re lief re la ted con tents in h is Fam ine Re lief Bu lletin and

Jiting Pandect em bod ied a se ries of active fam ine re lie f ideas. H is fam ine re lief ideas include deve lop ing ancesto rs& people based

and liv ing based ideas to focus on v illage relief and to serve a ll the peop le o f the who le country, treating pr incipa l and secondary

aspect of fam ine, fac ing the rea lity and flex ib ly using ancestors& ideas, em phasizing hum an resources in fam ine re lief and putting

ta lents in important po sitions, comb in ing news ideas w ith o ld ones, rede fining the poo r and the rich in non governm enta l relie f

and so on. These ideas re flect summ ar ization of fam ine re lief in laterM ing Dynasty and new deve lopm ent of fam ine re lief and new

idea em ergence at that tim e.

Keywords: laterM ing Dynasty; Chen Longzheng; Fam ine Re lief Bu lletin; Jiting Pandect; applica tion o f ancestors&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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