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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李觏的土地思想
!

薛D宁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GG##

摘D要!李觏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思想家#在李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经济思想占有很重要

的地位% 李觏非常重视土地问题#土地思想是李觏经济思想的核心% 针对当时土地兼并日益

激烈引起的社会危害#李觏也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看法% 他的土地思想经历了前后两个时

期#前期主要从分配角度分析#主张平土均田% 后期主要从生产角度批判土地兼并% 李觏提出

了)平土均田*$)井田制*$)农业劳动力*$)尽地力$广垦辟*$)限田*等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

业#保护农民利益的思想%

关键词!李觏&平土均田&井田制&农业劳动力&尽地力$广垦辟&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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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李觏$#""H-#"NH%!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

城人!位于南城旰江边!故又被称作(旰江先生)!

李觏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一生困顿不得意!自称

(南城小草民)

/#0

!他两次应试不第!在家创办了

盱江书院!以教授为业" 他与范仲淹交往密切!是

范仲淹(庆历变法)理论的支持者" 对王安石的

变法也起了一定的思想先驱的作用" 一生未得仕

进!后来经范仲淹&余靖举荐才在太学为直讲!教

授至老" 他一生著书立说!著作宏富!思想深邃!

他的著作都是(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政论!广

泛的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康国济民)为主

旨!被称为(医国之书)" 李觏非常重视土地问

题!因此他的著作当中有很多反映土地问题的"

比如#+富国策,&+平图书序,&+潜书,等都反映

了他的土地思想" 针对当时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引

起的社会危害!李觏提出了很多解决土地问题的

主张" 本文针对李觏土地思想中的一些观点!发

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简单作一些评论"

一$平土均田思想

北宋中期是宋王朝统治下的矛盾日益明显地

暴露!积贫积弱局面开始形成的一个时代" 由于

官僚地主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大量兼并土地!使

广大农民丧失了土地!而北宋的封建土地政策是

对土地的开垦采取自由政策!放任土地的占有和

买卖!对土地的私有加以维护!采取不抑制土地兼

并的政策" 并规定了大官僚大地主享有的种种经

济特权!这种特权的不断扩大使土地兼并日益发

展" 王明清就曾说'($本朝%不抑兼并!曰6富室

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

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0

" 在北宋时

代!大官僚!大地主竟霸占了全国 L"Z的土地!农

民几乎没有土地!到宋仁宗晚年!矛盾更是继续发

展"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已成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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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许多大官僚大地主本身既是土地的兼并者

又是土地的所有者" 如'(宰相王誏的父亲王柞

就是一个(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田宅!家累万

金)

/$0

" 与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的同时!富商

也大肆兼并土地" 因此出现了(贫民无立锥之

地!而富者田连阡陌)

/N0的两极分化局面" 这种

局面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 广大农民由于失去

了土地!沦为客户和游民" 李觏就说'(今之浮

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住户矣")

/I0在

北宋只有主户才纳税!这样就造成了纳税户的减

少!对北宋的赋税来源构成了威胁" 不但如此!这

些无地少地的农民饥不果腹!生活非常悲惨!为生

活所迫可能做抢劫&偷盗等危害治安&危害社会的

事情!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针对北宋中期皇室&官

吏和豪强大肆兼并土地的社会状况!以及由于土

地兼并带来的种种危害!李觏认识到土地兼并的

激烈发展造成的土地占有不均必然对国家的长治

久安产生影响!进而威胁到北宋整个封建社会的稳

定发展!因此!李觏主张抑制土地兼并!如何才能抑

制土地兼并呢5 李觏以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为蓝

本!明确提出了平土均田的经济主张!试图通过实

行分派土地的方法!解决土地占有的不均!维护封

建统治"

李觏一直把吃饭问题看作关系国计民生的大

事!认为封建社会土地问题是社会诸问题中最主

要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在于土地的分配利用"

(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 顾

罕知其本焉" 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

为也" 是故!土也!本也#耕获!末也" 无地而责之

耕!犹徒手而使战也" 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

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 食

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仪!民不可得而教也" 尧舜

复起!末如之何矣* 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

/L0

李觏认为土地才是国家的根本!不先抓住这个根

本问题就去解决其他问题!只能是舍本逐末!往往

是徒劳无益的" 农民没有土地而责之耕种&收获!

就如同士兵没有武器空手去打仗一样!是不可能

取得成功的" 如何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社会现

象!李觏的主张很明确!就是平土均田!也就是国

家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且提出要通

过实行井田制的方法来实现这一构想" (吾民之

饥!不耕乎5 曰'天下无废田" 吾民之寒!不蚕乎5

曰'柔桑满野!女手尽之" 然则如之何其饥且寒

也5 曰'耕不免饥!蚕不得衣#不耕不蚕!其利自

至" 耕不免饥!土非其有也#蚕不得衣!口腹夺之

也" ?未乾!喉不甘矣#新丝出盎!服不缝矣"

巨产宿财之家!谷陈而帛腐" 佣饥之男!婢寒之

女!所售弗过升斗尺寸" 呜呼* 五乃今知井地之

法!生民之权衡乎* 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

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希

矣)"

/%0在这里!李觏明确指出耕作者饥寒痛苦的

主要原因是没有土地" (耕不免饥!土非其有也#

蚕不得衣!口腹夺之也)!造成农民失去土地的原

因是土地兼并!其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

(法治不立!土地不均!富者日常!贫者日削)!土

地占有的不均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形成占有大

量土地的富人!特别是那些(其利自至!巨产宿财

之家!谷陈而帛腐土)!和失去土地的(佣饥之男!

婢寒之女!所售弗过升斗尺寸)" 那么怎么样才

能使耕者得食!蚕者得衣!不耕不蚕的人变成饥寒

者呢5 李觏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实行井田制"

(呜呼* 五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 井

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

不耕不蚕!不饥寒者希矣)李觏认为恢复井田制

就可以实现平土均田!就可以使耕者得食!蚕者得

衣" 人尽其力!自食其力" 农民就可以食足以暖!

不再饥寒冻饿" 那些不耕不蚕!不能自食其力的

人才会变成饥寒者" 井田制实行以后除了(耕者

得食)!(蚕者得衣)!(均则无贫)以外!李觏还说'

(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则无贫!各自足也" 此知

其一!未知其二" 必也!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

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嫁!谷出多而民用富!

民用富而邦财丰者乎* 22若余夫&致仕者&仕

者&贾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则是

人无不耕" 无不耕!则力岂有遗哉5 一易再易!莱

皆颁之!则是地无不嫁" 无不嫁!则利岂有

遗哉5)

/H0

"

(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兴材征!一洛经用"

无多而自安!无贼于粮食!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

上务" 虽关百圣!何以易此5)

/H0LL李觏进一步指

出!在农民得到土地以后!就可以把土地和劳动力

充分结合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能参加生产劳动!当

官者和大地主也不例外!所有的土地都能种上庄

稼!做到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嫁" 劳动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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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土地的充分使用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劳动力

和土地的充分结合!农业生产才会发展!国家的财

富才会增多!才会达到(民用富而邦财丰)的目

的" 平土思想是李觏早期的土地思想!他提到了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最重要的!没有土地就无法

生产" 但是!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分配问题上!指

出了土地兼并造成了贫&富的严重分化和贫民的

困苦"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只有平土均田" 他后

来的土地思想开始摆脱了从分配角度批判土地兼

并转而从生产角度来分析土地问题" 这反映了李

觏土地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在谈到土地和生产关

系上!李觏主要是从土地和劳动力的关系方面来

分析的"

二$农业劳动力思想

李觏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必须保证一定的劳

动量!才能使生产正常进行" 但是由于土地兼并

造成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相脱离!贫民没有土地耕

种!为了维持生计只有(逐末)&(冗食)!即靠做小

商小贩来维持生计!当帮闲或不经常的非正当的

职业维持生活!相反富民虽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但

是他们只知道过(乘坚驱良!食有粱肉)

/N0#GNM#GI的

寄生生活!不会自己去耕作" 这样势必造成一种

贫者欲耕或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的劳动力和

土地相脱离的情况!这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 因

此李觏提出了驱冗者和驱逐末者归农的思想" 要

使耕者众就必须使脱离农业的人回到农业生产中

来" 因此李觏主张要 (先行抑末之术以驱游

民)

/N0#GI也就是通过抑制末业的发展!增加劳动

力" 让游民回归土地" 李觏认为要富国举要使劳

动有能力的人都从事劳动!他说'(天之生民未有

无能者也" 能其事而后可以食!无食而食!是众之

殃!政之害也" 事故圣人制天下之民!各从其能!

以服于事!取有利于国家!然后可也")

/H0LL也就是

劳动才有饭吃!不劳动者不得食" 并把无事而食

者看成(众之殃!祸之害)" 李觏非常重视劳动力

的问题!因此!他把驱游民看作是(富民之大本!

为国之上务)"

/H0LL游民包括冗食者和逐末者" 驱

游民特别是驱冗者是李觏富国思想中重要的一

项" 冗民有四种'一是缁黄&即指和尚&道士" 当

时为佛寺道观服务的人有几百万人!他们(广占

良田利宅&美衣饱食&坐谈空虚以曜愚俗)"

/#"0#G%

缁黄的存在给当时的社会危害带来了大量的危

害!造成了(男不知耕而农夫食之!女不知蚕而织

妇衣之)" 他们(大量占有山泽土地#营缮之功!

岁月弗已!驱我贫民!夺我农时)" 而且由于他们

不服徭役!朝廷布施和斋僧的道人众多!结果是

(民财以殚!国用以耗)"

/##0#$#针对这种情况!李觏

要求削缁黄!使这些无事而食的僧道还俗归农!让

他们自己耕织" 这样就可以(农夫不缀食)!(织

妇不缀衣)! (徭役乃均!民力不困)!(财无所食!

食无所斋!民有羡余!国以充实)! (弃末反本!尽

缘南亩)"

/##0#$#二是官府之奸!指各级官府机构中

多余的吏役和投机钻营的人" 这些人(

!

名待

阙!佣书雇纳!请嘱营之流!动以千计" 内满官府!

外填街陌!交相赞助!招权为奸!狗偷蚕食!竭人膏

血)"

/#"0#G%M#GH对这类冗食之民!李觏坚持要求整顿

吏治!严惩贪官污吏!这样那些得不到官府利益的

奸吏就少了" 为了生存他们会重归于农" 这样驱

奸吏之于农的目的也可以达到了" 三是方术之

滥!即指巫医卜相等各种迷信职业者" 这些人

(肩向摩!?相击)

/#"0他们从事迷信诈骗活动!

(或托淫邪之鬼或用亡验之方或轻言天地之数或

自许人论之鉴迂怪矫妄猎取财物)

/!"0针对这种

人!李觏认为要用严厉的手段取缔方术活动!对继

续从事诈骗活动的人要论法处置" 而且要设立医

生学校!培养医生" (其余妖妄托言祸福一切禁

绝")"

/#"0#$"使这些巫术之人不再有继续期妄诈骗

的空间" 他们就不得不归农了" 四是声伎之奸!

指以歌舞!戏曲!杂技!下棋及养玩鸟兽之人" 李

觏是非常排斥民间艺人的!他把歌舞乐技视为上

层统治者专有!它要求(令民家毋得用乐!衣冠

之5 勿纳俳戏!申命关防!呵其过往)

/#"0#$"这里反

映了李觏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他土地思想的

本质是站在国家立场上!从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

久安考虑的" 逐末者是从事工商业者!对于这类

游民!李觏不是要全部的工商业者驱归于农!考虑

到工商业的一定作用!主要让那些小商贩即从事

奢侈生产和流通的人驱之归农" 李觏认为(用物

有限则工商亦有数)

/#"0#G%他认为工商业所生产和

流通的都是有用之物!李觏认为社会上工商业的

总量应该限制有数!如果工商业数量过多!过多的

工商业者就会变成游民" 对从事商业者的数量李

靓也提出了一个标准" 根据生产和流通(用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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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确定工商业者的数量标准" 用物就是指生

活必需品以及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所必需的生产

资料" 社会中生产的物质资料如果全(是用物)!

工商业者的数量是合适的!应驱之归农" 总之!李

觏认为投入农业的劳动力越多越好" 李觏认为只

要能够(去冗)!驱赶游民回归农业生产!就可以

解决游民问题!保证农业劳动力的数量"

在谈到劳动力的问题上!李觏认为发展农业

生产!除了要使耕者多以外!还要增加农业产量"

他提出了两种增加农业产量的方法" 一种是尽地

力!也就是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一种是

广垦辟!也就是扩大耕地面积" 他说'(民之大

命!?米也" 国之所宝!租税也" 天下久安矣!生

人既庶矣!而?米不益多!租税不益增者!何也5

地力不尽!田不垦辟也")但是由于土地兼并!造

成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相互脱离!劳动力的缺乏使

得'(天广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 天期地则风雨

之急!又莫能相救!)结果是'(地力不可得而尽

也")虽然(山林薮泽原隰之地)!但可垦辟者却

是!(贫者则食不自足!或地非已有!虽欲用力!末

有也已")!(富者则恃其财雄!膏腴易致!孰肯役

虑於 灾 畲 之 事 哉5) 结 果 是 (不 可 而 垦 辟

也")

/N0#GNM#GI地力不尽!?米不多!田不垦辟!则租

税不增!那么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了" 因此!必

须增加农业劳动力!把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这

样才能实现尽地力和广垦辟!?米才会增多!租税

才会增加" 农业生产才会发展!国家财富才会增

加!封建统治才会长治久安" 那么!如何采取措施

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呢5 李觏提出了限田

方案"

三$限田思想

李觏虽然多次提到通过井田制来实现平土均

田!但是他知道土地私有占支配地位!而且北宋中

期!土地的绝大部分已经被私人占有!封建国有土

地数量很少!要实行以土地国有为主要形式的古

代井田制!很难以实现" 因此!李觏认识到原先主

张实行井田制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提出了把土地

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限田主张" 限田就是通过限

制贵族&官吏占田!抑制土地兼并!达到保护中小

地主所有权和经济利益的目的" 早在李觏提出限

田之前!北宋政府就已经实行过限田的方案了"

公元 #"!! 年!就有人上书要求均赋役!立田制!仁

宗下诏限田!规定最高限额分三十顷和十五顷两

种!一家土地只能在一州以内" 李觏的限田是在

不触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之下!实行限田" 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是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

一方面是用爵位奖励开垦荒地!(有垦田及若干

顷者!以次赏之")

/N0#GI李觏认为限制占田以后!

(兼并不行)!(土地必贱)!(田易可得)

/N0#GI被赶

回农村的人就可以购买土地!一心于农!而没有能

力购买田人!也可以佃耕地主的土地!(依富家为

浮客!则富家之役使者众#役使者众!则耕者

多")!(地力可尽矣)"

/N0#GI这样就实现了土地和

劳动力的结合!同时由于限制地主占有熟田!但开

荒没有限制!还可以得到爵位" 这样就会促使地

主雇用佃农(务垦辟矣)

/N0#GI李觏的限田方案是

在维持封建地主土地私有的前提之下!通过限田

维护和发展租佃制度解决劳动力和土地分离的社

会问题" 他对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却不敢有任何的

冒犯!因此他提出的限田主张是妥协和软弱无力

的" 他的限田措施对占田数额未做具体规定!对

超额占田也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理办法!这对地主

阶级来说根本起不到限制作用" 他的限田思想只

能是一纸空文" (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儿

即费)

/G0

" 他的奖励垦田措施规定地主可以无限

开荒!(有能垦辟者!不限期数)

/N0#GI

" 这种规定

的本意是要鼓励地主致力于开垦荒地!但在限田

缺乏有力措施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是不肯舍弃土

地兼并转而致力于开垦荒地的"

四$土地思想的评价

土地思想是李觏富国体系下所探讨的一个经

济问题!李觏的经济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富国&理

财" 李觏以前就有在富国体系下探讨经济问题

的" 荀况就曾写过+富国论,的专篇!荀况以后!

中国经济思想仍然在富国的课题下探讨各种经济

问题!但大多数过于简单!并没有形成体系" 而李

觏以富国为总课题探讨各种经济问题!已经形成

了一个以富国之学的形式出现的完整的经济思想

体系" 李觏以富国为目的的经济思想对范仲淹和

王安石的经济改革也都起了舆论先导的作用"

土地是农业的根本!国家的根本" 因此李觏

十分重视强本思想" 强本思想是富国的基本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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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李觏的土地思想就是从富国的角度和国家的

利益来考虑的" 他的土地思想一是要求平均分配

土地!体现了国家控制和干预经济!二是从生产角

度把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 李觏前期的平土思

想并无超越前人之处!后期认识到分析均土地兼

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分析

土地问题打破了传统的土地思想!使传统的土地

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李觏的土地思想虽然

认识到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的基础!但是

并没有认识到土地私有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

认识到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这种制度的性质!私

有制度在封建社会是不会消亡的" 因此他所设想

的平土均田和限田方案不能实施的根本原因也是

土地私有制造成的" 和李觏同时代的有很多思想

家也都提出了对土地问题的看法!比如苏洵&张载

等!他们也都提倡平土均田&恢复井田制&限田等!

苏洵对土地兼并及土地私有的认识深度和李觏

比!其对租佃关系和地租剥削的分析!比前人更具

体" 但他没有认识到分析田制的优劣首先要看它

对生产力的作用!他主要从土地分配不均和贫富

分化的角度去考虑的!在这方面是不能和李觏相

提并论的" 但是他们和李觏的土地思想有着同样

的特点!就在于思想本身的矛盾性!一方面是理论

上的激进!一方面是实施上的软弱和妥协" 这种

矛盾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于没有否定封建土地私有

制!他们所主张的土地方案只是在不触动土地私

有的情况下来实施的" 他们没有认识到封建土地

私有制这种制度是土地兼并发展的真正原因!因

而!他们设想的土地方案最终走向了失败" 这种

土地思想的矛盾也是当时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存在

造成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时代特有

的矛盾的反映"

(参考文献)

'#( 李觏)李觏集!卷第二十七"'1($上余监丞书'&()北

京+中华书局##H%#+!HI)

'!( 王明清)挥尘后录余话!卷一" '1()-祖宗兵制名枢

廷备检.条'&()

'G( 宋史'1()食货志'&()

'$( 宋史'1()王誏传'&()

'N( 李觏)李觏集!卷第十六" '1()富国策第二'&()北

京+中华书局##H%#)

'I( 李觏)李觏集!卷第二十八"'1()寄上孙安抚书'&()

北京+中华书局##H%#)

'L( 李觏)李觏集!卷第十九"'1()平土书序'&()北京+

中华书局##H%#)

'%( 李觏)李觏集!卷第二十"'1()潜书一'&()北京+中

华书局##H%#)

'H( 李觏)李觏集!卷第六"'1()周礼之太平论2国用第

三'&()北京+中华书局##H%#+L%)

'#"( 李觏)李觏集!卷第十六"'1()富国策第四'&()北

京+中华书局##H%#+#G%)

'##( 李觏)李觏集!卷第十六"'1()富国策第五'&()北

京+中华书局##H%#+#$#)

"责任编辑!杨D睿#

F"K'B(5.&K#"2D+(5/+*&

R=AE5-3

$.#$)*21)* M$:/(%8)19-:71+4! .#$)*21)* $"#GG#! .#1)(%

!7&*.#6*'

[5b+, Q.<.- 5]'+(?.-??25-W7(5- ?27]5::/7E+(?2 @+-3U9-.<?9.-: 25<78+-+]58?2+,32?<?++W >7(95]'+(?.-?'+M

<5?5+- 5- 25<Q2+/7?2+,32?<9<?7])[5b+, '.5: 3(7.?.??7-?5+- ?+/.-: '(+\/7].-: 25<?2+,32?<+- /.-: Q7(7?278+(7+025<78+M

-+]58?2+,32?<)&88+(:5-3?+<+85./8(5<5<0(+]]+(7.-: ]+(7<7(5+,</.-: .--7X.?5+-! [5b+, ',?0+(Q.(: 25<+'5-5+-<+- /.-:

'(+\/7]<)d5<?2+,32?<+- /.-: 7X'7(57-87: ?Q+'7(5+:<<,82 .<7>7-/9.//+8.?5-3?27/.-: \.<7: +- ?27-,]\7(+0'7(<+-<0(+]

?27.-3/7+0:5<?(5\,?5+- 5- ?2705(<?'7(5+: .-: 8(5?585a5-3/.-: .--7X.?5+- 0(+]?27.-3/7+0'(+:,8?5+- /.?7/9)[5b+, '(7<7-?7: 5M

:7.<0+(:7>7/+'5-3.3(58,/?,(7! '(+?78?5-3?275-?7(7<?+0'7.<.-?<.-: (7<?(58?5-3/.-: .--7X.?5+- <,82 .<7>7-/9.//+8.?5-3?27

/.-: \.<7: +- ?27-,]\7(+0'7+'/7! ?27E5-7@4,.(7<@9<?7]+0/.-:! 5-8(7.<5-3.3(58,/?,(.//.\+(<! :7>7/+'5-3.(.\/7/.-:!

/5]5?5-3?27/.-: +0\53/.-:/+(:<.-: <++-)

8,% 9(.2&'

[5b+,# 7>7-/9.//+8.?5-3?27/.-: \.<7: +- ?27-,]\7(+0'7+'/7# E5-7@4,.(7<@9<?7]+0/.-:# .3(58,/?,(.//.M

\+(# ,<5-3.3(58,/?,(.//.\+(?+:7>7/+' .(.\/7/.-:# (7<?(58?5-3?27/.-: .(7.+0\53/.-:/+(:<

II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