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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典时期雅典的社会福利
!

曹春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K#M$

摘C要!在古典时期$随着雅典帝国的建立$雅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入了全

盛时期$为改善公共福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城邦以及富人在粮食供应$就业$公共生活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这些措施具有不稳定'公民特征突出等一系列的特点$但其根本目的是

为了缓解贫富差距$稳定城邦秩序#

关键词! 古典时期(雅典(社会福利(奴隶(公民(城邦

中图分类号!1G#F)KC文献标志码!&C文章编号!#HK! O"MG$"!"##$"% O"##M O"H

CC社会福利!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术语!关

于其概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结合学

术界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指在保障

和改善人们基本生活的基础上!为不断提高人们

精神生活质量所采取的政策" 其实!在西方!关于

社会福利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的著

作中!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都强调要注重公共,集体-利益!实现城邦和

谐"

*#+但是!这些思想又是零散%不成体系的" 本

文试图对雅典古典时期具有福利性质的政策进行

考查!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

一%福利政策

进入古典时期!特别是雅典帝国建立后!农业

和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加上盟邦每年的贡金等等!

使得城邦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为改善人民的社

会福利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保证充足粮食供应

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希腊发展农业的自

然条件不佳!而雅典所在的阿提卡更是以土地贫

瘠著称!其地区面积约 ! HM" 平方公里!谷物的种

植面积仅占总面积的 #IM!因此保证雅典人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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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定义%社会福利可能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一个公正社会的理念$这

个社会为工作和人类的价值提供机会$为其成员提供合理程度的安全$是他们免受匮乏和暴力$促进公正和基于个人价

值的评价系统$这一社会在经济上是富于生产性和稳定的&# 转引自陈银娥主编,0社会福利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 页(美国学者威廉姆.X.怀特科对其定义是,一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二是满足人们必须的心理

的'精神的社会交往需要$转引自陈永生,0社会福利概念的探析及我国社会福利模式的选择1$0社会科学1$!""G 年第 #

期$第 FGL%" 页(国内普遍认为福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福利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带有福利性质的服务

与保障措施# 从广义上来说$通常指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通过提供福利设施和相关服务$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充足的粮食供应是城邦的第一要务!是每次公民

大会都会讨论的内容" 早在公元前 $ 世纪到公元

前 H 世纪的#殖民运动$中!希腊人就拥有了斯基

泰%埃及%西西里等富产粮食的地区" 梭伦为了保

证粮食充足供应!下令禁止粮食出口.到庇西特拉

图时!则将政敌的土地分给农民!规定只缴纳#I!"

的土地税!还贷款给农民" 但即便如此!城邦还是

#被迫年复一年地进口粮食$"

*!+

雅典帝国建立后!大量外邦人!和奴隶的涌

入!粮食需求大增!加上当时阿里斯特得斯主张

#劝告人民!抛弃田园!入居城市$

*F+

" 使得雅典

的粮食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

" 据统计!公元前

M 世纪!雅典在最好的年份生产粮食总计不过 %#L

%M 万麦斗!可满足 KM """ 人的需求" 而当时雅典

的总人口约 F" 万*M+

" 为此!城邦设有专门的官员

管理粮食的价格!保证产品的质量!还规定进口粮

食的 !IF 必须在雅典城内出售!从事粮食贸易的

雅典船只必须将谷物运回本土出售!伯里克利执

政时期为了保证进口粮食的安全!设有保护商船

的船队!公元前 %FK 年!雅典远征黑海沿岸地区!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雅典对黑海沿岸这一#粮仓$

的控制"

"二$实行军事移民和解决公民就业

虽然在古典时期雅典工商业有所发展!但仍

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城邦!土地尤为重要!但

如之前提到的!雅典的可耕土地有限!因此!如何

解决少地或无地的人的生计对于稳定城邦秩序十

分关键" #军事移民$

$便是雅典采取的重要手段

之一" 雅典最早的军事移民可能是在公元前 M"H

年打败卡尔息斯后!在当地富人000#骑士$的土

地上安置了 % """ 名移民*H+

" 到客蒙时曾向埃伊

昂%斯基罗斯岛%色雷斯等派遣移民!而伯里克利

也曾#派 # """ 名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M"" 名前

往那克索斯%!M" 名前往安德洛斯%# """ 名前往

色雷斯以与萨尔泰人杂居!当叙巴里斯一带已成

为殖民地!改名图里时!他又往意大利送去一批

人$"

*K+%KF公民在得到土地后!有的自己耕种!有的

则转租给当地,或其他地区-居民收取租金获利"

例如公元前 %!K 年雅典在镇压列斯堡之后就将其

土地分为 F """ 份!除 F"" 份作为圣地之外!其余

的都抽签分给移民!列斯堡人每年每份地交 ! 明

那租金!共达 G" 塔连特*$+

" 雅典人作为征服者使

用当地最好的土地!享有当地最好的待遇!使那些

在雅典城内无地或少地的公民在外邦实现了对土

地的愿望!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盟邦起到监视的

作用"

而对于邦内公民的就业问题!大规模修建公

共建筑是解决方法之一" 庇西特拉图曾对埃琉西

斯举行密仪的大殿进行大规模的改建!还修建了

雅典娜4帕拉斯神庙!得墨忒尔大庙以及改善雅

典人饮水状况的管道" 大量的公共建筑工程提供

了就业机会" 客蒙时期!续修了雅典的城墙!#兴

建一些供公民娱乐的场所!并在城市广场中广植

树木" 在他的关怀下!昔日荒凉缺水的阿卡德米!

变成了绿树成荫拥有良好的林间道路的休憩场

所" 柏拉图创建的著名学府!后来就设在这

里$"

*G+到了伯里克利时期!更是主持兴建了大量

的公共建筑!如帕特农神庙%奥林匹亚宙斯神的大

神庙%雅典卫城的正门%音乐厅%剧场等等!这些公

共场所一般规模都较大!甚至还有可容纳几千甚

至上万人的大剧场" 据相关学者粗略统计(#在

公元前 %%KL%F# 年间!雅典政府共出资 $ """ 塔连

特用于公共建筑业$!

*#"+大量的建筑工程为雅典

人提供几十类的工作岗位" 关于这些参与公共建

筑修建的劳动者的报酬亦有相关铭文史料!#诸

如修建一段长 % 英尺的城墙可得 #M 德拉克玛的

劳酬等$!公元前 M 世纪末建埃瑞克特翁神庙时!

#异邦人%奴隶%公民和建筑师的日薪皆是 # 个德

拉克玛!没有等级贵贱之分$"

*##+*#!+他们#所得到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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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邦人的定义'地位等问题可参阅郭霞0试论雅典的外邦人1$0世界历史1$!""H 年第 % 期(0雅典外邦人的

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1$0安徽史学1$!""H 年第 H 期

%军事移民&是指雅典在武力镇压盟邦暴动之后$常派遣雅典公民前往被征服同盟城邦$占有其土地$通过抽签

分配给那些少地或无地的公民$让其携带家属移居该城邦$被派遣的公民依旧保留雅典的公民权# 另可参阅顾准,0希腊

城邦制度1



的收益!不仅足够支付他们一切的必须费用!而且

还有不少的剩余$"

*##+H!

除了在雅典城中大兴土木外!庞大帝国的管

理工作也为雅典公民增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从

公元前 M 世纪 M" 年代起!就有大批公民成为帝国

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人员!其中#陪审官H """

人!弓箭手 # H"" 人!骑士 # !"" 人!议事会的议员

M"" 人!造船所的卫士 M"" 人!还有城市卫士 M"

人!国内官吏 K"" 人!国外 K"" 人$!战时则#还要

加上重装步兵 ! M"" 人!护卫舰 !" 艘和其他包括

挑选出的 ! """ 人组成的索贡船队$!

*F+*#F+这些

人都是靠公家经费供养的" 此外!伯里克利时还

实行公职#津贴制$(陪审员每日可以获得 ! 个奥

波尔!后增加到 F 个奥波尔.执政官为 % 个奥波

尔.五百人议事会成员则为 M 个奥波尔" 这对公

民因担任公职或参加公共政治活动而耽误的时间

做一定的弥补!也给贫民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

芬利也曾感慨(#没有哪一个希腊城邦象雅典这

样!带薪的公职是如此之多$"

*#%+

"三$救济贫民%公葬烈士和抚恤孤寡

贫民与富人的对立始终是希腊社会的一大矛

盾!在各个时期!城邦和个人都有救济贫民的做

法" 修昔底德就曾提到#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

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

还是非希腊人!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

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

他们做海盗的动机是为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同

时也是为了扶助那些弱者$"

*$+带有#劫富济贫$

的色彩!而在当时人们也将海盗劫掠视为一种英

雄行为"

雅典历史上也有许多富人十分热衷于救济贫

民" 梭伦的父亲就因为乐善好施而致使家道中

落"

*K+#HK客蒙在致富之后!将他在征战中得到的金

钱慷慨地施舍给他的同胞!#他拆除田地上的篱

笆墙!使陌生人和生活窘迫的人可以根据需要毫

无顾虑地取得田地上的收获$!

*K+#H"他向穷人供应

一顿正餐!他让侍奉他的年轻伙伴见到生活窘迫

的年老的市民走上前时就跟他们交换衣服!随从

还前往市场去把钱给人品较好的穷人" 他自己在

城里的家也当做他同胞的公共住所"

其次!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城邦要为其

举行国葬"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就描写了国葬的仪式!战士的遗骨运回后!朋友带

来祭品!仪式举行时!按部落将阵亡战士的尸骨装

入棺材!还会为没有找到尸体的战士置办一个空

灵柩!不论公民还是异邦人都可以参加游行!最后

将其灵柩安葬在市郊一风景如画的公共墓地" 仪

式后还要由负有盛名的人发表演讲"

*$+这种情况

并非雅典特有!在其他城邦诸如普拉提亚对于希

波战争中阵亡在他们土地上的斯巴达人用#公费

向他们致祭!呈献衣裳和其他一切适当的祭

品$"

*$+

至于阵亡战士的家属!城邦还要发放抚恤金"

在每年狄奥尼索斯戏剧节的开幕式上!雅典城邦

都要把同盟诸邦所缴纳的贡赋摆在狄奥尼索斯剧

场的舞台中央!向全体公民展示!同时在战争中牺

牲的公民的子女也一一走上舞台!领取城邦给予

他们的抚恤" 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

的一次演讲也提到(#如果说今天参加葬礼的人

们都已经分享了死者的荣誉!那么对于其他的人

来说!他们的子女们将由公费抚养!直到他们成年

为止$"

*$+

"四$举办公共节日的庆祝活动

大约在公元前 $ 世纪!希腊出现了大量公共

节庆日" 据估计!#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 #%%

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

*#M+

" 最著名的当数泛雅典

娜节和狄奥尼索斯节!这两大节日在庇西特拉图

时都按时举行!妇女!外邦人!甚至奴隶都有机会

参与其中!妇女还有自己的宗教节日!据说狄奥尼

索斯节就是源于农村妇女的狂欢节" 每年第 % 个

月举行的庆祝谷物女神德墨特尔的地母节时!妇

女还可以彻夜不归.外邦人有时也可以经城邦授

权在派里厄斯地区设立自己的宗教仪式.甚至奴

隶也可以参加埃琉西斯秘仪的宗教仪式!克洛尼

亚节还是一个专门为奴隶举办的节日"

*#H+在节庆

时城邦还会组织各种竞技比赛!如赛战车 ,赛

马-%徒步竞走等!由于当时竞技运动的流行!#公

元前 M 世纪末!雅典有许多角力学校!由智者和其

他老师及运动员使用$!

*#K+弗里曼介绍当时雅典

体育过度的现象时提到(#专业的运动员变成了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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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宠坏了的孩子!由公费包养着!身边围着一群崇

拜者$"

*#$+说明这些专业运动学校是由政府提供

经费的" 此外!节日期间还有各种戏剧表演%歌

唱%舞蹈%朗诵%音乐等艺术赛会" 为此还修建了

专门的举办场所!例如!最早的音乐厅就是公元前

M 世纪伯里克利为了泛雅典娜节上的音乐比赛修

建的" 到了公元前 % 世纪还大规模出现了健身

房!但是只限于男性锻炼的项目!其内部还设有讲

演室以及供运动员使用的涂油室%洗浴室等"

许多个人也热衷于筹办各种赛会!庇西特拉

图就曾组织过悲剧合唱队的竞赛活动!像著名的

阿里斯提德%德米斯特克利%伯里克利等都主办过

戏剧演出" 伯里克利#将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

文化事业$

*#G+

!还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 000 !

奥波尔!

!以鼓励公民观赏戏剧.设置优秀剧目

奖!鼓励作家大力创作!使得雅典的戏剧出现百花

齐放的繁荣景象" 也大大丰富了公民的公共生

活!各种娱乐活动不仅#使人们从劳作中得到精

神的恢复$

*$+

!同时也起到了对公民进行道德教

育!增强城邦凝聚力的作用"

二%对福利政策特点的分析

通过以上考查!我们可以得出古代时期雅典

的社会福利具有以下特点(

"一$古典时期雅典富人积极承担了大量社

会职责#但他们常带有某种政治意图

早在梭伦改革时就在根据财产划定等级之

后!规定第一%二等级为#骑士$!他们要负担社会

义务(举办公共庆节!为国家造战舰等" 到了公元

前 H 世纪初发展成了雅典的捐助制度(每年城邦

都要指定一部分富有公民承担城邦的公共支出!

特别是资助戏剧演出%修建战舰" 节庆之前!他们

要负责安排剧本的创作!训练节日的合唱队!并提

供服装付给酬劳等.在国家供给空船只后!从富有

公民中选出的船长们要出资装备船帆%索具等!甚

至还要付薪金" 此外!富有公民在平时和战争时

期还需要向城邦交纳一种#伊匹多斯$ ,6S49+;4;-

的税.在战时等非常时期还要向外邦人和公民征

收名为#伊斯富纳$ ,64;S2+,.-的一种直接财产

税!富人明显要承担更多税额" 虽然这种职责是

国家强制规定的!但富人们却是十分愿意并积极

参与的!这主要是出于对社会的感激!而#这种感

激表现为2荣誉1或2政治职务1$"

*#H+例如客蒙!

戈尔基阿斯就曾评价说他#积聚钱财是为了用!

用是为了博得荣誉 $"

*G+#MG

!普鲁塔克也评价伯里

克利为了对抗客蒙的声誉!但又苦于自己的家财

不够殷实!只好用城邦的公款来收买人心!以对抗

战神山议事会" 甚至当富人在面对控诉等攻击

时!自己曾承担的社会责任便成为他们求得到法

庭宽恕或者轻判的砝码!而且经常奏效"

"二$福利政策主要以公民利益为核心#妇

女%外邦人和奴隶不仅被排斥在外#还是主要受压

迫者

虽然他们被允许参加一些具有全国意义的节

日庆典(泛雅典娜节和狄奥尼索斯节!但是#在雅

典!狄奥尼索斯的冬季庆典%奥斯克福里亚节%乡

村酒神节%戏剧节%花节和城市酒神节等都是完全

具有公民特性的正式仪式$

*!"+

!宗教祭祀之后公

民的集体会餐他们也是不能参加的" 作为雅典的

妇女!#她们不能参与体育竞赛%宴会活动和学术

讨论!希腊戏剧中的女角色也都由男演员扮演!据

说雅典的妇女只能看悲剧!不能看喜剧!因为喜剧

不太雅致$

*!#+L*!%+

.而外邦人!虽然他们在很多领

域对雅典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特别是经济

领域!但是他们却被雅典公民排斥在公共生活之

外!即使是在这两大公共节庆中!他们也始终扮演

的是#配角$!节庆中重要戏剧演出!除了莱奈亚

节以外!都严禁外邦人以领唱或表演者身份参加

剧院的合唱队" 至于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是整

个社会剥削的对象!偶有的微薄福利也是为了防

止他们滋生反抗情绪!以巩固城邦稳定"

"三$用于改善雅典公民福利的资金主要来

源于对异邦的掠夺#使得城邦福利政策具有不稳

定性

随着雅典帝国的形成!雅典掌握了同盟金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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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金的使用权!公元前 %M% 年又将提洛同盟金库

以及约 M """ 塔连特的存款转至雅典!贡金起初

为每年 %H" 塔连特!每四年修订一次!平均也可以

达到 H"" 塔连特!这种贡赋一直到公元前 %#F 年

狄凯里亚战争时才取消!改为征收 M[的进出口

货物的关税!是雅典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且当时

#在雅典卫城内!还存有 H """ 塔连特银币!这个

数字曾经达到 G K"" 塔连特$"

*$+除了用这笔资金

进行海军建设之外!雅典的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

从政津贴等都可以随意挪用" 伯里克利对此的解

释是(

#各城邦没有出一匹马%一条船!一支重甲

兵!只出了些钱罢了" 这笔钱已经不属于出钱的

人!而是属于取用的人了!因为我们已经付过取用

的代价" 我们城邦把军费准备充足之后!就可以

把自己的财富用在这些建设上!它将使雅典的名

声永远流传!他将使财富变成活跃的事业!从中出

现各种工作!供应各样的需求!激发每一种技艺!

推动每一只手!使全城邦的人几乎都能得到工资.

她靠自己的资源!既装饰了自己!也养活了

自己"$

*K+%K%

另外!雅典在镇压盟邦暴动后常常索要巨额

的赔款" 公元前 %HH 年那克索斯的叛乱被镇压!

成为雅典奴役盟邦的首例!公元前 %HF 年镇压塔

索斯!公元前 %FG 年镇压萨摩斯等都要求巨额的

赔款" 而且!雅典还将盟邦案件的审理权掌握在

自己手中!从中所得的诉讼费和罚款是一笔相当

可观的数目!雅典平民可以借此获得一年的薪金!

约有 #M" 塔连特"

*!M+

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巨额的战争费用!

盟邦的暴动不断等使得城邦的国库存款减少!公

民福利的实行也面临困境" 特别是西西里远征!

雅典惨败!公元前 %## 年!城邦掌握在#四百人$

手中!他们颁布新宪法规定(国家收入除了用于战

争以外!不能用做其他用途.一切国家官吏在战争

时期均为无薪俸的!唯有担任九执政官和主席职

位者!每人每日领 F 奥波尔"

*F+而当公元前 %#" 年

阿尔基比阿德斯取得系列胜利!民主在雅典复兴!

津贴制又再次实行!民主党的克莱奥丰修建了伊

瑞克提翁神殿!其首创的观剧津贴!到加里克拉底

时又增加到 F 奥波尔" 但后来!二人都因浪费公

帑被处以死刑"

*F+但到公元前 % 世纪!雅典的岁入

最少的时候只有 #F" 塔连特!

*!H+公民大会每年也

只召开三四次!公共的文化活动以及公共建筑的

修建也几乎停止"

综上所论!一方面!在古典时期!随着雅典帝

国的建立!雅典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进入

了全盛时期!有了改善社会福利的基础.而另一方

面!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政府发放薪金%津贴.富人

承担各种社会责任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主要是雅

典的公民分享城邦财富%荣耀!这既可以培养雅典

人的集体荣誉感!也缓解城邦的贫富矛盾%稳定城

邦秩序" 因此!城邦在保障和改善人们最基本生

活的基础上!也在解决就业%丰富公共生活等很多

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这些措施往往成为个

人谋取政治声望的途径.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

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集体!反映到福利措施上就

是以公民福利为首要!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公民

权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特权的标志.

而雅典帝国本就是建立在对异邦人的奴役基础之

上的!城邦的主要收入亦是来自盟邦!这也就决定

了雅典社会福利的实行是以对异邦的剥削为基础

的" 因此!当战争期间的盟邦暴动和最终的同盟

解散!使雅典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后!福利措

施的实行也就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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