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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英国 14 一 16 世纪的农业生产力有 了很 大提高
,

庄园经济随着农奴制的解体而衰

落
。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
,

农村手工业品市场不断扩大
,

农村雇佣劳动者也 日益增多
。

因此
,

乡村中的商品经济逐渐成长
。

正是在此基础之上
,

英国的封建经济结构才得以在乡村顺利地实现 了

转变
,

由此推动英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

并为 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
、

工业革命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和

社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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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 16 世纪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这一时期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
。

英国由一个农业国转变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

它的发展与 14 一 16 世纪英国

乡村的变化不无关系
。

本文仅从一个侧面
,

即 14 一 16 世纪英

国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来讨论英国在前工业时代乡村经济

的变迁
。

一
、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14 一 16 世纪英国农业生产力有 了很大提高
。

这一时期
,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农业技术的进步
。

14 世纪
,

在

苏塞克斯巴特尔修道院的土地上
,

人们采用 了一系列新技

术
,

如在休耕期间种豆以恢复地力
;
在土地上多施肥料

;
加大

种子量以排斥杂草生长等
,

结果产量往往达到播种量的 6

倍
,

小麦每英亩最高可达 15
.

2 蒲式耳
,

大麦和燕麦则为 20
.

97 蒲式耳①
。

在其它地方
,

也推行草田轮作
,

不再把草地和耕

地长期分开
,

在耕地上则休耕时推广种植豆科植物
,

利用豆

科植物固氮能力提高地力 ; 此外还扩大牲畜饲养以广积肥

料
。

这种趋势 15 世纪仍在继续
。

重犁的广泛使用也提高了粮

食产量
。

16 世纪前后
,

耕 犁 得 到 进 一 步 改 进

。

农 民 因 地 制 宜

,

制 造 出 不 同 式 样 的 犁

,

以 便 更 好 地 发 挥 耕 犁 的 效 率

。

例 如

,

萨

默 塞 特 郡 的 耕 犁 有 一 个 长 而 细 的 犁 梁

,

肯 特 郡 的 耕 犁 都 安 有

犁 轮

。

16 世纪耕 犁的制作不但 因地制宜
,

而 且 日
趋 专

业
化

。

当 时 许 多 地 区 农 民 所 使 用 的 犁 都 是 他 们 的 邻 居 铁 匠

、

木 匠 或

轮 箍 匠 制 作 的

,

这 些 犁 在 结 构 上 和 以 前 的 犁 相 比 使 用 了 更 多

铁

② 。

14 一 15 世纪英 国经济 的变化 已为众多 国 内外 学者所证

明
,

即 基 于 农 业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

这 一 时 期 英 国 的 庄 园 经 济 业

已 随 着 农 奴 制 的 解 体 而 衰 落

。

由 于 货 币 地 租 的 流 行

,

使 得 乡

村 商 品 货 币 关 系 不 断 扩 展

。

除 地 租 外

,

当 时 各 种 其 它 捐 税 罚

金

,

如 进 庄 费

、

继 承 税

、

婚 姻 税

,

以 及 庄 园 法 庭 罚 金 等

,

都 主 要

用 货 币 支 付

。

据 史 家 研 究 表 明

,

在
1 3 5 2

年
,

威 尔 特 郡 的 卡 塞

尔 库 姆 庄 园 的 农 奴 劳 役 全 部 被 废 除

,

均 折 算 成 货 币 地 租

③ 。

农 奴 劳 役 租 的 废 除

,

代 之
以

货 币 租

,

这 个 现 象 在 英 国 历 史 上

是 重 大 的 变 革

。

过 去

,

英 国 的 农 奴 不 仅 无 人 身 自 由

,

而 且 缺 乏

迁 徙 自 由

、

买 卖 土 地 和 其 它 重 大 财 物 的 自 由

、

婚 姻 自 由

、

财 产

继 承 自 由 等 等

。

另 外

,

农 奴 没 有 自 由 人 所 具 有 的 某 些 其 它 权

利

。

他 们 对 其 耕 种 的 土 地 没 有 任 何 所 有 权

,

为 了 能 使 用 这 一

小 块 土 地

,

要 对 封 建 主 负 担 沉 重 的 劳 役

,

而 劳 役 之 重

,

往 往 一

周 三 天

。

他 们 不 能 自 由 离 开 其 主 人

,

可 由 主 人 任 意 处 罚

、

监 禁

或 拷 打

。

因 此

,

农 奴 被 牢 牢 地 附 着 在 土 地 上

。

据 史 家 估 计

,

农

奴 的 户 数 多 至 占 农 户 的 60 %①
。

除 此 而 外

,

英 国 过 去 还 有 一

些 自 由 农 和 大 量 的 半 自 由 农

。

科 斯 敏 斯 基

、

希 尔 顿 等 认 为 他

们 在 农 户 中 所 占 比 例 在 整 个 英 国 几 近 半 数

⑤ 。
这 些 自 由 及 半

自 由 农 也 领 种 封 建 主 的 小 块 土 地

。

自 由 农 一 般 只 担 负 定 额 货

币 租

,

也 有 其 它 轻 微 实 物 或 劳 役 负 担

。

半 自 由 农 担 负 的 一 些

义 务 类 似 农 奴

,

有 较 重 的 劳 役

,

交 纳 继 承 税 及 结 婚 税

,

离 开 庄

园 须 征 得 领 主 的 同 意

。

而 今 随 着 商 品 货 币 关 系
日 益 深 人 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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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领 主 需 要 的 货 币 量 不 断 增 加

,

劳 役 地 租 对 他 们 来 说 已 没

有 多 大 意 义 了

,

于 是 改 而 采 用 货 币 地 租

。

虽 然 领 主 在 把 劳 役

租 折 成 货 币 租 的 过 程 中 加 强 了 对 农 奴 的 盘 剥

,

但 此 后 领 主 除

了 坐 收 货 币 租 而 外

,

一 般
已 不 能 过 多 地 干 涉 和 管 制 农 奴 的 日

常 经 济 活 动

。

农 奴 因 此 获 得 一 定 程 度 的 经 营 自 由

。

农 奴 对 领

主 的 人 身 依 附 关 系 也 随 之 松 弛

。

领 主 为 了 获 得 更 多 的 货 币

,

还 经 常 让 农 奴 用 金 钱 赎 买 人 身 自 由

。

据 13 一 14 世纪温切斯

特主教档案记 载
,

该 主 教 所 属 庄 园 农 奴 解 放 的 数 量

,

平 均 每

年 不 少 于
5
人
⑨ 。
另 外

,
1 3 4 8

一
1 3 4 9

年 的 黑 死 病
、
1 3 8 1

年 的 农

民 起 义 对 劳 役 制 的 消 失
、

农 奴 制 的 瓦 解 也 起 了 一 定 的 作 用

。

到
1 4
、

15 世 纪
,

农 奴 制 在 英 国 基 本 上 已 经 消 亡 了

。

既 然 农 民

负 担 的 各 种 封 建 义 务 业 已 主 要 折 算 为 货 币 支 付

,

这 个 时 期 比

较 普 遍 的 情 况 是

,

农 民 进 行 生 产 已 不 再 像 过 去 那 样 仅 局 限 于

维 持 自 己 生 活 和 向 领 主 缴 纳 贡 赋 所 需

,

而 是 开 始 转 向 市 场

:

为 获 取 货 币 而 扩 大 某 些 市 场 所 需 作 物 的 生 产

。

同 时

,

农 业 生

产 既 然 面 向 市 场

,

则 要 求 农 业 生 产 力 的 更 快 提 高

。

而 农 业 生

产 力 的 迅 速 提 高

,

又 会 导 致 农 产 品 (包 括 作 为 工 业 原 料 的 农

副 产 品 ) 商 品 化 程 度 进 一 步 加 深
。

希 尔 顿 研 究 了 14 世纪英国的乡村
,

发 现 农 民 之 间 商 品

交 易 频 繁

,

出 售 的 产 品 主 要 是 牲 畜

,

其 次 有 手 工 品

,

还 有 少 量

谷 物

。

有 的 农 民 养 许 多 羊

,

目 的 就 是 为 了 出 卖

。

农 民 出 售 的 另

一 大 宗 商 品 是 麦 酒

,

各 村 都 有 专 事 出 售 的 酿 酒 户

⑦ 。
养 羊 业

的 发 展 及 其 市 场 化 表 现 得 最 为 突 出

。

博 尔 顿 在 解 释 14
、

巧 世

纪 的

“

约 曼
” ( Y eo m an ) 时

,

认 为 他 们 是 以 不 同 方 式 ( 自 由持

有
、

租 地

、

公 薄 持 有 等
) 占有 60 英亩左右土地的富裕农民

,

使

用 雇 工 劳 动

,

为 市 场 生 产 粮 食

、

羊 毛 或 其 它 农 产 品
⑧ 。
克 拉 潘

描 述 那 些 为 出 卖 羊 毛 而 养 羊 的 村 庄 时 说

:

英 国 的 乡 村 各 阶 层

都 养 羊

,

在 有 正 规 组 织 的 二 圃 制

、

三 圃 制 庄 园 和 村 庄 中

,

养 羊

业 是 谷 物 种 植 这 个 传 统 行 业 的 重 要 部 分

。

各 庄 园 中 养 着 各 类

不 同 的 羊 群

。

在 南 威 尔 特 郡 三 个 修 道 院 所 属 的 地 产 中

,

有 一

半 以 上 的 佃 户 都 拥 有 羊 群

。

在 一 个 大 村 庄 中

,

平 均 每 个 佃 户

约 有 20 只羊⑨
。

据 载

,

英 国
1 3 4 7

一
1 3 4 8 年 出 口 的 宽 幅 呢 为 4

千 余 匹
,

而 这 个 世 纪 最 后 20 年出口的宽幅呢几乎比前期增

长了 10 倍
。

15 世纪 中后期又分别增加 1 万 余 匹
。

自 15 世纪

末 至 16 世纪
,

英 国 宽 幅 呢 出
口

量 又 增 加 了 两 倍

L 。
由 于 自 14

世纪 以来
,

城 市 呢 布 业 的 急 速 衰 退

,

所
以

宽 幅 呢 出 口
量 的 增

加

,

大 部 分 是 源 自 乡 村

。

不 仅 如 此

,

自 14 世纪后期 以来英 国

国内呢产量也是 成倍地增长
,

这 其 中 主 要 原 因 就 是 乡 村 农 产

品 商 品 化 程 度 的 提 高

@ 。

二

、

乡 村 手 工 业 品 市 场 的 扩 大

随 着 农 奴 制 的 消 亡

,

乡 村 自 然 经 济 解 体

,

乡 村 居 民 对 手

工 业 品 的 需 求 量 也 在 不 断 增 长

。

在 14 世纪 自给 自足 的庄 园瓦解 前
,

整 个 庄 园 是 一 个 封

闭 的 经 济 体 系

,

包 括 森 林

、

牧 场

、

水 源
以
及 一 些 附 设 手 工 设

施

,

如 磨 坊

、

面 包 炉 等

。

农 奴 除 了 在 领 主 自 营 地 和 自 己 的 份 地

上 耕 作 外

,

其 劳 役 还 包 括 为 领 主 提 供 一 些 手 工 业 劳 动

,

如 制

作 铁 器

、

金 银 器

、

皮 鞋

、

刀 剑

、

酿 酒

、

制 作 面 包 等

。

总 之

,

一 切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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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品 均 靠 庄 园 生 产

。

随 着 庄 园 的 瓦 解

,

庄 园 里 的 许 多 手 工 作

坊 渐 被 废 弃

,

农 民 和 乡 村 的 绝 大 部 分 日 用 消 费 品 必 须 依 靠 市

场 供 给

。

1 4
、

15 世纪 以来
,

由 于 商 品 经 济 深 人 乡 村

,

货 币 成 为

人 们 追 求 的 目 标

,

由 此 带 动 农 业 生 产 日 益 专 业 化

,

进 而 促 进

了 人 们 对 手 工 业 品 的 需 求

。

因 为 人 们 对 日 常 手 工 业 品 的 需 求

必 须 以 其 经 济 收 人 有 盈 余 作 保 障

,

并 且 随 着 年 收 人 的 增 加

,

手 工 业 品 的 需 求 量 也 会 增 长

,

因 此

,

我 们 可 以 从 考 察 这 一 时

期 农 民 纯 收 人 增 加 的 情 况 人 手

。

14 一 16 世纪 英国乡村粮食作物 的增产比较迅速
。

布 里

伯 雷 指 出

,

14 一 15 世 纪英 国城市 发展
,

工 商 业 兴 盛

,

而 当 时

英 国 又 不 进
口 粮 食

,

所 以 当 时 必 然 有 许 多 商 品 粮

,

而 当 时 农

业 人
口

减 少

,

土 地 抛 荒

,

耕 地 缩 减

,

因 此

,

他 推 测 农 业 生 产 率

定 有 所 提 高

,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增 加

,

否 则 难 以 满 足 粮 食 需 求

L 。

据 范

·

巴
斯 计 算

,

16 世 纪 以后
,

英 国 小 麦

、

裸 麦

、

大 麦

、

燕 麦

四 种 谷 物 的 平 均 收 获 比 例 由 15 世纪中期的 l
:
4

.

7 增 至 1
:
7
。

班 纳 特 对 英 国 小 麦 产 量 的 研 究 表 明

,

1 4 5 0一 1 500 年每亩产

量稳步增长至 9 蒲 式 耳
L 。
科 尔 曼 的 估 计 也 与 此 较 为 一 致

,

他

认 为
1 4 5 0一 1 6 5 。 年 间

,

小 麦 平 均 亩 产 增 加 了 30 % @
。

那 么

,

这 一 时 期 农 民 的 地 租 支 出 增 减 趋 势 又 怎 么 样 呢
?

利 普 森 考 察 英 国 国 王 特 许 文 书 档 案 后 发 现
,

农 民 抗 拒 劳

役 和 减 租 斗 争 十 分 普 遍

。

在 理 查 二 世
( 1 3 7 7

一
1 3 9 9

年 ) 时 代
,

有 此 类 斗 争 记 载 的 年 代 就 占 了 一 半

。

到 15 世 纪中期
,

减 租 斗

争 达 到 顶 点 并 颇 有 成 效

。

如

:

沃 里 克 的 莱 特 霍 恩 庄 园 的 租 金

总 额

,

在 14 世纪 末的 10 年间降低 。
.

08 %
,

至
1 4 3 7

年 下 降

2/ 3 以 上
。

戴 尔 将 伍 斯 特
8 个 庄 园农 民 持 有 地 15 世纪的租

金与 1 2 9 9 年 的 租 金 作 了 比较
,

发 现 农 民 持 有 地 的 租 金 从 13

世纪末至 15 世纪下降幅度相 当大
。

其 中

,

比 伯 里 庄 园 下 降 最

多

,

达 58 %
,

肯 普 西

、

汉 普 顿 分 别 下 降 38 %和 32 %
,

汉 伯 里

、

怀 特 斯 通 分 别 下 降 27 %
、

25 %
,

布 里 顿

、

亨 伯 里 分 别 下 降

19 %
、

n %
,

克 里 福 下 降 了
。

.

4%帅
。

希 尔 顿 列 举 了 若 干 郡 的

实 例 说 明 14 世 纪中叶至 15 世纪末租金 的下降几乎 是普遍

现象
。

例 如

:

诺 福 克 郡 北 部 在 14 世纪 70 年代每英亩租金为

n 便士
,

到 15 世纪中叶降至仅 6
个 便 士
L 。
再 从 租 期 看

,

15

世纪初
,

农 场 租 期 多 为 10 年以内
.

很 少 有 超
过 20 年的
。

到 15

世纪中期
,

租 期 延 长 到 20 年
、

40 年以至更多
,

到 16 世 纪初
,

虽 然 偶 尔 有 50
、

60 年租期的
,

但 最 通 常 的 是 70
、

80 年甚至达

99 年
L
。

总 之

,

自 14 世纪 中期至 15 世纪末
,

地 租 租 金 普 遍 下

降

、

租 期 延 长

,

农 民 由 此 普 遍 获 利 非 常 明 显

。

英 国 著 名 经 济 史 家 罗 杰 斯 对 一 个 有 20 英亩耕地的自由

佃农的生活水平作过估算
。

此 户 农 民 全 年 总 计 收 人
4
镑
。

这

家 人 的 生 活 费 用

,

一 年 消 耗 小 麦
4
夸 特 (l 夸 特 ( q

u
盯

t e r ) 一 8

蒲 式 耳 )于 食 用
,

共 需
1
镑

3
先 令

;
一 年 还 用

2
夸 特 大 麦 制 啤

酒
,

合
7
先 令 7

便 士
;
每 年 吃 肉 共 需 16 先令 8

便 士
;
用 来 买

衣 服 的 钱 计 17 先令
;
总 共 支 出

3
镑

4 先 令
9
便 士
。

因 此

,

该

农 户 每 年 约 有
1
镑 的 盈 余
。

美 国 学 者 格 拉 斯 根 据 南 汉 普 郡 温

切 斯 特 主 教 区 所 属 克 劳 莱 庄 园 的 档 案 材 料

,

对 一 个 有 16 英

亩地的 中等农 民和一个有 5
.

5
英 亩 地 的 贫 民 在

1 3
、

14 世 纪

的生活水平 进行了估算
。

这 个 中 等 农 民 在 一 般 年 份 全 年 净

收 人 总 计

2
镑 15 先令 7

便 士
,

在 荒 年 也 可 结 余
1
镑 16 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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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便 士
。

有
5

.

5
英 亩 地 的 贫 农

,

一 般 年 份 年 净 收 人 计 15 先令

n 便士
,

如 遇 荒 年

,

也 有
6 先 令 9

.

5
便 士 结 余
。

这 两 户 农 民

日 常 开 支 有 修 葺 房 舍

,

购 买 农 具

,

酒 店 花 销

,

买 调 味 品 及 药 品

等

。

有 16 英亩地 的中等农 民还可花钱修理他 的犁和马车
,

也

可 为 自 己 买 新 帽 子

,

也 可 为 妻 子 买 件 新 衣 服

。

而 只 有
5

.

5
英

亩 地 的 贫 民 则 刚 够 支 出 必 要 的 花 销
。

贝 涅 特 对 一 个 有 全 份 份

地
( 约 20 一40 英亩 ) 的农 民的 生 活状 况所 作 的估 算 与 上 面 所

述 情 况 较 为 一致
。

该 农 户 全 年 可 余

1
镑 15 先令 4

.

5
便 士 作

为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的 开 支
L
。

费 尔 普 斯

·

布 朗 曾 对 16 世纪英国

家庭开支进行过计算
。

结 果 表 明

,

穷 人 的 收 入 有 80 %用于购

买食物
,

10 % 用于添置衣服
,

住 房

、

家 具 等 方 面 的 开 支 接 近 于

1 0% L
。

农 民 的 全 年 收 人 有 了 剩 余

,

购 买 手 工 业 品 的 能 力 也 就 相

应 增 加

。

农 民 的 生 活 需 求 主 要 限 于 衣

、

食

、

住

、

行 四 个 方 面

,

其

中

,

食 物 上 的 需 求 比 较 固 定

。

住 房 翻 新 的 周 期 一 般 都 相 当 长

,

农 民 全 年 收 人 的 盈 余 部 分 在 这 方 面 的 投 人 微 乎 其 微

;
至 于 行

的 方 面

,

受 条
件 及

环 境 所 囿

.

基 本 上 不 必 花 费 一 个 便 士

。

因

此

,

农 民 手 中 年 收 人 的 增 长 越 多

,

他 在 穿 的 方 面 花 费 就 会 随

之 增 加

。

因 为 衣

、

帽

、

巾

、

袜

、

被 毯 等 纺 织 用 品 是 个 人 必 须 消 费

品

,

且 相 对 来 说

,

磨
损

快

,

因 而 更 新 也 快

。

所 以

,

毛 纺 手 工 业 品

在 乡 村 有 一 个 不 断 扩 大 的 广 阔 的 市 场

。

布 瓦 松 纳 指 出

,

在 乡

村 家 庭 中

,

农 民 妇 女 已 开 始 讲 究 她 们 的 服 装

,

并 有 少 数 的 装

饰 品

,

而 且 特 别 以 衣 用 和 家 用 的 亚 麻 织 品 的 增 多 而 自 豪

。

另

外

,

乡 村 家 庭 中 也 出 现 了 种 类 丰 富 的 器 皿 和 比 较 讲 究 的 家

具

,

有 锡 蜡 壶 甚 至 有 银 碟

L 。
这 表 明 乡 村 农 民 越 来 越 卷 人 商

品 经 济 的 漩 涡 之 中

。

三

、

乡 村 雇 佣 劳 动 者 的 增 多

由 于 乡 村 日 益 卷 人 商 品 货 币 关 系

,

自 然 经 济 逐 步 解 体

,

农 业 生 产 也 向 专 业 化 方 向 发 展

,

这 些 因 素 导 致 14 一 16 世纪

乡村雇佣 劳动者 日益增多
。

因 为 一 方 面

,

一 定 规 模 的 专 业 化

生 产 需 要 一 定 数 量 的 劳 动 人 乎

;
另 一 方 面

,

人 们 对 货 币 的 需

求 也 促 使 他 们 外 出 挣 钱

。

这 一 时 期 乡 村 雇 佣 劳 动 者 的 增 加 主

要 表 现 在 三 个 方 面

:

一 是 在 农 民 之 间 的 经 济 交 往 中

,

出 现 越

来 越 多 相 互 雇 佣 和 租 借 的 情 况

;
二 是 土 地 集 中

,

包 括 圈 地

,

促

进 了 农 民 的 分 化

,

在 集 中 经 营 的 土 地 上 使 用 着 大 量 雇 工
;
三

是 在 乡 村 工 业
,

尤 其 是 乡 村 毛 纺 织 业 中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全 日
或

非 全 日 雇 工

。

商 品 货 币 关 系 在 乡 村 的 渗 透

,

人 们 对 货 币 的 追 求

,

庄 园

体 系 的 瓦 解

,

使 得 庄 园 居 民 内 部 的 经 济 交 往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

。

农 民 个 人 之 间 的 经 济 往 来
日 益 普 遍

。

首 先

,

农 民 之 间 的 租

借 行 为 开 始 流 行

,

凡 是 生 产 上 所 需 的 耕 牛

、

大 车 等 都 在 租 借

之 列

。

其 次

,

农 民 之 间 的 相 互 雇 佣 也 变 得 普 遍

。

保 留 至 今 的 庄

园 法 庭 档 案 记 录 了 很 多 因 租 借 或 雇 佣 而 发 生 的 纠 纷

。

当 时

,

这 种 租 借 和 契 约 行 为

,

在 佃
户

与
领 主 的 交 往

中
也

存
在

,

因 为

佃 户 都 是 人 身 自 由 的 劳 动 者

,

领 主 无 法 采 取 超 经 济 剥 削

,

因

此

,

他 们 的 经 济 往 来 只 能 建 立 在 互 订 契 约 的 基 础 上

。

随 着 商 品 货 币 关 系 的 发 展

,

土 地 也 转 化 为 一 种 商 品

,

成

为 买 卖 对 象

。

致 富 的 农 民 一 般 都 尽 力 扩 大 自 己 的 土 地

,

而 贫

困 化 的 农 民 则 被 迫 缩 减 自
己 的 土 地 以 应 付 各 方 面 的 压 力

,

那

些 寻 求
以 其 它 职 业 谋 生 的 农 民 也 会 出 售 或 转 让 自 己 的 土 地

。

一 时 之 间

,

土 地 买 卖

、

转 让 的 现 象 增 多

。

土 地 的 集 中 使 得 农 业

生 产 中 使 用 的 雇 工 数 量 也 渐 趋 增 多

。

当 时

,

英 国 富 裕 农 民 手

中 的 土 地 一 般 都 在
100 英亩以上

,

经 营 如 此 大 面 积 的 土 地

,

富 裕 农 民 除 自 己 直 接 参 加 劳 动 外

,

更 主 要 的 是 依 靠 雇 佣 工 进

行 劳 动 了

。

据 记 载

,
1 3 80 一 1 3 81 年

,

在 科 茨 沃 兹 80 个农庄

里
,

大 约
1 2

.

5 % 的农户有一个或多个全日雇工
。

艾 伦

·

埃 弗

里 特 研 究 了
1 5 2 4

年 的 补 助 税 后
,

发 现 各 郡 中 的 农 业 雇 工 人

数 不 等

,

如

:

散 布 在 德 文 郡 44 个教区的农业雇工人数平均达

3 6%
,

有 些 地 方 甚 至 高 达 2/ 3 ;
在 林 肯 郡 大 约 是

1 3/
,

人 烟 稀

少 的 山 地 占 28 肠
,

沼 泽 地 区 占 35 %
,

中 部 沼 泽 地 区 占 41 % ;

莱 斯 特 郡 平 均 约 20 一22 %
,

在 这 个 郡 里 不 同 的 教 区

,

农 业 雇

工 人 数 所 占 的 比 例 差 别 较 大

,

有 些 地 方 高 达 90 %⑧
。

这 一 时

期 的 圈 地 无 疑 也 促 使 乡 村 众 多 劳 动 者 沦 为 雇 工

。

一 些 庄 园 主

在 实 行 圈 地 后 往 往 采 用 雇 工 剥 削 方 式

。

据 彼 得

·

鲍 登 研 究 的

圈 地 后 一 个 50 。 英 亩 大 牧 场 的 例 子 表 明
,

在 这 个 牧 场 一 年 的

总 支 出 中

,

雇 工 工 资 占 n %
,

为 85 镑 10 先令
,

可 见 其 所 用 雇

工 人 次 之 多
L
。

农 村 雇 佣 劳 动 者 的 增 多 还 表 现 在 乡 村 手 工

业

,

特 别 是 乡 村 毛 纺 织 业 中 使 用 的 农 村 雇 工

。

这 种 情 况 始 自

庄 园 经 济 解 体 之 时

。

随 着 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

,

土 地 不 再 是 唯 一

的 谋 生 手 段

,

家 庭 成 员 可 以 脱 离 土 地 从 事 非 农 生 产

。

上 面 已

谈 到

,

土 地 的 集 中 和 圈 地 使 得 大 批 农 业 劳 动 者 成 为 雇 佣 劳 动

者

,

其 中 一 部 分 仍 在 庄 园 上 被 雇 佣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

但 大 多 数

农 业 劳 动 者 转 人 乡 村 手 工 业

,

主 要 是 乡 村 毛 纺 织 业 中 去 了

。

从 14 世 纪中期起
,

从 农 业 中 分 离 出 来 的 大 量 雇 佣 劳 动 者

,

使

得 乡 村 工 业 很 快 发 展 起 来

。

据
1 380 一 1 3 8 1

年 英 国 赋 税 册 统

计
,

密 德 兰 和 斯 塔 福 德 郡 南 部

、

伍 斯 特 郡 北 部

、

沃 里 克 郡 北

部

,

农 民 和 手 工 业 者 的 人 数 各 占 一 半

。

在 考 文 垂 主 教 领 地 和

利 奇 菲 尔 庄 园

,

农 民 有 13 户
,

手 工 业 者 34 户
,

雇 工 34 户
。

东

盎 格 利 亚 50 炜一70 % 的男性劳动者是 雇工
。 。
艾 伦

·

埃 弗 里

特 认 为

,

16 世 纪整个英 国大约 有 1/ 4 的 乡 村 人 口 在 从 事 毛

纺 织 业 生 产
,

在 密 德 兰 从 事 毛 纺 织 业 的 人
口

几 乎 占 一 半

。 。

各 地 从 事 乡 村 工 业 的 劳 动 力 占 整 个 乡 村 人
口 的 比 例
已 达

6 0%的
。

农 村 中 雇 佣 劳 动 力 队 伍 的 增 加 为 乡 村 工 业

,

特 别 是 毛 纺

织 业 提 供 了 充 足 的 劳 动 力

,

使 得 以 毛 纺 织 业 为 主 的 乡 村 工 业

不 断 发 展 壮 大

。

反 过 来

,

繁 盛 的 毛 纺 织 业 也 吸 收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村 雇 佣 劳 动 者

,

这 二 者 相 互 促 进 是 14 一 16 世纪这 一时期

英国乡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

综 上 所 述

,

14 一 16 世纪英 国乡村 由于农奴 制的解 体
、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

商 品 货 币 关 系 不 断 扩 展

,

自 给 自 足 的 封 建 经 济

渐 趋 瓦 解

,

农 民 的 经 济 行 为 也 就 发 生 了 根 本 的 变 化

,

即 他 们

的 生 产 开 始 面 向 市 场

,

农 产 品 的 商 品 化 程 度 也 就 不 断 提 高

。

而 由 于 这 一 时 期 农 民 经 济 实 力 增 长

,

年 均 货 币 盈 余 增 多

,

使

得 乡 村 成 为 手 工 业 品 的 广 阔 市 场

,

乡 村 经 济 的 发 展 愈 益 呈 现

出 生 产 专 业 化

。

同 期 众 多 的 乡 村 劳 动 者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也 加 人

到 市 场 中 去

,

成 为 雇 佣 劳 动 者

。

这 种 情 况 造 成 乡 村 社 会 流 动

.

1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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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加 强
。

可 以 说

,

正 是 14 一 16 世纪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悄 悄 地 但 同 时 又 是 十 分 彻 底 地 改 变 了 英 国 的 封 建 经 济 结 构

,

进 而 才 有 英 国 的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及 工 业 革 命 的 顺 利 进 行

。

英 国

由 封 建 社 会 过 渡 到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

其 社 会 经 济 主 体 — 封建农本经济在 14 一 16 世纪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转变
,

这 个 转 变

的 顺 利 实 现 为 英 国 社 会
1 7
、

18 世纪的发 展打下 了坚实 的基

础
,

也 是 英 国 率 先 迈 进 现 代 社 会 的 最 根 本 的 原 因

。

注 释

:

①⑧ 博 尔 顿
: 《 1 1 50 一 1 5 0 0

中 世 纪 英 国 经 济 》
,

伦 敦

,

1 9 8 .0

第
2 4 3
、
2 3 8 页
。

( B o
lt

o n ,

J
.

1
.

T h e
M

e
d ie v a l E n g li

s h E
-

e o n o m y 1 1 5 0 一 1 5 0 0
,

I
矛o n d

o n ,

1 9 8 0 )

②@ @ LL 瑟 斯 克
:

《 英 格 兰 和 威 尔 士 农 业 史 》第 4 卷
,

剑

桥

,

1 9 6 7
,

第
1 7 5
、

3 9 7
、

6 6 5
、

4 5 2
、

4 2 8 页
。

( T h ir s
k

,

J
,

T h e A g r a r ia n H is t o r y o
f E n g l

a n d a n d W
a le s

,
v o l

,
IV

,

C
o l n b

r i d g
e ,

1 9 6 7 )
.

③ 卡
·

威 尔 逊

: 《 15 世纪庄园工业成长的证据 》
,

载 《 经 济

史 评 论 》
,
1 9 5 9

年 第 1 2
卷

,

第
1 9 0 一 2 0 5 页
。

④ 哈 切 尔
:

《英 国 的 农 奴 制 和 维 兰 制 》
,

载 《 过 去
一
与 现 在 》

,

1 9 5 1 年 2 月
。

⑤ 科 斯 敏 斯 基
:

《 13 世纪英 国农业史研究 》
,

牛 津

,

1 9 5 6 年
,

第
2 0 5 页
。

( K o s m in s k y
,

E
.

A
,

S t u
d i

e s i n t h
e A g r a r i a n

H i s t o r y o
f E n g l

a n
d i n t h

e T h ir t e e n t h C e n t u r y
,

( )
x
f
o r

d
,

1 9 5 6 )
.

⑥ 波 斯 坦
:

《 剑 桥 欧 洲 经 济 史 》第 1 卷
,
1 9 6 6

,

第 61 4 页
。

( P o s t a n ,

T h
e

C
a m b

r
id g e

E
e o n o

m ie H i s t o r y o
f E u r o p e ,

V
o
l

.

I
,

C a m b
r id g

e ,
1 9 9 6

.

)

⑦L 希 尔 顿
:

《 中 世 纪 晚 期 的 英 国 农 民 》
,

牛 津

,

1 9 7 5
,

第 43

一性4
、

3 1 页
。

( H i l t
o n

.

R
,

T h
e E n g li

s
h P e a s a n t r y in t h

e

I a t e r
M id d l

e A g e s ,

( )
x
f
o r

d
,

1 9 7 5 )

⑨ 克 拉 潘
:

《 简 明 不 列 颠 经 济 史 》
,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1 9 8 0 年

版
,

第
一 4 8 一 1 5 0 页
。

L 波 斯 坦
:

《 剑 桥 欧 洲 经 济 史 》
,

第
2
卷

,

19 87
,

第
6 77 一 67 8

页
。

@ 格雷
:

《 14 世纪英国毛纺织 品的生产与出口 》
,

载 《 英 国

史 评 论 》第 39 卷
。

L 布 里 伯 雷
: 《 中 世 纪 晚 期 英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

,

伦 敦

,

1 9 6 2
,

第
5 2 一 5连 页
。

( B r id b
u r y

,
A

.

R
. ,

E e o n o
m i e G

r o w t h
:

E n g la n
d i n t h

e l
一a t e r

M id d l
e

A g e s )
.

L 吴 于 魔
:

《 历 史 上 农 耕 世 界 对 工 业 世 界 的 孕 育 》
,

载 《 十 五

十 六 世 纪 东 西 方 历 史 初 学 集 》
,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1 9 8 5

年

版
,

第
1 2 页
。

@ 科尔曼
: 《 1 4 50 一 1 750 英国经济 》

,

牛 津

,

1 9 7 7
,

第 41 页

( C o
l
e
m

a n ,

D
.

C
. ,

T h
e E e o n o

m y o f E
n g la n

d 1 4 5 0 一

1 7 5 0
,

( )
x
f
o r d

,
1 9 7 7 )

.

L L 戴 尔
:

《 变 动 社 会 中 的 领 主 和 农 民 》
,

剑 桥

,
1 980

,

第

2 5 4
、
2 1 0 一 2 1 1 页
。

( D y e r ,
C

. ,

I o r
d

S a n
d P e a s a n t 。 in a

C h
a n g in g S

o e ie t y
,

C
a
m b

r id g e ,
1 9 5 0 )

.

L 希 尔顿
:

《农 民 争 得 自 由 》
,

伦 敦

,
一 9 8 0

,

第

1 5 3 页 ( H i l t
o n ,

R
. ,

B o n dm
e n

M
a d e F r e e ,

I o n d o n ,

1 9 8 0 )

L 马 克 直
:

《关 于 中 世 纪 英 国 农 民 生 活 状 况 的 估 算 》
,

载 《 历

史 研 究 》
,

1 9 8 3
年 第

4
期
。

L 沃尔 特
·

明 钦 顿

:

《 1 500 一 1 750 年需求的类型与结构 》
,

载 齐 波 拉 《 欧 洲 经 济 史 》第 二 卷
,

商 务 印 书 馆
1 9 8 8 年 版

,

第
9 9 页
。

L P
·

布 瓦 松 纳

:

《 中 世 纪 欧 洲 生 活 和 劳 动 》
,

商 务 印 书 馆

1 9 8 5
年 版

,

第

2 6 5 页
。

(责 任编辑 张 琳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B r i t i s h R u r a l C o m m o d i t y

E c o n o m y ( 1 4 C
一

1 6C
.

)

Y e M i n g y o n g

( S e h o o
l

o
f H

u m a n it ie s
.

W
u
h

a n U n i v e r s it y
,

W
u
h

a n 4 3 0 0 7 2
,
C h i

n a )

A u t h o r :
Y e M i n g y o n g ( 1 9 6 4

一
)

,

m a l e
,

D o e t o r a l C a n d id a t e
,

S e h o o l o f H u m a n i t e s ,

W u h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m a -

io r i n g i n m o d e r n h is t o r y o f e a s t e r n a n d w e s t e r n s o e i a l e e o n o m y
.

A b s t r a e t :
T h i s a r t i e l e d i s e u s s e s t h e e h a n g e s o f E n g l i s h r u r a l e e o n o m y f r o m t h e a s p e e t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r u r a l e o m m o d i t y e e o n o m y f r o m 1 4 t h t h r o u g h 1 6 t h e e n t u r y
.

D u r i n g t h i s p e r io d
,

t h e p r o d u e t iv e f o r e e s

r a i s e d e o n s id e r a b l y
, 5 0 t h e m a n o r e e o n o m y w a s d e e l i n i n g a f t e r t h e d i s i n t e g r a t i o n o f t h e s e r f s y s t e m

.

T h e a -

g r i e u l t u r a l p r o d u e t s i n e r e a s i n g l y g o t i n t o t h e e i r e u la t i o n o f e o m m o d i t i e s
.

T h e h a n d i e r a f t s m a r k e t s g r a d u a l
-

l y e x p a n d e d a n d t h e w a g e l a b o r s g r e w i n q u a n t it y i n r u r a l a r e a
.

B a s e d o n t h e s e e h a n g e s t h e f e u d a l e e o n o m
-

i e s t r u e t u r e t r a n s f o r m e d s m o o t h l y i n r u r a l a r e a i n E n g l a n d
.

F r o m t h e n o n ,

E n g l i s h s o e i e t y e o n t i n u o u s l y

d e v e l o p s f o r w a r d
.

T h e s e e h a n g e s a l s o g a v e a s o u n d b a s e t o t h e i n d u s t r i a l r e v o l u t i o n
.

K e y w o r d s :
E n g l a n d ( 1 4 C

.

0 一 1 6C
.

) ; r u r a l ; e o m m o d i t y e e o n o m y

·

1 2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