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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土地制度的形成

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刘 燕

1 60 7一1 7 3 3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
。

其中
,

在新英格兰这块被英国统治阶级

称为
“

最有害的殖民地
”

中
,

产生了与英国分离的因素— 殖民地 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
,

而新英

格兰殖民地时期盛行的小土地所有制则是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
。

本文试图就新英格兰

土地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

一
、

殖 民地时期新英格兰 土地制度 的形 成

新英格兰在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北部
,

包括四个殖民地
:

马萨诸塞
、

罗得艾兰
、

新罕布什

尔
、

康涅狄格
。

它不同于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南部殖民地和小土地与大地产兼行的中部

殖民地
,

一直是小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
。

新英格兰的小土地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
,

基本排

斥了封建土地关系的残余
,

从而使新英格兰成为民主成分较高的殖民地
。

在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以前
,

这里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处在氏族部落制阶段
,

生产力水

平还相当低下
,

土地只是部落或氏族的财产
。

当时
,

从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东岸
,

从北部哈

得逊河到南部墨西哥湾的土地十分辽阔
,

而作为主人的北美印第安人总数才不过一百万
。

因

此
,

英国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源源地吸引到这里
。

伴随着对印第安人的不等价交易
、

野

蛮屠杀
、

驱赶
,

移民们逐渐取代了印第安人的主人地位
,

从而使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中丧失

土地的农民在北美资本原始积累中获得了上地
。

由于
“

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 生 产 资 料
, ”

① 所以

1 6 2 0年
,

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
“

移民始祖
”

来北美建立了普利茅斯
。

十年后
,

在英国的

马萨诸塞湾公司迁来这里
,

建立了马萨诸塞
。

后来
,

从马萨诸塞分离出来的人们建立了罗得

艾兰和康涅狄格
。

移民们在东岸登陆
,

边疆线渐渐向西推进
,

移民的源源流入和土地的不断

扩张成正比例发展
。

在地广人稀的北美
,

人们没有英国殖民当局的许可也完全可以占领土地
。

远在三千英里

外的英国政府想在这荒野里各处派兵驻守是办不到的
。

如果
“

把人民从一个地方赶跑
,

他们会

把他们的牛羊迁徒到另一个地方去
,

在那里继续他们一年一次的耕作
。 ”

移民
“

可以把一 个 和

他们没有关系的政府忘得一千二净
。 ”
② 同时

,

广大未开垦地对于英国殖民当局来说是毫无价

值的
,

只有鼓励移民垦殖
,

才能使之成为财富
。

因此
,

英国政府往往以土地作为诱饵
,

鼓励

移民
。

由此可见
: ,

北美广大的自由土地是新英格兰小土地制产生的基础
。

所有制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主体
,

一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必定要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



而新英格兰盛行的小土地制正是适应了当时垦荒的生产力水平
。

移民们虽然带来了当时欧洲水平的生产技术
,

但因交通不便
,

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简陋
。

他们一般还是采取印第安人的原始耕种方式
,

在荒山野地里种植玉米
。

加之新英格兰 自然条

件的局限
,

移民在小土地经营中往往是农业不足
,

副业补
,

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
。

因此
,

新英格兰移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生产是不可能的
。 “

利用奴隶或劳役制农奴来

征服自然界和开垦土地的大地主纯粹是幻想的产物
。 ”

③相反
,

个体生产对新英格兰移民来说

较为有利
。

因为荒地最适合于用自耕农民的小私有经济形式来进行开垦
。

在新英格兰
,

移民

家庭和团体为了寻求理想的住地
,

往往一次
、

二次
、

甚至三次或更多次地迁徒
。

每到一处
,

他们就开荒种地
,

建筑房舍
,

过了一两年后又继续西去
,

把这里的一切留给新来的移民
。

他

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拓荒者
。

在拓荒过程中
,

不断建立和完善小土地所有制
。

英国中世纪农村公社对新英格兰小土地制的形成也产生一定影响
。

许多清教徒迁入美洲

时
,

并不是一个个人或者一家家地来
,

而是整村整镇地来
。

因此传统的英国农村公社的形式

在新英格兰得到了保留
,

被称之为镇区
。

在一个镇区内
,

四周是牧场
,

宅地
、

教堂
、

市场
、

学校位于中心地带
。

宅地的后面是农耕地
,

亦称公共地
。

农耕地分归个人使用
,

由个人在 自

己所分得的土地上耕种
,

但往往由市镇会议来决定种植何种作物
。

在大多数的镇区里
,

还有

未清扫和未授予地
,

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取得木料
、

柴薪和石头
,

低地
、

沼地作为牧场
,

共同

使用
。

新英格兰的这种镇区同英国中世纪农村公社在形式上
,

在房屋田地的布局上并尤多大差

异
,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

新英格兰成了旧英格兰的缩影
” ,

④但二者在本质上却迥然相异
。

前者是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共同体
。

土地分配较为平均
,

而且均保持小地产
,

如
: “

在马萨诸

塞的多尔契斯特
,

一六三八年时每户地产平均面积为十英亩
; 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

,

一六四

O 年每户平均为二十七英亩
。 ”

⑤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
,

其发展方向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 “

农民

经济获得完全的自由
,

在全民的
,

不属于谁的或者说属于
`

上帝的
’

土地上经营的小业主相互

完全平等
,

这就是商品生产的制度
。

市场把小生产者联系起来
,

使他们受自己的支配
。

产品

的交换造成了货币的权力
,

随着农产 品变为货币
,

劳动力也变为货币
。

商品生产逐渐变为资

本主义生产
。 ” ⑥

后者被封建的生产关系所主宰
,

封建主拥有土地所有权
,

农奴和佃户受着沉重的封建剥

削
,

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

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
。

而且
,

中世纪农村公社是一个相当

自给 自足的封闭的经济单位
。 “

每个庄园主要必需品是由自己生产
,

自己制造的
,

除了在饥荒

时期之外
,

很少有小麦及其他谷物的地方性市场
; 至于葡萄酒

、

羊毛
、

麻布
、

皮革
、

毛皮等

等的地方性市场
,

也是很少的
,

这些东西是在庄园上制造的
,

也是在庄园上消费的
。 ”

⑦ 14 一

15 世纪英国农村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

新经济因素的生长
,

冲破了这种封闭的经济单位
。

16 一 17 世纪圈地运动后
,

资本主义大农牧场取而代之
。

来到新英格兰的破产农民在这里实现

了这种村社的
“

更新
” ,

建立了小土地制为基础的镇区制
。

小土地制的形成
,

反映了移民的愿望和要求
。

新英格兰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英国
。

1 7 0 0

年新英格兰已有移民 8 万人⑧
, 1 7 7 5年它的人 口中只有 5%是非英国血统的⑨

。

在它建立之初

可以说完全是英国人的世界
。

当时
,

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己从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出来
,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

发展
,

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
。

在资产阶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
,

英国社会矛盾
一

「分尖

锐复杂
。



首先
,

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
、

封建贵族存在着矛盾
。

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竭力加

强封建教会— 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
,

以巩固专制王 权
。

清教徒信奉卡尔文教
,

他们的教义
“

正

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激进部分的要求
。 ”

L 因此
,

清教徒受到统治阶级的镇压
,

便纷纷逃到

美洲
。

17 世纪 20 一 4 0年代
,

大批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来到新英格兰
。

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
,

他们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对经济生活
、

土地分配
,

无不产生一定影响
。

比如
:

罗得艾兰的创立

者罗杰
·

威廉斯是一个清教派的独立主义者
,

他认为所有的人在上帝眼里都是平等的
,

因此

他们在上帝的儿女手里应当受到同等待遇
。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 1 6 3 8年 10 月 8 日

,

他把 自

己从 印第安人手中购买来的土地
,

通过立约的方式转卖给一个包括他的同伴们和他本人在内

的团体
,

然后由此团体来分配这些土地
,

使每个移民可分得五英亩宅地和六英亩农地或玉米

田⑧
。

同时
,

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清教徒希望把资本主义关系移植到北美
,

而小土地制又比

较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
。

为了鼓励移民
,

利用农民的力量反对土地关系中封建残余势力的侵

入
,

新英格兰的资产阶级大都和农民结成一定的联盟
,

通过初级法院的行政征税权来抵制代

役租的征收
,

并由初级法院批准移民建立新镇区的要求
,

从而促进小土地制的形成
。

其次
,

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手段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小生产者
。

圈地运动使农民破

产
,

变为法律所追缉的流浪汉
。

不堪剥削压迫的英国劳动人民渴望得到一块维持生计的土地
,

北美广大的未开垦地成为他们离乡背井
,

远涉重洋的强大推动力
。

而另一方面
,

英国统治阶

级则希望把一部分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送到殖民地去
,

目的是
“

迁走过剩的穷人

一
危险的暴乱

物质
,

以便留下更充足的东西来供养那些留在国内的人
。 ”

L

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英国移民带来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传统
,

要求平等的观念
,

使他们

希望人人分得一块土地
,

并付诸实施
。

这样一来
,

新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抵制了封建土地关

系的移植
,

使小土地所有制占了优势
。

新英格兰小土地制的形成与移民的斗争密切相关
。

从 1 6 2 0年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到北

美独立
,

新英格兰移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从未间断
。

1 6 2 0年 10 月英国移民乘
“

五月花号
”

来到普利茅斯
,

建立了新英格兰的第一块殖民地
。

他

们都是贫穷的农民
、

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

在启程前就与英国伦敦公司发起人订立合同
,

由七

十个伦敦商人出资 7 , o 0Q 英镑作为费用
,

移民以仆役身份
,

但也算股份公司的一员
,

来到殖

民地
,

约定要过公产式生活
,

一切产品都归公
。

在这种共耕制下
,

殖民地的全部土地实际上

属于公司
,

公司完全 占有移民的劳动
,

’

还通过确定进出商品的价格
,

来窃取移民的剩余产品
,

引起了移民的极大不满
。

移民无劳动热情
,

英国投资者也无甚利润
,

便于 1 6 2 3年放弃了共耕

制L
。

后来经过谈判
,

普利茅斯移民始祖的首脑们同意付给英国投资者 1 , 800 英镑 (分九年

还清
,

每年还 20 0英镑 )从而获得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
。

移民们共同承担债务
,

以

皮毛贸易和渔业收入来偿还
。

通过共同赎地
,

每个移民就有可能取得一份土地
。

当时以 20 英

亩土地和 1,/ 6头牛
、

1邝只羊为一份财产
,

每人允许得此一份⑧
。

普利茅斯殖民地共耕制向小土地制的转变是移民斗争的结果
。

地权转移到农民手中
,

摆

脱了殖民公司的剥削
,

从而抵制了封建残余
。

在北美
,

代役租是一种封建剥削
,

南部
、

中部

殖民地的农民都有此种负担
,

唯独新英格兰的农民不交代役租
,

就因为这里的移民自己拥有

土地
,

能 自己劳动和收获
, “

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
”

L
。

移民的斗争还突出表现在抵制移植封建土地关系方面
,

使封建贵族在新英格兰 建 立
“

并

非不象弗吉尼亚的私人殖民地
”

L的企图不能得逞
。

封建贵族索顿斯托尔曾企图在康涅狄格中



部的温索尔建立那种种植园
。

1 6 35年 6月他派斯泰尔斯率一群仆役动身去那里
。

当马萨诸塞

的多彻斯特人民得悉斯泰尔斯集团将到达温索尔时
,

立即在卢德洛的率领下
,

迅速出发
,

赶

在索顿斯托尔的人之先占领了河谷的土地
。

后来索顿斯托尔虽取得河东 2
,

。00 英亩土地
,

终

因对地产不能作出任何改进
,

并使之
“

陷入同马萨诸塞的纠纷之中
,

最后把它卖了
。 ”

L

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
,

占地运动是新英格兰人采取的主要斗争手段
。

新英格兰的占地运动往往是集体进行
。

为了反抗不平等的待遇
,

新英格兰人常常退出某

一镇区
,

结伴迁往另一地区
,

成立新的镇区
。

这种行动事先并未取得同意
,

而是通过占地造

成既成事实
,

迫使殖民当局妥协
。

多彻斯特的人们曾不顾普利茅斯对河北岸的牧地的所有权
,

继续在沿河高地划分宅地和建筑房屋
.

甚至占领普利茅斯已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来的土地
,

建

立温索尔镇
。

为此经过两年的争论
,

普利茅斯只得将这里的土地出卖了 1 5 / 1 6( 约 1 ,

20 0英亩 )
,

移民支付 37 镑 10 先令作为占有土地的代价L
。

为了寻求平等 自由而结伴占地的移民当然不会

容忍封建大地产和任何封建剥削
.

所 以新建的镇区均沿用小土地制
。

综上所述
,

新英格兰的小土地制是英美双方各种条件结合的产物
。

其间
,

移民们的努力

和奋斗则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

二
、

殖 民地时期新英格兰 土地制度在美国历 史上的地位

英国建立北美殖民地是为了使之成为 自己的附属国
,

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

种植园

奴隶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南部殖民地与英国正是这样一种关系
。

反之
,

北部新英格兰殖民地

却带有独立性
,

并逐步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
。

1 6 8 0年齐尔德爵士在他的《论贸易》中明 白表示
:

“

新英格兰是大英王 国最有害的殖民地
。 ” L 新英格兰的这种独立性

,

亦即英国人称的
“

有害
” ,

正是建立在它的小土地制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的
。

新英格兰农民既是所有者
.

又是劳动者
, “

没有被迫 自愿出卖 自己的人
, ”

L 因为拥有小块

土地的新英格兰农民决不会丢开 自己的土地去受制于他人
,

而只会在 自己的土地上为 自己劳

动 加之自由土地的广大
,

即使今天失去了这小块土地
,

明天又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去占有开

垦
一

小块土地
。

在新英格兰
,

这种小私有经济一直 与海外市场联系在一起
,

成为本地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

新英格兰农民在经营小土地的同时也经营家庭手工业
。

农产品主要是谷物
。

家庭手工业品有

妇女们纺织的布匹和缝制的毛呢服装
,

有农民在冰雪封阻道路时制造的木器
,

以家庭壁炉作

锻铁炉
,

用熟铁棒切割和打出钉头制成的铁钉等
。

同时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
。

新英格兰的物

产对于母国来说
,

所需很少
.

而在本地也无法销售
,

只得完全依赖海外市场
。

农民把木器和

多余的鱼
、

谷物
、

数以千计的畜牛和猪运到西印度群岛和纽芬兰
。

到独立之前十年
“

新 英 格

兰的出口货只有四分之一运往母国
,

比中部殖民地输出总额的半数还少
。 ” ⑧

新英格兰的小农经济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走上与英国分道扬镰的独

立发展道路
,

成为母国
一

大竞争对手
,

对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英国是一大打 击
。

为 了 维 护

殖民利益
,

英国政府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来限制殖民地本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从而激起了

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的反抗
。

新英格兰农民在斗争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立性
,

、

著名的莱克星

屯

—
康科德战斗就是新英格兰农民为主体的民兵进行的

,

它打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

新英格兰成为独立战争的先锋
。

可见
,

新英格兰的小土地制正是殖民地与母国分离的一种经

济因素
,

即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之一
。

美国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完备的国家之一
,

这种民主制度的来源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
,

新



英格兰镇区的市镇会议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代议制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雏型
。

新英格兰盛行的是小土地制
,

许多拥有小块土地的移民往往居住在同一个镇区里
。

最初

要解决何时何地怎样分配土地
,

特别是对新来者土地授予的问题
,

以及在公共地上种何种作

物
,

修筑篱笆
、

公路
、

小巷和管好家畜
,

防止猪在街上乱跑等等牵涉到镇民的共同利益的问

题
,

需要一个权力机构
。

市镇会议正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而形成的
。

市镇会议一般能够代表全体镇民
,

因为参加市镇会议的基本上是全体居民
。 “

居民
”

的含

义较广
,

包括自由占有者
,

房屋所有者和服役期满被允许投票的契约奴
,

也包括未解除契约

束缚的奴仆@
。

比如
:

罗得艾兰的市镇会议最初就是各家家长每两周集会一次
,

后来由于人

口增长
,

改为凡独立生活的青年男子也享有此种权利L
。

当然
,

新英格兰的其他殖民地并没

有罗得艾兰这么民主
,

有的有财产限制
,

有的有宗教信仰的限制
。

但 由于小土地所有者较为

普遍
,

或者宗教信仰较为一致 (不一致的被逐或自动离去
,

建立了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新 殖

民地 )
,

所以选举权还是相当广泛的
,

自由白人男子中大约百分之八十有选举权
。

1 6 3 9年 10 月初级法院对镇区的权力作了解释
,

即
:

能处理镇区边界内的全部未处理的土

地
,

能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易
,

能推选他们 自己的管理镇区事务的官员
,

能制定与殖

民地的一般法律不相矛盾的法令
,

能对违犯这些法令的人处以惩罚或罚金
,

扣押其财物以抵

偿债务
,

能选举初级法院所要求的助理
,

可对一些 次要的案件进行审理
,

还受命登记土地帐

目
、

死者的财产
、

牛的标记
,

等等L
。

由于市镇会议参加者的普遍性
,

所以镇区权力也就带

有一定程度 的民主性
。

人 口不断增殖
,

欧洲移民源源流入
,

新英格兰殖民地移民镇区的数目增多
,

许多镇区的

自由民或成年男子集中开会有了困难
,

代议制因之产生
。

普利茅斯在 1 6 2 0年移民登岸后就成

立了市镇会议
,

不久陆续出现其他镇区
。

新镇区的居民感到去普利茅斯开会路途遥远
,

很不

方便
,

便于 1 6 3 9年选举代表到普利茅斯开会
,

产生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代议制零
。

1 6 3 9年康

涅狄格的自由民集会于哈特福德城
,

草成康涅狄格的基本大法
,

该法规定设总督一人
,

付手

若干
,

一个议会
。

议会由每镇选代表四人组成
,

代表全部选民L
。

马萨诸塞代议制机构是在

群众斗争中诞生的
。

1 6 3 2年当局向水镇征收防卫捐
,

无选举权的镇民怨声顿起
,

纷纷拒绝缴

纳
。

当局为求息事宁人
,

立即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
,

由每镇派代表二人出席
,

协助总督及其

付手进行征税事宜
。

这个 由镇区代表组成的机构实际上因与总督及其付手举行会议
,

已形成

一个一院制的议会
。

十年后
,

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
,

总督的付手组成上院
,

各镇代表组成下

院L
。

独立后
,

美国宪法沿用此制
,

建立两院的代议制
。

总之
,

新英格兰小土地制经济和镇区发展的必然要求
,

使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了一

定的基础
,

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
,

成为资产阶级最完备的民主政治
。

在此意义上可说新英

格兰是美国资产阶级 民主制的故乡
,

即新英格兰的土地制度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之二
。

列宁说
: “

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必然意味着土地更加
`

平均
’ ,

资本主义粉碎中世纪大地产
,

从比较
`

平均
’

地产起家
,

然后用它建立起新的大农业
。 ” L 新英格兰建立在没有封建关系的土

地上
,

它的小土地制正是这种比较
“

平均
”

的地产
,

正是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基础
。

同时
,

广大的自由土地的存在使新英格兰小土地制得以保持和推广
,

也就为农业资本主义形

成
、

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
。

北美十三殖民地独立后
,

联邦政府在 1 7 8 5 年和 1 7 8 7 年分别按新英格兰的土地制度及镇

区制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令》和《西北法令》
。

1 7 8 5年《土地法令 》规定把公共土地测量成长方

形
,

并划定为许多面积各为 36 平方英里的镇区
,

每个镇区分为面积各为 6 40 英亩的36 块地段
。



按地段编号顺序以每英亩不少于一元的价格出售土地
。

该法令完全仿照新英格兰的上地分配

方法
,

从而进一步把镇区制推广到西部
。

1 7 8 7年《西北法令》的中心内容
,

即
:

西北新区只要

其中任一地区达到 6 万自由居民
,

即可
“

在一切方面均与原有诸州平等的地位
_

已 加入联邦L
。

这样就创行了一种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新的殖民政策
,

实际上是殖 民地时期新英格兰小土地

制为基础的镇区与镇区平等关系的体现
。

通过实行上述两个法令
,

一个一个新州均以与老州同

等身份加入联邦
,

使美国独立后到 19 世纪上半期仅半个多世纪就完成了从大西洋沿岸横贯大

陆到达太平洋沿岸的领土开拓
。

其后
,

1 8 6 2年的《宅地法》规定任何人只要缴纳十美元证件费

就可取得一块 1 60 英亩的土地
,

种五年后可获得绝对产权
。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新英格兰小土

地制的推广
。

由此可见
,

新英格兰土地制度乃是 以小农经济的独立地位为前提的农业资本主

义发展
“

美国式
”

道路的一种历史渊源
,

即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之 三
。

英国 1 6 4 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
,

一百来年中
,

欧洲旧大陆还没有哪个国家能突破封建君主

的专制统治
,

出现了封建制度暂时稳定的局面
。

革命的火种随着英国人的移居传播到北美新

大陆
,

1 7 7 5年爆发了北美独立战争
,

次年 7 月 4 日美国宣告独立
。

北美独立革命打破了欧洲

君主专制统治的暂时稳定局面
,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 7 8 9年法国大革命之间起着承上启下

的作用
。

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独立战争爆发于曾是世界文明最落后的大陆— 北美
,

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
,

而新英格兰的土地制度实在是一个独特而影响颇大的因素
。

从这个角度看
,

这种

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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