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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中世纪晚期是英国 由 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 。 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之 中 ，农

民各阶层财富积 累普遍增长 ，
日 常生活消 费 水准不 断提升 。 普通劳动群体经济实力 的增强和生活质

量的 改善
，
改 变了 英国各社会阶层之间 的财富分配格局 ，贫富差距缩小 。 同 时 ，随着农民社会地位的

日 益提高 ，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释放 出更旺盛的 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整个社会的发展

充满 了活力 。 农民是传统社会的 主体力量 ，其经济状况与 生活水平 的 变化可以清晰地反映 出农村经

济社会的发展 。 对此进行研究 ，将有利 于 深入认识 英 国社会转型 的 历 史动 因 和进程 ，
也有益于进

一

步理解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 历 史作 用 。

【 关键词 】 中世纪晚期 英 国农民 财富积 累 生活消 费

2 0 世纪七八十年代 ，
国际学术界 日益关注民众 日 常生活史的研究

，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 ，

涌现出 了

许多引人注 目 的成果
；

？同时英国社会转型问题也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 将民众 日 常生活与

英国社会的转型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
是一个大有前景的领域 。 中世纪晚期 （ 即 1 4

一

1 5 世纪 ） 为英国

社会重大变革时期
，
对这一阶段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而系统探讨

，
不仅有助于深刻

认识农民在社会过渡中的历史作用 ，
进而深化对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动因 和进程的理解

，
而且对我

国的社会转型也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 近来我国学者对该领域也已展开了积极研究 ，但整体而

言还相对薄弱 。 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对此有所贡献 ’或至少能 弓 Ｉ起大家的讨论 。

一

、中世纪晚期英 国农民财富积累普遍增长

中世纪晚期 ，英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 其变化之
一

是封建农奴制逐渐衰落 ，贵族经济受到削

弱
，
其财力 、物力处于逐渐消耗而非增值的过程之中 。 由于货币地租的实行和庄园领地的出租 ，庄园

领主渐渐退出领地的直接经营 ，
1 3 0 0 年处于旧贵族直接管理的生产用地是 1 ／ 4

一

1 ／ 5
，
到 1 5 0 0 年已

降至 1／ 1 0
—

1／ 1 2 以下 ，

？领主对土地管理权限的下降 ，意味着支撑其权力和地位的根基发生了动摇 。

黑死病之后 ，英国人 口减少了 1／ 2 左右
，
只有 2 0 0 万一2 5 0 万 ，致使劳动力价格上涨和粮食价格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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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跌 ，领主在直接领地的粮食耕种中基本上无利可图 。 据估计 ，
克里德特《农民 、地主和商业资本

家》
一书所涉及的 6 3 名贵族中

，
平均收入降低了 2 6％

。

？
由 于土地收人减少 ，

而挥霍浪费 的生活方

式依旧 ，领主的领地经济举步维艰
，
封建庄园制经济衰落 。

随着封建农奴制的瓦解 ，农民的实际收入不断增加 。 在黑死病之后的两个世纪里 ，依照庄园惯

例的保护 ，农民 以不随市场变化的 固定租约来承租土地 ， 租约不能任意取消 ，地租不能任意增长 ，甚

至继承人续约的费用也不能任意增长 。

② 对于领主出租的土地 ，农民尽量争取提供更少的租金 ，租赁

更长的时间 ，并且坚持让领主做更多的让步 。 在关于地租问题的长期较量中 ，
农民 明显居于有利地

位 ，领主从地租中获取的收益在整个土地产出 中所 占的比重 日趋减少 ， 由 1／ 3 到 1／ 5 再到 1 ／ 8
， 而由

于农村生产力不断提高 ，
农民的收入则持续增加 。

③

地租只是农民诸多负担的一部分 。 除此之外
，
农民还有大量名 目繁多的额外非生产性支 出

，
如

人头税 、法庭罚金 、结婚捐 、死手捐 、土地继承捐 、磨坊捐和面包捐等
，

这些生产之外的费用 ，完全依照

领主的意愿收取 ，既无定额也不定时。 1 4 世纪以后
，
随着封建庄园制逐渐衰落 ，农奴的封建依附性削

弱
，
名 目繁多的封建捐税逐步减少甚至被取消 。 黑死病后 ，

所有庄园 的领主们都遭到一个挑战 ，即农

民们想抛开沉重的现金和劳役租约
，
转往那些领主们愿意 以较低地租出租闲 田或愿意减少捐税的庄

园去 。

？ 因此
，
到 中世纪后期

，
农民只把总收成的 1／4

一

1 ／ 3 交给地主 、教会和王室 ， 剩下的部分都用

于 自身家庭的消费和来年的种植和饲养 。

⑤ 地租和各种额外捐纳 的减少或被取消 ， 极大地减轻了农

民的经济负担 ，为农民个人财富积累的增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在经济实力增长的 同时 ，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改变 。 具体表现为 ，社会阶层之间原有的划

分标准有了变化 ， 阶层的区分通常不再依据原来的 自 由与不 自 由 的法律身份 ，
而是根据职业和经济

标准 ， 即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相
一

致 。
1 3 6 3 年英国 国王颁布的

一项禁奢令 ，就是 以财产标准将农村

居民分为两大类 ：

一

类是拥有价值 4 0 先令以上动产 的农夫 ，另一类是雇工 ，包括犁把式 、车把式 、牛

倌 、猪倌 、打谷工 、挤奶工 ，等等 。

⑥

现代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阶层划分标准的变化 。 杜普莱西斯以土地

持有量为依据 ，将 1 4
、

1 5 世纪的英国农民划分为三个阶层 ：少数富裕的
“

自耕农
”

， 除完全拥有 自身的

财产之外 ，他们可以集聚大量的土地 ，在产粮区达 1 0 0 公顷或 1 0 0 多公顷 ，在牧场区面积更大 ；农村

社会的底层 ，无地者 、茅舍农和持有少量土地 的佃农 ，
占农村居民的 1／ 4 或 1 ／ 3

；

经营 1 0
—

3 0 公顷土

地的占佃农家庭大多数的中小农户 。
⑦ 英国的另外两位学者希尔顿 、戴尔也在其研究中 ，

根据中世纪

晚期农民持有土地数量的多少 ，将其区分为 占有大量土地的少数富裕农民 、人数众多的中等佃农和

依靠工资收人为生的底层雇工三个阶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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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经济力量的不同 ，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各阶层之间贫富分化 日趋明显 ，但是 ，各阶层农

民个人财富积累增长的趋势也十分显著 。 富裕农民作为
一个经济力量较强的阶层正在稳步上升 。

萨福克郡的沃善德维奥庄园法庭详细记录了 1 4 世纪早期的富裕农民
——

威廉姆
？

莱恩的财产情

况 ：持有土地 4 0 英亩 、
1 0 0 只羊 、

1 4 头牛 、储存有 1 6 夸特谷物 。 这
一殷实的状况反映 出他储存的粮

食 、奶制品和肉食品除满足家庭需要外 ，至少一半的粮食和大部分的奶酪 ，还有 1 0 0 只羊产出 的全部

羊毛用于销售 。 材料记录这位农民还曾 向住地附近的巴沃尔修道院的修士们捐赠钱物 ，
在他死前七

年还捐钱资助一位朝圣者参观了伦敦的托马斯神殿 。

？ 这一事例充分显示了富裕农民在兴起之初的

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 。 至 1 4 世纪末
，
乡村中农民上层的数量增加 ， 大多数村庄经营的土地在 6 0—8 0

英亩以上 ，牲畜饲养量多达几百头的农户
一般有四五家 ，他们仅地产的收入平均每年在 2 0 镑上下 。

②

随着商品经济 日益发展 ，拥有大地产的富裕农民经营管理土地得当 ，财富增长突出 ，经济力量 日益提

升 ，
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阶层 。

中世纪晚期 ，
人数居多 的农民中 间阶层经济力量同样得到 了普遍发展 。 侯建新教授在 《社会

转型时期的西欧与 中 国 》
一书 中 的研究表明 ，

1 3 世纪英 国一个中等农户 的农产商品率可 以达

5 0 ％ 左右 ，储蓄率达到 2 0 ％ 左右 ，随后的 1 4
、

1 5 两个世纪里 ，
由于 向领主缴纳 的地租在其土地收

人中 占 的比例逐渐减少 ，
农 民手 中 的财富不断增加 ，其储蓄率也大为增长 。

③ 美 国学者格拉斯对

1 3 、 1 4 世纪
一

户拥有 1 6 英亩土地的 中等农民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估计 ，
在平常年份其全年净收入

为 2 镑 1 5 先令 7 便士 ， 即使荒年也可结余 1 磅 1 6 先令 8 便士 。

④
由此可见 ， 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

多数农户 的生产不仅能够 自 给 自 足 ，
而且农产品 已 有大量剩余 ，

可 以 用作再生产的投人和改善

生活 。

黑死病以后 ， 由于劳动力匮乏
，
处于农民社会底层的小土地持有者和农村雇工的 收入明显增

加 。 据斯利彻 ？ 范 巴思统计 ，

一

个英国 木匠一天的实际工资换算成小麦
，

1 2 5 1
—

1 3 0 0 年为 8 1 ． 0

公斤 ，

1 3 0 0— 1 3 5 0
年为

9 4
．
 6

公斤 ，
1 3 5 1
—

1 4 0 0
年为 1 2 1

．
 8

公斤 ，
1 4 0 1
—

1 4 5 0 年 为 1 5 5
．
 1公斤 ，

1 4 5 1
－

1 5 0 0 年为 1 4 3 ． 5 公斤 ，
1 5 0 1 

—

1 5 5 0 年为 1 2 2
．
 4 公斤 。

⑤以上数据清 晰地表明 ， 从 1 3 世纪

开始 ，农村木工的收入不断提高 ，
1 5 世纪 中期达到最高点 。 中世纪 晚期英国农村雇工工资收入

的增加是普遍的 ， 《英国社会史》记载 ，
1 4 世纪 中期到 1 5 世纪 ，农村建筑雇工的实际收入提高了 1

倍 ，而且在 1 5 世纪里他们的收人
一

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

⑥同期 ，英国农业雇工的实际工资要 比欧

洲其他国家高出近 1 ／ 3 。

⑦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粮价的下跌 ， 使无地者 、茅舍农 、少地的佃农 ，
即

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社会底层民众与其前辈相比 ，生活水平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

中世纪晚期 ，英国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力量都得到不 同程度的增长 。 对于许多农民来说 ，
这是一

个获得致富机会 、实现致富野心的时代 。 普通劳动群体财富积累的增加 ，
改变了英国各社会阶层之

间的财富分配格局 ，统治者与劳动群众之间贫富差距缩小 。 尤其是乡村社会中富裕农民群体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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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在英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凡的意义 。 普通劳动者经济实力 的提升 ， 推动 了社会生产与消费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 ，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

二 、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变化

中世纪晚期
，
英国农民阶层物质力量的普遍增长

，
为其生活消费水准的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 ， 以

人们 日 常生活中的主要项 目 ，如饮食结构 、居住条件和教育状况为例 ，可 以反映出农民生活消费水平

的逐渐变化 。

首先
，
农民饮食结构 日 趋合理 。 在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食物 中 ，谷类食物的种类和 比例变化明

显 。 以收割工的食物为例 ，
1 4 世纪早期 ，诺福克塞吉福德庄园收割工食物中 面包和麦糊的消费量占

全部食物的 1 ／ 2
， 中期 以后下降到不足 1／ 5

；
另一个庄园的收割雇工 ，

1 2 6 6 年面包食品 占食物的

4 8 ％
； 

1 3 8 9 年降至 1 6 ％ 。

？ 农民食物中谷物类食品减少的 同时 ，其质量却有了提高 ，表现为小麦食品

的比例明显增加 。
1 3 5 3 年 ，小麦和裸麦在农业雇工谷类食物 中的比例 ， 就占到几乎

一

半 ，
1 4 0 7 年小

麦完全代替了裸麦 。

② 至少在中世纪末期 ，最好最贵的谷物小麦 已成为英格兰人的主粮 ，
甚至是穷人

的主粮 。
③

农民膳食质量提高的又
一重要表现是其饮食结构 中动物类食品 的增加 。 还是以塞吉福德庄园

收割工为例
，

1 3 世纪末在他们的食物消费中 ， 肉食品只 占 4 ％—8 ％
，到 1 5 世纪早期 ， 肉食品上升至

4 2％— 7％
。 同期 ，乡村各地工匠所消费的肉类食品数量都有增加 ，他们饮食结构中谷类食品和动物类

食品 的比例 ：
1 3 7 7
—

1 3 7 8 年
，
伍斯特郡的建筑工为 5 8 ：  4 2

；


1 4 2 0 年
，
萨默塞特郡的建筑工为 6 3 ：

 3 7
；

1 4 3 9
－

1 4 4 0 年 ，
多塞特郡的车夫是 6 2 ： 3 8

。

？ 可见 ， 中世纪晚期这些雇工的饮食水平大致相当 。

农民食物中 肉食品数量增加的同时 ， 肉品的质量也有变化 ，
新鲜肉逐渐取代了腌肉 。 对此

， 当时

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文献资料中都有描述 ，如 1 4 6 1 年流亡法 国的约翰 ？ 福蒂斯丘在其书中写道 ：在法

国
，
无论男女都吃不上鲜肉 ， 只能将少许猪油或咸肉放在粥 汤之中 ，借以见点荤腥 。 至于烤肉和烩

肉 ，则完全无缘品尝
……

较之法国 ，英格兰乡村居民 的地位如在天上 。

⑤ 从他的描述中可见 ，

1 5 世纪

晚期
，
鲜肉食品已经是英国乡村居民饭桌上的常见之物 。

饮品是人类饮食结构中重要的辅助食品 。
1 4 世纪以后

，农民饮食结构中麦芽酒的消耗量明显增

加 ，加工麦芽酒所需谷物几乎 占到他们谷物总产量的 1 ／ 2 。 淡啤酒消费量的增长直接推动了 乡村啤

酒酿造业的发展 。 1 4 世纪前
，
供 自 己消费的淡啤酒主要以家庭酿制为主 ，

正常年景农民家庭
一

年酿

造
一两次 ，遇到灾荒年会停止 。

1 4 世纪以后 ，专业啤酒酿造房在乡村中 已经比较普遍 ，
有些甚至获得

了庄园主颁发的生产许可证 。
1 5 世纪初 ，伯苏修道院的

一

个村镇 ， 常年酿制 啤酒的作坊多达六七十

个 ，专门经营啤酒生意的农户有 2 0 多个 。

？
乡村淡啤酒制造 已经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行业 。 英国民众

对啤酒和麦芽酒的青睐 ，实际上是属于
“

现代
”

的饮用模式 ，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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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饮食状况改善达到了 怎样的水准呢 ？ 以乡村建筑工匠为例 。 农村中 的建

筑工匠通常是持有少量土地 ，具有建筑技术的农民 ，其饮食水平能够代表多数农民家庭 。 在沃里克

郡埃文河上游的斯塔福德
，
农村建筑工匠 1 4 3 1 年的食物构成比例是 ：面包 2 3 ％

、啤酒 3 3％
、鱼和 肉

3 9％ 、蔬菜等辅助食品 5％
，各项食物的费用分别是 ：

1 0 先令 4 便士 、 1 4 先令 7 便士、 1 7 先令 5 ． 5 便

士 、 2 先令 3 ． 5 便士 ；
多塞特郡舍布恩 的建筑工匠 1 4 3 9

－

1 4 4 0 年这几项食物的 比例是 ：
1 8％ 、 2 9 ％ 、

4 9％ 、 9 ％
 ；
而多塞特郡布瑞德鲍特的牧师家庭 1 4 5 6

—

1 4 5 7 年各项食物的分配 比例为 ：

2 6 ％
、

2 7 ％ 、

4 1 ％
、
6 ％

，萨默塞特郡的卢特瑞尔斯的骑士家庭 1 4 2 5
—

1 4 2 6 年各项食物 的 比例为 ：
2 1 ％ 、 2 9 ％ 、

4 6％ 、 4 ％
。

？
 1 5 世纪上 中期 ， 乡村建筑工匠的食品和饮料消费与牧师和乡绅家庭基本相近 。 中世纪

以降 ，英国乡村居民各个阶层的饮食结构不断改善 ，且 日趋合理 ，反映了农民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都

得到普遍提升 。

其次是居住条件的变化 。 居住状况既是 日常生活的要件之一
，

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 。 中世

纪晚期英国农民居住条件的变迁 ，表现在居住形式上 ， 是长方形房屋 （
ｌｏ ｉｉｇ

ｈｏｕｓｅ
） 演变为农庄式居住

院落 。 考古发掘的村社遗址表明 ， 中世纪早期 ，英格兰地区人们居住的建筑形式为长方形房屋 ，
人和

牲畜共同生活在其中 ，
极为简陋

，
环境脏乱 ，

这种房屋仅仅能满足人们遮风避雨的简单需求 。 至中世

纪晚期 ， 由于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
传统的长方形房屋显然 已不能满足乡村居 民的居住要求 ，于是 ，

由多个单一功能建筑体构成的建筑群落 ，
即早期农庄式住宅 （

ｆａｒｍ ｓｔｅａｄ
）
开始出现 。 苏塞克斯郡汉格

莱屯有
一处典型遗址

，

处于 由长方形房屋向农庄式居住院落过渡时期 ，遗址上有 1 3 世纪建造的两处

长方形房屋的遗痕 。 该地 1 4 、 1 5 世纪 的建筑遗存已经是多个具有单独功能的建筑体 ，包括
一处住

房 、

一

个谷仓 、

一

个面包房和
一

处牛栏 。 1 5 世纪末 ，
多数农民 的住宅已经不是集生产生活各种功能于

一体的单独的长方形房屋 ，
而是由人们的住宅和农用房屋等多个单体式建筑组成的农庄 。

农庄式建筑院落通常由三部分构成 ：人们的生活空间 、牲畜的庇护所 、农产品储存间 。 诺福克郡

修克斯屯发现
一处 1 4

一

1 5 世纪 的功能齐备的 、典型的农庄式遗址 ，有两处住房 ，

一

个谷仓
，
两个羊

棚 、

一

个猪圈 ， 中间的空地是庭院
，
这些生活生产用房组成一个农庄式住宅

；
院落外围挖以深沟和隔

以护栏 ，正面有
一

条道路与村庄大街相连接 。

② 早期农庄式住宅的明显优点是 ：生产 、生活 、饲养 、储

存等功能的建筑体相对独立
，
人们的生活起居 、牲畜饲养 、农具存放 、粮仓 、食品加工等都有 了专门 的

建筑空间 。 由长方形房屋向农庄式建筑的变化 ，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

农民住房的建筑结构
一

般有两种 ， 即单层建筑和双层建筑 。 中世纪晚期
，
英国农民不 同社会阶

层的居住条件存在差别 。 多数普通农民的住房是单层多个房间 ，

一

般有 3— 5 个房间 ，分为公共活动

区 （开放式大厅 ） 、居室和其他辅助性房间 ；
有的户型是大厅在中 间 ，两端有侧房 ，

有的户型是大厅在

一端
，
另一端是侧房 。 此类建筑遗存十分丰富 ，肯特郡考古发掘 了 1 3 7 0

—

1 5 4 0 年的房屋建筑 3 7 9

处
；在苏利郡建筑遗存的考证中 ，考古学家确定当地的小户型民间建筑 ，

6 7 处为 1 4 0 0 年之前建造 ，

4 1 7 处为 1 4 0 0
—

1 5 0 0 年建造 ，

？表明这
一时期内部划分区域的住房在英国各地乡 村巳经相 当普遍 。

在英格兰东部温宁屯的建筑遗址发掘 中 ，有
一

处单层多房间的居住遗存 ，其建筑布局为房屋前面有
一条走廊 ， 中 间是过道 ，过道两边各有两个房间 ，分别是起居室 、卧室和厅堂 、配房 ，配房

一

侧与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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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房相通 。

？
其内部各功能区的设计已 比较完备 。

富裕农民的住房建筑在乡 村中 比较突 出 ，属于双层结构 ，
不仅外形气派 ，其内部功能也更加丰

富 、细化
，
俗称

“

韦尔德式房屋
”

（
Ｗ ｅａ ｌｄｅｎ－

ｔｙｐ
ｅｈｏｕｓｅｓ

） 。 此种房屋中间有
一

个开放式大厅 ，
两端分层 ；

上层房间 向前突 出
，
下面为

一封闭 的走廊 ，
既增强 了底层的封闭性 ， 同时又扩大了上层的利用空间 。

双层结构的建筑功能布局清楚
，
家庭成员的卧室位于上层房间 ，储藏间 、食品 间和配房安排在一层

，

中间开阔的大厅为公共活动场所 。 显然 ，富裕农民住房的公共活动空间与私人活动空间的划分更加

明确合理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既方便 、舒适 、条理
，
又兼具私密性 。

在居住环境和内部结构变化的基础上 ，农民住宅的建筑质量和技术普遍提高 。 在建筑材料的使

用上由草木结构变为石木结构 。 农民早期住房的建造简单粗糖 ，
在林肯郡霍恩卡斯尔附近的斯克里

斯比可以见到 ，俗称
“

茶壶厅
”

（
Ｔｅａｐｏ

ｔＨａｌｌ
）式建筑 。

② 这种棚式建筑通常利用直立的木柱 ，
木柱与横

梁连在
一

起 ，覆满草的屋顶从横梁一直拖到地面 ，看上去就是一个茅草棚 。 到 中世纪晚期 ，草棚式建

筑逐渐消失 。 此时坚 固结实的石材和木料成为英国 乡村农民住房的主要建筑材料 。 对建筑遗存的

考察证明 ，西部与北部乡村的居民住房即是
一些高质量的建筑 ，

地基和墙体普遍使用了坚固的石材 ，

顶部横梁为结实的优质木料 ，石板或瓦片覆在房顶 。 苏塞克斯郡汉哥莱屯的
一处建筑遗址 ，

墙壁是

用石英石建造 ’
地面平整 ，房顶覆以石板瓦 。

③
英格兰有千万幢房屋 ，

虽历经五百多年的风风雨雨 ’其

基本结构和建筑材料屹立至今 。

④
与早期的草木结构的房屋相 比较 ，石木结构的建筑坚实牢固 、经久

耐用
，外形美观 。

建筑技术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农民住房的地基与支撑屋顶的木质框架两个关键部位上 。
1 3 世纪

以前
，
农民房屋的地基通常运用古老的柱基技术 ，此后石头地基逐渐 出现

，
至 1 4 世纪以后

，
这项地基

技术在乡村建筑中得到广泛推广 。 在石材储存丰富的地区 ，如德文郡 、苏塞克斯、威尔特 、约克等地 ，

普遍使用石头地基 ；在缺少或没有石材的地方 ，如诺福克 、林肯郡等地 ，也使用 了承梁垫石的方法 。

房屋顶梁的构架在英国有两种建筑风格 ，西北部 以 曲木结构 （
ｃｒｕｃｋ

－

ｆｒａｍｅ
） 为主 ；东南部主要流行立

柱一桁架结构 （ ｐｏ ｓｔｓ
－

ａｎｄ
－

ｔｒｕｓｓｆｒａｍｅ
）

。 考茨伍德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 ，在农民的住房建筑中 ，地基与

承重的山墙多使用坚固的石材 ；
顶部的木制构架则是采用复杂的曲木结构技术 。

1 5 世纪中期英国北

部的贝德尔 ，

一处佃农的住房和谷仓建筑遗存 ，就是运用承梁垫石 、石基和石墙技术的牢固建筑 。

⑤

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在乡村富裕农民 的房屋建筑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 诺丁汉郡克雷福屯
一

处长约 6 米的约曼农的住房
，
顶梁的构架技术复杂而先进 ，运用曲木结构与立柱

一

衍架结构技术相

结合 ，将房屋分为三个隔间 ，宽敞明亮 。 年代学家对房屋的建筑材料鉴定后确认 ，门厅和侧房的木料

分别是 1 3 1 9 ／ 2 0 年和 1 4 6 6 年的 。
？ 法国人称赞当时英国人的建筑说 ，英格兰人建造房屋时带有

一

种

味道 ，仿佛不可能对大地有比这更好的用法了 ，
又好像不可能有比这更舒适的房屋了 。

⑦

最后是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 随着财富积累的增长 ，农民迫切要求改变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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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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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的社会地位 ，
因而对于教育权利的扩大愈加重视 。

1 4 、 1 5 世纪农民受教育的权利逐渐扩大 。

“

农奴

正在极力想使他们的
‘

既无知又卑贱的子孙
’

受到教育
”

，他们用金钱赎买 自 由
，
为 了接受教育想离

开庄园
，或者打算让 自 己的儿子离开庄园去接受教育 。 为此

，
引起英国领主的不满 ，他们曾 经向查理

二世要求禁止农奴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学校 ，
但是遭到了查理二世的拒绝 。 1 4 0 0 年英国议会颁布了

一

项法案 ，
规定 ：每个人 ，无论男女

，
无论境况与地位怎样 ，均有权利送其子女到国 内任何他们喜欢的学

校学习 。
？

这
一

时期 ，英国乡村教育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 。
1 3 世纪时 ，第四届拉特兰宗教会议规定 ，每个教

堂都应当至少有
一

名教师 ，并希望教会学校 （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

）为渴望学习拉丁语的任何年轻人提供

教学条件 。

②
1 3 8 4 年 ，伯克利的凯瑟琳女士资助沃顿城郊的

一

个修道院 ，使其免费教授来 自 附近的

穷学生 。 据记载 ，
1 4 世纪后期

，
考文垂的汤奇镇郊的教堂 、伍斯特郡的卡彭特教堂 ，

还有沃顿城郊的

修道院都免费为学生提供基本的读写能力 的教育 。

③ 亨利六世统治时期 ， 曾 限制教会办学的数量以

约束教会力量的发展 ，
导致教会人员强烈不满 。 1 4 7 7 年坎特伯雷主教区有 4 位乡村牧师提出辞呈 ，

理由是学校数量减少 ；
他们请求在 自 己 的乡村开设学校 ，最终获得批准 。 乡 村中教会办的学校主要

为初级学校或声乐学校 ， 因其具有慈善性质 ，与普通农民的教育需求相适合 。 据统计 ，此类学校的数

量 ，
1 4 世纪至宗教改革时期 ，增加了

6 倍左右 ，
1 5 世纪增加了

3 倍。
④ 连续几个世纪乡 村学校数量持

续增加 ，说明农民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

教育机会和条件的增加与改善 ，提高了农民的识字水平 。
1 3 世纪 2 0 年代

一

位贵族与林肯郡弗莱

斯顿和巴特维克两地的民众签订了
一项协议 ，契约上涉及约 5 0 位村民 ，

显然这些人已经完全习惯于使

用法律文书了 。

⑤
在 1 3 7 3 年的一次法律诉讼中

，

2 8 名证人里有 1 1 个人 自称是
“

文化人
”

（
Ｌｉ ｔｅｒａｔｕｓ

）
，
他

们甚至能够理解拉丁语
；
还有一份 1 5 世纪中期的遗嘱

，
见证人中识字的人所占比例与上述例子类似 。

⑥

1 3 8 0 年以后 ， 乡 间的 自 由民能书写私人信件的人越来越多 ，
甚至小庄园里当管家的农民也能书写 。

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 ，有些手工业行会的规章和制度中 ，
坚持其学徒必须要达到某种程度的识字

标准 。

⑦
1 4 5 0 年约翰

？

凯德叛乱期间 ，来 自肯特郡和英国东南部的追随者把他们的诉状以书面形式

呈交国王 ，而且还抄了好几份 ，让大家传阅 。 这都是一些冗长的文件
，
有着连贯且具有综合性的论

点 。 书面文字表达形式为农民所接受和使用
，
说明这些农民起义者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 。 这与 1 3 8 1

年肯特郡农民起义者以 口头形式向査理二世表达诉求的情况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

⑧

富裕农民的读写能力 明显高于农民整体的平均水平 。 中世纪的英格兰 ， 占人 口半数的
“

中层
”

和

以上人士至少有一定的断文识字能力 。 以畜牧业为主的剑桥郡威灵汉姆村 ，有签名能力 的人中约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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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多于其他人群 。 根据遗嘱档案反映 ，能够 自 己签名 的约曼超过 1 ／ 3
， 手工工匠有 1／ 6

，
甚至

一

些底层农夫和妇女也能够 自 己签名 。

？
 1 5 8 0 年之前诺维奇教会法院的证据表明 ， 约曼阶层 6 5 ％ 的人

会写 自 己的名字 。 当时流行的
一些 印刷品 ，如管理性的年历 、指导性的册子 、礼仪之书

，
约曼是当然

的读者 。

② 正是由于约曼 中的大部分人具有读写能力
，
从而提高了他们参与政治和宗教生活的欲望

和能力 。 根据规定拥有 4 0 先令的约曼享有选举权 ，他们成为在选举议会地方成员 中积极投票的不

容忽视的群体 。
1 4 、 1 5 世纪以来 ， 富裕农民经常将儿子送去读小学 、 中学 ，甚至是大学和律师学院 。

根据 1 5 6 7
－

1 6 2 2 年进人牛津大学的学生学籍卡记录 ， 乡绅和约曼之子共有 7 0 0 0 余人 。 截至 1 6 世

纪 ，约曼构成了送子读大学的最大阶层之一 。

③ 可见这一时期 ，农民特别是农民上层的子女接受高等

教育者已为数不少 。

三、 中世纪晚期英 国农民生活水平变化的经济与社会原因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生活消费状况的变化 ，
有着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原因 。

1 4 世纪尤其是黑死病

肆虐之后 ，英国人 口减少 ，
土地资源充裕 ，封建制衰落 ，

对于农民来说 ，这些因素为他们获得和 占有土

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
1 2

、
1 3 世纪英国大多数农民 占有土地的数量不足 1 5 英亩 。 至 1 4

、
1 5 世纪 ，农民

土地的持有数量不断增加 ， 占有 1 5 英亩以下土地的农民 ，则变成了 乡村社会中 比较贫穷 的少数阶

层 。
以肯特的埃克汉姆为例 ，

1 3 世纪末有 4 1
一

5 1 户农民家庭 占有 9 英亩或更少的土地 ，

7 户农民有

3 0 英亩或以上土地 ， 占有 1 5 0 英亩的有 1 户
；
两个世纪后 ， 占有土地 9 英亩以下的农户不足 3 0 户 ，大

农户持有土地的数量有 8 0 英亩 、 1 4 1 英亩 ，
甚至多达 2 4 0 英亩 。

④
有学者研究认为 ，在英格兰农耕区

持有 1 5 英亩的土地 ，
可以满足

一个农民家庭的生活需要 。 1 4 8 0 年 ，英格兰中部地区持有 1 5 英亩 以

上土地的农户比例大约为 3 ／ 4
，他们 的生活相对稳定 。

⑤

中世纪晚期 ，英国农业生产技术不断革新 。 1 4 世纪
，农业生产 中的庄稼种植由 三圃制代替了二

圃制
，
并得到广泛推广和实施 。 随后 ，英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休耕土地逐渐减少 ，

又 由轮种制代替

了三圃制 。 原来的休耕地不再抛荒 ，或者减少休耕年限 ，每 3 年休耕 1 次变为 4
￣

6 年休耕 1 次 。

⑥

土地休耕时间缩短 ，扩大了土地耕种面积 ，使合理进行的各种农作物轮作的新型耕作方式得到推广 。

早在中世纪时期 ，诺福克的农民种植苜蓿和其他草料作物来饲养牛群 ，并以羊粪为肥料施于麦地中 ，

提高大麦和小麦的产量
，
依靠这种农作方式 ，诺福克郡的小麦亩产量可 以达到 2 5 蒲式耳 。 自 1 3 0 0

年后的 5 0 0 年中
，
诺福克的这

一产量纪录从未被打破过 ，

“

诺福克轮作制
”

也 由此而成了农业方面的
一

个经典的成功案例 。

⑦
同时 ，先进的生产工具 ，如重犁 、碎土的耙 、大镰在英国得以普遍使用 。 农民

还采取了
一

些先进的 田间管理方法 ：土地精耕细作 ，合理施肥
，
密集播种 ，抑制杂草生长等 ，

这一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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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财富积累与生活消费


1 2 3

效地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 ，提高 了粮食产量 。 据各项数据统计 ， 自 1 4 5 0 年至 1 6 5 0 年 ，英国小麦亩

产量增长了约 3 0 ％ 。 粮食产量的增长 ，带动了乡 村新兴产业的发展 ，推动了大量劳动力的积极流动 。

1 3 世纪以后英国畜牧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 日 趋突 出 ，

1 4 、 1 5 世纪规模又进一步扩大 。

1 3 4 8 年之后
，
米德兰一些村庄

，
富裕农民饲养 3 0 0 只羊巳经极为平常 ，许多

一

般农户 的羊群数量平均

为 3 0
—

6 0 只 。 从 1 5 世纪开始
，
养羊业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提高 了羊毛产量 ，从而推动 了 以 呢布纺织

业为龙头的乡村工业广泛兴起 。 同 时 ， 乡 村工业的发展使英国工业重心 向农村转移 ，吸纳 了大量的

农村劳动力 ，为农民提供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机会 。 由 于呢布纺织业深入农村 ，
产业规模扩大 ，呢绒

出 口量上升 ，
1 4 世纪末呢缄出 口量约每年 4 万匹 ，

1 4 3 7
－

1 4 4 7 年达 6 万匹 ，
1 4 9 9
－

1 5 0 0 年更达 7 万

匹 。

？
 1 4 世纪中 叶至 1 5 世纪末 ，农村织布业产量翻了

1 4 倍多
，
不仅占领了 国 内市场

，
而且出 口 遍及

大半个欧洲 ，
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 乡村工业的兴起 ，

改变了农民的产业经营方式 ，农村经

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 由单一的农业种植转变为畜牧业 、农业种植与乡村工业三者相结合的多元

立体式经济结构 。

中世纪晚期 ，英国农村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 ，创造的财富不断增加 。 那

么
，
农民能否享有 自 己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是否拥有扩大再生产规模的经济能力呢？ 在这里 ，英

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是否有利于农民的财富积累 ，就成了关键问题 。 事实上 ， 中世纪 以降
，
英国社

会长期形成的独特的传统习惯和法律机制 ，
赋予 了农民

一

种
“

原始个人权利
”

， 或者称之为主体权

利
，

＠这种权利在
一

定程度上形成了保护农 民利益的屏障 ，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英国农民能够在长期

的劳动中逐渐实现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物质力量的增长 。

英国封建等级制社会之中蕴含着原始契约因素 ，农民 的个人权利在其中得以体现 ， 同时又在传

统社会独特的法律机制下得到保障 。 第一
，
在 中世纪英 国封建庄园 的各项规定 中 ，如庄园的劳动与

生产 、管理与经营等
，领主与农奴双方普遍存在着原始契约关系 ，

这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具有一定的

规定性 。 从至关重要的农奴劳役义务的数量 、土地继承权与使用权 、遗嘱权 、婚姻权 ， 到具体的家禽

饲养权 、狩猎权 、采枝权 、伐木权等 ，从庄园的生产组织管理到 日 常劳动生活 ，涉及方方面面 ，能做什

么 ，怎样来做 ，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庄园惯例都有十分具体的规定 。 正是基于原始契约关

系的存在 ，尽管领主与农奴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 、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 ，但在
一

定程度上也使

农奴的权利观念和主体意识有 了保障 ，
换言之 ，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

一

￣

农奴 ，虽然要接受领主的

剥削和压迫 ，但庄园领主的统治受到惯例的限制 ，农奴权利 的底线不能被任意突破 。

“

超经济
”

强制

的力量不是迫使农村劳动者 ，而正好是迫使地主比他们 自 己 的意愿走得更远 。
③

第二 ， 由 于原始契约因素的存在 ，农民 的主体权利又得到传统习惯法的保护 。 英国独特的法律

机制 ，
尤其是庄园 习惯法 ，

为领主和农奴双方提供了
一个相互制衡与较量的空间 。 在庄园制度存在

的几个世纪里 ，领主与农奴之间关系的表现是对抗与妥协兼具 。 由 于大量约定俗成和法定的权利 ，

有组织的村会以及佃农对土地和生产的直接控制 ’使佃农们不仅在 日常生活中拥有很大的 自主权 ，

而且使他们拥有有力的武器 ，可以和领主们讨价还价 ，甚至敢于抵制领主的要求 。

④ 在农奴劳役义务

①Ｊ． Ｉ＊Ｂｏｌｔｏｎ
，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Ｅｎ

ｇ
ｌ
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 ，

 1 1 5 0 
－ 1 5 0 0

，
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 ｅｆｉｅ ｌｄ

，
 1 9 8 0

， ｐ
．  2 9 4 ．

②
“

中世纪 的个人权利这里表述为主体权利 （ Ｓｕ
ｂ
ｊ
ｅｃｔ

ｉ
ｖｅＲｉｇ

ｈ ｔｓ
） 。 在欧洲私法理论概念中 ，主体权利被认为先于客观 的法律秩序而

存在
，
是由 自 然分配给每

一个人并赋予 自 由运程的权利 。

”

参见侯建新 ：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 中国》
，
第 1 2 8 页 。

③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 ： 《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 ，
罗荣渠等译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第 1 1 6 页 。

④ 罗伯特 ＿ 杜普莱西斯 ： 《早期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 ，第 1 9 页 。



1 2 4



史学理论研究


2 0 1 5 年第 3 期

问题上 ，领主与农奴经常发生争执 ，各 自 为争得更多利益讨价还价 ，最后相互妥协达成协议 ：农奴交

纳
一

笔钱 ，领主免除农奴的劳役义务 。 也可以这样说 ，
英国庄园惯例 的形成 ，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

方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各 自 利益 ，
不断进行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

英国庄园习惯法的另
一重要表现是对于领主和农奴都有很强的约束力 ， 因为其内容

一旦确定就

不容改变 。 例如 ，
对于佃农有效地持有的绝大部分土地 ，只要他们履行对领主的义务 ，就可 以世代享

有土地的使用权 ，
领主不能随意改变 。 对于佃户的负担量 ，

习惯法将其固定化 ，领主任何打算增加佃

户负担量的做法 ，对方都会强烈反对 ，并加以抵制 。

一

个庄园农户租用领主的土地 ，其交纳 的地租往

往保持 2 0 0 年 ，甚至 2 5 0 年不变 。 农奴土地使用权的保障和封建负担量的 固定化说明 ，庄园 习惯法

为了限制双方的任意性行为 ，
对领主与农奴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具体而明确 ，

这虽然有利于领主监

督农奴劳动 ’ 防止他们怠工 ，但同时也使领主对农奴的恣意盘剥或随意克扣失去了空间 。 因此 ，庄园

习惯法为底层劳动者维护 自身权利并使之最大化提供了有效保障 。 从英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 ，农

民不断获得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 ’
这个发展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

综上所述 ，中世纪晚期农民财富积累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英国社会经济的持

续发展 。 随着农民生活消费范围的扩大和消费层次的提高
，
他们会不断产生新的消费需求 ，这种消

费需求又反过来促进农民去发展生产 ，增加收人 ，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乡村手工业的

兴起和商品贸易的繁荣 。 生产规模扩大
，
生产技术改进 ，

生产门类调整和生产速度增长 ，又为成千上

万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 ，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
使民众的生活 内容进一步丰富 。 普通民众生活水

平的提高 ，
及其消费上的积极状态

，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 ．

作为社会基本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社会等级中最底层的成员 ，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生活水准的

不断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强
，
是英国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的极其关键的 因素 。 生活质量的不断提

高 ，使农民整体素质获得了全面提升 。 农民身体素质普遍增强 ，受教育程度提高 ，个人权利意识增

长 ，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 广大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既可以使他们 自身的文

明程度大为提高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释放出更旺盛的生产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
也使整个社会充

满发展的活力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社会转型中最难以克服的障碍 由此得到消解 ，使其在社会的转变

中迈出至关重要的
一

步 。 对于同样面临社会转型的当今中 国社会 ，英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历史

经验
，
具有极其珍贵的借鉴价值 。

（作者郭华 ，泰山 学院历 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
邮编 ：

2 7 1 0 0 0
）

（ 责任编辑 ： 张旭鹏 ）

（ 责任校对 ： 景德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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