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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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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展生产

元末的长期战乱，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土地荒

芜，人口稀少，到处是一片废墟。如１３５７年（龙凤三年），朱元

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

湖广澧州慈利县的百姓大多流亡，田地也多荒芜，又如陕西保

德州府各县“田野荒芜，人烟稀少。”１３６６年（龙凤十二年），常

德府武陵县等诸县，人民逃散而地旷人稀，大片土地无人耕

种，致使杂草丛生。再如颍州，元末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

空虚。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

地”。

明朝建立后，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的现象依然如故。１３６８

年（洪武元年）七月，徐达率师从汴梁出发，攻取河北州县，当

时仍战火连年，道路阻塞，人烟断绝。１３７０年（洪武三年）六

月，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上奏说：“北方郡县，城镇周围的

土地多荒芜。”１３７２年（洪武五年），户部报告，太原河曲等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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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多逃亡”。直到１３８２年（洪武十五年）九月，晋府长史桂彦

良在上《太平治要十二条》时说：“中原是国家的腹心之地，号

称膏腴之地，因为百姓多逃散，致使土地长期荒芜。”１３８８年

（洪武二十一年），河北各地，仍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全国

从南到北到处是一派荒凉的景象。国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

惨遭破坏，造成各地官府年年收不上租税来，国家的税源几近

绝断。许多府州因收不上税，户粮不足而被降级，如莱州由上

府而降为中府，连开封也因户粮减少而降为下府。１３７７年

（洪武十年），河南、四川布政司不得不由州改为县者多达１２

个，将县合并的也多达６０个。到１３８４年（洪武十七年），因民

户达不到３０００，而由州降为县的多达３７个。劳动力的奇缺，

税收和户粮的锐减，已使明初的社会经济走上了近乎崩溃的

边缘，也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朱元璋为了尽快地扭转

这残破不堪的局面，他绞尽脑汁，制定出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

产的措施，坚定不移地奉行一条安养生息的政策。

洪武初年，地方官入朝，朱元璋告诫他们说：“天下初定，

老百姓的财力人力都很困乏，譬如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

羽毛，刚刚栽植的树木不可动摇它的根部。重要的事情，在于

安养生息而已。”安养生息的政策的重点是农业，朱元璋告谕

群臣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费用全都依靠它。”因此，

他把开垦荒田、增加户口作为明初安养生息的主要任务。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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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３６７年（吴元年）五月，朱元璋就下令，凡徐、宿、濠、泗、寿、

邳、支海、襄阳、安陆等州县，以及今后新附土地，人民种植桑、

麻、谷、粟，连同税粮、徭役皆免三年。实行与民休息。为了让

人民能集中精力恢复生产，１３６８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

“各处荒闲田土，允许老百姓开垦，并归开垦者所有，同时免其

杂泛差役三年”。１３７０年（洪武三年）又规定，北方郡县荒芜

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每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蔬菜，

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１３８０年（洪武十三年），

又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

等府，“民间田土，允许百姓尽力开垦，各地方政府不得向农民

征租。”１３９１年（洪武二十四年），令公侯大官不问何处，惟犁

到熟田，方许为主。若有余力，听其再开。１３９５年（洪武二十

八年），朱元璋又命令山东、河南开荒田地，永不收租。朱元璋

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开垦荒地的积极性，

而且还使农民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这些贫苦农民通过

自己辛勤的劳动而变成了拥有小块耕地的自耕农，明初自耕

农数量激增，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洪武初年，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朱元璋积极采取措施解

放生产力。首先，朱元璋下诏大赦，宣布凡聚众山林、无户籍、

靠打劫为生的各类人，只要回乡生产，一律不予追究。“诏书

到日，并听各还本业。”由于实行大赦，使不少逃亡之户及聚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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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劫之人回乡投入生产，安定了社会，发展了生产。其次，下

令严格限制僧道的数量。１３７３年（洪武六年）八月，礼部上报

当时全国有僧尼９６３２８人，朱元璋认为人数太多。十二月，朱

元璋下令，全国府、州、县只允许有一个大观寺，僧道合并在一

处，非有戒行道典的不得请给度牒。同时对尼姑、女冠也有规

定：禁止四十岁以下的为尼。１３８４年（洪武十七年），礼部尚

书赵瑁报告说全国已有僧尼２０９５４人，而且继续要求当僧尼、

道士的还有不少，这些人中多数是为了逃避苦役。他还建议

三年发放一次度牒，而且要严加考试，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

议，并立即付之施行。１３８７年（洪武二十年）八月，朱元璋再

次下令，“百姓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不许落发为僧，年龄在二

十岁以下的可以请度牒，让他们在京师各寺试事三年，考其廉

洁无过的，才允许为僧。”到１３９５年（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因

全国僧道数量仍然太多，皆不务本教，又令６０岁以下的一律

赴京考试，不通经典的除名。规定越来越严，僧尼的数量也就

越来越少，不仅减轻了朝廷和民间的负担，而且还增加了大量

的劳动力。第三，他又下令解放奴隶，这也是朱元璋解放劳动

力的一项重要措施。１３７２年（洪武五年）五月，朱元璋下诏：

过去因兵乱，人民流散而沦为奴隶的即日放还，使之成为平民

百姓。以后他曾多次下令，由朝廷代为赎还因饥荒而卖身为

奴的男女，如１３８６年（洪武十九年）八月，仅河南布政使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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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说，开封等府由政府赎还的男女奴隶２７４人。同时规定，庶

民之家，不许蓄养奴婢。这些规定的正式出台，使奴婢的数量

大为减少，相应地增加了社会劳动力。

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政策的另一举措就是移民屯田。

１３７０年（洪武三年）三月，朱元璋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建议，

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而且移民的主要原则是“移民就

宽乡”。即将人多地少的移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同年六月，移

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田产的４０００余户到濠州屯种，

官家发给耕牛和种子，并且三年不收租税。１３７６年（洪武九

年）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无产业的到凤阳屯田。１３８８年（洪武

二十一年）八月，迁山西泽、沼二州无田之民往河北彰德、真

定、临清及河南归德、太康等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第二年

四月，又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

滁州、和州等地就耕。１３９２年（洪武二十五年）二月，迁山东

登、莱二州贫民无恒产者５６３０户就耕于东昌。１３９４年（洪武

二十七年）二月，迁苏州府崇明县无田农民五百余户于昆山开

垦荒田。以上均是无土地、全家迁徙屯田的贫苦农民。

１３８２年（洪武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

２４４００７余人于泗州屯田。第二年，又迁广东清远瑶民１３０７

人于泗州屯田。１３８４年，（洪武十七年）七月，命北平降卒已

编入京卫的，全都复员参加屯田。１３９５年（洪武二十八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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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青、衮、登、莱、济南五府农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的、十丁

以上田不及二顷的、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和小民无田可耕

者，分丁赴东昌屯种，共计有１０５１户，４６６６口。

除此，朱元璋还招募流民屯田以及命犯罪的犯人屯田等

措施，这些均属民屯。民屯之外，朱元璋还大力发展军屯和商

屯。洪武年间实行的军屯，改变了战争年代那种“且耕且战”

的做法，而是命一部分将士从事守御，另一部分将士专事屯田

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军需，而且大大减轻了国家和老百姓的负

担。商屯，是一种特殊的民屯，就是部分商人雇人开荒屯种，

然后用粮食换取盐引。商屯对供应边防的粮饷以及开发边疆

也起了积极作用。

兴修水利，是明初实行“安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朱

元璋非常重视水利建设，１３６８年（洪武元年）就修建了和州铜

城堰闸，周围２００余里，灌溉大量良田。１３７１年（洪武四年）

又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可以灌田万顷。１３７５年（洪武八年）

又修山东登州蓬莱阁河，开陕西泾阳县洪渠堰，灌溉泾阳、三

原、高陵、临潼二百余里。第二年，又修都江堰。１３８４年（洪

武十七年）又筑河南磁州漳河决堤、决荆州岳山坝以通水利，

每年增官田租４３００余石。第二年，朱元璋又下令修筑黄河、

泌河、漳河等堤岸。１３９１年（洪武二十四年），浚定海、鄞二县

东钱湖，灌溉田亩万顷。１３９４年（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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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池水，防备旱灾涝灾的，

都要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税户人才到各地督

修水利。到１３９５年（洪武二十八年）时，共计全国兴修开凿的

塘堰４０９００７余处，河道４１００多处，陂渠堤岸５０００多处。另

外，朱元璋非常重视水利设施的养护。规定：凡盗决河防、圩

岸、陂塘者均受重刑；提调官吏不修河防、圩岸或修而失时者

也要被处刑。明初修河筑堰工程的广泛推广，不仅使大批被

洪水、海潮淹没的土地变为良田，而且大大扩大了灌溉面积和

耕地面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朱元璋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减轻人民的负

担，大力整顿赋役。赋役包括赋税和徭役，是封建国家赖以生

存的基础。但同时如果赋役过重或不均，又是造成封建国家

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洪武初年田赋较轻。当时的田赋分“夏

税”“秋粮”两次征收。夏税征收不过八月，秋粮征收在次年二

月之前。规定，凡是官田每亩收租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收

三升三合五勺。另外重租官田每亩多达八升五合五勺，没收

入官的田租为一斗二升。缴纳以米、麦为主，丝绢和钞在其

次。由于苏州、松州、嘉兴、湖州等地赋税过重，广大自耕农负

担不起。１３７４年（洪武七年）五月，朱元璋针对官田租税太

重，下令减租，规定亩租七斗五升者减掉一半。１３８０年（洪武

十三年）三月，又减租一次，规定：旧额亩税七斗五升至四斗四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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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者，减十分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全部征三斗五升。

明初建立了户帖制度，以后又经过数年的酝酿，编制了赋

役黄册，作为国家赋役征派的依据。后来，明太祖发现在甲里

基础上编制的赋役黄册不够完善，黄册侧重户籍，而赋役征发

还要涉及人丁和田产两方面。朱元璋对富户隐瞒田亩数量，

并千方百计逃避和转嫁赋役的现象极为不满，为了进一步弄

清土地田亩情况，１３８５年（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命全国各府

州县将民户分为上、中、下三等，编成赋役黄册，凡遇徭役征

派，发册验其轻重按等派役，以解决赋役不均、贫弱者受害的

弊病。１３８７年（洪武二十年），他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

地普查，丈量土地，绘制成鱼鳞图册，这样，赋役黄册和鱼鳞图

册相互结合，使征收赋役有可统一的标准，均衡了赋役，从而

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为了保证田赋的征收，朱元璋还建立了粮长制度，起因

是，有些地区的州县官吏，利用负责征收田赋的权力，从中营

私舞弊，鱼肉百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代纳粮户办理纳税粮

的揽纳户。这些人勾结官府，从中渔利，坑害百姓。明太祖知

道后，非常气愤，下令取缔非法的揽纳户，并采取了“以良民治

良民”的办法，任用粮长来负责征收田赋。１３７１年（洪武四

年）九月，他下令让户部统计民田租税，以纳粮一万石为一区，

用其中田多的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督征乡里赋税。粮长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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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职责，是催征、经收和解运税粮。所谓催征，包括到京师领

取勘合印信，回乡分派征收任务，催督里长，把该交的税粮交

齐。所谓经收，就是将所有税粮征齐后汇总保管。最后就剩

下解运了。粮长将征收的税粮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地方作

开支用度叫存留，另一部分要运交外地，叫做起运。起运包括

京运和对拨。起运即运往京师，对拨是运往外地军卫。税粮

的京运部分要由粮长亲自押运到京师。起初每区只设一名粮

长，因事务繁忙，朱元璋又命粮长下设知数一名，到洪武末年，

发展到每区设置正副粮长三名。粮长虽是一种为朝廷服务的

杂役，但粮长责任重大，朱元璋对粮长也非常重视。凡是如数

把税粮解运到京师的，常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亲自接见，并赐

给宝钞作路费。在对话应答过程中，凡被朱元璋赏识的，还可

以立即授予官职。如浙江乌程人严震直，本是以富户充任粮

长，他年年如期送万石税粮到京师，得到明太祖的赏识，被授

予通政司参议，不久升任工部侍郎，一直做到工部尚书。朱元

璋还规定如粮长犯罪，可缴纳宝钞赎罪，这是他对粮长的特殊

照顾。

粮长制度主要是在浙江、南直隶、江西、湖广、福建地区实

行。这一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少贪赃枉法和侵吞

税粮之类的事情发生，既保证了国家田赋的征收，又相对地减

轻了农民的负担。也有少数的粮长，勾结官府，假造文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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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实收，贪赃受贿，被朱元璋严厉惩处。

朱元璋还下诏指示，凡各地闹火灾旱灾的地区，蠲免租

税。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情严

重的地区，除了蠲免夏、秋二税外，还由当地官府给灾民贷米，

或赈米、布和钞。朱元璋由于本身的经历，他格外地重视救灾

赈贫事宜，他特令各地官府设立预备仓，由户部派遣地方年老

耆民经营，丰年存贮粮食以备荒年，救济灾民；又设惠民药局，

凡军民有病又无力医治的，给医药治病；还设善济院，规定贫

民不能生活，不能自立者许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三十斤，

冬夏布一匹，小口给三分之二。闹灾的州县，地方官不向朝廷

报告，或不及时赈灾的，处以重刑。有一次，荆、蕲发生火灾，

朱元璋命户部主事赵乾负责赈济灾民，结果赵乾延误半年，朱

元璋大怒，命杀之。同时，规定：“旱伤州县，有司不奏，特许耆

老申诉，处以极刑。”１３９３年（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又命户部

通令全国并授权各府、州、县地方官，“从今日起，凡遇灾荒，则

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并立为永久之制”。整个洪武

年间，赈灾所用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石，蠲免租税的数额巨

大。仅据《明史·太祖本纪》资料统计，朱元璋在位３１年，他

下诏减免租赋和救济灾民，多达７０余次。他深知百姓的疾

苦，朱元璋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

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还要施肥，大太阳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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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盼到收割了，定粮纳

税之外，所剩无几。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急得毫无办

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的也是农民的

事情，要使国家富强，必须要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朱

元璋这种体恤百姓的举措，一方面有利于穷苦百姓克服灾荒，

另一方面有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朱元璋体恤民情的另一

做法，就是惜用民力，不误农时。朱元璋认为，一般的工程都

尽量安排在农闲时进行，不很急需的则尽可能缓建。如，１３６８

年（洪武元年）十一月，工部准备征调苏、松、嘉、湖四府的民工

到京修建城池，当时户部侍郎杭琪上书表示反对，朱元璋立即

采纳，下令免除四府人民的工夫役。第二年十一月，中书省又

奏请营建后堂，朱元璋未准，并指出，土木工程，连年营建不

停，待民力少舒，再动土不晚。１３７８年（洪武十一年）五月，浙

江都司申请重修台州城墙，朱元璋指示：农事正忙，不可修城，

待秋后再说。第二年，冯胜在开封府督建周王宫殿，准备于九

月动土，朱元璋认为那是百姓种麦的季节，不能耽误，待农闲

时再开工兴建。１３８０年（洪武十三年）九月，山东都司请筑德

州城，同年十月，兵部要修从南坝到朴树湾的长江航道，朱元

璋均未批准。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四民之业，没有比农民更

辛苦的了，他们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很少休息。赶上年成好丰

收了，一家老少才能吃上饱饭。不幸发生了水灾或旱灾，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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