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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国工业劳动史〉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使我惑到莫大的欣

慰。早在 1944 年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三年级时，我便萌发

了编撰一部从远古到 20 世纪属于通史性质的中国工业发展史的

念头，并于 50 年代后期开始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对中民工业发展

史的研究，以中国工业发展为研究主干，延着研究的深入，视野不

断开阔，自然涉及到与中国工业发展相关的领域，如中国工业技

术、中国工业劳动、中国工业能潭、中毒工业环境保护等课题。需

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使我感到忙不过来， 1奈去工作、吃饭、睡觉及辛辛

理少许日啻琐事外，便将大部分时离倾注在我所钟爱的中菌工业

发展史及其相关课题研究之中，一直持续 30 多年。期前虽经多次

政治运动干扰，加之资料搜集盟难，仍矢志不移，从未停止研究。

终于在 80 年代后期，开始将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先后出放了〈中国

古代工业史}(1988 年学林出鼠社出版〉、〈中国近代工业史} (1989 

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工业史}(1990 年重庆出族社出

版)、{中国工业技术史} (1995 年重庆出鼠社出版)。

〈中吕工业劳动史〉是我的中国工业发展史系列的第五部著

作，其研究撰写构忠于 80 年代初 O 时佳结束"文革\进入改革开

放的历史新阶段，思想解泣，学术气氛空前活跃，许多以往被视为

理论禁区的问题得到了日益增多的关注和探讨，对劳动、劳动经济

学等范畴的课题研究不斯深入，我结合对中国工业史、中国工业拉

术史的研究，将研究延伸至中国工业劳动史c 在完成了〈中民工业

技术史〉后，于 1991 年 7 )号开始写作〈中国工业劳动史}， 1993 年

底完稿，其后又经过修改，于 1999 年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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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工业劳动史〉虽然完成于 1993 年，但对其资料的收集、

消化、吸收、整理、不断更新等工作，则长达十多年。有些资料本身

既是中国工业史和中国工业技术史方面的资料，亦是中国工业劳

动史方面的资荐，在撰写中国工业史时就己搜集，如此弄来，(中国

工业劳动史〉的资料收集时始于 50 年找。在消化、吸收资粹的过

程中，我对许多 i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并吸取了前人和他人的研

究成果。

〈宇宙工业劳动史〉中，古代部分和部分近代部分内容写的是

手工业领域的劳动，为了照顾到全书的系统性，故以"工业"为怠。

这样，书中所述劳动均为"工业"领域。

诚然，为了研究的需要，可将研究对象从拉关的事物中分离和

抽象出来，持或特定的研究对象，但这些，研究对象仅仅是原事物的

某个侧面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工业劳动品言，它与工业发

展以及工业技术发展融为有机整体，工业发展、工止技术发展自始

至终都离不开工业劳动，有赖于工业劳动。

工业劳动是人靠体力和脑力，通过手工或使用简羊工具，或使

用机器，采据自然物质资料和对工业品原料及农产品原料进行加

工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攻变换过程，是为满足人的古身需

要品进行的错造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有目的的活动。

一般来说，工业劳动过程的展开必绢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

产要素的结合条件。工业劳动过程必备的简羊要素是人的有目的

的活动，即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除了这三个基本的实体性

要素外，还应具备一些珩着性、渗透性、运行性要素，如科技、信息、

教育、管理等。这些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工业劳动，依

照组合的不同性凌和形式，便会产生结构经济、规模经济、布局经

济、时序经济的多种效益，创造去物质财富 c 二是工业劳动组织条

件。;暗去极个到的例外情况，人的劳动不可能孤立进行，必然要形

成这样那样的关系、联系，这就产生 7 工业劳动组织或组合的必要

性。工业劳动的不司组织形式，就是各种影式的工业劳动方式。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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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劳动方式反映的是工业劳动过程中人的的社会联系和关系，

反政着分工、协作的状况，是一种技术性联系，以工业劳动过程中

要素的技术性能、特点为转移。

工业劳动方式从形式上分为两类，即个人劳动和协作劳动。

个人劳动即制造产品的操作均由劳动者个人完成的劳动形式;协

作劳动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或在不同的、但梧互联系的生产

过程中有计划地协同劳动a 协作劳动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药单协

作，即劳动者在一起同时干到样的活。另一类是分工诗作，即在分

工基础上的协作劳动。这种劳动方式一敖是将整个劳动过程分为

JL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分为几个环节，工人们采取流水作业的形式

进行劳动。采取何种劳动方式，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由生

产的物盾技术基础及劳动对象的特点琦决定。

要使工业劳动过程顺利展开，首先要有确定的劳动对象，其次

要有与劳动对象的性攻、要求相匹配的劳动资料，使这些物的要素

按照一定的规模在一定的时琅中聚拢起来、匹配起来，这样也就产

生了管理的要求。管理是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结合的适应性的需

要。没有人与物的结合就没有现实劳动。人与物的结合，一是要

在量上相适应，有了这个适应才不致于造成人力或物力的浪费;二

是要在攻上适应劳动者素质、适合于生产资料的性能要求，这就要

求有管理O

诗作劳动是数量不等的许多人的共同劳动，人的活动的协调

性需要管理，管理是协作劳动过程中的一往要素。为了完成共同

的任务，这些人在劳动的时序上要体现连续性，空间分布上要有合

理性，在共同的生产条件利用或使用上要有密切配合和默契，这也

需要指挥和管理。

由于工业劳动过程的规定总是二重的，是一段的劳动过程与

具有特殊社会规定性的劳动过程的统一，吕西管理的一般规定性

与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司时存在。

工业劳动的价值影式，以社会分工的存在和生产者分属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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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利益主体为前提，反映着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 O

工止劳动的社会形式，是一种与工业劳动的自然形式、技术影

式相对而言的规定性。工业劳动总是发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下，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具有这样那样的社会规定性。工业劳

动的社会形式，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该社会基

本经济制度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劳动的社会影式也就

是工业劳动的制度形式。工业劳动的社会形式，同工业劳动过程

中物质要素的社会形式一道，共窍反映着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

度或生产关系的基本特枉。

以上是我对工业劳动的一点肤浅认识。

本书所搜集的多为历史性资料，其中珩用计算单位与我国现

行计算单位不尽相符;所列地名，也有少数与现行地名不一致。为

了保持历史的原实性，本书均未加变动。

由于所掌握的资辛辛尚不够齐全，认识水平也很有珉，因此缺

点、错误在所难免，深望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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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工业劳动概述

一、古代的言府工匠

(一〉先秦官府工匠的在集与管理

在中国古代，一切具有专业技艺的工匠，无不被官商阿罗到官

商工业的有关部门中，他们成为"在宫之工"此即所谓"处工，就官
府"[130

当时不论何人，}L是有一技之长市宫肃认为有用者，都必须芫

条件地为官府服役，直接被工官所管辖c 这些在官府工业中撮役

的官工匠，都程度不同地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沦为奴隶或半奴

隶。所有在官府工业中服役的工匠，不仅都具有专门技能，顶且都

是世代相传，各有其自长期经验积累而成的家传秘方绝技，故各种

工匠都掌握着特殊的技巧c

当时官府工匠的训练途径和方法是"今夫工，群萃而夕Ii处，审

其固自才，辨其功苦〈指其美恶) ，权节其用，论比快材，旦暮从事，以

馈其子弟，柏语Ij事，梧示以巧，相陈以功。少雨习焉，其必安焉，

不觅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弟子之学，不劳而

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2]这是中国历来各色工匠的技术传

授和业务训练的主要途径，并成为中国长期延续的传统。〈萄子〉

云"工匠之子，莫不继事。 "[3 ] 

被饪集在官府工业中的各种工匠，是在工师的直接领导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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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下进行工作的 O 工师是宫府工业中各种工业制造的主管人

员 o (考工记〉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卦i台让按:(月令·

季春):命工师令百工C 注云:工蹄，司空之属宫也。又〈孟冬):命

工际效功。注云:工师，工宫之长也……)凶工师是工宫的总名，

具体到不同的工种，便有不同的工师。战国时的文献中，关于工师

的职掌，颇多记载。如〈管子〉云"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

科，监宣五乡，以时钓{彦焉，使刻楼文采，毋敢造于乡，工翔之事

也c"[幻〈吕民春秋〉云"是月(三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

量，金铁、皮革筋，角茜、羽需干、脂胶、丹漆，克或不良，百工威理，

监工 5 号，无挎子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6]

当时的各种官府工业，对技术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在加工制造

中都有→定的操作规程。倒如"设色之工"工匠须掌握各种颜料

的性能和配合比例，并知道布吊在染色之前，须先"淳雨渍之"知

道怎样才能染出街要求的颜色"三入为矮，五人为撮，七人为

箱。咐:这就是〈吕民春秋〉所云"命妇官染采髓骸文章，必以法

故，无或差式，黑黄苍赤，莫不贡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店祭祀之膜，

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 "[8]

(二〉从秦汉到唐中叶的官府工 E

从秦汉到明末的官府工业，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时期 c 从秦汉

到唐中叶，即从公元前 3 世纪末到公元 8 世纪中叶，是第一个时

期;从唐中叶到明末，即从 8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中叶，是第二个时

期。这里先讲第一个时期的官商工业劳动力。

在第一个时期的官府工业中，劳动力主要是由官奴姆、徒、匠、

卒来负担的 O 在汉代官府工业中，这因种劳动者都已经有了 C 武

帝时，赵过教田太常三辑"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固器"剖，
昭帝对，大夫同贤在辩语说"卒、徒、工匠以县宫 E 作工事。 "[10] 元

帝时，贡禹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宫，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

一步功十万人以上。"[11]

1.汉代与南北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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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律规定，罪人妻子没收为宫奴蝉，黯面。到三国时，这种"黯

面供宫"的办法还存在 O

徒是程罪罚件的人。汉承秦制，自莞铅以下统谓之"作"所以

徒刑亦可称"作刑，，[ 12] 。

卒就是"更卒"。这是汉代的一种摇役。?又承秦制，人民自为

"更卒'γ‘居更县中 "[13] 0 (盐铁i仓·禁耕〉载，文学们批评官营铁作

说"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堪，责取庸代。"在铁官(官府J台铁作坊)里

劳作的"卒践更者"就是更卒，也就是卒c 更卒居更县中，而盐按官

又设在郡县，班以更卒便可就地给役。这也就是〈后汉书·百官志〉

所谓郡中有盐官、铁宫、工宫者"在所诸县均差吏更给之"。

工匠这个名称，在汉代文献中不多见。〈后汉书〉卷四三〈随嚣

传〉说"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讯死，长安皆臭。"这也只能表示

徒隶与工匠的不同，但不能表示不司在何处。

南北朝时，有银户、金户、缓罗户等，这大概就等于后来的坑冶

户(冶金银锅铁之户)、旺户。说是户，因为他们应役的盖自是被户

籍吕定下来的 o i象E被列为户的条件，卒是没有的，这是匠和卒的

区别之一。

2. 唐代的情况

唐t1JlJ : "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宫奴婷。"被籍没的包捂男女成员
和原有奴搏。被没之后这些人即配各官曹，长役承作。"妇人以

罪配没，工缝巧者隶之(掖在局) ，无技能者隶司农诸司营作。"司农

寺ZI$再"以其新能，各配诸司"{14]O 朝廷如此，地方上也是这样。

唐代在宫奴姆外，还有近乎宫奴婷的番户和杂户。他〈她Hì]

原来都是宫奴婷。因遇赦而得有免:"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

番户、杂户与官奴嬉不同的地方，在于官支支姆"长役元番"而番户

和杂户不是长役，是按时上番c 按规定:番户一年三番，番皆一月。

每年番户应役三个月，杂户应役两个半月[码。

刑徒配作，唐代也是一样。〈唐六典〉卷 6 载"其在徒黯皆配

居作。川在京送将作监，如人送少府监缝作，外州者供当处宫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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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城瞿仓库及公靡杂使。把流应住居作者，亦准此。妇人亦留

当劳H缝作及军春。"

匠在唐代官府工业中，可说都是匠户 o (新唐书〉载:少府监有

短蕃匠五千零二十九人，续锦坊巧JL匠有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续

匠八十三人，掖庭局绩匠→百五十人，内作巧JL匠四十二人，在己京

都诸司诸使杂匠一百二十五人;将作监有短蕃匠一万二千七百四

十四人，明资E二百六十人[16)。短蕃匠是接着-定的时期到官府

作坊轮番上班的匠人。另外有长上匠，是长期上班的，徨也不一定

是全年上班，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比短蕃匠上班的时间多些。长上

匠在数目上是少的。巧JL (匠〉、缓匠，可能都是长上的 c 依照唐

律，工匠是E隶之色，不属邦县;虽非"践人'\但和一般百姓不

同[ 17] 。

卒在隋唐时，称为了夫。主日隋场帝营建东都，每月役丁夫二百

万。唐律中有"诸应差丁夫" "诸被差充了夫杂匠'" "诸丁夫杂
匠，，[ 18] 。

3. 宫府工业中劳动者的位员

在第一个时攘的官府工业中，上述四种主要劳动力的性震和

使南情况大致这样:(1)官奴姆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徒是在服刑

期部没有人身自由的人，这两类人都是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的。

(2)匠和卒、了夫，都有不完全的人身自由，对于差涯的工役是必须

承担的。 (3)匠户对于主管的工役抗关，都有身份的直接隶属关

系，这在工役上是比卒、了夫更多了→层束缚。 (4)匠和卒、丁夫，

都可能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担也不-定每人都有，这在文献上是看

不出来的。 (5)匠是生产技术的主要担当者。徒和官奴婷，可能是

生产技术的担当者，也可能只是生产上的助子。卒和了夫，有时使

用的人数很多，但他的总是生产上的助手，一般担当最费劳力的工

作。

4. 官府工业中原始的劳役制及其生产自的

首先，第→个时期宫蔚工业的特点，在于它的原始的劳役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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