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

廖 志 豪 李 茂 高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

文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

他倡导的
“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

而乐
”
的思想

,

是我国一份珍贵的历史精神遗产
。

值得一提的是
,

他的先优后乐观
,

并非纸上谈兵
,

而

是行动的准则
。

他晚年创建的范氏义庄乃是先忧后乐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
。

北宋皇钻元年 (公元 1 0 4 9 年 )
,

范仲淹任

杭州知府
。

其时
,

他在杭州的子弟劝他出钱

去洛阳营建别墅
,

以为逸劳之地
。

范仲淹断

然拒绝
。

他说
: “

人苟有道义之乐 `形骸可外
,

况居家乎 !
” “

棒赐之余宜以惆宗族
。

若曹遵

吾言
,

毋以为虑
。 ” ① 是年

,

范仲淹归乡里
,

取

平时之积蓄购买良田千亩
,

捐赠给范氏宗族
,

作为族人公产
,

谓之
“

义 田
” 。 “

范文正公自政

府出
,

归乡… i.. 买负郭常稳之田千亩
,

号 日义

田
,

以济养群族
。 ” ② 尔后

,

范仲淹又在家书中

嘱族人在
“

木读 (吴县 ) 买上田
” , ③ 以充实义

庄 田亩
。

田亩购置以后
,

范仲淹亲手制定义

庄的管理规矩
。

其主要内容是
: “

每 日逐房计

口给米
,

每口一升
,

并支白米
。 ”

如支糙米
,

则

临时加折
。 “

冬衣每 口一匹
,

十岁以下及五岁

以上者
,

各半匹
。

每房许给奴脾米一口
,

即不

支衣
。 ” “

嫁女
,

支钱三十贯
。

再嫁
,

二十贯
。 ”

“

娶妇
,

支钱二十贯
。

再娶不支
。

子弟出官人
,

每还家待网
、

守选
、

丁忧
,

或任川
、

广
、

福建官

留家乡里者
,

并依诸房例
,

给米绢并吉凶钱

数
。

虽近官
,

实有故留家者
,

并依此例支给
。

逐房丧葬
,

尊长有丧
,

先支一十贯
,

至葬事
,

又

支一十五贯
。

次长五贯
,

葬事支十贯
。

乡里
、

外姻
、

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

度日
,

诸房同共相度诣实
,

即于义田米内量行

济助
。 ” ④范氏宗族闻讯来聚者近百 口

,

范仲
·

淹又
“

择族之长而贤者主之
” ,

按平均主义的

原则
,

定量分配义 田之收入
。

此外
,

范仲淹还在苏州设立义宅
。 “

城中

有范文正公义宅
,

乃范仲淹知杭州归吴所创
,

聚族其中
。 ” ⑥ 地址在灵芝坊祖 宅 (今范庄

前 )
,

三面环流
,

占地约贰百亩
,

环境优美
。

“

宅有二松
,

名堂 以岁寒
,

阁日松风
,

因广其居

以为义宅
,

聚族其中
。 ” ⑥

与此同时
,

范仲淹还在苏州设立
“

义学
” ,

“

初公买田以赡族
,

而族滋大
,

立塾 以教其

人
。 ” ⑦ 最初

, “

义学
”

也在灵芝坊义庄内
。

明

清两代都绘有
“

义庄图
” ,

图内也可窥见
`

义

学
”

地址
。

⑧

范氏义庄除救济族内贫困者
,

资助婚嫁

丧葬
、

奖励读书仕进外
,

一项十分重要的任

务
,

就是祭祀祖先
,

维修坟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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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祭祀
。

祭祀分官祭与家祭两种形式
。

不论

官祭
、

家祭
,

仪式都十分隆重
。

以家祭为例
,

祭祀时合族团聚
,

族人隔夜至祠中斋宿
,

忌荤

食
,

禁饮酒
。

祭 日四更鸣钟
,

全体起身
,

盟洗

毕
,

整肃衣冠
,

击鼓三次后
,

依次入岁寒堂庭

前集中站立
,

祭祀时
,

族人上香献帛
、

献爵
,

读

祝文
,

奏乐鸣炮竹
,

唱赞成礼
,

颇为壮观
。

范 氏义庄的发展
,

大致可分为稳定
、

困难

与兴盛三个阶段
。

两宋与元代
,

由于朝廷提倡儒学
,

器重士

人
,

因此
,

对兴办义庄予以鼓励
。

政府不仅在

进义土给以襄奖
,

而且在田赋上给以优惠
,

酌

精优恤镯免
,

义庄除向国家缴纳租赋外
,

其余

如差役
、

科折一律免除
。

这一阶段
,

范氏义庄

在稳定的基础上
,

获得了某些发展
。

范仲淹

的 胞兄范仲温对范氏义庄的稳定与发展也起

了很大的作用
。

他前后经营四年
,

使刚兴办

的义庄走上了轨道
,

获得了某些发展
。

其时
,

范氏义庄的地址在城内灵芝坊
,

以祠堂为中

心
,

在约二十五亩土地上
,

建造房子
,

建立办

事机构
,

并建造粮仓
,

储存粮食
。

继范仲淹之

后
,

其子范纯仁又在苏州天平山附近为范氏

义庄添置了义田一千亩
,

供养范氏族人贫者

九十余口
,

义 田岁入约稻谷八百解
。

范纯仁在

其父制订 的《范氏义庄规矩》的基础上
,

又续

定《义庄规矩》 ,

增加了某些管理规条
。

例如
“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
,

每人支钱一十贯文
。

再贡者减半
。

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
,

即已给

而无故不试者
,

追纳
。 ” “

诸位子弟纵人采取近

坟竹木
,

掌管人申官理断
。 ” “

诸位子弟内选曾

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
,

充诸位教授月给

糙米五石
。 ” ①这一时期的范氏族 人 生 活 优

裕
,

吃穿后 尚有结余
。

此种状况
,

一直延续到

南宋
。

据记载
,

南宋理宗嘉熙四年 (公元 1 2吐O

年 )
,

朝廷给范氏义庄豁免了田赋之一 的 和

来
, ② 使范氏义庄 在歉收之年也能维持 族 人

之生计
。

当然
,

范氏义庄之所以能克服困难
,

维持

生计
,

与族
.

人的奋斗也是分不开的
。

例如
,

宋

庆元时
,

苏州城内的义庄
、

义宅
、

义学毁于兵
。

“

其察庚因寄于天平坟寺
,

乃或濒利废约
,

渔

入蠢出
,

岁计大乏
,

邦族愤叹
。 ”

说明义庄困难

重重
。

恰此时范仲淹的第五世孙范良器
, “

独

奋然请于官
,

至闻于朝
。

为尽逐徽者以宅还

范
,

则出私钱筑垣
,

计一百八十寻
。

并大起岁

寒堂
,

峙凛其旁
,

且为列屋花其族之尤贫者

焉
。

于是义庄岿然复兴
。 ” “

养活四百五十口
,

盖公 ( 即范纯仁 )之时所赋族九十 口
,

今而五

倍之矣
。 ”

③

元代也不例外
,

范士贵任义庄提管期间
,

苏州官吏一改前例
,

欲对义庄田赋征税
, “

吏

朦胧概为科率
” 。

范士贵即向上级政府陈告
,

才予姆免
。

范士贵任提管三十八年之久
,

成

为元代范氏义庄复兴的关键人物
。

其时
, “

义

学
”

也获得了复兴
。

元代至元年间
,

南宋平江

城 (即苏州 )遭金兵焚烧三 日
,

范氏义庄亦遭

兵火
,

庄内
“

义学
”

遂从城内灵芝坊迁到吴县

三证里 (天平山附近 )
。

其产义学
” , “

距祖莹二

里所
,

涓 日沱工
,

为屋三十楹
,

祀文正于其中 ,

会讲之堂
,

扁 曰
`

清白
’ ,

东斋日
`

知本
, ,

西斋

日
`

敬身
’ 。

外辟室为教谕堰息之所
,

厄幅察

詹
、

蔬茹之圃咸在
。

外为周垣
,

扁其大门日
`

义学
’ 。

清溪松竹之间
,

防闻弦诵声
。 ” ④

至明代
,

由于朝廷对义庄采取重赋的政

策
,

加上范氏义庄内家族人 口倍增
,

义庄族人

的生活每况愈下
。

明嘉靖年间
,

范氏义庄共

计一千余亩土地
,

而 田赋高达三 百 六 十 八

石
,

其租率超过苏
、

松二府以外的重租 田地

区
。

此外
,

土豪恃势侵占义田之事
,

也屡有发

生
。

族人违犯规矩耕种义庄田地 而 不 纳 租

米
,

以及佃户种义 田而埋没欺隐者也屡见不

鲜
。

凡此种种
,

造成义庄收入锐减
,

而支出却

有增无减
,

几乎无余钱余粮以赡济范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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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者
。

按范氏义庄规矩
,

鼓励读书仕进
,

然

而此时义庄主应选赴京
,

由于义庄无结存
,

只

得变卖义 田三百亩 以支付之
。

这一时期扭转困难的关键人 物 是 范惟

一
。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 (公元 1 5 60 年 )
,

范

仲淹的第十六世孙范惟一
,

赐进士 出身
,

任浙

江按察司提学副使
。

不久
,

他辞官返苏
,

见义

庄
“

岁久规弛
,

田多侵没
,

田房盗卖一空
,

惟忠

烈庙独存 (位于天平山畔 )
。

于是乃与宗人长

老
,

查议前规酌以时制
,

更为参订
,

稍积棒资
,

渐图复兴
” 。

①在范惟一的率领下
,

范氏族人

同甘共苦
,

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
,

使义庄获得

了复生
。

明末清初
,

范氏义庄日趋兴旺
。

早在明中

叶
,

范氏义庄之田渐为豪猾侵隐
,

苏州郡守况

钟力勘复之
。

至明末
,

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

范允临官至福建参议
,

他先后两次出巨资
,

在

横径
、

菏门等地购田千亩
,

以助义庄
,

义庄收

入骤增
,

发展迅速
。

到清代
,

范仲淹第二十世孙范弥勋又向

义庄捐田一千余亩
。

清嘉庆二十年
,

范氏义

庄拥有义 田高达四千八百九十二 亩
。

② 清康

熙
、

雍正
、

乾隆三代
,

对义庄施行优惠之策
。

康

熙元年
,

准于苏州府义田钱粮缓至十月起征
,

额外差役一律禁绝
。

雍正三年和乾隆 二 年
,

朝廷 下旨镯免江苏浮粮银数十万两
,

义庄义

田也在镯免之列
。

雍正六
、

七年间
,

江南的人

丁
、

匠班两项钱粮均摊入 田亩计征
,

义庄义田

一概免征
。

这一阶段
,

一方面
,

由于义 田骤

增
,

义庄收入激增
,

而另一方面
,

赋税获得不

少优惠与镯免
,

支出相对减少
,

加上范氏族内

人 口增加并不迅速
,

故成为最昌盛的时期
。

康

熙
、

乾隆六次南巡
,

曾亲临天平
,

专访范氏宗

祠
,

并题诗颂扬范公之德行
,

赐天平山义庄为
“

高义园
” 。

从此
,

范氏义庄名声大振
。

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与他的公心及社会

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

他从小慨然有志于天下
,

“

夫不能利泽生民
,

非大丈夫平生之志 ! ”

为

此
,

他选择了两种职业
:

一是当宰相
,

二是做

良医
。 “

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
,

若己

推而内之沟中
,

能莫及大小生民者
,

固惟相为

然
。 ”

如果当不上宰相
,

就争当良医
,

因为良医

也可实行
“

利泽生 民之志愿
” 。 “

夫能行救人利

物之心者
,

莫如良医
。 ” ③

范仲淹与那些说大话或沽名 钓誉 者 不

同
,

他言行一致
,

身体力行
。 “

所谓先天下之

优而优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此文正公饮食起

居之间先行之
,

而后载于言者也
。 ”

他追求的
“

益天下之心
,

垂千古之志
”

的理想
,

随时见诸

行动
。

例如
,

范仲淹在苏州南园的一块宅地
,

据风水先生断定
: “

此当世出卿相
”

之地
。

范仲

淹当即表示
: “

诚有之
,

不敢私一家
” ④

。

不久
,

他就把这块土地捐出
,

作为兴办学校之用
。

范

仲淹的公心
,

溢于言表
。

他一生中轻财好施
,

助人为乐之事
,

举不胜举
。

创办范氏义庄也是

他轻财好施
, “

下忧生灵
”

的一种举动
。

范仲淹的品德
,

在当时就被社会公认为

诸公间的第一品人
,

是士人学习的榜样
。

范仲

淹在苏州创办义庄一事
,

对当代士人影响更

大
,

效法范氏之举者甚多
。

例如钟鼎
“

闻范仲

淹义田事
,

慕之
,

偕侄日新置义庄
” 。

⑥ 再如
,

“

陈德高
,

东阳人
,

慕范文正公之义
,

割腆田千

亩立义庄
,

以赡宗族
。 ” ⑥ 又如郸人应 本 仁

,

“

隐居城南不仕
,

博学工文
,

慕范文公义田之

举
,

割其产之半凡五百余 亩……用 以 济 贫

乏
。 ” ⑦ 在苏州一带

,

仿效范仲淹义庄者则更

多
,

当时仅吴县一地
,

义庄多达六十四家
,

而

首屈一指者当然为芭氏义庄
。

他首创的
“

义学
”

影响也很深远
,

历代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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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效之
。 “

公之精神感召流 行 于 宇 宙 者 不

朽
。 ” ① “

虽中更散乱而遗泽依然
。 ” ②在宋代

,

创办义学
,

重修书院
,

儿乎成为风气
。 “

平生所

至
,

存有生祠
;段有庙祠者

,

不约而同 ;故天下

重修文正祠堂与重修文正书院者
,

几 已形成

风气
。 ” ③

范仲淹创办义庄与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

也有密切关系
。 “

范文正公归姑苏曰
:

祖宗积

德
一

百余年始发于我
,

今族众皆祖宗子孙
,

我岂

可独享富贵? 乃置田数百亩为义庄
。 ” ④

中国的宗法制度始于商代
,

兴盛于西周
,

但宗法观念 比宗法制度的形成则更为 早 些
。

宗法观念以王位 (秦以后为皇位 )爵位
、

财产

和祭祀等权利
,

由嫡长子继承为核心而形成

的一种意识形态
。

这种意识形态是有碍于社

会发展的
。

有人认为
,

范仲淹创办义庄
,

仅为

族人济贫
,

实为一种小天地思想
,

我们认为这

样的分析是欠中肯的
。

范仲淹作为封建社会

的士人
,

具有宗法思想
,

是不可避免的
,

也是可

以理解的
。

但从范仲淹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观

察
,

宗法思想并非占据其主导地位
。

他任参知

政事期间进行改革
,

即
“

庆历新政
” ,

并非局 限

于同族人
,

而是为着宋代的全体臣民
。

他的先

忧后乐思想
,

所指的也是整个宋代的天下群

民
,

并非局限于同族人
。

兴办范氏义庄之举
,

虽然是为了
“

济养群族
” ,

但从范仲淹的整个

思想体系来分析
,

其立足点仍是从为了天下

的生灵这一观点出发
。

因此
,

可以说
,

范仲淹

为族人兴办义庄
,

是他先忧后乐思想的一种

表现
。

思说过
: “

共有地… …原是日耳曼族一种古代

的制度
,

后来
,

在封建外衣下延续下来
。 ” ⑤ 义

庄是披着封建宗法外衣的一种新的农村公社

形式
,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延续下来
。

在中国
,

农村公社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

起
,

经历了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
,

直至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
,

才把它

消灭
。

义庄始于北宋
,

范仲淹创建的范氏义

庄则为义庄之首
。

义庄经历了宋
、

元
、

明
、

清
、

民国等朝代
,

直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
,

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
,

才把它最后消灭
,

前后历时九百余年
。 “

吾乡范文正公守杭郡
,

置义田义庄贮租
,

迄今且九百年
。 ” ⑥

义庄之所以创始于北宋
,

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
,

但从上层建筑方面来看
,

一个不能忽视

的原因
,

就是宋代的理学起了支配性的作用
。

理学是在宋代新条件下发展了的儒学
。

人所

共知
,

儒学把族人同居理解为亲亲孝佛的表

现
,

理学则进一步从天理
、

人性等方面加以升

华
,

把它说成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
,

因此
,

族人同居共财的农村公社形式
,

从宋代

开始
,

成为天经地义的神圣原则
。

范仲淹是北

宋的大儒
,

也是儒家亲亲
、

孝梯和民本思想的

忠实执行者
。

具有慈善性质的披着宗法外衣

的范氏义庄就是在理学的支配下
,

由范仲淹

具体经手创建起来了
。

范 氏义庄创办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应

否定的
。

首先
,

救济了族内贫困者
,

使其能生

活下去
。

发挥了济贫的社会慈善职能
,

有利

于社会的发展
。

其次
,

鼓励读书仕进
,

兴学育

人
,

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

第三
,

对官吏
、

士人
、

富者从事慈善事业起到了无声的召唤

作用
。

第四
,

范仲淹周济范氏
,

希望 以此为推

范氏义庄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
,

财产属

族人公有
,

土地不能出卖
,

它 以救济形式把收

入分配给族人
,

基本上实行平均分配
。

这种共

有土地形态是古代农村公社财产形态的残余

痕迹
。

农村公社的最大特征是它在私有制的

生产关系中保持着共有制的财产形态
。

马克

①
《
重修文正祠堂记碑

》 。

②
《
重修文正书院记碑

》 。

③
《

范文正公集补编
》

卷十
。

④ 红晚翠轩余受
: 《

宋人小说类编
》

卷一至四
。

⑥ 马克思
: 么

资木论
》 ,

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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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民国
“

吴县志
”

卷三十一
。



动点而求普遍开展于天下 , 此亦老吾老以及 越来越多的族人分得越来越少
,

解决不了饥

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义
。

可见
,

范仲 寒的需要
,

只好一赌
、

一醉了事
;
而分得太

淹创办范氏义庄与义学
,

对地方自治及稳定 多
,

又会培养子弟坐享其成
,

好逸恶劳的坏作

人 口奠定了基础
,

对改 良民俗有所贡献与裨
、

风
。

益
。

当然
,

从其本质来看
,

义庄的公有财产的 总之
,

范仲淹在孺家亲亲
、

孝佛思想的熏

来源是来自官吏
、

士人
、

富者的恩赐
,

归根到 陶下
,

在
“

利泽生民
” , “

济养群族
”

的宏大志愿

底只不过是大土地所有者的附生物而 已
。

义 的指导下
,

慷慨解囊
,

出资购田
,

兴办义庄
,

为

庄的公产
、

平均分配的原始性与披着宗法外 范氏同族的贫困者行了善
,

鼓励了若干范氏

衣的封建性有碍于北宋及其后代商品经济的 后裔读书仕进
,

继续行善
,

兴办教育事业
,

培

发展
,

对明
、

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是一种 育人才
,

同时
,

也影响了当代一些仕宦从事兴

阻力
。

此外
,

义庄族人的收入也非自己的劳 办义庄式的慈善事业
。

应当肯定
,

这是一件

动所得
,

而是佃耕义田的他姓农民交纳的租 好事
。

但是由于义庄具有原始性与宗法封建

课
。

所 以后来义庄演变成了乡曲豪绅对内压 性
,

它的存在不利于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

迫本族成员
,

对外欺凌他姓农民的工具
。

这 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

从

当然是范仲淹不可能料想到的
。

义庄的副作 这方面来说
,

又不能不说是一件坏事
。

当然
,

用
,

宋人也作过评价
: “

置义庄以济贫族
,

族久 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

并不是范仲淹本人

必众
,

不惟所得渐微
,

不肖子孙得之不以济饥 的过错
。

随着历史的发展
,

范氏义庄与封建

寒
,

或为一醉之适
,

或为一掷之娱
,

至有以其 生产关系一样越来越显出它的落后性与反动

合得券历
,

预质于人
,

而所得不及其半者
,

此 性
。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
,

把义庄这种原始性

事何益 ? 若其所得之多
,

饱食终日
,

无所用 与封建性相结合的生产关系加以消灭
,

是完

心
,

扰暴乡曲
,

紊烦官司而 已
。 ” ①可见

,

随着 全正确和必要的
。

义庄人 口的增加
,

义庄的不变收入必然会使 ① 宋
·

袁采
: 《
袁氏世范

》
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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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 )
,

但苏格拉底坚执个性原则与苏格拉底

个性原则 (主体性 ) 尔后成为总体普遍的原

则
,

这二者绝非从属关系
。

像黑格尔那样混

淆二者
,

并把前者 (个性 )作为完成后者 (总

体 )的手段性环节
,

就只有崇高化的悲剧 (这

实质 已不再是审美性的悲剧或崇高
。

详后 )

和总体 (世界精神 ) 的地位
,

而没有悲剧和个

性自身的独立地位
。

“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 同 的 社

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 自由个性
” ,

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类社会最

高形态的主要标志
。

① 人类经由悲剧 指 趋这

一理想
,

也就是悲剧 以个性的毁灭 为更高的

自由个性— 全面发展的人准备条件
,

成为

后者历史性生成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

悲剧因

此而转化为祟高
。

但这一转化以悲剧坚执个

性为前提
:

把个性的独立地位让渡给崇高的

悲剧决不是悲剧
,

仅仅作为手段过程环节的
“

悲剧
”

不再参与全面发展的人的历史生成
,

也不再转化成人类学意义的崇高 (审美 )
,

而

演变为宗教
。

当人类文明进步不再是与自身

本质对抗的异 己命运力量 时
,

悲剧也将趋于

消亡
。

然而
,

在此之前无情牺牲个体的历史

必然之途中
,

那些最先觉悟到个性意义的悲

剧人物
,

他们不只 因与日后更高的人类形态

关联而不朽
,

更主要的是
,

他们在大多数个体

泯灭的时期却幸运地实现 了人的本质
,

因此
,

就个体命运而言
,

他们当时就 已是最幸福的

人
。

① 参阅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
第 4 6卷 (上 )

,

第 1 04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