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文书安环清卖地契的性质和年代

— 与余也扑先生商榷

杨 际 平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四川大学学报》 余也非先生 《宋元私田地租制度》 一文
,

引用 《敦

煌资料》 第一辑的安环清卖地契
,

以论证宋元以后法律肯定了佃农制
,

否定了佃奴制
。

我认

为余先生对该敦煌文书年代与性质的论述都很不妥当
,

有必要予以辨 正
。

为讨论方便
,

先将安环清卖地契转录于下
:

(未年安环清卖地 斯一四七五 )

宜秋十里西支地壹段
,

共柒畦拾亩
, 东道 西渠 南索
最 北武再再

未年十月三 日上部落姓百安环清为

尖田债负
,

不办输纳
,

今将前件地

出买 (卖 ) 与同部落人武国子
。

其地亩别

断作解斗汉斗壹硕陆斗
,

都计麦壹拾

伍硕
,

栗壹硕
,

并汉斗
。

一卖已后
,

一任武

国子修营佃耕
。

如后有人干拉识认

一仰安环清割上地佃种与国子
。

其地

及麦
,

当日交相分时付
,

一无悬欠
。

一卖l二二

如若先翻悔
,

罚麦伍硕
,

入不悔人
。

已后若恩救
,

安清罚金五两纳入

官
。

官有政法
,

人从私契
,

两共平章
,

书指为记
。

地主安环清年廿一

1 1十目扭玲中 师叔正灯 (押 )

汁黔带卜冲 姊夫安恒子

余先生将此件断为宋乙未年
。

但原契书仅书
“
未年

” ,

而不书
“ 乙未年

” 。

余先生于
“
未

年
” 之上加一

“ 乙 ”
字

,

不 知根据何在 ? 据契书纪年
,

我以为此件决非宋代文书
。

现存宋初敦煌资料的纪年
,

一般都是年号与甲子并用
。

《敦煌资料》 第一辑第1 2 5页
“
雍

照二年乙酉岁
”
邓永兴地由册

;
第工发一 1 30 页 “ 至道元年乙未岁

”
何石 住 等 户 地 亩 册

,

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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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4 一 1 3 9页
“
大宋开宝八年岁次丙子

” 、 “
太平兴国柒年壬午岁

” 、 “
太平兴 国 九 年

甲申岁
” 、 “

淳化二年辛卯岁
” 的各种契约

; 以及第 4 7 2 页 “
乾德二年 甲子岁

”
史沮三立嗣

契等都是如此
。

宋初敦煌文书间或也有不用年号而只用 甲子纪年 (如伯2哇8 4文书 ( 宋 ) 戍辰

年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现行籍 ) ①或只用年 号而不用甲子纪年者 ( 如斯 4 4 8 9

( 宋 ) 雍照二年六月慈惠乡张再通 )桨稿 )②
,

但为数很少
。

宋代获煌文书及共他各种文书中绝

未见如安环清契专用十二地支纪年
一

者
。

而敦煌
、

吐鲁番出工目吐著封期的各种官私文书 (如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 等 ) 都是专用十二地支纪年
。

这布卞纪年方法与安环清实地契正合
。

安环清实地契的一些内容也证 明此系吐蕃时期 (公元 7 8 1年至 850 年 ) 的 契 书
。

这 份 契

书提到安环清是
“ 上部落百姓

” ,

武国子与安环清
“ 同部落

” 。

这一事实很值得注意
,

我们

知道
,

唐
、

宋政府管辖敦煌时期
,

敦煌并无部落之分
。

只是在唐建巾年间吐落占领敦煌后
,

曾将瓜沙等州居民划分为
“
部落

” 。

因而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常提到
“
部 落

” 。

《敦 煌 资

料》 第一辑第 12 2一 1别页
“ 子年

” 才巳履清等户手实
; 第 2 , 页

“ 寅年
” 令狐宠宠实 牛 契

; 第

3 3 5页 “
寅年

” 僧慈灯雇工契
;
第 3 5 3一 3 5了灭

“
寅年

”
镜兴逸便麦契

“ 卯年 ” 张和便 麦 契
;

“ 酉年
” 曹茂晨便豆种契

;
第 3 8 5一 39 4页张七奴

、

马其邻
、

翟米老便麦契等都是既专用十二

地支纪年
,

又提到
“
部落

” 的
。

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

据敦煌文书
,

吐蕃 占领敦煌后 曾在瓜沙一带实行计 口 投田
,

每人
“ 一夫

” 即用亩
。

《孰

煌资料》 第一辑第之1吕页安如岳等地亩残卷即是当时计口 授臼的记录
。

( 《敦煌资料》 第 一

辑于安如岳户之前第五行漏 录 ,’ / \夹
”
二字

。

樊英俊户
“
计 (地 ) 册八击

” ,

被误录为
“
计

一顷八亩
” ; 群惟谦户下

“ 六由五畦菜 田渠
”
被误永为

“
十八白五吐菜田渠

” 。

比此件更典型

的是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第 6 6 1一 忍62 页所录斯。 1 5七号文书
。

该件现存 1忿户
,

除一户

七 口七十亩外
,

其余都是以
“
失

”
为地亩单位

。

每人大约一
“
夫

万 ) 当时居民所纳之税称为
“
夫税差科

” ,

或简称为
“ 纳失

” ,
安环清卖地买恰好也提到纳

“
兴

” 问题
。

此更确证安环

清卖地契不是宋代契约
,

而只能是吐蕃占领瓜沙时期灼契文
。

在契约的性质与作用方面
,

余先生认为该契文
“
所谓

`

泉田 质负
,

不办输纳
’

是地税归

国家
。

所谓
`

一任武国子修营佃耕 … … 仰安环清割上地介训玲与国子
, ,

是地租归地主
。

这是

地租与地税分裂为二的佃农制租佃关系的法律注脚
” 。

究其实
,

上引契文是卖地典
,

而非租

佃契
。

余先生在引用该契文时也称之为
“
卖地契” ,

但不知为什么又把它当作租 佃契处理 ?

此 中 问 题可能出于该契文 中之
“ 佃种 ”

二字
。

余先生显然是把该共文中之
“ 佃 ”

宇
,

理解

为契佃
。

其实
,

安环清卖地契中的
“
佃作

”
一词

,

只是耕作
、

田作之意
。

唐宋时期
,

这种用

法还很普遍
。

如武周时期的青苗簿 (见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 第 注况一 33 ,页录文 )
,

于各户各段地亩之下
,

或注明
“
自佃

” ,

或注明
“ 佃人某某

” (后一种场合
, “ 佃人与户主

姓名不同 )
。

这
“
自佃

” 者也
,

也就是自己耕种之意
。

《通典》 卷二载
: “

东音元帝督课农

功… … 其宿卫要任
,

皆令赴农
,

使军各自佃
,

即以为靡
。 ” 亦此意

。

而 “ 佃人某某 ” 者也
,

其原意也还是某某人耕种
。

只是因为此青苗簿中之
“ 佃” 与户主并非同一个人

,

因而才可以

把它理解为某某人租种
。

再如 《文献通考》 卷四的一段记载
:

“
五代以来

,

常视见垦田以定岁租
。

吏缘为奸
,

税不均适
。

由是百姓失业
,

因多荒

莱
。

上悯之
,

乃诏禁止
。

许民辟土
。

州县无得检括
,

以见 佃为额
。 ”

这里的
“ 仙 ”

字
,

亦无租佃之意
。

(这里的 “
租

” 与 “
税

” 亦同义
。

)

前引女环清尖地契言明
, “

一实之后
,

一任武国子修营佃矛P” ; “ 如后有人于拉识认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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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安环清割上地充; “
其地及麦

,

当日交相分付
,

一无悬欠
” 。

并规定一卖之后
,

双方不得

翻悔
。

从契书的上述内容与格式看
,

它也只能是卖地契
,

而非租佃契
。

至于契文中的
“
官有政法

,

人从私契
,

两共平章
,

书指为记
” 云云

,

余先生认为这是 旨

在
“
确立主佃间的法律上的租 佃关系

” ,

否则
, “

租仃关系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 。

我认为

余先生此说亦误
。

所请的 “
官有政法

,

人从私契 ” ,

反映了土地私有权与国家主权干预之间

的矛盾斗争
。

计 口授田的土地
,

最初 当然具有国有土地的性质
。

但在我国古代
,

官 田与私田

可以互相转化
。

至安环清立契之时
,

计 口授田的土地已可买卖
,

这表明这些土地已经私有化
。

但在当时
,

这种土地私有权还不完整
。

从法律上讲
,

国家仍有可能干涉地权的转移
。

为此
,

作为一种预防措拖
,

该卖地契加上了
“ 以后若恩救

,

安环清罚金伍两入官
” 的条款

。

买主与

卖主还私下相约
: “

官有政法
,

人从私契
” 。

就是说
,

日后偶遇到国家干涉 (甚至被宣布为

非法 ) 时
,

私契仍然有效
。

一切由卖主负担
,

保证买主不受任何经济损失
。

唐宋间其他的一

些契书常规定
“
或有恩救流行

,

亦不在论理之限
” ② ,

也是这个意思
。

由此足见
,

安 环 清 卖

地契所载的
“ 官有政法

,

人从私契 ” ,

与余先生所说的在法律上确立主佃之间的租佃关系
,

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

它体现了土地私有权对国家干预的排斥
。

①② 参 见池 田 湿 《中国古代籍怅研 究》 第6 6 0一 6心 页
,

第6 64 页
。

前者作者将 十 月十

八 日谈录方十 月七 日
。

③ 见 (( 敦煌 资杆》 第一样
,

第3 1 0
、

3 1 1
、

3 1 3
、

3 1弓
、

3工6
、

3 1 8
、

3 2 2等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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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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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辑

《中国历史论丛》 即将出版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辑 《中国历史论丛》 正在排印
,

预计十二月份出

版
。

本辑丛刊由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共同编辑
,

所 收论文包

括对 中国古代史
、

近现代史和考古学
、

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问题的研究
、

考订
。

尹谈淡谈嵌谈谈í燎浓谈议谈吸

、 牙牙牙分牙必必城河烈必必好 花:

必好绒终必牙
*子络

~
分 交奋络好终歼牙必济侧牙么Z

。 0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