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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I

内容摘要 

内战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英国社会和军事结构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

转变。士兵作为军队的主体，也经历了从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民兵体制到职业士

兵的转变，逐渐成为社会中的一个职业群体。物质生活随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本文着重探讨了英国内战时期的士兵物质生活，旨在窥察英国在这次社会转型期

普通士兵的生活情状。 

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综述英国内战前后经济发展情况和民众的物质生

活水平，为研究士兵的物质生活提供经济背景。以此为基点，第二、三、四部分

分别描述了内战士兵入伍前，战争时期及其遣散复员后的经济生活状况。本文着

重探讨了内战士兵在这个特定的社会时期呈现的诸多变化的趋势：首先，选拔体

制上，散兵游勇式的民兵体制开始转变为现代募兵制，士兵入伍之前的出身也开

始逐渐脱离传统的自耕农身份，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但总体上，士兵入伍前的社

会地位仍然不高，经济生活水平低下，因此谋取基本的生活保障仍是他们参军入

伍的主要动机。战争期间，士兵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由于不够完善的军队财政

制度，他们不仅要忍受恶劣的气候条件，还要遭受军队拖欠工资之苦。加上军官

克扣，战时物价飞涨等因素，士兵的薪饷刚刚满足 基本的生活需要。在战后复

员时，国家缺乏完善的政策，许多士兵再就业困难，特别是伤残士兵，甚至沦为

乞丐。 

内战时期士兵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是并没有阻碍士兵的职业化，士兵的

职业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为英国常备军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士兵；英国内战；新模范军；国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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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In English history, Civil war was a turning point，its social and military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style to modern condition. The soldier,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army, has also gone from the militia soldier to the professional ones, and 

became a group gradually. Significantly，its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changed a lot. 

This paper focuses on material life of soldiers in English Civil War, obser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soldier in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one describe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living standard of people during the English Civil War，which provide a 

financial background for the study of the material life of the soldiers. On this basis,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part respectively describes the life of soldier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e of soldiers in this particular time：

First, the selection system began to change from the dispersed militia style to the 

modern one. The origin of the soldiers got rid of farmer identity gradually，showing 

diversified trend. But the status and living standard of soldiers in pre-enlistment are 

still not high. So their main motive is still to live. During the war, conditions are hard 

for soldiers. They not only need to endure harsh climatic, but also suffer wage arrears 

by the army because of unperfected army financial system. As for officers’ deduction, 

soaring inflation and other factors during the war, their salary just meets basic living 

needs. In addition, British had no perfect rehabilitation policy after the war. The 

re-employment of soldiers is difficult, especially for disabled ones. Some even 

dropped to beggars. 

Although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tough, its professionalism had become a trend, 

which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standing army. 

 

Keywords: Soldier; English civil war; new model army; royalist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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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在著名历史学家肯尼思·摩根看来，16 世纪的英国是光芒四射成就彰显的

传统社会的顶峰，18 世纪是物欲横流欣欣向荣的物质革命的新时代 ,17 世纪在

英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似乎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暗淡无光①。17 世纪的英国是否

暗淡无光有待商榷，但这一时期的英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折时期

则毋庸置疑。17 世纪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英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各个方面发生

了剧烈的变化，军事体制也不例外。内战之前英国还处于传统的以骑士为主的封

建军事体系下，内战之后，英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第一支常备军，开创了现代军事

体制的先河。士兵作为军队的主体，也经历了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民兵体制到职

业士兵的转变。因此，考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士兵的生活情况特别是物质生活情

况，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方面，有助于从军事的角度探索英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拓宽

军事史的研究领域。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英国内战时期的军事史几乎都是

抱着纯军事性的目的，很少有人把军事史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然而随着从军事

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的增多，过去一直被忽略的与战争相关的很多问题——军人的

社会来源，军人的入伍动机及其在军队内的生活状况等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

学术界，人们把这种探讨战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称作新军事史。本文研究

英国内战时期士兵的生活状况是对新军事史的一种尝试，有助于拓宽军事史研究

的领域。 

另一方面，为研究 17 世纪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加深了我们对

17 世纪英国社会结构变化以及民众日常生活、社会观念等问题的了解，从而推

进对 17 世纪英国社会的研究。当前在我国，凡提到 17 世纪的英国，人们想到的

总是克伦威尔，查理一世，纳斯比战役等大人物大事件的状况。然而，在英雄和

                                                        
① 肯尼思·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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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君的背后，在战争的烟幕下，普通民众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仍是一个鲜有探

讨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内战中士兵生存状况的分析，展示 17 世纪英国普通士

兵的物质生活状况、精神价值以及他们的生死观念等。 

第三，研究英国内战时期士兵的生活状况，有助于从普通士兵的角度考察英

国内战。关于英国内战，国内外已经有过许多深入的研究。在军队激进化政治化

这一问题上，众多学者已从军官是独立派还是长老派这一角度做过探讨，但很少

有人自下而上从士兵的生活状况入手探讨军队激进化的原因。本文对英国内战时

期士兵生活状况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和丰富学术界对英国内战的认识。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关于英国内战时期的士兵还极少有人研究。只

有姜德昌的《论自耕农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英国革命的基本动力问题》①，宋华 1985

年发表的《论 1645 年英国的军事改革》②有所涉及，但侧重点不同。 

国外学者在这个领域已经有较为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并且许多著作对此也有

涉及。综合起来可以将这些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或者较大的地理空间内，研究士兵的著作。

主要有海尔曼·德·沃特维尔（Herman de Watteville）1954 年出版的《英国士兵

的日常生活:从都铎王朝时期到现代社会》③( the British soldier：his daily life from 

Tudor to modern times)此书是介绍英国士兵的通史性著作，关于内战时期的士兵

有简短的叙述。弗兰克·泰雷特（Frank Tallett）的《现代早期欧洲的战争与社会：

1495-1715》④
 (War and society in early-modern Europe：1495-1715)是一本详细考

察 1495 年至 1715 年间各地士兵情况的专著。在此书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士兵的

种类，招募的方法，战时的伤亡以及战后的影响，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而塞缪

                                                        
① 姜德昌：《论自耕农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英国革命的基本动力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78 年第

04 期。 

② 宋华：《论 1645 年英国的军事改革》，辽宁市范大学报，1985 年第 02 期。 

③ Herman de Watteville, the British soldier：his daily life from Tudor to modern times, London: J.M.Dent, 1954. 
④ Frank Tallett, War and society in early-modern Europe：1495-1715, New Yor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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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亨廷顿的《士兵与国家：国内军事关系的理论与政治》①（the Soldiers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一书探讨了士兵职业化与现

代国家兴起的关系。 

第二类，考察英国内战时期国王和议会军队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新模范军，

有着大量的专著。典型的有马克·A.凯西兰斯卡（Mark A. Kishlansky）的《新模

范军的兴起》②
 （The rise of the new model army），从议会政治，议会与军队的关

系，军队自身的发展等方面介绍了新模范军建立的过程。 另外还有戈弗雷·戴

维斯 (Godfrey Davies)的《埃塞克斯伯爵领导下的议会军：1642-5.》③(The 

Parliamentary Army under the Earl of Essex, 1642-5)详细介绍了新模范军建立前埃

塞克斯伯爵领导下的议会军各个军团的发展史，以及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英国

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弗思(C. H. Firth)是研究克伦威尔军队的集大成者。弗思

生平曾担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并创建了英国历史学会，两度任会长，他利

用便捷的条件，广泛搜集一手资料，严格考证，投入自己毕生的精力研究克伦威

尔，出版了《克伦威尔的军队》④
 (Cromwell’s army)，《克伦威尔的军队的团队史》

⑤
 (The regimental history of Cromwell’s army)，《克伦威尔传》等书，影响深远。

乔伊斯·马尔科姆博士(Jocy Malcolm)是少有的研究内战时期国王军队的学者，

他出版的《1642 年查理二世士兵的招募》⑥
 (A King in Search of Soldiers: Charles I 

in 1642)一文，从士兵招募的角度详细介绍了战争开始时国王军队的建立过程。 

第三类是关于军队财政的研究。军队财政是士兵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与士

兵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这类著作多是对议会军队的财政作了详细的考察，比如

伊恩·金特尔斯(Ian Gentles)的《英国革命时期王室土地的买卖》⑦
 (The Sales of 

Crown Land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英国革命时期主教土地的买卖：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s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 
② Mark A. Kishlansky, The rise of the new model ar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③ Godfrey Davies, “The Parliamentary Army under the Earl of Essex, 1642-5.”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49, No. 193 (Jan., 1934), pp. 32-54. 
④ C. H. Firth, Cromwell’s arm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2. 
⑤ C. H. Firth，The regimental history of Cromwell’s army， London, 1962. 
⑥ Dr Jocy Malcolm , “A King in Search of Soldiers: Charles I in 1642”.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1,No.2

（Jun.,1978），pp.251-273. 
⑦ Ian Gentles, “The Sales of Crown Land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6, No. 4 (1973), pp. 61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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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1660》①
 (The Sales of Bishops' Land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6-1660)，

《第一次内战结束时议会军的薪饷拖欠情况》②
 等(the arrears of pay of the 

parliamentary army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civil war)。也有文章专门研究某次战役或

者某支军对的后勤的，如阿里耶 J. S.卢斯巴谢尔（Aryeh J. S. Nusbacher）

的《内战时期的国内供给：纳斯比战役中 1645 年 6 月 1-14 期间新模范军的粮食

供给》③
 (Civil Supply in the Civil War: Supply of Victuals to the New Model Army on 

the Naseby Campaign, 1-14 June 1645)，S. J.斯特恩斯(S. J. Stearns)的《17 世纪

早期的宿营问题》④
 (A Problem of Logistics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e Siege of 

Re)等。但对国王军队的财政情况的研究不多。 

总的来说，学术界对于英国内战时期的士兵的研究从宏观上和微观上都有所

涉及，并产生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很少有人把内战时期的士兵作为一个

单独的群体从物质方面分析其特点的。鉴于此，本文尝试描述这一时期英国士兵

的物质生活，并探索其在英国军队发展过程和 17 世纪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

义。

                                                        
① Ian Gentles, “The Sales of Bishops' Land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6-1660.”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No. 376 (Jul., 1980), pp. 573-596 
② Ian Gentles, “the arrears of pay of the parliamentary army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civil war”,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975）,pp.52-63. 
③ Aryeh J. S. Nusbacher,“Civil Supply in the Civil War: Supply of Victuals to the New Model Army on the 

Naseby Campaign, 1-14 June 1645.”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5, No. 460 (Feb., 2000), pp. 
145-160 

④ S. J. Stearns, “A Problem of Logistics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e Siege of Re.” Military Affairs, Vol. 42, 
No. 3 (Oct., 1978), pp. 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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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内战前后英国经济状况及民众的生活水平 

第一节 内战前后英国经济综述 

17 世纪的英国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前夕，社会各个

方面都呈现出渐变的面貌。社会经济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农业逐渐市场化，手工

业开始蓬勃发展，商业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渐形成商业圈。 

 首先，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大的农业，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以及与

市场联系的日益紧密，农民不再满足于自己自足的生活，许多人开始把越来越多

的农产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出卖。再加上圈地运动的进行，许多耕地被改为牧场，

养羊业日益兴盛。于是，农业市场出现了转型，种植业开始与畜牧业大规模的结

合，各地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区。关于这一时期农业区的划分，已有很多国

外学者做出研究，不同学者划分的方法虽有所不同，但这些划分都反映了这一时

期英国农业市场化的趋向。 简明的就属 D.C.孔乐曼（D.C.Colemen），他在《英

国经济 1450—1750》①一书中把这一时期的英国农业划分为两个大区，它们是以

高地为主的畜牧业区和以低地、可耕地为主的混合农业区。 

在混合农业里，谷物和牲畜相互补充。生产出来的庄稼部分用来喂养牲畜，

耕牛、马等牲畜在耕地上工作，粪便用做肥料，羊被圈养起来饲养。这些地区的

农民主要依靠的是谷物，喂养羊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它们的毛，而是为了土地所

需的粪肥。但由于土地有限，畜牧业的发展自然使得种植业相对缩小，再加上人

口的增加，地价迅速上涨。16 世纪末，租种一块土地每亩的租税为 1 先令，17

世纪初，每亩的租税已经上涨至 5-6 先令②。在这种的情况下，继续采取收取传

统地租的形式经营农业已经日益无利可图，许多人开始转变方式，发展资本主义

农业。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了农村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一些租地农场主逐

渐发展成为农业资本家，而无地、少地的农民逐渐沦为雇佣工人。 

在畜牧业区，牲畜饲养在农业制度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牛、羊因为它们

                                                        
① D.C.Colemen，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②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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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奶、皮和毛而有价值。特别是羊的养殖，由于英国发达的呢绒行业，发展

特别迅速，在北安普顿郡、莱斯特郡、鲁特兰和诺丁汉等郡都广泛饲养。养羊业

的大规模发展，促使市场畜产品贸易迅速扩大，黄油和奶酪日益成为人们的日常

用品，羊毛成为是 主要的交易商品，促使各地市场迅速活跃。 

英国的手工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4、15 世纪呢绒业、纺织业等就已

在各地兴起。霍斯金斯在其《掠夺时代》一书中如此描述：“无数的呢绒工人散

布在英国乡村，散布在自坎伯兰至康沃尔，自伍斯特郡至肯特郡数不清的农舍和

村庄之间①”。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的多样化，即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在农闲

时也开始从事手工业或其它行业。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英国的工业仍处于手

工工场阶段， 并且是分散的形式。这些分散的手工工场，大多由商人提供给农

村的农户以羊毛等为原料，由农民和农家妇女在家内进行加工。也有集中的手工

工场，它们大都存在于采矿、冶金、玻璃和造纸等工业部门中。一些部门已经开

始使用雇工。 

手工业的繁荣促进了商业的发展，17 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还是纺织品，17 世纪后期出现转变，品种多样的制造品开始出口到海外市场，

如刀子、剑刃、短剑、钉子、别针、玻璃瓶、器等加入到出口产品的行列中去。 

总体来看，17 世纪英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和土地。但是作为一个农业

国，已经面临着生产日益市场化、物价上涨等新形势的冲击。 

 

第二节 内战前后的民众生活 

17 世纪前后，英国面临着迅速的人口增长。研究表明 1600 英国英格兰人

口总数大约为 410 万，到 17 世纪中叶时，英格兰人口达到顶峰，将近 530 万；

而整个不列颠人口大约从 600 万人增加到 770 万人②，人口的增长对居民生活有

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增长的“自然”倾向快于食品

供给的增长的话，那必然带来普遍的贫困，长期以往将进而阻碍人口的增长。（本

文在这里暂不讨论此理论的合理性）但就短时间而言，特别是在 17 世纪上半业

                                                        
① W.G..Hoskins，The Age of Plunder，London, 1972, P.151. 
②肯尼思·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第 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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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完全有可能缓冲人口增长以

及价格革命带来的冲击。那么这一时期英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到底处于怎样的一种

状况。史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悲观主义者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雇佣工人的

实际工资收入明显下降，生活处境日益恶化；而乐观主义者则认为，随着这一时

期物质富裕程度的提高，穷人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武汉大学向荣教授综合以往的

研究成果和一些具体史料，指出英国这一时期普通民众的确经历了普遍的贫困，

但贫困程度远没有以往史家所描述的那样严重，并且由于生产发展和济贫制度的

建立，很多可能出现的严重贫困都得到了缓解①。作者史料清晰，论述有力，给

人以很大的启发。 

在 17 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分层的，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质量在社会变迁的

过程中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也有所差别。因此，要讨论这一时期的民众的生活水

平，要对社会加以分层。在社会阶层划分理论中，由于分层标准的不同，也就存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划分方法。笔者根据当时英国社会状况，在依据财产、收入和

生活方式不同，简单把当时社会民众划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主要包括贵族和乡绅，

下层构成复杂，从广义上讲，几乎包括乡绅以下的所有阶层，包括约曼农、自由

持有农、公簿持有农、茅舍农、雇工、佃农、社会流浪者、乞讨者等等。 

在当时英国社会中，贵族和乡绅所占比重较小，据威尔逊记载，在 1600 年

左右，英国世俗贵族共有 61 个，其中包括 1 个侯爵、19 个伯爵、2 个子爵、39

个男爵。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 3607 镑；500 个骑士，平均年收入为 1000—2000

镑；1.6 万个绅士，平均年收入为 500—1000 镑②。贵族和乡绅的日常饮食主要

包括面包、啤酒、肉、鱼、酒、香料、乳制品以及一些水果，在这些食品中，面

包的消费量所占比重较小，而且当时面包还分为两种，上层主要食用的是白面面

包，下层则多食用黑面包。上层对鱼类、酒的消费量所占比重较大，有时到达了

一半的程度。上层的饮食中不仅鱼肉多，而且也注重对调味品的食用，调味品在

当时英国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在使用肉鱼、果酱、汤和高等饮料时都要添加香料，

以增加食品的味道。下层的民众的饮食以黑面包和啤酒为主，肉类的消费量较小，

香料更是奢饰品。在服饰上，贵族往往利用衣服来象征一个人的身份，他们在外

                                                        
①向荣：《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历史研究，2004 年第 4期，第 153 页。 
②王觉非等：《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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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和上衣上留出狭长的口来显示精致的衬衫，在紧身衣上戴上垫肩以显示他们肩

膀宽阔，并留长发；妇女穿带有花边的紧身长裙，头带有花边的卷边帽子。而下

层民众的服饰款式简单，颜色单一，主要以天然色为主，以便减少布料染色方面

的费用。 

下层民众的收入也较低。相对富裕的约曼农的年收入，据推测在四十先令左

右。因为在当时，担任议员的资格是地产年收入在四十先令以上的，而约曼农是

下层社会中惟一有选举郡议员资格的，也可以担任教区职员,陪审员等,并且在纳

税人之列。 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茅舍农的收入则低得多。如 1622 年茅屋

农里查德·赛泽去世时留下的财物就只包括两头耕牛、一头壮猪、一个旧柜子、

工具、钱袋和衣物等①。雇工的工资相对来说还不算太低，可以保持在 基本的

生存线以上。但是在当时的英国，由于人口的增长，物价迅速上涨。随着内战的

进行，农业遭到了进一步破坏，工商业生产陷入停顿，物价又进一步上涨，上涨

情况根据贝维利吉（W.Beveridge）对伦敦购买烤面包的付款帐单的分析可见一

斑，1644 年-1645 年伦敦烤面包的价格已比平时高，以后又不断上涨。1644 年

-1645 年售价为 1先令 5便士的面包，到 1648 年时售价为 2先令 1便士②。到战

争结束时，物价已经达到了 高点。在这样的形势下，物价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

了雇工工资增长的速度。再加上失业的威胁，雇工处境日益恶化，许多沦为无以

为生的地步。对于社会流浪者和乞讨者，他们更无财产可言，只能依靠他人的施

舍为生。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内战前后英国大部分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低。但是

社会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分化，不同阶层民有所不同，职业化趋势明显。

                                                        
①向荣：《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历史研究，2004 年第 4期，第 155 页。 
② W.Beveridge, 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ⅩⅡ to ⅪⅩ Century, 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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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内战士兵入伍前的状况 

内战士兵入伍前的经济情况，不仅受当时经济状况和物价水平的影响，而且

和军队的招募方式有密切的联系。在兵源充裕的年代下，新兵入伍条件比较严格，

能够当兵的往往是那些具备相当经济地位的人，因而，士兵入伍之前的社会地位

相对较高；而随着战争的扩大，征兵工作越来越难，士兵的招募条件就开始放宽，

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军入伍，这个时候，士兵入伍前的社会背景就呈现出复杂

多样的状况。 

 

第一节 内战前后士兵招募方式的演变 

内战期间，英国士兵的招募方式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首先，从保留着自中

世纪以来的民兵系统，逐渐发展到募兵制。其次，在实施募兵制的过程中，也经

历了从志愿招募为主到强制招募的转变。 

内战爆发之前，英国一直没有常备军，惟一的防御体系就是国家民兵系统。

民兵系统是具有英国特色的民间军事力量，它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当时规

定：在国王处于危险的时候，每个自由人都有义务为保护国王与王国的安全而战

斗。民兵这种军事义务没有报酬，自由民根据自己的财产武装自己，民团的征召

与指挥由郡守负责。1181 当时的国王颁布《武装法令》重申这一要求:所有臣民，

上至贵族，下至普通自由人，都必须自备一套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称的武器装

备，以备必要时从军使用。凡骑士等级或年收入 16 马克以上者,必须装备有一

整套的骑士装备，包括一副锁子甲、一顶铁盔、一支矛、一面盾。地位低于骑士

的人，标准相应降低， 基层的普通自由民与市民必须准备一套紧身上衣、一顶

铁盔、一支铁矛。当形势需要时，由郡守进行召集民团。《武装法令》奠定了具

有英国特色民军制度的基础，民兵成为一支保家卫国的重要武装力量。到中世纪

后期仍然能看到这种制度体系延续下来的影响效果，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和调

整。在特定时刻下，所有合格的英国人都会被强迫召集以接受视察和调遣，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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