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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講 

農業帝國 

授課者：甘懷真老師 

一、 問題 

� 1.1 「農民」的誕生 

� 1.2 皇帝制度的難題為何，如何被解決，以及無法解決。 

二、 歷史學思考 

� 2.1 想像力的重要性：貨幣的誕生為例 

� 2.2 文字的證據性 

三、 皇帝制度是農業帝國？ 

� 3.1 以農立國的錯誤歷史想像，忽略歷史上非農民的存在。 

� 3.2 農民、農夫作為專有名詞，是中國王權運作的結果。 

� 3.3 從唐山到台灣的印象：來台灣作農業墾殖？ 

� 3.4 蜑民（家船住宅）、東亞、東南亞的海民 

四、 擊壤歌的省思 

� 4.1 「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 

� 4.2 《文心雕龍》註引《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

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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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王充《論衡．藝增》：「帝堯之時，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

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

何等力！」」 

五、 儒家的學說：井田制 

� 5.1 一夫百畝 

� 5.2 仁政 

� 5.3 經界始 

� 5.4 有恆產者有恆心 

六、 農業革命 

� 6.1 農業最早發生在一萬年前的西亞，對於小麥、大麥的栽培。 

� 6.2 至少八千五百年前，中國開始農業。粟、稻米（河姆渡遺址）、豬。 

� 6.3 農業革命：將野生的植物品種，改良然後裁培在固定的地方。 

七、 農業王權的誕生 

� 7.1 禹神話 

� 7.2 周始祖棄，又稱為后稷。 

八、 農民的誕生 

� 8.1 「周封建」，即周人（或周人的同盟族群）的移民與征服。「武裝移民」、

「武裝殖民」。 

� 8.2 里共同體的出現 

� 8.3 奴隷或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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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Isaiah Berlin 論自由 

九、 鐵農具的登場 

� 9.1 《孟子》：「童山濯濯」。 

� 9.2 商鞅變法：「開阡陌，闢草萊」。 

� 9.3 「自耕農」的誕生 

� 9.4 百工的誕生 

十、 重農抑商（工） 

� 10.1 《韓非子‧五蠹》：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

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

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 10.2 《商君書‧農戰》 

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

避農戰，如此則亡國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

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遊食者眾，故其國貧危。 

� 10.3 國家作為經濟交換 

� 10.4 《周禮‧地官‧閭師〉條曰： 

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

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事者出夫布。 

� 10.5 「周禮國家」 

� 10.6 役的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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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 

� 10.8 草人、鼈人 

� 10.9 重農抑商 

十一、 王權的經濟交換難題 

� 11.1 《商君書‧外內》篇曰： 

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

之人利，而游食者眾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

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

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

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

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利盡在於地利矣。  

十二、 周禮國家的理想 

� 12.1 人為的聚落 

� 12.2 體國經野 

� 12.3 四部分：國（城）、野（田）、關市、山林藪澤 

� 12.4 《孟子》的交換理論 

� 12.5 《孟子．藤文公上》：孟子與陳相辯論 

十三、 統一大帝國的困境 

� 13.1 一是地域間的公平性 

� 13.2 二是中央集權的導向上如何徵收賦役 

� 13.3 貨幣誕生與通用 



 

5 

 

� 13.4 農民與貨幣 

� 13.5 以官僚機構為媒介的全國性市場成立 

� 13.6 李悝：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

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

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

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不幸疾病死喪之

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

者也。（《漢書‧食貨志》） 

十四、 賦役物資輸送 

� 14.1 《管子》：「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

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眾有飢色。」 

� 14.2 《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 

十五、 桑弘羊改革 

� 15.1 鹽鐵業是寡占事業，政府與之議價居劣勢。 

� 15.2 賦稅運輸透過工商之人，運費太高。 

� 15.3 地方政府所上繳的貢賦要運到那裹？ 

� 15.4 桑弘羊的關心的是中央政府的收入，不要因為物價差異與運輸費而損

失。 

� 15.5 「將政府改造成企業」。 

� 15.6 均輸、平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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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儒家的反擊：鹽鐵論 

� 16.1 漢昭帝（前 81）鹽鐵論會議，桓寬論。 

� 16.2 〈史記‧平準書〉記卜式上書：「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 16.3 反桑弘羊派獲勝。但只是在國家意識型態上獲勝。 

十七、 杜佑《通典》的理念 

� 17.1 官與民的劃分。 

� 17.2 官支配民，其理論是勞心與勞力。因此是食人，食於人。 

� 17.3 官對民有義務負責其生計，授田，一夫百畝。 

� 17.4 平均的小農社會。小型自給自足的社群。 

� 17.5 以農業為施政的標準，肯定低水平的平等。因為盡量降低交換。 

� 17.6 賦稅與授田結合 

十八、 均田制到兩稅法 

� 18.1 強制授田 

� 18.2 賦稅項目為授田田地的生產物 

� 18.3 杜佑曰：「蓋皆罰其惰，務令歸農。」 

� 18.4 逃戶問題。且作為新問題。逃戶在他地重新作農民。 

� 18.5 放棄人身支配，改成田地支配，從役到田賦。 

� 18.6 庸錢、代役錢 

� 18.7 市場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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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授田制的結束 

十九、 杜佑的井田制理想 

� 19.1 《通典‧食貨典》「賦稅」條： 

古者有天下者，未嘗直取之於人。其所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

稅以供郊廟社稷、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甲兵士徒賜予也。言人君

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耳。其工商雖有技巧之作，行財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

本，蓋欲抑損之義也。 

� 19.2 王土是徵稅的原因。 

二十、 封建式的小政府 

� 20.1 杜佑：「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 

� 20.2 反戰 

� 20.3 杜佑：「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

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二十一、 庶民社會興起 

二十二、 王安石變法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