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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源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市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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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纪华北地区旗人及其後裔群体研究 %'项目编号-

(*YX$(', (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在&'(+年 ##$!%&!#'%(上报告!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师

友的帮助!在此一?致以诚挚谢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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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以降!华北作
"

王朝的政治中心!国家权力对其基层社

会的渗透较之其他地域更
"

普遍而深入#清代华北地区的主体居民

是$旗人%和以$汉人%

"

主体的民人!前者隶属八旗系统!後者

归州县管理!二者在管理体制"人群构成"社会属性等方面区
(

甚

大!国家权力在两个社会中的渗透方式也截然不同#

本文重点讨论遍?畿辅地区
"

数甚
*

的庄园人群!庄头"园头

等旗人看似与民人地主一样!拥有大量土地!实际上!他们是奴仆

身份!只有有限的土地使用权!

8

有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他们

无法
9

定土地的使用方式"不能买卖&倘有差错!即遭革退&年老

之後!也不能由自己来
9

定继承人!?姓继承的情癋相当普遍#

有清一代!大量旗人居住在华北!八旗制度对华北!尤其对直

隶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使得该处旗人社会不可能出现类似华南的

族产以及宗族社区!也难以形成地方宗族势力#可以
0

!畿辅区域

与其他区域之所以不同!不仅仅在於地域!很大程度还在於制度

'八旗制度(#该区域因八旗制度而产生的种种特性!

"

探索清代

乡村基层社会"民族关"国家统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JKL

$八旗制度"旗人"华北"地方社会

!

"

#

$



金"元以降!作
"

国家的政治中心!国家权力对华北基层社会的影响与

其他地区有着显著区
(

!强调华北区域史研究中的 $国家的在场 %

!

%成
"

学

术界的共识#清代华北地区!尤其是畿辅地区的主体居民是$旗人%和以汉

人
"

主体的$民人%!前者隶属八旗系统!後者归州县管理!二者在管理体

制"人群构成"社会属性等方面区
(

甚大!国家权力在两个社会中的渗透方

式也截然不同#这一状癋对清代"近现代华北农村的发展模式起到了决定性

的影响!也由此造就了华北与其他地区诸多不同的社会特性#

近&'年来!区域史"社会史以及八旗
+

旗人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历史人类学"9%',.+%?(2#&,0+.F.2.48)的引领者 $华南学派 %深刻影响着

明清史"区域史"社会史的研究!其所倡导的田野调查"

%

调以自下而上的

视角思考中国历史!对中国史学各断代史"专门史均产生不可限量的巨大

击#与此同时!与八旗制度
+

八旗人群的相关研究!在新清史
%

调满洲元素

所引发的各种
7

议之下!得到越来越多非八旗研究者的关注#

颇
"

遗憾!也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兼具两种研究特点!同时也是中国地

方社会重要类型的旗人地方基层社会!长期以来却游离在主流研究之外#以

本文所讨论的华北区域
"

例!华北区域史历来是区域史研究的热点领域!海外

学者如
:

宗智"杜赞奇"

!

山雅生"三谷孝"李怀印等以及国
!

赵世瑜团队"

南开大学团队"山西大学团队等对华北区域经济"农村社会进行了诸多开创性

的研究!成果卓著!然而有意识讨论华北地区旗人社会的
!

容却不多#

"

%反

(/

>?@

!

"

赵世瑜! *作
"

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 .史学

月刊/!&''.年!第/期!页)#

相关研究参见-

:

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H(,.&年的华北农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 (&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 .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

乡村/'北京-中华书局!&''/ (&

!

山雅生著!李恩民"邢丽荃译! .二十世纪华北

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

.&'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
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世瑜! .狂欢

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

联书店!&''+ (" .长城
!

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常建华! .宋以後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 /'北京-人民出版

社!&'(- (&张思! .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

察/'北京-商务印书馆!&''* (&行龙! .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生活1读书1

新知三联书店!&'') (&行龙"马维强"常利兵! .

;

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

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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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京畿地区的旗人"旗地曾是八旗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得到治清史"满族

史学者的重视#周藤吉之"韦庆远"王锺翰"杨学琛"赵令志等对旗人"旗

地做过详实的考察#

%!

"

研究相关八旗制度奠定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学者们

的讨论从八旗制度本身出发!

8

有凸显华北地域!读者难以从中体察出旗人

与地域'华北(之间的关#

作
"

特权阶层的旗人群体!在清代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从八旗制

度入手的研究方式!关注国家层面以及上层贵族!推进王朝话语下宏大事件

的考察!但
/

缺乏从社会史角度把八旗草根阶层人群纳入研究视野的思考#

近年来!考察八旗群体生活方式"日常行
"

"基层社会等问题!开始得到部

份学者的关注#定宜庄"郭松义等对辽东地区"刘小萌对清代北京城旗人社

会"江夏由树对奉天汉军旗人"定宜庄对老北京人群口述访谈的相关论著!

是该方向研究的力作!诸位从不同角度对旗民关"旗人群体与当地社会的

相互影响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

%

在学者们不同维度的精彩解构以及多元化问题意识的
#

发下!清代畿辅

地区旗人庄头群体引起笔者的注意#这是一个数量庞大"遍?京畿!看似富

甲一方!实则地位卑微"动辄得咎的八旗边缘群体#

%

%本文欲通过讨论该群

体的身份"地位"财
$

支配"分家与继承等问题!考察畿辅地区以及基层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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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藤吉之! .清朝入关前旗地的发展/'东京-河出书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

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 .清代的旗地 /'北京-中华书局!

(,/, (&王锺翰! *清代旗地性质初探,!载王锺翰主编! .满族史研究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H(..&杨学琛! *清代旗地的性质及其变化 ,!

.历史研究/!(,+-年!第-期!页()*H(,.&赵令志! .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 /

'北京-民族出版社!&''( (#

定宜庄等! .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E:8R8S3?9EAT@',,&%=&+'34.:)&;$-&7<()&6&,+($', =73'1

!1$(&'(()&!,5 7<A$,+ "#&& #+<.+AZ%?0%4(&C13&,3+O.+10%&3'3$,/;%3'AN03̂ &%@3+'%,8

.OZ%?0%4(&A&''.)&刘小萌!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定宜庄! .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十六名旗人妇女口述/'北京-商务印书馆!&'(+ (" $北京口述历史 %系列 '北

京-北京出版集团!&'(."&'() (#

笔者自&'')年开始进入本研究!陆续发表了*口述与文献双重视野下$燕王扫北%的记

忆构建+++兼论华北区域史研究中旗人群体的$整体缺失%,'.中国史研究/!&'(*

年!第.期!页(+*H(// (" .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城市边缘

群体/'北京-北京出版社!&'(. (等论著&还与定宜庄合作完成.近畿五百里+++清

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与庄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书!研究过程中得

到了定宜庄先生的大力支持与指导!特此感谢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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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体
+

社会!希望能以此
"

圆点思考八旗制度对於华北地方社会'包括非

旗人社会(所带来的普遍性意义#

M

%()

NOPQ1@AR&

(+..年!清军进入山海关#除了屯兵京城外!清王朝在畿辅地区!也就

是相当於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设置了
*

多八旗驻防!形成层层

环绕京师的完整的军事戍防体系!雄踞天下#

"

了满足皇室"王公与八旗人

丁的生活需要!自顺治初年始!清廷即在近京五百里实行大规模圈地!设立

庄园! $以近畿五百里
!

之地给八旗!曰旗圈#以旁州县官田给被圈之
2

!

曰拨补%

&

%!这就是民间俗称的$跑马?圈 %# $跑马?圈 %是一个相当漫

长杂的过程!从顺治入关到康熙初!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仅大规模的圈

地就有三次'

%#除了圈?土地之外!还有大量民人'以汉人
"

主(投充旗下!

进入八旗组织#不少投充人带着土地归顺!这批土地又被称
"

$投充地%#

圈充(

%土地的范围涵盖了))个州县卫!东起山海关!西至太行山!北自

长城!南抵顺德府!号称$直隶九府
!

!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

无旗庄坐落!毋庸置议外!其馀七府所辖有旗庄坐落者!共计七十七州县

卫!广袤约二千馀里%!直隶地区?满旗地官庄#

)

%在被圈?"投充的州县

!

!民地所剩无几#关於清初圈地的史料很多!据
<

振蒶.养吉斋馀
1

/!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 '(+..!(+/* (!清廷在四十馀年间共圈地

(*-U.+)0&*顷*+,

%# .石渠馀纪/言清初近京府州县圈?土地达(*.U&''顷*+-

%#

各种数据虽有不同!但大体都能体现畿辅地区圈?民地数量巨大的特点#

以上是整个圈地的概数!具体到每个州县!到底有多少土地被圈充以及

&'

>?@

&

'

(

)

*+,

*+-

乾隆.饶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卷上! *官田志,!页&*#

第一次在顺治元年'(+.. (!见.清世祖实
1

/'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清实
1

/

本(!卷(&!页(()&第二次在顺治四年'(+.) (!见.清世祖实
1

/!卷-'!页&.*&

第三次在康熙五年'(+++ (! .清圣祖实
1

/'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 .清实

1

/本(!卷&'#参见王锺翰! *清代旗地性质初探,!页(&/#

圈?与投充!经常以$圈地%统称!下文也如此处理!不再另行
0

明#

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主点! .八旗通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卷(/! *田土志,!页-&&#

<

振蒶撰!童正伦点校! .养吉斋馀
1

/'北京-中华书局!&''* (!卷(! $附

1

%!页-*(!包括了$国初拨给宗室"勋戚庄田%及$拨给官员"兵丁田%#

王庆云! .石渠馀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卷.! *纪圈地,!页(,*#

!

"

#

$



圈充土地的分?状况!则需要了解每个地区的情况#笔者选用了两种史料-

光绪朝.畿辅通志/与各州县地方志!这两类史料对民间原额民地"圈?旗

地"投充旗地等信息记
1

相对完整!又各具特点#光绪朝.畿辅通志/乃李

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延聘莲池书院主讲
:

彭年主纂!是清代官修省级地

方志!体例完备!资料充实!全书共-''卷!由纪"表"略"

1

"传"识

馀"叙传等诸体组成!下有若干分目&而各州县地方志!则多以地方人士执

笔!编撰而成!两类史料分
(

从朝廷"地方的角度记载了清初畿辅各府州县

的圈地情况#

"

便於考察!本文以清代顺天府地区
"

主体!对畿辅部份州县圈地数量

进行统计#需要
0

明的是!清代顺天府在乾隆之後共领五州十九县!即通

州"蓟州"涿州"霸州"昌平五州!大兴"宛平"良乡"房山"东安"固

安"永清"保定"大城"文安"武清"清河"宝坻"宁河"三河"平谷"顺

义"密云"怀柔十九县!又混称
"

顺天府二十四州县#今天的北京市延庆

县!在清代属於宣化府!称
"

$延庆州%!由於今属北京市!因此也列入本

文考察范围#笔者分
(

使用光绪.畿辅通志/对&*个州县"地方志史料对(+

个州县进行统计!详见附表(和附表&#

.畿辅通志 /&*个州县原额民地共计/+U&)&0*(顷!圈充地)/U.)/0*.

顷!整体圈充率达到,'0,)_#其中圈充率最高达到了(''_的州县!共有四

个-良乡县"三河县"宁河县"顺义县&最低的大城县也有*&0'+_#圈充率

达到/'_以上的州县共&'个!?总州县数'&*个州县(的/'_#

地方志(+个州县原额民地+-U/()0+-顷!圈充地*-U/)&0))顷!圈充率达

到/.0.&_#圈充率最高的良乡县为(''_!最低的宛平县也有+)0'&_#圈充

率达到/'_以上的州县共('个!?总州县数'(+个州县(的+&0*_#数据比

率详细分?见附表-和附表.#

虽然.畿辅通志/和地方志史料所涵盖地区有所不同! .畿辅通志/的

圈充地亩比率高於地方志史料!但由两种史料得出近京各州县/'_以上的原

民地变
"

旗地这样的结论应该是符合史实的#清初畿辅地区圈充地亩总量如

此之高!地区分?如此之广!让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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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圈充的土地!成
"

皇室"八旗贵族和八旗官兵的庄园#庄园制度!始

於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是後金国的一种生产组织单位#庄!大体上可分

"

皇庄"王庄"八旗官庄等#膏腴上地!也就是最肥沃的土地设立皇庄&其

次!按爵秩分给王公大臣设立王庄&再次!分给八旗官员兵丁!称
"

一般旗

地#庄园以壮丁'庄奴(从事生产!?从中选择一名经济条件较好"有管理

能力的壮丁充任庄头以管理庄务#庄园种类繁杂"数量甚多!不同庄"园之

间!有着严格的界定和区分!相互独立"互不干涉#

根据上文!顺天府旗地?原额民地的/'_以上!以八旗各类庄园"旗地

的形式存在!可以
0

清代畿辅地区以庄园"旗地形式存在的土地?了不小的

比率!与之相对的则是属於民人'以汉人
"

主体(的民地#

旗人庄园的土地性质!与汉人民地迥?#庄园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管理

体系与民地迥?!缴纳地租也不一样!甚至在(/世纪&'年代之前 '雍正时

期(!旗人还以缴纳实物地租
"

主#

*+.

%庄园自产生开始!即努尔哈赤时期!

就是王公贵族"八旗兵丁的私有财产!庄头仅仅是他们从壮丁中挑选出来

的"管理庄务的人#

0

的通俗一些!庄头就是一个职务!庄头手下的土地"

壮丁均非庄头的个人财产!而属於庄头的主子#比如!皇粮庄头!归
!

务府

管理!其土地属於皇家#王公贵族所属庄头!其土地则归王公贵族个人所

有#其他各重要机构!如雍和
3

等寺庙的庄头之地!也归该机构所有#所

以!理论上!庄头的土地本不是他个人的!庄头也无权处置个人土地#当

然!现实生活中!旗人会?取各种方式偷偷变通!那又是另一个问题#简而言

之!八旗庄头统属於八旗制度之下!职务及财产!甚至於庄头本人都归其主子

所有#与之相对的民人"民地!则完全不同#民人地主人群归地方州县管理!

他们对於土地的所有权与他们所承担的官位无关联!其财产属於家族私有#

庄园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据.畿辅通志/记载!顺治初年!畿辅皇庄

计--&座#乾隆.会典 /

"

-&&座!嘉庆 .会典 /

"

*-,座!光绪 .会典 /

"

-)-座#至清末!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留的
!

务府
2

口册来看!京畿有

&&

>?@

*+.

邱源媛! *清代畿辅地区
!

务府皇庄的徵纳,!载编委会选编! .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

诞辰学术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页&*'H&+&#

!

"

#

$



&//个皇庄的老圈庄头#老圈庄头是皇庄庄头的一种!因其庄园人丁是清初

从龙入关的包衣庄头!故而称之
"

老圈庄头#同
"!

务府属下皇庄的!还有

民人带地投充旗下的投充庄头!此外还有种类杂"

"

数
*

多王公贵族"八

旗官兵的庄园!直至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接手时!直隶仍然有约(+万顷旗地

在八旗系统的掌控之下!?全省农地的(*_强#

*+/

%

&

S

'

VW1>]XY

旗人在清代!虽号称特权阶层!但他们的人身却被清廷牢牢掌控#八旗

!

部执行了严格的人群分类!

"

了管控各类八旗人丁!清王朝建立了$三年

一比丁%人口登记制度!有关人口及其家庭的各方面情况!均要详细记载!

该制度一直执行到清末#庄园旗人世代
"

奴!较之佐领人群所受束缚更甚!

所属人丁被清廷严格把控#以顺义地区大营村革退庄头李永春
"

例!李一人

就有&-份人丁册!从同治元年'(/+& (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 (!.*岁

到,'岁!每年一次的人口清查!

8

有漏掉一次#该家族的人口增减!

2

口册

记载的清清楚楚#类似情况!在笔者收集的户籍档案中大量存在#田野访谈

时!老人也曾告诉笔者!亲丁需要向庄头报
2

口-

LMNJOP

*

QRP

*

STP

*

UVWP

%

XYZ[\]^

_

#

W`

$

abcde

+

*+0

%

可见!清廷对庄园人丁
2

口管控之严!这种情癋持续至清末#

人丁身份!一旦被
2

籍确定下来就很难改变!影响每个人一生的方方面

面#比如入关前至入关之初!皇庄庄头本人及子孙世代被固定在所管理的土

地之上!

8

有从事其它职业和迁徙的自由!也很难有改变自己和後人命运的

机会#康熙後期!政策有所动!朝廷允许老圈庄头参加科举考试!但投充

庄头却一直未见官方允许其科考的正式政令#可见!即便同
"

庄头!皇庄"

王庄"八旗兵丁庄园!甚至同
"

皇庄的老圈庄与投充庄之间!也有明确的界

限!不能逾越#

*+1

%

G7

*

HI6JK

&-

*+/

*+0

*+1

王立群! *北洋政府时期直隶旗地问题浅探,! .历史档案/!&''*年!第-期!页(')#

关於民国时期的旗地问题!天津工业大学王立群博士给予笔者很大帮助!特此感谢0

王家场"李遂"沟北"柳各庄!均
"

顺义县村庄名称#访谈时间-&'((年.月&*日&访

谈地点-顺义区李遂镇柳各庄村杨大爷家&被访者-杨大爷&访谈者-邱源媛"杨原#

定宜庄"邱源媛! .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与庄头/#

!

"

#

$



庄头看似拥有大量土地!实
"

奴才身份!稍有差错!便会被罚以枷刑"

鞭打!甚至被革退!丧失庄头身份和所有土地"财产!全家发配
"

奴#惩罚

庄头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庄头在任期间未遵守规定!或因某些事情得罪主子

等!最
"

严重的则是
8

有按时完粮!亦即
8

有按时缴纳贡赋#惩处庄头的方

式大致有三种-枷刑"鞭责"革退#革退一般又称
"

$缘事革退%!是庄头

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之一!这样的庄头及其家族大多发配
"

奴!命运悲惨#

从.清会典/等官修史料来看!惩罚庄头的规定在乾隆朝以後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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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清廷把庄头拖欠的钱粮分
"

十分!欠一分到五分的庄头!处以$枷%" $鞭%

等刑罚!从轻到重!逐级增加#拖欠钱粮六分至十分的庄头!除了更
"

严重

的枷刑"鞭刑外! $皆革退!所欠钱粮!

=

其豁免%! $充
"

壮丁%#

*+3

%

该条例虽颁?於乾隆四年'()-, (!但事实上!顺治年间已有 $惩处庄

头%的相关规定#顺治初年定!各庄头职缺均於其子弟
!

挑选充任#如果是

8

有子嗣!或者因欠粮而遭革退的庄头!在壮丁
!

挑选#

*+4

%

康熙时!处罚庄头的条例逐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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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 /本 (!卷(+'! *

!

务府1会计

司,!页&(.#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

!

务府1会计司,!页&(.H&(*#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

!

务府1会计司,!页(,-#

伊桑阿等纂修! .大清会典/'康熙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本 (!卷(*'!

*

!

务府二1会计司1粮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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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康熙二十三年'(+/. (!清廷规定了庄头交纳各项应交差赋的时间!如

不按时交纳!即要受到惩处#其中有一案例!即是要求三月初一日前缴纳杂

粮!耽误一次!鞭打/'下&耽误两次!鞭打(''下&耽误三次!鞭打(''下

'按例不能超过('' (!革退庄头!发配给穷庄!充当庄丁#当年就有朱同

等+-名庄头未在三月初一日以前将应交差赋交纳完毕!所以各鞭/'!?勒限

於三月初十日之前交纳!结果有些人十日
!

仍然未能交完!又各被鞭(''!

勒限於六月初一日以前交完#但还有一人!到七月初十日仍然未能交纳完

毕!他不仅被鞭(''示
*

!还被革退庄头!发往山海关外充当额丁#

*6-

%

康熙时期!几乎每到年终!都会有少则数十"多则二百馀名庄头遭到鞭

打!部份庄头被革退的记
1

!这种情况在档案中比比皆是#据史料统计!康

熙四年'(++* (纳粮不足额庄头的百分比是*(_"六年'(++) (

"

/,_"十

八年'(+), (

"

-)_"二十五年'(+/+ (

"

*&_!这些庄头都受到了一定处

罚#

*6.

%被处罚的庄头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可见一斑#

所有的处罚中!革退庄头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方式#按照规定!凡拖欠钱

粮贻误官差的庄头!本人以及子孙不但不能充当庄头!还照例要 $销除谱

档%!亦即开除旗籍#这眧以一个发生在乾隆年间的案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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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究研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译! .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
!

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上(/'渖阳-辽宁民族出版

社!(,/, (! *巴喀等
"

查议欠粮庄头的题本,!页&H-#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究研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译! .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
!

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上(/! *班第等
"

查议亏欠

应送圈馆豆草之庄头的题本,!页(.(H(.-#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究研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译! .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
!

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上(/! *巴喀等
"

庄头报粮

的题本," *米思罕等
"

庄头报粮的题本," *噶鲁等
"

庄头报粮的题本," *鄂勒多

等
"

庄头报粮的题本,!页.H+"('H(("./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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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通过这条材料!我们对$革退庄头%的性质!可获得一个比较具体的了

解#一旦革退!即获罪之人!不仅庄头本身!包括他的子孙兄弟均不可享

有出旗
"

民"参加考试的机会!有的甚至会像那些身获重罪的遣犯一样发往

吉林的打牲乌拉充当苦役#

旗人庄头看似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富甲一方!与汉人 '非旗人 (地

主*60

%一样称霸地方!实则完全不同!二者存在本质的差
(

#不少庄头以旗人

身份! $

)

行乡里!抗拒官府%

*61

%!更有甚者 $骑马直入府州县衙门!与府

州县官?坐!藐视命吏!任意
)

行#目中既无官府!何况小民#其欺陵鱼

肉!不问可知%

*62

%#这只是庄头的一个面相!相对民人而言!该人群在得到

较多国家庇护的同时!受到的人身束缚也更
"

严格#他们实
"

奴仆身份!对

土地只有有限的使用权!

8

有所有权!不能自由买卖庄园土地!稍有差错!

便会被罚以枷刑"鞭打!甚至被革退!丧失庄头身份和所有土地"财产!全

家发配
"

奴#

当然!现实操作层面中!无论是庄园旗地的禁止典卖!还是庄园人丁依

附关的限制!都不可能完全遵守制度!分毫不差地严格执行#尤其清中叶

&+

>?@

*6/

*60

*61

*62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 .清代的旗地 /!页

+*&H+*-#

严格来说!与$旗人%相对的应该是$民人%群体#然而!在畿辅地区!民人以汉人
"

主#同时!较之$民人地主%! $汉人地主%一词更
"

人们所熟悉!也更符合习惯上的

称呼#因此!?用$汉人地主%#下文同!不再另行
0

明#

.清世祖实
1

/!卷-(!顺治四年三月己巳条!页&*)#

.清世祖实
1

/!卷*-!顺治八年二月丁酉条!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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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旗地"庄园被典卖与民间
"

业的情癋普遍存在!清廷屡禁不止!迫不

得已?取各种措施回赎旗地#同时!作
"

主子的
!

务府"各旗王公贵族兵

丁!毫无缘由地随意更
4

庄头也?非常态#庄园旗人则时常钻政策的漏洞!

?走於八旗制度与州县系统之间!两头获利#

*63

%然而!制度毕竟是制度!庄

园系统一直留存到清末!民国初年(+万顷旗地依然数量惊人!而庄园制度中

$

权所属等核心
!

容!直到清末也依然束缚着该系统下人群的各种社会行
"

#

^

%

VZBC2A_>?1DE

$

`>%<=

&

M

'

A_

!

ab

"

%c_

!

<=

"

通过讨论!可以看到!旗人庄头与汉人'非旗人(地主的根本性差
(

#

八旗庄头统属於八旗制度之下!职务及财产!甚至於庄头本人都归其主子所

有#汉人地主则归地方州县管理!他们对於土地的所有权与他们所承担的官

位
8

有直接关联!其财产属於家族私有#

土地是否属於自己的!这在中国古代社会何其重要#庄头是奴仆身份!

对土地只有耕作权"使用权!

8

有所有权#即便是使用权!清廷赋予庄头的

权力也是有限的#笔者在历年的田野调查中!多次听到有关旗人庄头家族分

家的各种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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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7,

现实生活层面的
!

容较多!无法在一篇小文中全面
>

述!笔者将另撰文加以讨论#

访谈时间-&''/年((月(*日&访谈地点-顺义区牛栏山镇下坡屯村商大爷家&被访谈

者-商大爷&访谈者-邱源媛"邢新欣#

访谈时间-&''/年((月(*日&访谈地点-顺义区牛栏山镇下坡屯村商大爷家&被访谈

者-商大爷&访谈者-邱源媛"邢新欣#

访谈时间-&''/年((月(*日&访谈地点-顺义区牛栏山镇下坡屯村商大爷家&被访谈

者-商大爷&访谈者-邱源媛"邢新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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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旗人庄头要?取这种家产只传一个儿子的做法)

"

什麽不像汉人

家族那样均分家产)这?不是庄头的个人行
"

!而是八旗制度使然#

古代中国!汉人的多子家庭一般?取均分的方式来分家析产!完成祖业

传承#

*7.

%这是较
"

熟悉!也较
"

普遍的做法#而旗人!或者准确
0

!庄头家

族则不同!所有的财产!包括土地"房产等都只给一个人!这与庄园土地的

性质紧密相关#庄头是一种称号!不能分割!名下的财产与职位紧密相连!

自然也无法分割#所以!原则上!庄头家族中!谁拥有庄头之名!谁就拥有

所有财产&谁继承了庄头职务!谁就继承了庄头的家族财产#

因
"8

有土地所有权!庄头家庭不仅在拖欠钱粮或者犯有其他过失时!

会被施与$枷%" $鞭%等刑罚!甚至被革退!

?

夺土地使用权#即便是老

病身故!也不?取父死子继的方式!庄头无权决定谁是自己的继承者!得由

他们的主子
0

了算#

4

句话
0

!庄头的家产由谁来继承"继承多少!得听命

於官方或者个人主子!不少庄头甚至是?姓承替!这与汉人家族的继承方

式!存在本质的区
(

#

庄头出缺之後由谁承替!是维持一个庄园稳定和发展的关键!被八旗组

织严格把控#一般地
0

!庄头缺出的原因有三!即老病"身故以及缘事革

退!三者承替的规定各不相同#按朝廷规定!因老病告退的庄头遗缺!俱
=

更名与长子"长孙!如果
8

有长子长孙!即依近支"远支依次按次序承替#

贯彻该规定!需要有所依据!官方掌握庄头家族直系情况!?以此确定庄头

职位的承替!这个依据即是八旗人丁
2

口册籍# $清代的皇庄!能够较长时

期?稳定地存在发展!是由於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经营管理方法22对庄头的

身份地位"顶补"革退等!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建立丁档"家谱制度!

以作查考的依据# %

*7/

%

&/

>?@

*7-

*7.

*7/

访谈时间-&'((年-月-(日&访谈地点-顺义区李桥镇北河村村委会&被访者-于大爷

甲"于大爷乙&访谈者-邱源媛#

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 .中国家族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 .清代的旗地/! $前

言%页-#

!

"

#

$



丁档"家谱!被现代学者统称
"

$

2

口册%!是旗人的人口登记册籍#

上文提到!旗人人口登记制度一直执行到清末!每三年举行一次!届时有关

人口及其家属的出生"死亡"婚姻以及家族与家庭组织等各方面情况!均要

详细记载#

2

口册的作用!除了让清廷严格掌控八旗人丁之外!还供其考察

世职传承! $遇有世职缺出!查对明晰!奏请承袭 %

*70

%#对庄头来
0

!

2

口

册即是其$身份地位"顶补"革退%的依据#

*71

%

关於庄头的承袭!顺治"康熙二朝虽未有相关条例!但该时期档案对此

已有明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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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

可见!最迟至康熙中期!庄头的补放方式就已基本成型!主要有两种-

("旧庄头子弟接替&&"其他人丁补放!预先准备十人!通过抽签方式决定

补放人员#旧庄头子弟!同族"同姓继承的可能性很大&但补放人丁!则很

有可能由
(

的家族甚或?姓来接替庄头职位#该时期通过掣签'即抽签(决

定庄头的做法已较
"

普遍!留存档案很多!此处不再一一例举#

现存史料中!对於$庄头顶补%的明确条例!始见於乾隆初年-

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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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实
1

/!卷*.!雍正五年三月庚戌条!页/&*#

参见邱源媛! *清代畿辅地区
!

务府庄头
2

口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学刊编委会合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第九集 ('北京-商务印书

馆!&'(* (!页.)(H*'/& *清代旗人
2

口
,

的整理与研究 ,! .历史档案 /!&'(+

年!第-期!页(&,H(-/#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究研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译! .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
!

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上(/! *鄂勒多等
"

恭陈管

见以益公务的题本,!页(&*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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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条例包括了三种顶补情况-("非革退庄头顶补!由庄头子弟中情愿承担

该职务的人充任下一任庄头&&" $欠粮革退 %庄头顶补!则在子弟亲丁以

及?姓壮丁中挑选!而顶补者充任庄头之前!必须先完结上一任庄头的欠

粮&-"仍是$欠粮革退 %庄头顶补!如果
8

有情愿顶补之人!则依据
2

口

册!抽签决定#

除了以上提到的直系亲属顶补"非直系亲属顶补"?姓顶补外!还有不

少通过欺骗"抢?等方式获得庄头职位的事例#这种非$继承性%的顶补方

式!在各个庄园上执行!直至清末#

&

S

'

de

%

fde%ghab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大量与庄头顶补相关的档案!这些档案牵涉

面很广!很大一部份牵涉到土地"庄头承替等方面的刑诉案件和纠纷!数量

巨大#

"

了便於分析!笔者将范围缩小!整理出嘉庆年间与庄头$更名%事

宜直接相关的(+条档案!如$

"

革退庄头遗缺另姓亲丁交纳现年钱粮
=

其顶

替事%" $

"

照例更名顶替事%" $

"

更名事%" $

"

代完欠项钱粮顶替庄

头遗缺事%" $

"

呈明签掣安放庄头当差事%" $

"

更名顶替庄头事%等#

这类档案直接针对庄头更名!免除了不必要的枝节
!

容!人数相对集中!易

於分析!既包括庄头老病"身故正常承替!也包括前任庄头缘事革退!更名

新任庄头!能比较全面地看出嘉庆时期庄头更名的大概状癋#

嘉庆年间庄头更替的(+条档案中!嘉庆元年三条"二年一条"三年一

条"四年一条"六年一条"七年一条"八年一条"九年两条"十年两条"十

六年一条"二十年两条!涉及到更名的庄头共计//名!分
"

三类-("直系

亲属顶补!&*人&&"非直系亲属 '亲丁 (顶补!.)人&-"?姓顶补!(+

人#

第一类!直系亲属顶补#此类案例瞃索很清晰!

!

容记载也比较直接"

简略!比如-

-'

>?@

*73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

!

务府1会计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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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直系亲属更替的程序比较明确!呈报之後!

!

务府查
;

丁档家谱!证明父

子"爷孙的直系关属实!即可批
=

!照例更名顶替#

第二类!非直系亲属顶补#这类案列共.)人!超过半数#笔者选择其中

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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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直系亲属顶补!非直系亲属顶补的程序要杂许多#首先!需要通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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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档家谱!确认合法的顶补者!比如本案中!前任庄头王之培因革退!

不
=

其子孙顶充!需要查出近枝"远枝的亲丁!同时!还要核实这些亲丁是

否愿意"是否有能力替王之培补上欠项钱粮#然後!经过
@

选!王之培有三

名近枝亲丁和.'名远枝亲丁!又因可以承袭其他庄头!远枝亲丁被排除在

外#最後!在八旗官员的主持下让三名近枝亲丁签掣!确定王杞成
"

新任庄

头!王之培的亲子亲孙照例拨给王杞名下充当壮丁#

第三类!?姓顶补#?姓顶补相对人数较少!(+人!不到整体数量的五

分之一#仍以实例
0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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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查
;

丁档家谱!发现四个革退庄头$名下族中俱无亲丁人等%!

!

务府晓谕庄头"投充等人丁!有能代完陈欠钱粮的人!可以参与签掣#情

愿顶替革退庄头袁瑚的五名!情愿顶替革退庄头姚嘉谟的九名!情愿顶替革

退庄头曹之纵的六名!情愿顶替革退庄头姚秉瑛的六名#其後!在通过查验

丁档家谱!证明&+名人选$俱在档合例之人!?无违碍之处!例应一体
=

其入筒签掣%!最後确认下四名新任庄头#新任庄头完结陈欠钱粮的同时!

前任庄头的亲子亲孙也会照例拨到其名下充当壮丁#

根据嘉庆年间更名档案!附表* $嘉庆年间庄头不同类型顶补比率%#

表中!父子"爷孙此类直系亲属的顶补?&/0.(_!非直系与?姓顶补?

)(0*,_!非直系与?姓顶补的比率很高#按照档案中所体现出来的惯例!但

凡非直系与?姓顶补!前任庄头所有的亲子亲孙会拨到新任庄头名下充当壮

丁!身份地位的不确定性大於民人#

通过庄头顶补的程序!可以感受到八旗官方对庄头的掌控力度!牢牢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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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庄头一代又一代的替
4

#庄头的转
4

!即便发生在父子之间!在清代官

方文书"档案中!也均用$顶补%" $顶替%等词!而非我们熟悉的$继

承%!生动而微妙地体现了新旧庄头转
4

的本质所在#

土地产权"人身属性等根本的不同!造成了旗人与民人"旗人家族与民

人家族在生活状态"思维意识上诸多的不同#康熙年间!清廷实行摊丁入

亩!废除人头
A

!丁银变
"

田赋#政府随之放了
2

籍控制!民人可以自由

迁徙!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其行
"

合理合法!

8

有制度上的障碍#地方上

的乡绅士人"知识精英往往就是民人地主!他们出而
"

仕!家乡族人会依靠

他们壮大家族势力#当他们年老"生病或者遇有事端时!大部份人又可辞官

回乡!在当地依然享有一定声望!家族也依然是地方上的名门#家族的兴

衰!虽然与族人是否
"

官关密切!但即便失官!

B

大部分情癋也不会瞬间

天差地
(

#旗人
/

截然不同!虽号称特权阶层!但他们的人身自由却被清廷

牢牢掌控#诸如庄头一类的
!

务府下属包衣旗人又更
"

特殊!他们世世代代

都是主子的奴仆!所受束缚更甚!稍不留意!即会遭遇枷刑"鞭刑!甚至被

革退#八旗主子掌控了他们一代又一代家族财产的处理权和继承权!一旦失

去庄头身份!就立刻丧失诸如地位"名誉"土地"家产等等所有的东西!充

当壮丁!甚或发配
"

奴#

i

%

@ADEj1kl%mn

&

M

'

opqr1VZA&st

辛亥革命爆发之後!经过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的磋商!南京

临时政府於(,(&年&月,日向清政府致送有关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的修正案#&月

(&日隆裕太后代表清廷认可了这一条件!?於次日公?!宣告清帝退位#

末代皇帝溥仪在皇室优待条件许可下!留居紫禁城!直至(,&.年被逐

出#这期间!皇室的经费来源!除了民国政府岁供银四百万两外!还有大量

旧有皇室庄田缴纳的租银!这与优待条件中的条款
!

容直接相关#清帝退位

优待条件的三项条件中均有保护清帝"皇族"以及满蒙回藏各族私
$

的条

文!第一项$关於大清皇帝辞位之後优待之条件%第七款-清帝私产由民国

政府特
(

保护&第二项$关於清皇族待遇之条件%第三款-皇族私产一体保

护&第三项$关於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第二款-保护其'满蒙回藏各

族(私有财产#在此条款下!诸如皇庄"王庄"八旗庄田的各类私
$

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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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属於被保护的范围#

上文提到直至民国初年!直隶仍然残存了约(+万顷的旗地!?全省农地

的(*_强#也就是
0

!清帝虽已退位!但清代各类数量巨大的私
$

庄园仍然

属於原有八旗系统!佃
2

向庄头缴纳
A

租!而庄头则向诸如
!

务府"各王府

等原来的旗人主子缴纳租
A

#民国政府对庄园地亩
8

有直接的管理权力!也

不会收取土地赋
A

#

(,(&年*月!溥仪
!

务府函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

原皇庄佃
2

仍旧交租

一事通饬各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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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
!

务府会计司
"

原皇庄佃
2

仍旧交租之晓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文件

时间沿用清旧有年号!编排时一律改
"

公#转引自叶志如! *辛亥革命後原清室皇庄

土地?有关的变化,! .历史档案/!(,/-年!第&期!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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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这些条款与命令从制度上明确了旧有旗庄的归属性质!至於实际生活中是否

能严格执行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本文不展开讨论#

*8/

%就制度层面而言!民

国初年的旧有私
$

旗庄在不短的时间
!

依然保留了清代的管理体制!归原八

旗系统管理!?对其缴纳
A

租!跟一般老百姓的土地不一样!这一点在政策

上得到了确立#

(,&/年+月!国民革命军进据北京!北洋政府被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

政治会议第(.*次会议
9

议将直隶省改名
"

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入河北

省#此後!南京国民政府先後设立河北兼热河官
$

总处"河北官
$

总处及财

政部清理河北观察善後事宜办事处负责河北旗
$

的管理及丈放#(,-.年!因

战事等各种原因!国民政府下令停止办理旗
$

事宜!遗留下三万馀顷未处分

旗地!其中分?在河北+.县有案可查"未经处分的旗圈地!计(-U'''馀顷!

其他各地还散有-,.顷&(亩&八项旗租地!计('U..*顷)+亩&未处分拨补地!

计+U,-*顷+亩! $自此之後!旗地整理遂行停止%! $未备价留置之旗圈地

佃
2

得以免出资领购!且既无须缴租!又毋庸缴交田赋&八项旗租地则仍由

各县按年收租!解交财政厅%#

*80

%至少有一万多顷原旗地!国民政府无法掌

控!这种情癋一直持续到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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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80

$袁世凯关於严格履行皇室优待条件取缔抗租之命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馆藏

号-&+H.)+H/'&#转引自王立群! *北洋时期京直地区旗地庄头考述,! .北京社会科

学/!&'(&年!第&期!页/-#

袁世凯下令取缔庄头"佃
2

抗租!要求壮丁人等照旧缴纳丁粮!也从另一个层面反应出

清室"旗人对旧有旗庄的实际掌控能力#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所藏档案中!我们可以看

到不少佃
2

甚或庄头欠租"抗租以及庄头霸?
$

权等案例!毕竟已进入民国时期!清皇

室贵族等对其属下庄田"庄头的控制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庄头欠租霸租甚至
C

卖皇
$

的

事件屡屡发生#参见叶志如! *辛亥革命後原清室皇庄土地?有关的变化,!页/-&

末次玲子! *民国初期3旗地政策4华北农村-直隶省3场合 ,!载小岛淑男编著!

.近代中国3经济4社会/'东京-汲古书院!(,,- (!页(*&H(+&&王立群! *北洋

时期京直地区旗地庄头考述,!页/&H/)#

参见王立群"王俊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旗地管理考述 ,! .燕山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王立群! *民国时期河北旗地政策

述略,!载赵志
%

主编! .满学论丛/'渖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第(辑!页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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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利用大量民国时期的

华北资料对华北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做了精彩的讨论!在论及华北宗族方

面!

:

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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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

华南地区的宗族社会是目前中国宗族社会"地域社会方面研究的典范!

弗里德曼"Z(/+%?3:+33;-(&)基於福建和广东家族的文献材料!比对英国功

能学派的非洲世系群理论!提出了他的宗族模式#弗里德曼认
"

!宗族是以

族产
"

基础的继嗣团体! $宗族其实是法人"?.+F.+(,%.&)%!也就是
0

!宗

族作
"

一个集体!有明确的成员制度!?能够拥有财产*82

%! $土地的共同拥

有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83

%#弗里德曼在书中引用多位学者关於福

建"广东诸地宗族所拥有土地的描述!陈翰笙的研究证实了广东许多地区公共土

地的高?有率!$我们可以有把握的
0

!全省三分之一的耕地
"

族田22 %!

$族田是公共土地中唯一?优势地位的形式!对广东的集体地主所有制度

"?.223?,%@32(&;2.+;%'-)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84

%(,-)年!B24(G(&4通过对&.

个广东宗族的研究!指出它们的族田从('_到,'_不等!在多数例子中!宗

族声称*'_至)'_的耕地由族人耕作#

*85

%

正如萧公权"弗里德曼等学者所指出的-宗族的实力!往往与其领导人

的财富和地位成比例&最发达的宗族组织!由有势力和富裕的士绅领袖所主

-+

>?@

*81

*82

*83

*84

*85

:

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页&.*H&.+#

科大卫著!卜永坚译!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页&#

参见陈翰笙! .中国当代的农民问题 /'上海-中国太平洋关研究院!(,-- (!页

(&#转引自莫里斯1弗里德曼V"?A5814O5446=?3W著!刘晓春译!王铭铭校! .中国东

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

陈翰笙! .华南的农业问题/!页-*"&)#转引自莫里斯1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王

铭铭校!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页(+#

X<F?Y?3FT/)$,&-&6'"$14',5 B73$&(4"K3L9(@3&C\(23̂ &%@3+'%,8 5+3''AG.&;.&CBPO.+;

&̂%@3+'%,8 5+3''A(,.+)A().7转引自莫里斯1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王铭铭校! .中

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页&&#

!

"

#

$



持#这些绅士可以向宗族组织捐赠大量的土地!也可能
"

之开办学校"建义

仓等!从而巩固族权#

*9,

%宗族势力与其所拥有的族产数量紧密相#

类似的情况在华北!尤其是冀"鲁西北的乡村社会当中!却远
8

有那麽

普遍#&'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研究人员在华北平

原自然村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

:

宗智利用这批材料!整理出河北"山东

六个村落的数据!列表
0

明冀+鲁西北的宗族族产问题!如附表+所示#

相对华南宗族!华北宗族族产土地数量较少! $大如侯家营侯姓/.

2

一

族!也不过只有坟田&!-亩#当问及附近最大的族产时!张乐卿+++种棉和高

度商业化的栾城县寺北柴村的村长+++回答
0

!邻村的郭氏家族共有族田.'!

*'亩!原先是长期未经耕作的一块荒地#这是个
(

的例子#本区的宗族组织

和我们联
D

南方土绅家族而构想的颇不一样%

*9-

%#此外!

:

宗智还指出-$满

铁调查的+个村中!

8

有一个家族设有共同的仓"学校或祠堂#

8

有一个

在自然灾害时起过赈济作用!也
8

有援助其他贫困族人的惯例# %

*9.

%

:

宗智讨论这部份
!

容使用的材料!主要涉及了河北"山东的六个村

庄-顺义的沙井'河北("栾城的寺北柴'河北("历城的冷水沟'山东("

恩县的侯夏寨'山东("昌黎的侯家营'河北("良乡的
<

店'河北(#

据.畿辅通志 /所载!清初顺天府圈地中有四个县的圈?率达到了

(''_!河北省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区 (即是其中一个#&'世纪.'年代初

期!日本调查人员在河北省顺义县境
!

以沙井村
"

中心!对顺义县的大部份

村落做了详细的调查#根据这次调查!可以看到!民国之後不短的时间
!

!

沙井村的旗地依然?全村耕地的)'_!包括
!

务府造办处"

!

务府周庄头

地"匠役地"韩庄头地"谢庄头地"德公府地"雍和
3

香灯地等类型# '见

附图( (

类似情况在良乡县 '今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 (

<

店村也有体现#根据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记载!当时老百姓对清代
<

店村的记忆很清晰-清朝

时!城眧住着旗人军队和当官!这个地方几乎都是旗人的土地!

<

店村也都

是旗人的土地#在民国十五"十六年 '(,&+"(,&) (官旗产清理的时候!作

"

佃
2

的村民买了这些土地#许多村民的地契中有许多是当时$京兆区官产

旗产清理处%或者$清室私产清理处%等发给的执照#在典契中记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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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页&..#

:

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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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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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老揽旗地一段22 %等#原来负责管理这些旗地的!是地方上设置的旗

人庄头!以及村子眧设置的汉人催头#

*9/

%栾城县寺北柴村本村虽没有旗地!

但栾城县西南部有四万馀顷旗地#

*90由此可见!

:

宗智研究的这六个村庄

中!至少顺义沙井村"良乡
<

店村!以及栾城县在清代"民国初年的旗地?

有量相当高#

:

宗智对华北村庄族
$

的描述中!有两个方面与华南宗族存在较为明显

的差异-("华北宗族族产土地很少"地方宗族势力较弱&&"族产主要是祖

坟地#

从庄园旗人群体来看!庄头"园头等旗人看似与民人地主一样!拥有大

量土地!实际上
/

是奴仆身份!只有有限的土地使用权!

8

有土地所有权#

新旧庄头代际顶补时
8

有自由继承的权利!?姓顶补的情况?不少见#在这

样的制度下!旗人社会自然很难出现类似华南的大量族产以及宗族社区!也

不太可能形成普遍性的
%

大地方宗族势力#(,&/年政府赎买旗
$

後!旗地数

量虽然大大
6

少!但近三百年来由八旗制度而衍生的乡约俗规依然有其惯

性#

族
$

以坟地
"

主在旗人倒?不鲜见# .红楼梦/第十三回有一段秦可卿

与王熙凤的对话!秦氏提醒王熙凤需警惕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老话!不思

後日!终非长策! $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 5树倒猢狲散 6的俗

语!岂不
E

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建议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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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

秦可卿劝告凤姐!趁着现在富贵!在祖茔附近多置祭田"房舍等!因
"

家族

坟地等祭祀产业!即便在抄家之时!也是可以保留下来!不被官府查封#

$祭田"坟园不入官%是个很有意思"相当重要的细节!清朝的政策果

-/

>?@

*9/

*90

*91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东京-岩波书店!(,*) (!第五

卷!页*(-H*&("+(*H+&+#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三卷!页.".)-#

曹雪芹! .红楼梦/'长春-吉林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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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小说所述)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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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

可见!雍正十三年'()-* (之前!祭田"坟地在清代确实不被查抄!一

律给还本人#乾隆元年'()-+ (有所变化!允许保留三顷祭田!馀地尽行入

官!此後成
"

定例! $查变亏空人等家产如坟茔房屋"守墓"人口及祭田

在三顷以
!

者!俱免变抵!多者!入官抵项 %

*93

%#档案
!

容也反映了这条规

定!据学者研究!清代已知的抄家案件保守统计有两千馀例!其中官员被抄

家案件一千五百馀例!明确记载坟园"祭田
!

容的?不多!但从中依然可以

看到清代抄家中坟园"祭田处理的大体状癋#

*94

%如乾隆五十五年'(),' (!

伊犁锡伯部落领队大臣承安以$玩盚成性%被查抄家产! $遵旨查抄承安名

下各州县地亩及口外地亩"马厂"马牛羊群?当铺买卖等物%!但同时也给

其家族保留了三顷祖茔地亩! $伊祖茔处所房屋赏给居住地亩
!

酌留三顷!

以
"

养赡!其馀尽行入官%#

*95

%光绪和宣统时期!这条规定有了一些动!

朝廷不再强调$三顷%之数! $凡亏空入官房地
!

如有坟地及坟园
!

房屋看

坟人口"祭祀田产!俱给还本人!免其入官变价%

*:,

%#

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乾隆及其之前!该制度应该主要针对旗人!

笔者
8

有看到官书条例中有涉及汉人或者民人的字样!如$'乾隆(二十八

年议
=

!八旗应行入官地
!

!有坟园祭田!数在三顷以下者!

=

其给还#若

G7

*

HI6JK

-,

*92

*93

*94

*95

*:,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八旗都统三1田宅,!页./.#

鄂尔泰等纂修! .钦定八旗则例/'.四库未收书辑刊/本(!卷-! *

2

口1坟园房

屋守人口祭田免入官,!页&'-#

云妍! *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 .清史研究/!&'()年!第-期!页((+#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云妍博士在清代抄家问题上!给予笔者很大帮助!下文中笔者引用

的多条关键性史料!均
"

云妍博士提供!在此特向云妍博士表示感谢0

$总管
!

务府奏
"

查抄承安家住房数目事%!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

!

务府奏案'*H'.&/H'(*& $奏
"

查抄承安家祖茔房屋等数目事 %!乾隆五

十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务府奏案'*H'.&/H'()#

故
3

博物院编! .钦定大清现行刑律/'.故
3

珍藏本丛刊 /本 (!卷,! *仓库下1

隐瞒入官家
$

,!页(-,#

!

"

#

$



在三顷以上!除给还三顷外!馀地悉行入官 %

*:-

%!这一点在档案中也有所反

映#

*:.

%嘉庆之後!官方规定汉员视同一律! $嘉庆十七年八月
2

部奏
=

!22

查旗员入官地
!

有坟园祭田数在三顷以下!既
=

免其入官!汉员遇有此等案

件!事属相同!亦应一体
=

免!请将原例查明修改!以昭划一 %

*:/

%!看来至

迟於嘉庆年间!该规定既一体施行於八旗与汉员中!以昭划一#

诚然!多种而非单一的因素造成了华北宗族族
$

较少而且多
"

祖坟的状

癋!而其中八旗制度的影响因子不容忽视#随着辛亥巨变!历史话语权发生

了转
4

!记
1

主体"记
1

方式"记
1!

核均出现断裂!导致我们在论证某些

具体问题时!不易找到一一对应的直接证据!只能通过证据链之间的相互连

接进行推测#庄园旗人对财
$

分配的有限权力"其身份低微以及不确定性!

使得旗人社会不可能大范围
$

生类似华南地区的宗族形态和宗族张力# $祭

田"坟园不入官%对天子
F

下的旗"汉家族势必造成影响!相信不少家族在

现实生活中会?取类似秦可卿劝诫凤姐多在祖茔附近购置地亩"房
$

的方

式!而这种行
"

也会对地方基层社会
$

生波及!形成一定的乡约与习惯#

一直延续到(,-'年代的庄园旗地政策"北洋政府时期?直隶农耕地(*_

%

的(+万旗地"一万多顷国民政府无法掌控留存至土改之前的原旗地!这些

不容小觑的数字提醒我们在探讨民国时期的华北!尤其是畿辅地区农村时必

须谨慎!八旗
+

旗人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无法绕行的重要因素#

x

%

yz

作
"

国家层面的制度!八旗制度的辐射力和影响面不会局限在八旗范围

之
!

!而有着更
"

丰富的外延#辛亥革命之後直到今天!由於历史和现实的

原因!华北地区的部份旗人後裔开始淡忘祖先的旗人身份!纷纷改报汉族#

.'

>?@

*:-

*:.

*:/

托津等奉敕纂!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卷(-*! *

2

部1田赋,!页+((.#

云妍博士与笔者就该问题交流过多次!在云妍博士看到的两千馀件案例中!此类记载确

实以旗人
"

主#但档案有一定的局限!记载?不完整!而官书又
8

有非常明确的关於乾

隆之前汉员抄家坟地"祭田处理的条文!因此!我们尚不做定论!待进一步考察#

.钦定总管
!

务府现行则例/'.故
3

珍藏本丛刊/本(!第(册!卷-! *会计司1入

官地亩,!页-('#此後!同治十三年'(/). (刊印的 .钦定
2

部则例 /也明确涉及到

汉员- $凡八旗及汉员应行入官地
!

有坟园祭田数在三顷以下者免其入官!若在三顷以

上!除给还三顷外!馀地悉行入官# %见载龄主纂! .钦定
2

部则例/'同治十三年刊

本(!卷('! *田赋四1存留坟地,!页/#

!

"

#

$



然而!身份的淡忘?不意味祖先的遗留完全磨灭!因八旗组织"庄园制度而

产生的社会理念"民间习俗"乡约规定依然保留了下来!如同细胞与血液般

融入华北农村社会!无法分割#甚至於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一些老习惯中

隐约感觉到清代的痕迹#

*:0

%

笔者曾经?访过一
2

庄头後裔+++

G

大爷!他出生於(,-(年!祖上是清

代
!

务府会计会所属头等庄头*:1

%!爷爷
G

池是清末
G

家最後一任庄头#

G

大

爷的父亲是老二!还有一个哥哥!村眧人称哥俩
"

$

G

大庄头%和$

G

二庄

头%#

G

大妈出生於(,--年!(,.,年从通县嫁到
G

家#据
G

大爷回忆!父亲

和大伯分家!大约在他五岁左右!即(,-+年左右!离(,((年清代灭亡已有&*

年!距离(,-.年民国政府宣?结束清理旗
$

也有两年!旗人的生活已经不再

受八旗制度束缚!但
G

大爷的爷爷依然照着$庄头%家产只传一人的模式进

行分家!所有家产全部归
G

大爷的大伯!也就是村眧人称的$

G

大庄头%#

G

大妈嫁到於家时!还得$典%'即$租%(大伯家的房子居住#因
"

家眧

8

有足够的土地!一家人一直靠替
(

人打短工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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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邱源媛! .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野下的城市边缘群体/&邱源

媛! *口述与文献双重视野下$燕王扫北%的记忆构建+++兼论华北区域史研究中旗人

群体的$整体缺失%,!页(+*H(//#

自康熙初年始!皇庄就按等第划分
"

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半分五种等级!每个等

级所拥有的土地"壮丁数量不一!缴纳钱粮也有差别!头等庄头纳粮最多!此下按照级

别!依次递减#见允
H

等监修! .大清会典/'雍正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本(!卷&&/! *

!

务府1会计司 ,!页(.+,)H(.+,/&定宜庄"邱源媛! .近畿五百

里+++清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与庄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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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老人的眼眧!这样的分家方式与庄头身份密

切相关!汉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可见!即便庄园制度已经取消!庄头身份与

庄园土地对庄头後人家族的影响也?
8

有消失殆尽!甚至於时至今日!老人

依然以此做
"

标准来回忆当年的分家往事#

地方社会"区域研究"国家与基层互动等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焦点#

清代的旗人生活区域广阔!大规模居住於今天的东北三省"

!

蒙古"北京"

天津"河北等区域!其他省份如陕西"山西"山东"甘肃"青海"新疆!城

市如南京"杭州"福州"广州"

I

州"成都等也都驻?过八旗军队#尤其在

北方地区!旗人成
"

当地社会主要居住人群!旗人社会也成
"

清代地方基层

社会的重要类型之一#同时!在清代国家体制之下!旗人基层社会有着独特

性!其特权阶层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将这种独特传递给其他人群!对地方社

会"非旗人群体造成不能忽视的重要影响#

存在了三百年的八旗制度!作
"

有清一代最重要的国家制度!

)

贯王朝

始终#它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广)以什
'

样的方式辐射

到不同区域"不同人群)辐射的形式和程度有什
'

差?)这些问题值得我们

深思#当前研究"关注八旗制度"旗人群体的海
!

外学者越来越多!清史意

想不到地成
"

一门显学#从满洲本位出发!以非汉视角审视清代统治!

%

调

清王朝的
!

亚性质!这些思考维度极大开拓了学者的视野#然而!目前的研

究也显现出其局限性!集中关注东北部"北部"西部地区及其非汉人群!某

种程度上忽略传统汉族区域"忽略传统研究问题即是其中之一!这也导致此

类研究与清代社会史"区域史"经济史等领域在客观上存在隔阂#

以八旗
+

旗人
"

圆心!观察八旗制度一层一层向外波及的涟漪!站在涟

漪的最外层!那些看似八旗范畴之外的水纹中!反思作
"

清代国策的八旗制

.&

>?@

*:2

访谈时间-&'(&年+月-'日!访谈地点-顺义区李桥镇北河村
G

大妈家!被访者-

G

大

妈"

G

大爷!访谈者-邱源媛"邢新欣#

!

"

#

$



度对非旗人群体
+

社会的普遍性意义!重新审视八旗制度
+

满洲因素与传统

汉族区域"传统研究问题的关联性!会让我们更
"

客观"理性"全面地思考

八旗制度
+

满洲因素对清代以及当今中国的影响#将八旗制度与畿辅地方相

互联!即是小文的一种尝试!从地方而非国家的视角!思考八旗因子的多

维度与差?性!希望以此
J

砖引玉!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与重视#

'责任编辑-唐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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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名 原额'顷( 圈充'顷( 实剩'顷( 圈充?原额百分比

大兴县 (U,',0+- (U/('0-' ,,0-- ,.0/'_

宛平县 -U&)&0*+ -U'(+0&, &*+0&) ,&0()_

良乡县 &U,(/0&. &U,(/0&. 无 (''_

固安县 .U//(0)+ .U*&.0'+ -*)0)' ,&0+)_

永清县 *U&+&0., .U/)*0)* -/+0). ,&0+*_

东安县 -U&.&0/. &U).,0)* .,-0', /.0),_

香河县 -U(+&0(. -U',-0-' +/0/. ,)0/&_

通%州 )U.-,0)) )U-+*0+* ).0(& ,,_

三河县 +U-&)0). +U-&)0). 无 (''_

武清县 &U+&*0,. &U*/*0'( .'0,- ,/0.._

宝坻县 +U/,'0+. +U/-&0+, *)0,* ,,0(+_

宁河县 (U,'(0+) (U,'(0+) 无 (''_

昌平州 &U///0)' &U//*0,- &0)) ,,0,'_

顺义县 &U./+0// &U./+0// 无 (''_

密云县 &U)--0.- &U)')0,( &*0*& ,,0')_

怀柔县 (U-,&0&& (U&)+0(( ((+0(( ,(0++_

涿%州 *U&)-0'- .U+)/0(. *,.0/, //0)&_

房山县 (U)+)0-) (U-,&0'* -)*0-& )/0)+_

霸%州 &U+*/0(/ &U&,,0,* -*/0&- /+0*&_

文安县 -U)++0++ &U&'*0-+ (U*+(0-' */0**_

大城县 &U)+/0-) (U..(0&' (U-&)0() *&0'+_

保定县 ***0-- -./0/) &'+0.+ +&0/&_

蓟%州 .U-./0+/ .U&)/0'* )'0+- ,/0-/_

平谷县 (U(&.0-' (U'+,0-+ *.0,. ,*0((_

延庆州 .U+)-0,. -U.'/0&/ (&+*0++ )&0,&_

合%计 /+U&)&0*( )/U.)/0*. )U),-0,) ,'0,)_

数据来源-光绪.畿辅通志/!卷,.! *经政一1田赋,#

说明-

G

德源"韩光辉曾经利用.畿辅通志/中*经政一1田赋,的记载对原额地"旗地做

过统计!本文受到二位启发!重新对.畿辅通志/所在地亩数据进行了统计!校正了

其中的统计数字#参见
G

德源! *清代北京的旗地 ,! .中国农史 /!(,/,年!第-

期!页(&&韩光辉! *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的增长 ,! .北京社会科学 /!(,,'

年!第&期!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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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名称 原额民地'顷( 圈充旗地'顷( 圈充?原额百分比

大兴县 &U-'+0, &U'(.0&/ /)0-'_

宛平县 -U&)&0** &U(,-0.& +)0'&_

通%州 *U)-(0)/ *U+)(0-( ,/0,*_

顺义县 *U.'-0.. .U)'/0/' /)0(._

平谷县 (U-/(0)+ (U&'-0,) /)0(-_

密云县 &U)--0.- &U*/,0.& ,.0)-_

怀柔县 (U-,&0&& (U'&/0&- )-0/+_

昌平州 .U,*.0'' -U/*/0,( ))0/,_

房山县 (U)+)0-) (U&*)0&/ )(0(._

良乡县 &U,(/0&. &U,(/0&. (''_

延庆州 .U++-0,. -U&.&0)& +,0*-_

雄%县 .U.'*0) -U+). /-0'-_

满城县 &U&,'0. &())0/+ ,*0',_

宝坻县 +U/,' *U,-&0+/ /+0((_

蓟%县 ('U.+-0( /-.)0), ),0)/_

东安县 -U&.&0/ -U'*&0/+ ,.0()_

总%计 +-U/()0+- *-U/)&0)) /.0.&_

资料来源-张茂节修!李开泰纂!康熙 .大兴县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 /本 (!卷-!

*食货1田赋考,#王养濂修!李开泰"张?纂!康熙.宛平县志/'.中国地方志

集成/本(!卷-!*食货1田赋,# .通州志/'光绪五年7(/), 8续修本(!卷

.!*赋役志,! $旗地%" $田赋%# .顺义县志 /'民国四年 7(,(* 8重印

康熙刻本(!卷(! *疆域志1旗庄,&卷&! *田赋志,! $国朝额徵地粮%"

$地亩田粮%" $关支
A

课%#李兴焯修!民国.平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

成/本(!卷&下! *经政志1赋
A

,#臧理臣修!宗庆煦纂!民国 .密云县

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卷.之&! *田赋考 ,&旗地额依据 .八旗通

志/!卷(,"&'! *土田志 ,#

<

景果等修! .怀柔县新志 /'.中国方志丛

书/本(!卷.! *赋役1地亩,# .昌平州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 /本 (!

卷((! *会计簿,#冯庆润等修!高书官等纂!民国.房山县志/'.中国方志

丛书/本(!卷.! *政治志1田赋 ,#周志中修!

K

植等纂!民国 .良乡县

志/'.中国方志丛书 /本 (!卷-! *赋役志1田赋 ,#乾隆 .延庆县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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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七年7().& 8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卷-! *田赋 ,#秦廷秀等

修"刘崇本等纂!民国.雄县新志/'.中国方志丛书/本(! *法制略1赋役

篇1田赋,&旗地额依据.八旗通志/!卷(,"&'#陈宝生等修"陈昌源等纂!

.满城县志略/'.中国方志丛书/本(!卷+! *经政二1田赋 ,&旗地额依

据.八旗通志/!卷(,"&'#洪肇林纂"蔡寅纂! .乾隆宝坻县志/'.中国

地方志集成/本(!卷*! *田壤1民地,&旗地额依据 .八旗通志 /!卷(,"

&'#徐葆莹修!仇锡廷纂!民国.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 /本 (!卷*!

*赋
A

志,&旗地额依据.八旗通志/!卷(,"&'#李光照纂修!民国.东安县

志/'.中国方志丛书 /本 (!卷+! *田赋1民地 ,&旗地额依据 .八旗通

志/!卷(,"&'#

说明-本表作参考雷大受! *清初在北京地区的圈地,!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年!第.期!页)'&王立群! .民国时期河北旗地变革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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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充地?

原额地百

分比

(''_ ,*!,,0,,_ ,'!,.0,,_ /'!/,0,,_ )'!),0,,_ +'!+,0,,_ *'!*,0,,_ 总计

州县数量 . / * - & ( & &*

此类州县

在&*个州

县中所?

百分比

(+_ -&_ &'_ (&_ /_ ._ /_ (''_

备注

圈充率最高的州县
"

(''_!最低
"

*&0'+_

圈充率/'_以上的州县一共&'个!?&*个州县的/'_

圈充率,*!,,0,,_的州县所?比率最大--&_

圈充率+'!+,0,,_的州县所?比率最小-.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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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充地?

原额地百

分比

(''_ ,'!,,0,,_ /'!/,0,,_ )'!),0,,_ +'!+,0,,_ 总计

州县数量 ( * . . & (+

此类州县

在(+个州

县中所?

百分比

+0&*_ -(0&*_ &*_ &*_ (&0*'_ (''_

备注

圈充率最高的州县
"

(''_!最低
"

+)0'&_

圈充率/'_以上的州县一共('个!?(+个州县的+&0*_&)'_以上的州县一共(.

个!?(+个州县的/)0*_

圈充率,'!,,0,,_的州县所?比率最大--(0&*_

圈充率(''_的州县所?比率最小-+0&*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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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 非直系'同姓( ?姓 总数

人数 &* .) (+ //

百分比 &/0.(_ *-0.(_ (/0(/_ (''_

备盰 非直系与?姓顶补-共+-人!?)(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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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宗族
2

数 耕地亩数

侯夏寨'(,.& ( 王 *( (

马 -' -!.

<

(/ -

李 , (

沙%井'(,.( ( 杨 (.

.

!

李 (. /

寺北柴'(,.( ( 郝 .' - Z

冷水沟'(,.( ( 王 ) &!-

侯家营'(,.& ( 侯 /. &

<

%店'(,.& ( 禹 (& +

出处-侯夏寨- .惯调/!.-('!.-*#

沙%井- .惯调/!(-&*(U&+'!&+&!&+-#

寺北柴- .惯调/!--,(#

冷水沟- .惯调/!.-/+#

侯家营- .惯调/!*-/(!/&U((+#

<

%店- .惯调/!*-.*&U./)#

备注-这些族产主要是祖坟地#

!

杨氏一族共有族产&'亩!但其中只有.亩可耕地#

资料来源-

:

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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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末次玲子! *民国初期3旗地政策4华北农村-直
L

省3场合 ,!页(*'&王立

群! .民国时期河北旗地变革研究'(,((&!(,-. (/!页-.#

0

明-图上不同条纹类型所标盰的土地是不同类型的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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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0,Y(&&3+'$8',3-

\/(&8/(& MD̂

D&',%,/,3.O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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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3]%& (&; \/(& ;8&(',%3'A',(,3F.L3+F3&3,+(,3; -.+3;33F28

%&,. +34%.&(2'.?%3,87D& ,03M%&4A,L. -(%& '.?%.F.2%,%?(2'8',3-'L3+3

/'3; ,. (;-%&%',3+2.?(2'.?%3,8C,03E%40,Y(&&3+'AL0%?0 0(; .@3+'%40,

.@3+Y(&&3+-3&A(&; ,03F+3O3?,/+(2(;-%&%',+(,%.& '8',3-AL0%?0 032;

S/+%';%?,%.& .@3+I?.--.&3+'J""$,)7N03?.-F.'%,%.& (&; ?0(+(?,3+%',%?'

.O,03'3,L. F.F/2(,%.&'L3+3'%4&%O%?(&,28 ;%OO3+3&,A('L3+3,03

-3?0(&%'-'<8 L0%?0 ,038 L3+3(;-%&%',3+3; (&; ,03%++32(,%.&'0%F L%,0

',(,3F.L3+7 N0%'F(F3+3P(-%&3'Y(&&3+-(& +3'%;%&4 %& -(&.+'

"C)0',+40',)%& X0%2%7#2,0./40 '.-3.L&3; -(''%@32(&;0.2;%&4'A

,03%+',(,/'0(; -(&8 (,,+%</,3'(''.?%(,3; L%,0 '2(@3+87N038 0(; 2%-%,3;

+%40,'.@3+,03/'3.O,03%+2(&;AL0%?0 ,038 ?./2; &.,,+(;3O+33287N038

?./2; <3;%'-%''3; .+F/&%'03;AL%,0 F/&%'0-3&,'3P,3&;%&4 ,. ,03

O.+O3%,/+3.O,03%+F+.F3+,87K.+?./2; ,038 ?0..'3L0. L./2; %&03+%,

,03%+2(&; /F.& ,03%+%&?(F(?%,(,%.& .+;3(,0!+(,03+A,0%'L(''/<S3?,,. ,03

;3?%'%.& .O,03Y(&&3+.+4(&%Q(,%.&7Z(&.+?2(&'L3+3.O,3& '/??33;3;

3@3& <8 F3.F23.O;%OO3+3&,'/+&(-3'7#'(+3'/2,.O,03@3+8 ;%OO3+3&,

L(8'%& L0%?0 M%&4 F.L3+'0(F3; <(&&3+(&; ?.--.&3+'.?%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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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F(?,.& ,03+/+(24+(''+..,'.+4(&%Q(,%.& .O,03+34%.&AL0%?0

F+3@%./''?0.2(+'0%F 0('(''/-3; ,. <3'%-F28I10%&3'3J,0+./40 ,. ,03

,L3&,%3,0 ?3&,/+87 N03 '.?%(2(&; 3?.&.-%? .+4(&%Q(,%.& .O,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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