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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罗马帝国时期农民的负担体现出其随意性、不公平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在于帝国机构臃肿, 各种费用剧增, 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不仅对罗马帝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消

极的影响, 而且加剧了罗马帝国衰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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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负担指的是农民无偿向国家和社会提供

的资金、产品、劳务等各种资源的总和。从一定意

义上讲,农民负担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国家的

存在,能够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能够为个人

提供公共服务, 个人必须缴纳相应的税收作为获

取公共服务的补偿。这同商品交换一样,需求者

要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 就必须支付供给者等价

的货币。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们之所

以向国家交税, 无不是以税收换取和平安定的环

境,获得由和平产生的社会福利。亚当  斯密认

为,国家应当承担三项义务: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

立社会的侵犯; 尽可能保护社会每个成员不受其

他成员的侵犯和压迫; 建设和维持某些公共事业

和公共设施,如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

等。要实现这些国家职能, 就需要一定的经费支

出和财政收入,人们要获得公共服务, 就必须向国

家缴纳一定的税收。

一

罗马帝国时期的农民负担, 主要是指农民的

税收负担和各种劳役。一定的农民负担是必要

的,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是, 这个负担要适度, 即

农民负担要确定在农民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围内。

合理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是农民向国家、

社会集体所承担的税费状况, 另一方面是农民的

收入状况。根据这两方面及弗兰克的研究成果来

估价罗马农民负担的情况, 罗马税收在开始时确

实是必要的、合理的, 也是适度的, 罗马真正需要

大量国库资金最先出现在长期的对维爱的战争之

后, 这是对罗马人的财产开始征税的标志。但就

总体而言,罗马农民的负担在此时很轻, 因为这时

的 !这种费用很少, 基本只够士兵支付口粮的价

款∀。[ 1] 189在早期共和国, 罗马国家的支出极少: 这

时的军队由公民组成,没有军饷而无偿服役;行政

官员人数不多,并且不领取薪金; 官员们为了讨好

民众,还自己出资修建公共工程。但到罗马帝国

时期,农民负担却在不断地增加。在古代罗马, 农

本经济是基础,农业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农民

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提供者。在古典时期, 大多数

的产品和财富都是由土地生产的。琼斯指出, 农

业税和农村人口实际上支付了国家的全部费用,

帝国 95% 的财政收入和全部的财富都来自农

业。
[ 2] 152

农民负担可分为两部分: 合理负担和不合理

负担。综观罗马帝国农民负担情况, 其表现为如

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随意性。帝国政府对农民税赋的收取

和开征都是随意的, 缺乏规范。在农民税赋的收

取上,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并存; 哪些该收, 哪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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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收,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定标准,许多收费规定

都没有经过立法机构的批准。因为到帝政后期

时,法律完全由皇帝以敕令的形式颁布,所有官吏

也由皇帝任命,各种议会已先后停止活动和废止,

元老院议员也不再立法, 元老院已降为罗马市议

会的组织,不再是全国性的政治机构。 !到公元三

世纪初,元老院不再作立法性质的工作,而由皇帝

直接颁布敕令来代替立法。∀[ 3]也就是说, 在帝政

后期,皇帝独揽立法大权,其行动几乎不受任何限

制,这就决定了帝国政府绝不会实行税收法定原

则,因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农民税赋的应用

上也不尽合理,如皇帝们大吃大喝地挥霍无度,官

员们中饱私囊, 将帝国资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

些浪费、贪污在各朝代都很普遍。就拿罗马帝国

早期的皇帝来说, 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是卡里古

拉、尼禄和韦伯芗的浪费无度行为,曾使国家的财

政陷入彻底紊乱或完全破产的境地。在这种情况

下,开征新税就成了弥补财政亏空的首选之策。

卡里古拉就曾征收 !前所未闻的新税 ∀, 以致 !没

有哪一种商品, 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纳税∀。
[ 4] 178

韦伯芗统治初期便宣布说, !国家亏损达 400亿谢

斯铁尔提乌斯∀, 于是, 他不仅 !恢复了伽尔巴时

期已废除的赋税,还规定了新的沉重赋税,行省居

民缴纳贡赋的数量也增加了, 有些省贡赋甚至成

倍翻番。∀ [ 4] 312

第二,不公平性。罗马帝国的税收政策一贯

具有 !重城市轻农村∀的制度偏向, 税量不均, 税
负不公,税率不一。国家对商业和工业的干预是

后期罗马帝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帝国政府向

农民征收较商人和工匠为重的税, 这并不是因为

农业创收的潜力更大, 而只是由于商业税和手工

业税不易征收。
[ 2] 153
帝国政府一方面向农民征收

重税, 另一方面则为首都居民提供几乎完全免费

的 !面包加竞技 ∀的奢侈生活。尤其是食物配给
制度更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帝国政府将免费

的食品分发给罗马城的居民, 并以同样的方式发

给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这是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贯

彻的一项政策。这就必定使政府下令从北非和埃

及以土地税的名目强制征收大量谷物用于此种目

的##不久之后, 君士坦丁堡接受免费粮食公民

的数目达到了 80000人。∀ [ 5] 122罗马政府不仅在首
都和行省实行不公平的税收政策, 并且,由于阶段

性的政治统治目的的不同, 各行省税收的性质和

征收方法也有很大不公平性。例如,尽管西班牙、

迦太基相对其他的行省更为富裕, 但为了取得对

这些地区的胜利, 在那里征收了很少的税。第一

次布匿战争期间,为了赢得人民的忠诚, 罗马政府

不仅没有增加赋税,反而减轻了税负,在每个城镇

都只征确定数目的税收。西班牙所缴的税大约为

什一税的一半。
[ 1] 193

第三,强制性。强制性是指税收的分配只是

依据国家的政治权力, 而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没有

关系。这种强制性主要表现为强行收取。罗马帝

国时期, !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得到了充分发挥。

为了保证国家的收入, 赋税的征收不仅有纳税人

以田产抵押和人身占有等传统的向纳税人本人强

行索取的办法,并且还实行了集体联保制, 即把家

庭成员、邻里、乡党和同业公会统统包括在

内。
[ 6] 539
帝国时期, 帝国地产的租税不再由包税人

而由元首委派的 !检察官 ∀征收。[ 2] 154然而, !罗马

不大考虑行省经济的繁荣, 不大顾及下层阶级人

民的物质福利,而罗马统治却一天比一天更自私。

罗马的行省长官和资本家可以说是毫无顾忌地在

各行省中渔利,他们通常是以最自私的精神和为

了自身的利益来这样做。∀ [ 6] 24

从以上可以推断, 农民需要承受的负担中不

仅有合理的部分,但更多的是不合理的、超过农民

承受能力的部分。

二

农民负担过重是指农民的社会负担超过其现

实承担能力的状况, 这是相对于农民的收入水平

而言的, 主要表现在农民纳税的绝对量和相对量

都是逐渐呈增长的趋势上。就拿非洲行省来说,

!在凯撒时代, 非洲行省需交纳的谷物是 30万蒲

式耳,一百年后则增加到了 1000万蒲式耳, 尽管

其间增加了在卡里古拉时兼并的毛里塔尼亚和一

些以前免税的帝国地产, 但谷物的增加量也是令

人吃惊的。∀ [ 1] 442税负增加得如此迅速, 这是农民

收入增长所远远赶不上的。两者的反差直接导致

了农民负担过重。

农民负担过重是帝国时期一个长期存在而又

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官僚机构的扩大和官员数量的增加加

重了农民的负担。一个有效率、等级制的官僚系

统对于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是必须的。罗马帝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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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成功之处在于用非常有限的官员来治理一个

庞大的帝国,仅仅几百名元老和骑士在国家奴隶

和自由民的协助下管理着整个帝国。这种体制之

所以能够运转, 是因为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交给了

城市, 也就是实行了地方城市自治制度。自公元

2世纪至 4世纪期间, 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

这些城市的自治消失, 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逐渐

形成, 官员数目增加。狄奥在 ∃罗马史 %中指出:

刚开始之时,罗马实行的是将几个行省合在一起

进行治理的政策; 直到公元 21年, 北部高卢各部

分独立##随后,行省逐渐被细化, 总督的权力被

削弱,而政府对行省的控制加强了; 到公元 3世纪

时,这一过程大大加强了。
[ 7]
经过戴克里先的行政

改革和税收改革之后, !行省的数目增加,行省里

的官员增多了, 因而政府官员的数目翻了一

番。∀ [ 8]琼斯则估计, 罗马帝国晚期的文职官员
( c iv il serv ice即除士兵和司法人员之外的官员 )

大约有 30000~ 50000人, 而在 2世纪末才有几百

人而已。
[ 5] 107
官僚机构的扩大名义上是为了实行

经济和社会改革,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但其根本

的目的却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攫取财政收入;官员

数目的增加则使政府的行政成本大大增加了。在

奥古斯都时代, 元老和骑士在行省任职时是不领

取报酬的,皇帝自己的被释奴充当财务官,官僚机

构中的各种差役都由奴隶和被释奴承担。但到罗

马帝国晚期,这些人基本由出身自由的公民取代,

并需支付薪饷。由于奴隶供应量的减少,这一政

策还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公元三世纪时,一支日

益庞大的骑士队伍在帝国政府的工资册上,需要

支付 10- 3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薪金。∀[ 1] 481由
于这些不从事生产人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政府

的行政成本也在相应增加。这些行政费用当然只

能由纳税者来承担。

其次, 军队规模的扩大和军费开支的增加都

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对于有敌

为邻的大陆国家必不可少。国内秩序的维持和边

境的防卫,都需要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而数量众

多的军队。经过马略的军事改革之后,罗马军队

不再是自备武器的公民兵而开始变成了了几乎和

罗马社会的生产阶级没有关系的职业军队。这支

军队有自己的阶级利益, 它靠自己的饷银和一部

分军事掳获物过活。因此, 要使这些职业军人成

为为国家效命守职的优秀军人, 就必须使军队得

到相应的酬赏, 而且要尽可能地使当兵这个行业

具有吸引力。于是, 军队的开支便成为国家财政

中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 并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恺撒时,士兵的薪饷是 225第纳尔, 没有食物分

配, 但那时士兵可以获得一部分战利品或从战后

所建的殖民地分享收成。
[ 1] 336
在帝国时期,随着对

外战争的停止,士兵几乎不再有战利品和殖民地

的收成可分享, 所以, 政府不仅必须付给士兵薪

响, 并且还要不断地增加他们的收入,供给他们食

品和房舍。
[ 9]
这必然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另

一方面,帝国军队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 在恺撒

之前,元老院不同意组建常备军, 总担心再有人像

马略和苏拉那样会滥用它。但在西班牙、非洲和

东方战事接连不断, 元老院不得不将常备军从卸

任的执政官之手转入另一人手中。从西塞罗的书

信中,我们发现,在正常时期, 叙利亚、亚洲、比提

尼亚、非洲、西班牙和山南高卢至少各有 3个军

团。因此,起码有 20个军团在服役。
[ 1] 196- 197 !在

公元 2世纪时约 30万人保卫着居住在地中海周

围约 5000万人的帝国##∀。[ 10] 25戴克里先觉得,

由于帝国疆域庞大,边境线长,帝国政府必须继续

采用这支在帝国早期就已形成的职业的、长期服

役的军队。驻防军队的人数不但不能减少, 还应

增加。经过他的军事改革, 军队的规模进一步扩

大, 4世纪的皇帝也曾努力维持戴克里先时期的

军队规模。并且,由于 !罗马帝国的生存取决于三

个条件:皇帝及其卫戍部队的支持、军队的承认和

元老贵族的同意。∀[ 11] 147所以军队对君主专制统
治的维持显得极为重要, 以致 !公元 3世纪的罗

马, 各个方面都是由军队保卫着的 ∀。[ 12]于是, 在

公元 3世纪的极不稳定时期, !每个统治者的主要
活动就是要 尽一切 努力来获 取军队 的忠

心∀, [ 11] 148他们不断地增加士兵的军饷。 !最近的

一项预算表明,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每年的军费

预算大约在 4. 5亿至 5亿塞斯特尔提乌斯。∀ [ 10 ] 25

!在战争期间, 肯定还需要征收新的和额外的税

收, 因为这时临近地区的军团也许也需要调来直

接参加战斗。∀[ 1] 196- 197
在骚乱时期, 军队和行省耗

尽了国家收入的绝大部分, 一些行省所耗费的超

过了他们所缴纳的税收。

其三, 罗马城的粮食需求也是行省农民身上

一项沉重的负担。罗马的粮食供应, 也就是众所

周知的食物配给制, 是历届皇帝治理国家的首要

任务,是罗马经济发展和它得以生存的一个主要

因素。这也是罗马城人口爆满的一个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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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产者能够依靠这份几乎完全免费的粮食维

持生存。罗马城人口最盛时超过了一百万, 它需

要大量的粮食。奥古斯都在罗马城设立了一位粮

食官 ( praefectus annonae ), 专门负责罗马城的粮

食分配。慢慢的这种粮食官又扩展到了罗马行省

的自治市中,对粮食供应和分配的管理成为罗马

帝国治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职能。例如非洲, 尽

管粮食生产不是它的优势, 但它仍被强制性地规

定给罗马供应粮食。罗马政府对每一任统治北非

的总督的首要命令, 就是要给罗马运来更多的小

麦、肉食、羊毛与橄榄油。这种政策从公元前 146

年到公元 439年汪达尔人攻占北非为止, 一共持

续了近 6个世纪。
[ 13]
我们很难说出罗马城每年进

口粮食的准确数字, 但菲克  梅杰和奥诺  范  

尼杰弗估计这个数目是非常大的, 约为 400 000

吨,根据是公元 4世纪时埃皮托姆 ( Ep itome )的

∃关于恺撒 %( deC aesaribus)和弗拉维乌斯 约瑟

福斯 ( F lavius Josephus)的 ∃犹太战争 % ( Jew ish

W ar)这两部文学作品的残片。
[ 14]
谷物救济分配由

盖乌斯  格拉古开创。在西塞罗时,每个等候领

取救济食物的穷人大约可分得 15蒲式耳的小麦,

克劳狄乌斯为了获得民众的欢心, 通过法令将这

项费用翻了一番。
[ 1] 196
罗马城的居民得到了实惠,

行省的农民却不得不常年背负着这一沉重的负

担。

最后, 国家还必须支付一笔巨额的公共娱乐

活动费用, !早在克罗狄乌斯统治时代 (相当于 41

- 54年 ) ,社会节假日就有 159天, 其中举行官费

运动会的日子就多达 93天, 占全年的 1 /4##截

止到 354年, 全年举办运动会的日子多达 175天,

几乎是克罗狄乌斯时代的两倍, 而社会节假日的

总数则多达 200天, 或达半年以上。∀ [ 15]另外, 监

察官还要划拨出年收入的 1 /5或 1 /10用于公共

工程建设,如道路和输水道的修筑,城墙和公共建

筑的修建和维修等。神庙经常由获胜的长官用战

利品修建,有时也由他们捐资修建或者由他们的

后代维修。但有时候, 国家也会应大祭司的要求

修建神庙和支付一定款项以表示虔诚。从苇伯芗

到图拉真统治时期,在西班牙、非洲、高卢、多瑙河

地区、阿纳托利亚和叙利亚修建了许多公路, 政府

还帮助城市修建公共建筑,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当然,大量的金钱是用在诸如罗马、雅典和迦太基

之类的都城。为哈德良作传的作者指出:帝国几

乎没有一座城市不为旅游者所赞美。所有行省的

考古挖掘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 1 ] 480- 481

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帝国政府的支出, 毫

无疑问,当国家的开支增加时,政府一定会千方百

计地增加收入,于是开征新税、扩大纳税对象的范

围和提高税率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最常用的

方法。 !罗马帝国从 3世纪开始逐渐衰落, 并接连

不断地衰落直至灭亡。这种情况是课税问题, 越

来越被推到前台了。政府靠课新税来弥补国家的

经常亏损,同时,把旧税更加推广开来##税率也

在不断地提高着。∀ [ 16]于是,帝国政府大大地扩大

了纳税者的范围并相应地提高了税额, 前面所引

的卡里古拉和苇伯芗就是典型的例子, 戴克里先

的税制改革也是基于这一目的才实施的。正如孟

德斯鸠所说: !国家越是衰弱, 它也就越发需要税

收, 因此,人们越是无法负担租税, 租税也就越是

要加重, 结果罗马行省的税收很快就变得无法忍

受了。∀
[ 17]

!面对日渐难以承受的赋税, 富人们疯

狂地寻求免税权,并千方百计地转嫁赋税, 结果正

如当时一位作家萨尔维所说的那样: 现在很多富

人, 迫使穷人负担他们的赋税,同时富人又对穷人

提出新的勒索, 迫使他们交付。税收的沉重负担

连续不断地、令人无法忍受地落在农民头上。到

帝国末期, 土地税率超过共和国后期税率大约 3

倍, 国家收取的税额,占全国农业产量的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 [ 18]所有这些负担很快都无一例外

地转嫁到了罗马农民的身上。越来越多的地租,

越来越重的赋税沉重地压在罗马隶农的身上, 令

其无法喘息。

三

罗马帝国时期农民负担过重对罗马帝国的农

业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经济上看,农民负担过重严重挫伤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直接造成了土地的过度耕

种, 从而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的降低。土地的休

耕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瓦罗借利奇

尼乌斯之口表达了这一观点: !利奇尼乌斯说: 土

地每隔一年休耕一次,或者播种少一点, 即是让土

地歇歇劲儿,不要用得太狠。∀历史实践也证明, 间

或休耕是农业经营的科学之道, 是土地能够丰产

丰收的必要作法。但罗马帝国的农民可能经营的

土地数量极为有限, 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得休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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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可能。所以, 他们只能年年重复耕种, 并且,

由于付出的劳动远远大于所得的收获,他们劳动

生产的积极性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精耕细作的农

业传统不再受到罗马农民的青睐和发扬。于是,

经过土地的连年使用, 以及低报酬所造成的农民

的不用心耕种,整个种植业隐伏了巨大的危机,这

就是我们从罗马史家的研究著作和皇帝们的敕令

中所见到的危机。

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看, 不堪重负的农民

的反抗斗争日益激化,长期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巴

高达运动就是一场典型的农民反抗运动。显然农

民运动不仅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力, 而且他们的反

抗壮大了反对罗马帝国的力量, 这是导致西罗马

帝国灭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当绝大多数的

人们 (这些人不仅包括境外的外族人,也包括居住

在境内的居民 )都坚决地想要抛弃一个帝国的时

候,这个帝国就注定会灭亡,这是历史的规律。

总之,罗马帝国时期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对

此时的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

影响, 特别是对罗马帝国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致

命伤害,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衰亡。公元 4- 5世

纪的蛮族入侵之所以取得成功, 极为关键的一个

因素是帝国境内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反抗帝

国政府的统治, 从而给予了入侵者以直接和间接

的帮助。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能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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