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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黄均霞，苏寒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在清代中前期还是在后期，长沙、衡阳、永州等三府一直是湖南社
仓较为发达的地区；沅州、靖州、永顺府等湘西地区３府４厅，江华县、新田县、永明县等湘西南３县，浏阳、安仁、酃县等湘东
地区３县社仓储谷规模较小；洞庭湖区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也是社仓不发达地区，各县社仓储量均不高。清代后期，受战
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仓曾一度衰败。同治、光绪时期，湖南社仓因受到地方官府的重视而逐渐复苏。除湘西

地区社仓未恢复外，其他地区社仓均取得程度不一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与官府的重视与扶植，对社仓的地理分

布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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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仓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仓储形式，由民捐民

管。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社仓制度相应地较为完

备与健全。近年来有关湖南社仓问题的讨论颇为

热烈，涉及到社仓的起源、发展以及社会功能等问

题（相关文章参见：张颖华《论清代前期湖南的仓储

制度》，《佛山科学技述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杨鹏程《古代湖南仓储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

报》２００４年第７期；郑利民《湖南仓储制度及其在

赈灾中的作用和弊端》，《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等），而忽视对社仓设置与分布

的考察。社仓的分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地理现象，

直接影响各地区赈灾救荒、平准粮价乃至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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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均霞，苏寒莎：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的稳定。本文旨在从历史空间角度探究清代湖南

社仓的地理分布及特征，为进一步研究清代仓储制

度乃至当前粮食储备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　清代中前期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清代设置社仓肇始于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

“乡村立社仓，镇店立义仓，捐输积储，公举本乡敦

重善良之人，管理出陈入新。春月借贷，秋收偿还，

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

部”［１］１。湖南社仓建设由此开始起步，益阳、长沙、

巴陵等州县纷纷捐粮建仓。但这时总体上并无太

大起色，这由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正月湖广总督杨宗仁

《为报湖北举行社仓情形事奏折》即可得知：“今臣

又传湖南各官，面令循照湖北已成之法施行。再稽

数月，统俟所属报齐之日另行奏闻”［２］。此时湖南

社仓建设尚未完全开展起来，从各府县情况来看，

湖南社仓基本上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才大规模地设

立起来。如郴县，“乾隆十年巡抚蒋溥奏准于适中

之地酌建总仓，每仓设立斗级，给以工食，专司看

守”［３］。善化县，“十年奉文于各都适中之地建

仓”［１］７。湘阴县社仓也是建于乾隆十年［４］。泸溪

县，“雍正三年知县陈焕奉文劝捐，至雍正五年始建

仓廒，于乾隆十二年合并为四，各设正副社长，司出

入焉。”［５］也有个别县迟至乾隆中期方才完成建仓。

如兴宁县，“乾隆二十四年知县罗绅率典吏董伟于

四乡增建社仓一所”［６］。邵阳县，乾隆“十二年议

允以乾隆三年至九年七升息谷变价建仓十七所，嘉

庆二十五年又增置三处，于是各都皆有仓”［７］。

清代中前期，湖南有９府、４直隶州、３直隶厅，

根据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修纂的《湖南通志》，笔

者整理出湖南各府州厅社仓储谷数量及排名情况

（见表１）：

表１　乾隆年间湖南社仓储量分布

府厅州 社仓谷（石） 百分比％ 名次 府厅州 社仓谷（石） 百分比％ 名次

长沙府 ９７８４３．５ ２３．６８ １ 澧州直隶州 １９２５１．１ ４．１５ ９

宝庆府 ８３１８０．５ ２０．１３ ２ 靖州直隶州 １７１４９ １．９７ １０

永州府 ６２９５７．５ １５．２４ ３ 岳州府 ８１５３．８ １．８９ １１

衡州府 ４０４１６ ９．７８ ４ 辰州府 ７８２０ ０．７９ １２

郴州直隶州 ２６０２５．４ ６．３０ ５ 永顺府 ３２６４．２ ０．３１ １３

桂阳直隶州 ２５１６５ ６．０９ ６ 凤凰直隶厅 １３００．３ ０．０５ １４

常德府 １９７７４．８ ４．７９ ７ 永绥直隶厅 ２１７ ０．０３ １５

沅州府 １９７４４．２ ４．７８ ８ 乾州直隶厅 １１５．１ １．９７ １６

总计 ４１３１２６．３ １００

　　　　　注：本表根据乾隆二十二年《湖南通志》编制。

　　本表是乾隆年间湖南各府社仓储量统计表，不

能完全切实地反映清代中前期社仓地理分布的动

态过程。尽管如此，这项统计还是能够反映社仓发

展到一定程度的总体轮廓。尽管湖南各府、州、厅

之间在贮谷数量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社仓的设置

已相当普遍，社仓储谷多的有近１０万石，少的也有

几百石，积贮情况还是不错的。从表１来看，清代

中前期湖南社仓呈现出以下地理分布特征：

１．长沙、宝庆、衡州、永州四府是清代中前期

湖南社仓的主要分布地区，共储社仓谷２８４３９７．５

石，占全省社仓储量的６８．８３％。这一方面缘于四

府地理范围较大，长沙府包括长沙县、善化县、湘潭

县、湘阴县、湘乡县、宁乡县、益阳县、浏阳县、安化

县、醴陵县、攸县、茶陵州等１２县州，宝庆府包括邵

阳县、新化县、城步县、武冈州、新宁县等５州县，衡

州府包括衡阳县、清泉县、衡山县、耒阳县、常宁县、

安仁县、酃县等 ７州县，永州府包括零陵县、祁阳

县、东安县、道州县、宁远县、永明县、江华县、新田

县等８州县，占全省总县份４５．０７％。由于社仓是

按乡村设仓，地域广阔，社仓设置点就会相应地增

多。据统计，以上四府社仓数多达３７３个［８］。这些

地区社谷总量也就会占据一定优势。另一方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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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府大部分州县处于地理位置优越的湘中地区，如

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等。湘中地区多为丘陵、平

原、盆地，气候适中，雨量充足，且有湘江、资江流

经，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比较高，一直

是全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据湖南省府的调查，

“湘中区，如长沙、宁乡、湘潭、湘乡、益阳、邵阳、武

冈、新宁等八县，其产量占全省百分之二十四强，每

县每年产量除新宁外，皆在三百万公石以上，八县

平均每县已达五百二十余万公石。此外新化、安化

虽为缺米之县，然每年自产稻谷安化达一百四十余

万公石，新化达三百三十七万余公石”［９］。湖南谷

米品种、耕种面积等在明清时期基本定型，此次调

查时间虽发生在民国，但也能大体反映于清中期湖

南谷米的生产状况。这给该地区发达的社仓提供

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长沙、宝庆、衡州、永州４府虽

然是社仓的发达地区，但其内部各县发展并不均

衡。永州府的江华县、新田县、永明县三县分别储

谷３２０７．１石、３１８８．１石、２４６７．４石，长沙府浏阳县

储谷４８４４．７石，衡州府安仁、酃县储谷３０００．１石，

２７９９．８石，６县共储社谷１９５０７．２石，占四府社谷

总量的６．８６％，远低于宝庆府武冈一州的社仓储

量。从地域分布来看，这６县主要分布在湘东、湘

南地区。这些地区山多田少，河流少，水量不足，适

于发展林木及油、茶经济作物，粮食生产相对落后，

自然影响到该地区社仓的发展。

２．沅州府、靖州直隶州、永顺府、辰州府、凤凰

直隶厅、永绥直隶厅、乾州直隶厅等３府４直隶厅

社仓均没有得到很好发展。这些府、直隶厅位于湘

西地区，有沅、澧两水流经全境，西与贵州为邻，和

云贵高原相连，北为武陵山，与湖北相接，东靠雪峰

山，南抵广西。该地区山多地少，可耕面积少，农业

生产条件远逊于湘中地区；加之交通不便，从外地

调运粮食困难，所以社仓建设受影响很大。《乾州

志》称：“乾州僻在苗巢，向无储蓄，兼以山多田少，

民食不敷，水驶滩高，商贩旱至……惟岚瘴薰蒸，易

于霉烂，平粜买补必远赴内地，石危滩险，挽运维

艰，为可虑耳。”［１０］乾隆二十年，湖南巡抚陈宏谋考

虑到这些州县社谷存量过少，不敷出借，决定乾州、

永绥２厅各借拨常平仓谷 ８００石，永顺、保靖、桑

植、慈利４县各借拨常平仓谷５００石作为社谷。［１１］

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地区社仓较为落后的现状。

３．洞庭湖地区各府县社仓规模较少。被称为

“鱼米之乡”的洞庭湖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气

候温和，雨水充沛，粮食产量较高，如临湘县每亩产

谷７．５石，岳阳县每亩产谷为６．６７石，远高于其他

地区。［１２］２５然而，与此相反，洞庭湖地区的府县社

仓规模远不及其他地区，其中岳州府仅占到

１８９％，略高于湘西地区的府县。据 《洞庭湖志》

载：“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

连武陵、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寰湘阴，凡四

府一州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皆出设其

中。”［１３］为更好说明问题，我们将洞庭湖平原９县

社仓储量列表如下（表２）：

表２　洞庭湖区各县社仓储量分布

县名 社仓储量（石） 县名 社仓储量（石）

湘阴县 ４６３７ 沅江县 ２７７５．５

临湘县 １１９４．３ 武陵县 ４４６５．９

巴陵县 ２８２２ 龙阳县 ６１５２．４

华容县 ４４０．１ 安乡县 ６０２８．４

岳州卫 １８８．５ 总计 ２８７０４．１

　　　　　本表根据乾隆二十二年《湖南通志》编制。

　　由表２可见，洞庭湖地区各县社仓储量均不

高，仅占到全省社仓储量的６．９５％。作为湖南粮食

主产区之一的洞庭湖区社仓规模如此之小，似乎于

常理不合。首先，乾隆《湖南通志》曾分析原因：

“楚南素称产米之乡，潇湘洞庭舟楫四达，向来议者

成以民间是处有米，听民自相流通，无需官为备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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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备储亦宜比别省可以少减。殊不知民间虽产米

谷，力田之家，凡有余粮，权其子母，无不急图出粜

……苟官储或缺，雨水欠调，收成失望，本境之仰资

于官者，凡比他省为急。甚且邻省荒歉，拨粟挽运，

亦所时有”［８］１。洞庭湖地区水陆交通方便，谷米流

通异常活跃，造成谷米大量外流是其原因之一。如

安乡“亦为滨湖产米之县，各乡所产谷米，多集中于

县城……本市全年谷米交易，常年约值七十万元，

旺年约值九十万元，衰年约三四十万元不等”；华容

“北界湖北，南滨洞庭，各乡物产，谷米为大宗，县城

米业，颇称发达，常年谷米交易约五十万石，旺年可

达百万石，衰年仅约二十万石”［１２］６６。

其次，洞庭湖区各县官民储备意识谈薄也是一

个重要原因。洞庭湖地区粮食丰足，即使储备不

丰，也基本上可确保民食无虞，所以，百姓为生计往

往以谷易钱。湖广总督傅敏曾批评说：“窃查湖广

为天下第一出米之区，乃丰收之岁民间往往狼藉花

费，不思积贮备荒，深为可惜。”［１４］

最后，该地区盛行积钱以代谷。乾隆年间，全

国有的地方已贮银以代谷。之所以各地以积钱代

谷，主要在于谷米是个特殊物品，贮谷过多，平时难

于照看。另外，洞庭湖区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人

们观念的随之变化，认为积钱优于积谷。晚清著名

学者吴梅树观察到，岳阳县“食紧则开仓立磬，缓则

以为钱而贷之，于是一县之谷秋收外流不禁”，他向

官府呼吁“禁以谷为钱”［１５］，但收效甚微。

　　二　清代后期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秩序稳定，农业经济

稳步发展，加之官府的大力提倡，湖南社仓得以

迅速发展起来。嘉庆以后，湖南社仓同全国社仓

一样逐渐走向衰败。道光帝曾在谕旨中指出：“社

仓、义仓所以辅常平仓之不足，本系良法美意，

雍正、乾隆年间，各直省实力奉行，小民均受其

益。逮后日久弊生，如该御史所称仓正偷卖分肥，

州县籍端挪借，胥役从中侵蚀，遂至日就亏缺，

仅存空廒，继则旷废日久并廒座亦复无存。是以

今年直省偶值偏灾，议缓议蠲，从未闻有议及以

社、义二仓之粟周瞻穷黎者，夫积储为生民之大

命，此事废弛已久，自应及时兴复，以裕民

食。”［１６］除了自然灾害与社仓经营不善外，对湖南

社仓冲击最大的还是战乱，如保靖“自乾隆六十年

苗变后，社仓久失其实。岁甲子知县汤铸铭适奉上

宪札催举行义仓，即行谕令城乡绅士悉心劝捐，得

十六都士民捐输谷共二千四百石”［１７］。永绥直隶

厅于“乾隆二十一年同知段汝霖劝建，存贮社谷一

千八百九十二石二斗。六十年苗变时，永绥城社仓

及各仓并谷俱被苗焚毁”［１８］。武陵县“甲寅兵燹以

后，遂荡然无存矣”［１９］。同治、光绪时期，伴随清廷

对地方仓储的整饬，湖南社仓也因受到地方官员的

重视而逐渐复苏。光绪《湖南通志》，对该时期湖南

各府州厅社仓储谷数量有详细记载：

表３　光绪《湖南通志》所记载湖南社仓储量之分布

府厅州 社仓 百分比 名次 府厅州 社仓 百分比 名次

长沙府 ２１１７５１．１５７４ ２８．７９％ １ 常德府 ２２７２４．６８８５ ３．０９％ １０

宝庆府 １１５５６６．２６７７ １５．７１％ ２ 岳州府 １２１９２．８６５６ １．６６％ １１

永州府 １０６２１５．７７３ １４．４４％ ３ 辰州府 ７８２０．７４９６ １．０６％ １２

衡阳府 ８３２０９．０３８２ １１．３１％ ４ 永顺府 ５４８３．２０２４ ０．７５％ １３

澧州直隶州 ４０１６２．８５５９ ５．４６％ ５ 晃州厅 ２１１９．１０４ ０．２９％ １４

桂阳直隶州 ３７２５５．４２５ ５．０６％ ６ 凤凰直隶厅 无社仓

郴州直隶州 ３４５８８．８１４８ ４．７０％ ７ 乾州直隶厅 无社仓

靖州直隶州 ３０３４０．７３６９ ４．１２％ ８ 永绥直隶厅 无社仓

沅州府 ２６１９１．３７８８ ３．５６％ ９ 总计 ７３５６２２．０５７８ １００％

　　　　注：本表根据光绪《湖南通志》卷５５，《食货志一·积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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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后期湖南行政区划有所变动，嘉庆二十二

年（１８１７）置晃州厅，“社仓旧储谷二千一百十九石

一斗四合，系芷江县经管，其仓坐落厅境，现议饬芷

江移交接管”［１１］。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置南州直

隶厅，光绪《湖南通志》未将该厅社仓谷统计在内。

与清代中前期相比，清代后期湖南社仓及其分布出

现以下特征：

１．清代后期湖南社仓基本上延续了中前期的

地理分布。长沙、宝庆、衡州、永州四府社谷占全省

社谷总量的７０．４５％，依然是湖南社仓的主要分布

地区；位于湘西地区的沅州、靖州、晃州、永顺、辰

州、凤凰、永绥、乾州等３府４厅社仓还是没有得到

很好发展，占 ９．８２％。洞庭湖区岳州府仅占

１．６６％，比例较清代中前期有所下降。这表明，湖

南社仓的地理分布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一分布特点

大体能反映出湖南社仓在整个清代的地理分布

状况。

２．清代后期湖南各府县社谷储量均有所增

加。长沙、衡阳、澧州三府州社仓规模较大，基础较

好，发展较快，增长达两倍以上，其他府州均增长一

倍以上。这就影响了湖南省社仓在清代后期的增

长速度，与乾隆年间相比，光绪年间社谷几乎翻了

一翻。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同光时期清政府的大力

倡导与督促有很大关系。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湖南巡

抚毛鸿宾令各州县捐置社谷；同治二年（１８６３），长

沙知府丁葆桢禀请各大宪通饬各属劝捐积谷，以备

荒歉；［１］１７光绪五年（１８７９），湖广总督李瀚章再次

令各州县举办社仓。因此，同光年间，湖南各州县

再次掀起了捐积社谷的热潮。如湘潭县绅士罗汝

怀“常以积谷，禁酿酒为王政之首，闻者多不乐酒

禁，而汝怀言之不已，遇院司府县相识者，辄申其

议，颇见施者。其积谷至三四通饬，条教章程皆手

定稿草。”［２０］１３４欧阳兆熊力赞其事，“及议积谷，皆

两人共倡之”［２０］１３７。在这种情况下，知县李春暄及

“幕友殷利谦力赞成之，始破官习，弛文法，与士民

相通接”［２１］８０，倡捐义谷，“未半岁已得谷三万六千

石。适奉诏通劝积谷，设里仓，且命督抚议奖出谷

者，县人益劝……凡建仓处百四十七，谷四万一千

余石”［２１］２９。到光绪十三年，湘潭积谷９８１１３．５石，

“为湖湘之冠”。［２１］２９－３０同治二年（１８６３），湖南省官

府“据各州厅县
'

报积谷，已缴上仓者共六十一万

二百八十二石有奇，未缴者八万九千一百三十四石

有奇，按此项谷石，系由民捐民积者。至光绪年间，

据省志所载，统计全省储谷数量……社仓为七十三

万五千六百二十九石”［１１］。湖南社仓积谷取得巨

大成绩。

３．清代后期湖南各府社仓发展不平衡，差距

进一步拉大。社谷最多的长沙府，占全省社谷总量

的２８．８７％，而凤凰、乾州、永绥等地区社仓毁于战

乱及自然灾害后再未恢复，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同

治三年，清廷曾下谕“上年被匪蹂躏及有偏灾尚未

劝办之安仁、酃县、永明、江华、新化、新宁、城步、凤

凰、永绥、晃州、保靖、桑植、绥宁等十三厅县，统俟

秋后察看情形，务令分别办理”［１］１７。但直至清朝灭

亡，凤凰、乾州、永绥３厅社仓仍然没有得到恢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嘉庆以来兴起的屯防储备

仓、收支盐粮经费仓取代了社仓。光绪时期，“乾州

厅屯防储备仓３０００石，收支盐粮经费仓１３６８．３石，

凤凰厅屯防储备仓２５０００石，收支盐粮经费仓

９８１９．６石，永绥厅屯防储备仓１００００石，收支盐粮

经费仓１６５５４．６石”。［１２］３１屯防储备仓、收支盐粮经

费仓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永绥厅志》称：“嘉庆以来，永绥局面一大

变，其关系之重可谓至矣。”［２２］显然，湘西地区社仓

日渐衰落的趋势已很难扭转。

目前多数论者认为清代社仓在乾隆年间曾一

度兴盛，而历经乾隆、嘉庆两朝之后，社仓逐渐走向

衰落，“此时的仓储建设零星散落，已不能与乾隆年

间的兴盛局面同日而语”。［２３］这一结论放之湖南，

恐不准确。除了湘西地区社仓未恢复外，其他地区

社仓均取得程度不一的发展。张人价在叙述湖南

办理仓储之沿革后曾高度评价说：“当时储政，已见

完备矣。”［１２］３１这表明，清代后期仓储衰败的观点有

进一步商榷和讨论的必要。

依据清代湖南社仓及其地理分布的情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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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１）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

非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发展水平，必然会影响到社

仓的建设与发展，长沙、衡阳等湘中地区一直是湖

南农业经济发展的中心，因而也是社仓比较集中的

地区，但农业经济发达的洞庭湖区一直是社仓落后

地区，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不是社仓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２）地理环境对社仓的分布有重要影响。

湖南中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因而社仓较为健全，

而湘东、湘西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因而社仓规模较

少。如《新宁县志》称：“新宁一隅之地，僻在山陬，

商贩鲜通，滩河险恶，利出不利入，其农民终岁勤

苦，其风俗崇尚朴俭，其户口生息亦不甚盛。故一

年丰收所入足以给三年之食，特无他物产可易钱

帛。藏谷多者，虽值贱不能不粜与贾人，运至邵阳、

新化等处售之，一遇荒歉，转致购籴维艰，富者亦苦

磬悬，而贫者无论。盖他邑犹可仰给于外境，新宁

阻山逆水，独不便于转移。此仓储之所以尤为盙重

也。”［１３］（３）社仓分布与官府提倡和扶植有很大关

系。康熙年间，湖广总督杨宗仁“遵旨举行社仓，最

为地方经久之计，当据湖北、湖南各州县通共报称

积谷八十万石在案”。但杨宗仁故后，“督抚既不留

心，有司遂致怠玩，缘收掌在民无关考成，竟不鼓励

稽察，今仅报实贮谷一十七万六千石零。现在被水

乏食，各州县社仓俱无存贮”。［１４］光绪年间，湖南各

府县社仓积谷的增长也与政府的重视大有关系。

所以，官府对社仓的重视与扶植，是社仓发展的一

个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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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

［１２］张人价．湖南之谷米［Ｍ］．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１３］洞庭湖志：卷２［Ｍ］．道光五年刻本．

［１４］雍正朝设立社仓史料（中）：署理湖广总督傅敏为请以

三年为限令州县补足仓贮事奏折［Ｊ］．历史档案，２００４

（３）：３－１５．

［１５］巴陵县志：卷１５·政典志三·积贮［Ｍ］．光绪二十六

年刻本：３．

［１６］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６１·市粜考六［Ｍ］．上

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

［１７］保靖县志：卷３·仓储［Ｍ］．同治九年刻本：４６．

［１８］永绥直隶厅志：卷 ２·公署［Ｍ］．同治七年刻本：２７

－２８．

［１９］武陵县志：卷１９·食贷志第四·积贮［Ｍ］．同治二年

刻本：５．

［２０］湘潭县志：４册［Ｍ］．光绪十五年刻本（重印本）：１３４．

［２１］湘潭县积谷局志：卷 ４［Ｍ］．湘潭：湘潭县档案馆

藏，１９２６．

［２２］永绥厅志：卷１３·公署下·仓廒［Ｍ］．宣统元年铅印

本：３．

［２３］黄鸿山，王卫平．清代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以江

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Ｊ］．学海，２００４（１）：１３１－１３５．

［２４］新宁县志：卷１２·赋役志［Ｍ］．光绪十九年刻本：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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