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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唐代用“私社”这个概念表述民间结社的时候为多 ,但也有使用“结社”这个概念的。长庆三年李德裕的奏

疏中就说当时的浙西民间“或结社相资”。

②那波利贞《唐代の社邑に就きて》,《史林》二十三卷第二、三、四期 ,1938 年 4 至 10 月。收在作者《唐代社会文

化史研究》一书中 ,创文社 ,昭和四十九年二月第一版 ,昭和五十二年一月第二版 ,第 459 —574 页。《佛教信

仰に基きて组织せられたる中晚唐五代时代 の社邑 に就 きて》二十四卷第三、四期 ,1939 年 7 至 10 月 ,收在

作者同上书之中 ,第 575 —673 页。

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

孟宪实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追索研究 ,发现了唐朝政府对民间的结社的政策 ,曾经有过一个从

禁断到承认的过程。民间结社虽然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但因为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所以

禁而不止 ,并终于使得政府做出改变。这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结社

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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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世史料 ,多以国家政府的活动为中心 ,反映

民间社会的资料基本不在传统史学家的视野之内。

敦煌出土的社邑文书 ,不仅是研究敦煌地区唐宋民

间结社的宝贵资料 ,对我们今天理解整个中国古代

的民间结社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在以往的

研究中 ,学者们经常使用的主要有社、社邑、私社等

历史概念 ,这里使用民间结社 ,主要是强调社会性

以与政治相对照①。自那波利贞以后② ,不论是对

社邑的具体研究还是对社邑文书的整理都达到了

空前的水平。宁可、郝春文先生的《敦煌社邑文书

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精心收集 ,

详细校对 ,实际上是两位先生自研究该问题以来对

相关资料整理的集大成之作。[1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

基础上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唐朝政府对于民间结社

的政策及其变化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敦煌社邑文书以民间结社 (私社)为主 ,只有极

少数属于官社。官社与私社 ,字面的对比很清楚 ,

但实际的内容相去甚远。在唐代 ,官社属于历史遗

产 ,更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国家的祭祀礼仪。研究敦

煌的民间结社 ,应该重视官社这个重要的参照系 ,

更不能忽略唐朝的有关政策。《册府元龟》卷三三

载武德九年正月诏书 :

　　武德九年 ,天下初定 ,在这个背景下 ,唐高祖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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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全唐文》卷十二“禁僭服色立私社诏”中 ,没有“勿使更然”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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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敕旨宜依。[23 ]

《全唐文》卷七百一 ,载有李德裕的一篇《论丧

葬 　制疏》,其疏的前半部分与此篇相同 (有的字句

不同) ,后半部分是具体实施依官品高低采用丧葬

礼仪的建议。从所引的这篇奏章来看 ,李德裕在浙

西已经采取了限制厚葬的措施 ,他上奏的意图是要

求他的继任者坚持他的政策 ,不然他已经取得的成

绩 (所谓“人稍知劝”) 也会葬送 ,更不会实现“积渐

还淳”的理想。但从他的奏章中还是可以看出 ,包

括结社在内的厚葬之风很严重 ,社会势力也很大 ,

所以他只是禁止结社厚葬但没有禁绝结社 ,他对继

任者的担心恐怕也是处于对当地势力强大的考虑。

唐宣宗时 ,韦宙为永州刺史 ,移风易俗 ,发展生

产 ,立学官 ,始创常平仓等都是在当地推广中原经

验。其中就有组织牛社。“民贫无牛 ,以力耕 , (韦)

宙为置社 ,二十家月会钱若干 ,探名得者先市牛 ,以

是为准 ,久之 ,牛不乏”[24 ] 。很明显 ,这是地方政府

推动的私人结社。

法门寺出土的咸通十五年 (874) 正月《监送真

身使随真身供养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在最后亲

送者的署名之中 ,有“武功县百姓社头王宗、张文

建、王仲真等一百廿人”[25 ] ,说明在此时的关中之

地 ,也存在着结社。因为在这个署名之后 ,有“各自

办衣装粮程”字样 ,说明他们参加这项活动不是政

府资助 ,有可能是当地政府的差使。但因为这是一

项佛教活动 ,如果是佛教结社 ,也可能出自功德考

虑的自愿行动。

在敦煌 ,至少归义军时期当局对私社是不加限

制的。《丙子年 (976)七月一日司空迁化纳赠历》的

第一行就是题目中的这些字样 ,有的学者认为这说

明连司空也参加了社邑 ,所以社人才在他死的时候

纳赠。[26 ]但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 ,宁可、郝春文先

生认为这件纳赠历与“其它社司的纳赠历不同 ,该

社社人纳赠物品并非由于本社成员或亲属死亡 ,而

是敦煌地区统治者死亡后由官府通令一般的社邑

营办斋会或祭奠仪式的一种摊派 [27 ]”。由此可见 ,

归义军的统治者对私社是承认甚至是利用的。

唐朝前期的中央政策和后期地方政府的政策 ,

有些是很一致的。比如唐玄宗要求地方劝立农社

和韦宙推广的牛社 ,应该是同一种类型。而高宗下

令禁断的私社和李德裕限制的私社应该是同一种

类型。但问题是 ,私社是不能这样简单分类的。敦

煌的大量私社资料说明 ,社邑的功能并不是仅仅在

某一个方面进行互助的。比如 ,大量的私社都重视

丧葬互助 ,这应该属于生活互助 ,但同时社司也向

社人提供种子 ,这其实就是生产互助。其中的渠人

社 ,与生产的关系更是密切难分 ,许多私社社司转

帖是通知集会的 ,而渠人社的社司转帖 ,既有通知

集会的 ,更有很大比例是通知劳动的。私社来自民

间 ,它的意义自然要比高高在上的政府更加清楚。

政府的干预往往出于政治目的 ,虽然实际上也会对

民间的这种组织的优越性有所认识和部分接纳。

唐朝对于民间结社的政策 ,如上所述 ,是经历

了一个从禁断到承认的过程。具体而言 ,高祖时期

恢复官社系统 ,高宗时期实施禁断民间私社。武则

天时期继续高宗的政策 ,但同时开始接受民间结社

的部分原则 ,企图采用普遍的官社以加强政府对社

会基层的控制。武则天的这个努力最后以失败告

终 ,玄宗前期仍然禁断民间结社。但是 ,玄宗后期

改变政策 ,不再禁断民间结社而是承认结社。安史

之乱以后 ,各地政府对于当地民间结社的政策大多

是承认的 ,有时甚至推行民间结社 ,积极利用结社

的功能组织生产、建设地方。从唐朝政府对民间结

社政策的变化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间结社的存

在及其作用。

在政治与社会之间 ,传统的思维总是重视前者

而轻视后者。至少有两个因素促成了这样的结果 ,

一是政治的力量毕竟更活跃 ,二是历史记载总是以

政治为重点。相对政治而言 ,社会以及民间的存在

不仅是被忽略的 ,而且是默默无闻的。但从唐朝对

民间结社的政策转变来看 ,社会以及民间在推动政

府政策转变过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面对比政府更

强大的社会存在 ,最后妥协的当然只有政府方面。

本文所提供的事例不过是一片秋叶 ,认真追索 ,这

样的历史场面不会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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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of Forming Non2governmental
Associationsin the Tang Dynasty

MENG Xian2shi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author ,after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episode of the Tang Dynasty history ,discovered that forming

non2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ent from being forbidden to being officially permitted. In spite of the governmental

impact , the formation of non2governmental associations with a solid social foundation survived , and further ,have had

the government change the policy to meet needs of the situation. This discovery is profound for re2comprehend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 especially non2governmental association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 non2government ; forming an association ;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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