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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鬼化·神化·人化———就洪秀全的历史

真 面 目 与 潘 旭 澜 教 授 商 榷 》 （以 下 简 称

《人化》）。此文袭用别人的说法，将如实

揭 示 洪 秀 全 这 个 历 史 人 物 真 面 目 称 之 为

“鬼化”，这似乎是一种简单化、非学术的

倾向。不过，它与某些专家一味拔高洪秀

全不尽相同，还认同了我的若干见解。只

是 ， 它 从 材 料 到 观 点 ， 都 受 旧 说 影 响 较

深，不可能客观地评说洪秀全。作者一再

说要根据“真实的史料”立论，可是他所

采用的史料多是某些专家为其先行的论点

服务而选用、摘取的，没能比较全面地掌

握 原 始 资 料 ， 审 慎 辨 别 ， 去 伪 存 真 。 而

且，文中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此文涉及

面广，谈到的问题多，有相当的代表性。

因此，有必要发表我以前没有公开详谈的

问题，予以答复和补说。这里，仅就 《天

朝田亩制度》和 《资政新篇》，说说我的

看法。

一

自 从 !" 世 纪 %" 年 代 开 始 ， 尤 其 是

#" 年 代 以 来 ， 许 多 关 于 太 平 军 和 洪 秀 全

的论著谈到了 《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有

些论著小心翼翼地加以批评甚至否定，但

多数论著则是高度肯定，大加歌颂。一位

权威学者说，“它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反封

建的革命纲领，⋯⋯要建立起不容许任何

剥削制度的公有社会，因此它表现了高度

的革命彻底性”。一篇权威 论 著 说 ， “二

千多年来中国农民所渴望的大同世界的理

想 ， 在 这 里 得 到 最 鲜 明 最 强 烈 的 反 映 ”，

它是“集中了农民群众的智慧，反映了农

民群众愿望和理想的” “伟 大 文 献 ”， 是

“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如此等等。值得注

意的是，人们对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则

有 很 多 保 留 和 批 评 ， 称 之 为 “旧 民 主 主

义”，似乎 《天朝田亩制度 》 比 几 十 年 后

的“三民主义”先进。还有，当洪秀全的

所作所为被拙著 《太平杂说》和其它不少

论著“曝光”之后，还有一些文章抬出拙

著未予评说的《天朝田亩制度》来为洪秀

全辩护；而且，以前否定它的文章也说得

不到位，所以，我不得不来说说这个 “伟

大文献”是什么东西。

太 平 军 在 $&#’ 年 ’ 月 占 领 南 京 ， 这

年冬天颁布 《天朝田亩制度 》。 但 是 ， 农

村军事编制、土地分配办法及直接相关的

生活资料的分配，却无法实行。而且农民

和大小田主闻风之后，生产积极性受到打

击，加上战事未平，不少地方农副业收成

很差。于是石达开、韦昌辉会同杨秀清奏

请 洪 秀 全 同 意 ， 宣 布 “照 旧 交 粮 纳 税 ”。

尽管有这么一番波折，洪秀全仍然十分重

视 他 所 创 造 的 这 个 文 件 ， 于 是 在 $&($ 年

又重新颁布。因为，这决不仅仅是单一的

土地政策或土地制度，而是他想要在占领

区农村实行的统治纲领。

称颂 《天朝田亩制度》的人们，总是

在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

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几

句 话 上 大 做 特 做 文 章 。 孤 立 地 看 ， 这 !(
个 字 所 标 榜 的 ， 似 乎 是 一 个 很 美 妙 的 社

会 。 然 而 ， 将 这 !( 个 字 与 全 文 的 实 质 性

内容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些吸引人的字

句，是多么虚伪的幌子。

洪秀全要将农村彻底军事化，对农民

全 部 实 行 军 事 编 制 ， 实 施 等 级 森 严 的 控

制。 “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

先设一军帅，次设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

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五

旅帅所统五卒长，共一百二十五卒长；次

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

百 两 司 马 ； 次 设 五 百 两 司 马 各 所 统 五 伍

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

一万伍卒。通一军人数共一万三千一百五

十六人。” “一 切 生 死 黜 陟 ” 均 由 两 司 马

逐级上报。两 司 马 管 当 地 “圣 库 ”， 钱 谷

收支；主持礼拜，宣讲道理；管力农惰农

的赏罚，各家争讼的曲直；办所管二十五

家婚娶吉喜等事。总之，两司马是最基层

的统治者，再 上 面 是 卒 长 、 旅 帅 、 师 帅 ，

军 帅 ； 再 上 面 是 监 军 、 总 制 、 将 军 、 侍

卫、指挥、检点、丞相，军师。一共十几

层，形成一个以天王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

再论《 天朝田亩制度》与《 资政新篇》

! 潘旭澜

内容提要 《 天朝田亩制度》不是什么“ 伟大的反封建纲领”，而是要将“ 后来归从”的农民

改造成战时打仗、平时“ 耕田奉上”的奴隶和工具，将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 资

政新篇》是洪氏兄弟为一时需要而产生的奏章，只是作为参阅性文书颁布，而不是什么“ 政治纲

领”，而且后来又被洪秀全自己取消了；它介绍了一些外国事物，并据此作了一些建议，是当时

“ 天京”一个突出的异数，但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在思想史上有进步意义，然而不应以此抹煞比

它更早更系统地介绍外国的书籍。

关 键 词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 洪秀全 洪仁玕 魏源

作 者 潘旭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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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系统和军事统治。

在军事建制中，实行兵农合一，劳武

结 合 。 “有 警 则 首 领 统 之 为 兵 ， 杀 敌 捕

贼 ； 无 事 则 首 领 督 之 为 农 ， 耕 田 奉 尚

（上）”。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耕 田

奉尚（上）”，也就是 “后来归从”的男女

之日常所务，他们的劳动成果，必须供各

级统治者及其子孙享用，让 “功 勋 等 臣 ，

世食天禄”。这样，一方面农民 成 为 兵 奴

和农奴；另一方面， “功勋等臣”即起初

参加造反的“老兄弟”成为世世代代 “食

天禄”的特权阶层。

在军事建制中，还必须破除一切原有

的思想、文化、风俗，即所谓 “一切旧时

歪例尽除”，接受拜上帝教灌输 。 “凡 礼

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

女行，听讲道理，颂赞祭奠天主上主皇上

帝”。所谓“听讲道理”，就是由两司马宣

讲洪秀全所编造的一套 “天父”派他下凡

作 “万国独一真主”， “遵守十 款 天 条 及

遵命令尽忠报国”，消灭 “清妖 ” 及 一 切

“妖兵”、“妖人”、“妖言”，相信拜上帝

会造反起家的历史，遵从洪秀全的各种圣

旨和大小头目的命令，以达到彻底改变原

有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用洪氏的邪教

教义、条规、命令来统一思想、言论和行

动。甚至儿童，也要 “日至礼拜堂，由两

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

诏旨书”，从小接受邪教灌输。所有这些，

都是强制实施，以严酷刑罚为保障的。如

不顺从，多半是 “斩首不留”、 “全 行 斩

首”。从而建立起思想、文化、 教 育 的 全

面专制，迫使所有“后来归从者”人人成

为邪教徒———即使心中不愿也不敢表现出

来。

那么，这些 “后来归从者”———主要

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被征服

者，他们要打仗，要种田、要信 奉 邪 教 。

不 论 男 女 每 人 可 以 分 到 一 份 田 地 来 种 。

“凡 天 下 树 墙 下 以 桑 ， 凡 妇 蚕 绩 缝 衣 裳 。

凡 天 下 每 家 五 母 鸡 二 母 彘 ， 无 失 其 时 。”

但是，他们并没有土地所有权。按照洪氏

邪教教义，天下财富、土地、山海、江湖

都是“天父”创造和所有，农民自然谈不

上所有权。至于各项收成， “每人所食可

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 “凡 麦荳苧麻

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也 就 是 除 了

每人一份口粮———成人一石未成人半石之

外 ， “物 物 归 上 主 ”。 遇 到 “婚 娶 弥 月 ”

由两司马给钱一千文、谷一百斤， “不得

多用一钱”。农民所能得到的， 也 就 是 这

么一点，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农民受到最

大限度的残暴剥夺，成了仅能以远低于实

际需要的口粮苟延残喘的奴隶或工具。当

然，洪秀全也给农民一线希望： “民能遵

命及力农者，为贤为良，或举或 赏 ”， 即

让一些人成为带头羊，经过层层保举而做

低级小头目或给点物质奖赏。

在洪秀全心目中，农民是最卑贱的奴

隶或工具。在这个他始终坚持的 纲 领 中 ，

有 ! 个“黜为农”非常醒目。太平军在农

村的大小头目，犯了错误，包括保陛奏贬

被认为不合事实的，就 “黜为农 ”。 这 一

处罚，和“天京”里大小官员的 “革职为

奴”是同样意思。“天京”里没有田地可

耕 种 ， 无 法 “ 黜 为 农 ”， 只 能 “ 革 职 为

奴”。可见，农与奴同样是要无 条 件 地 受

大小奴隶主所奴役、压榨、驱使的奴隶或

工具。这里，既反映了洪秀全对农民的极

端鄙视，也表现出他的奴隶主意识。说什

么《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 “农民群众的

愿望和理想”，实在使人啼笑皆非。

还应该指出的是，洪秀全不但在 “天

京”摧残了商品形式和市场经济，在农村

更要这么干。他这个纲领性文件里，没有

一个字关于商店、商业、商品流通，就是

明证。所以如此，是为了便于对农民的搜

刮和统治。当然，并不是没有对 外 贸 易 。

太平军需要向外国购买军火，洪秀全和大

官们需要各种高级和超级享受，那就要用

搜 括 来 的 蚕 丝 等 农 副 产 品 去 进 行 对 外 贸

易。然而，太平军对占领区的商品经济的

摧残，造成了社会极端严重的倒退。

说到社会，洪秀全情有独钟、始终坚

持的，是要在农村造成一个军事 、 农 业 、

邪教合一，也就是以邪教的谎言歪理来统

一思想，人人皆成为生产和打仗工具，人

人皆成为盲从的邪教信徒，整个农村成为

洪家天下及大小奴隶主金字塔式压榨的基

座。

一些专家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平均

主义，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平均。天王占有

天下一切自不必说， “功勋等臣”世世代

代坐享“天禄”，连两司马都把持 "# 户的

物 质 分 配 权 力 ， 怎 能 平 均 ？ 在 实 际 生 活

中，各方面的等级差异十分明显，连各级

官员可以吃多少肉都有明确规定，何平均

之有？要说平均，那就是 “后来 归 从 者 ”

都一样的赤贫。

说 《天朝田亩制度》 “反 封 建 ”， 自

然可以。不过，它是以一种特殊的奴隶制

来反封建的。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以军

队和邪教对农民进行双重控制，实行军事

编 制 和 邪 教 灌 输 的 兵 农 教 三 合 一 的 奴 隶

制。

二

接着，再说说被专家当作太平军和洪

秀全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

$%#& 年 ’ 月 "" 日，洪秀全的堂弟洪

仁玕到南京。他“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

苦难，聊讬恩荫，以终天年”。 大 大 超 过

他期望值的是， “我主恩加叠叠”。"( 日

内，这个未参加造反打江山、未立寸功的

人，三级跳地由干天福而干天 义 而 干 王 、

军师。洪秀全还特意在天父台 举 行 仪 式 ，

让洪仁玕登台受印，向全体官员宣布，大

家都要受洪仁玕节制。随心所欲，不讲规

则，包括自己订的规则，是历代极权主义

者的通病。洪秀全让洪仁玕登台拜相，成

为 第 二 号 人 物 ， 自 然 引 起 太 平 军 “老 兄

弟”的不满，大家都等着看他到底是什么

货 色 。 但 是 ， “封 过 之 后 ， 未 见 一 谋 ”，

“两月之久，一事无谋”，这必然引起 “老

兄弟”们议论纷纷。有的将领，干脆直接

将他一军， “具禀求教用兵之 法 ”。 在 这

种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洪仁玕不能装聋作

哑，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

议 ， 以 服 诸 将 。 于 是 洪 仁 玕 以 姬 旦 （周

公）辅助姬昌（周文王）的架势，写了一

万余字的 《资政新篇》，送交 洪 秀 全 。 后

者看过，马上批准 “刊刻颁行 ”， 目 的 很

明确，就是要消解 “老兄弟”的不满与非

议，为洪仁玕树立威信，显示自己知人善

任。

《资 政 新 篇 》 包 括 “用 人 察 失 类 ”、

“风风类”、“法法类”、 “刑刑类”。被一

些专家大加称道的 “法法类”， 这 部 分 占

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它以洪仁玕在香港

居 住 多 年 的 见 闻 ， 谈 他 所 知 道 的 外 国 情

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

等 国 也 作 了 简 单 的 描 述 。 它 盛 赞 英 、 美

“立法之善”、 “技术精良”；提出发 展 和

改革经济、政治、社会设施的建议 "& 条，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交通邮

电方面，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邮

电以通文书；二、财政金融和 商 业 方 面 ，

兴银行、兴宝藏 （矿藏探採）， 兴 省 辟 县

钱谷库以给官员发俸值，兴引进外国保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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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兴市镇公司；三，政治方面，兴乡

官，兴乡兵，罪人不拿，兴各省新闻官以

便天王察众官民之忠奸善恶，禁私门请谒

（走后门）以杜绝卖官鬻爵；四 、 社 会 改

良方面，兴士民公会以互相帮助，兴医院

以救济疾苦，禁止溺婴，禁止贩 卖 人 口 ，

禁酒和鸦片，禁寺庙道观，禁演戏，革除

阴阳八卦，铲除九流惰民，设丈量官，办

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这些，是洪仁

玕在香港及上海目睹耳闻及看书读报之所

得，适当结合太平军占领区的情况，提出

的一些看法，包含了不少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仿效。它比起清政府的陈旧落后制度有

许多进步之处，更不用说比太平 军 的 军 、

政、（邪）教合一的奴隶制度了。至于最

后所附数百字为将用兵之道，则为应付别

人的“请教”而写，空洞无物，不值得复

述。

《资政新篇》以是否 信 奉 天 父 上 帝 、

天兄耶苏为唯一标准，赞扬英美强盛，贬

斥“马来邦、秘鲁邦、澳大利亚邦、新嘉

波、天竺邦、前西藏、后西藏、满洲皆信

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

著焉”。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衰强 弱 的 原 因

都是多方面的，与宗教信仰也往往有潜在

关系。但是，以信什么教作为唯一原因则

是片面的。至于将中国的西藏、蒙古、满

洲（东北）作为外国，就非常荒谬了。

有 一 点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洪 仁 玕 讲 到

英、美、瑞典等国时，特别在末了写明有

哪 些 人 “与 弟 相 善 ”， 甚 至 连 “忘 其 名 ”

的也列了上去，显然有挟洋人以自重，向

太平军将领炫耀的意思：瞧，我与这么多

洋人 “相善”，需要时可请这些 洋 人 来 帮

助，你们能吗？还不服气吗？

洪秀全之所以马上批准刻印，前已说

过 ， 是 为 证 明 洪 仁 玕 见 多 识 广 、 谋 略 出

众，从而证明他破格提拔洪仁玕为第二把

手是多么英明正确。还有很重要 的 一 点 ，

针对各地太平军自立山头， 《资 政 新 篇 》

开头就提出“本末强弱”的问题，既而主

张“权归于一”、“强本弱末”，也就是要

天王高度集权，同时还反对诸将领 “结盟

联党”，如果兴车马，有 “朝发 夕 至 ” 的

火车就不怕各地将领叛乱了。被内讧搞得

心有余悸，对某些将领不大听指挥而多有

疑惧的洪秀全，听了很是受用。至于与洪

秀全所想所做不同或相反的，除明确批示

不 可 行 之 外 ， 几 条 未 批 的 ， 甚 至 点 头 称

“是”的，在他看来随时都可以 不 认 帐 或

取消。

《资政新篇》既然只是洪仁玕 “以广

圣闻”的奏章，又是完全没有实行的条件

和可能的空谈，而诸将对洪仁玕也很不佩

服，所以它虽然旨准刊刻颁行，包括李秀

成在内的将领都不屑一顾。很可能，真正

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只有洪秀 全 一 人 。

而洪秀全，除了在两条建议上写了 “此策

现不可行”之类明确不赞成的批示外，也

只是作为参阅资料刊发，连洪仁玕自己在

回答外国记者问时都只是说 “已蒙旨准刻

印”而已，并不是必须实行的政 策 文 件 ，

更谈不上是什么 “政治纲领”。到 !"#$ 年

又重新颁布 《天朝田亩制度》， 实 际 上 将

《资政新篇》取消和否定了。历 来 的 极 权

主义者，总是随心所欲的实用主义者，出

于一时需要今天这样说明天又可以全盘翻

过来那样说。于是， 《资政新篇》不过是

洪氏兄弟彼此出于一时需要而产生的一纸

空文。

那么，这纸刊刻颁行过的空文，是不

是中国最早介绍外国的 “伟大文 献 ”， 它

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如何呢？首先，它

是比较早地多方面介绍国外资本主义社会

的文献，并且建议洪秀全参考实行，应当

给予必要的肯定。在太平军占领 的 南 京 ，

这个极其封闭、蒙昧的小朝廷里，它无疑

是一个突出的异数。但从整个中 国 来 看 ，

却又不能抹煞此前的一切而拔高它。早在

!"%& 下半年或 !"’( 年，林则徐就让人将

英国慕瑞 （)*+, -*../0）!"%# 年出版的

《世界地理大全》翻译编辑为 《四洲志》，

于 !"’! 年 刊 刻 出 版 。 此 书 较 全 面 地 介 绍

了外国的地理和历史。但林则徐不以此为

满 足 ， 他 请 好 友 魏 源 在 《四 洲 志 》 基 础

上， 广 搜 博 采 ， 于 !"’$ 年 出 版 《海 国 图

志 》 1( 卷 ， !"’2 年 增 补 扩 充 至 #( 卷 ，

!"1$ 年 再 扩 为 !(( 卷 。 取 材 由 远 及 近 、

内容丰富、篇幅宏富，影响很大。有当代

学者称之为“划时代的撰作”，是恰当的。

还有 ， 梁 廷枬 !"’# 年 完 成 的 主 要 介 绍 美

英和基督教情况的 《海国四说》， 徐 继 畲

!"’" 年完成的地理著作 《瀛环志略》，也

是 较 早 介 绍 外 国 情 况 的 著 作 。 论 时 间 先

后， 《四洲志》、 《海国图志》 比 《资 政

新篇》早十几年；论内容， 《四洲志》的

宽 度 和 系 统 性 ， 《海 国 图 志 》 的 丰 富 充

实，岂是 《资政新篇》所能望其 项 背 的 ？

可是， 《资政新编》却被炒得没 完 没 了 ，

成了近代史上一块似乎永不褪色的金字招

牌 ， 别 的 几 部 书 ， 则 没 有 得 到 应 有 的 宣

传，甚至长期被冷落、掩盖。这种极其明

显的反差，原因甚多，其中重 要 的 一 条 ，

就是要突出 《资政新篇》，印 证 洪 秀 全 是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 世纪的几

十年里，中国的许多历史论著中，如此做

法，不过家常小菜一碟。林则徐仅仅因为

奉命去消弭太平军造反在路上病逝，便横

遭辱骂。魏源虽没有得到应有的宣扬，但

也没有被批倒批臭，就算是很幸运了。

末了，应当说起一个人———容闳。这

个 广 东 中 山 人 ，!"’2 年 从 澳 门 去 美 国 留

学 ，!"1( 年 考 入 耶 鲁 大 学 ， 是 中 国 第 一

个留学生。他回国后，曾到南京向洪仁玕

提出新政建议。毕竟，他对英美社会、西

方真相了解的广度深度，都是洪仁玕所不

能望尘的。但他目睹太平军在南京的所作

所为，死了一条心，拒绝留下来做官。这

还 不 算 ，!"#% 年 还 受 曾 国 藩 委 派 ， 为 筹

建江南制造局，赴美购买机器。此后，又

通过江苏巡抚向清政府建议组建合资汽轮

公 司 ， 选 派 儿 童 出 国 留 学 （因 此 被 称 为

“留学生之父”），开采矿山，禁止教 会 干

预百姓诉讼，等等。显而易见，他想对中

国有所贡献，在野蛮反动与落后腐败两者

之中只好选择了后者。他的选择，有助于

人们看清“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洪秀

全是什么样的人物。

古往今来，招牌多 矣 。 有 自 己 挂 的 ，

有别人给挂的，还有自己和别 人 合 挂 的 。

但 如 果 不 看 实 际 ， 不 知 是 谁 为 什 么 而 挂

的，便一味相信，往往上当受骗。而以挂

名实两乖的招牌为能事者，到头来，自己

不可能不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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