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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氏托梦看清代的祭祀财产保护制度
———读《红楼梦》第十三回引发的思考

彭摇 艳摇 华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摇 要] 摇 清朝的“祭祀产业不入官冶制度,使得祭祀财产在所有权方面的稳定性远远超过宗族名下的其他财产。 《红

楼梦》中的大家族在财产筹划时也往往利用了这一制度在祖茔附近购置“田庄房舍地亩冶,维持祭祀的同时还能实现家族财产

的保值增值。 文章在探析祭祀财产概念的基础上,分析清代保护祭祀财产的原因,并对清代法律、民俗中与祭祀财产保护有

关的制度进行了梳理,认为祭祀财产保护制度具有很大的政治、经济与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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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红楼梦》第十三回讲到秦氏死后托梦给凤姐,
谈论到如何筹划贾府产业才能使贾府在衰落时遗留

产业也能保障后代基本生活。 秦氏认为,贾府如今

诸事都妥当,但有两事未妥,就是祖茔跟家塾没有稳

定的钱粮供给。 而具体筹划,秦氏认为应该“趁今

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

给之费皆出自此处。 将家塾亦设于此。 合同族中长

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
粮、祭祀、供给之事。 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

卖诸弊。冶秦氏还说到这样筹划的原因就在于:“(后
代)便是有了罪,凡物皆可入官, 这祭祀产业连官也

不入的。 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

步,祭祀又可永继。冶 [1]

秦氏的回答给我们透露出以下四个信息。 首

先,在祖坟附近购置的田庄、房舍的出租收益是用于

将来的祭祀供给;其次,这类财产的管理可以由家法

族规做出规定,由后代轮流管理,避免为争夺财产私

自典卖土地;再次,这类产业具有特殊性,若有子弟

犯罪被抄家,这类财产是不予充官的;最后,这类财

产除了维持祭祀外,还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可以通

过收取祭祀财产收益为后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从祭祀产业的特殊性可以看出,为祭祀服务的

土地和房产可谓是最安全的财产,不仅其本身容易

保值增值,还能避免政治风险。 在封建专制主义背

景下私人的财产受到如此严格的保护的,也唯有祭

祀产业了。 大宗族往往也利用这个规定规避财产的

政治风险。 因此,祭祀财产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
文化与法律意义。

一摇 祭祀产业的概念、范围、功能

(一)祭祀产业的概念、范围

所谓祭祀产业,是指官僚、地主、财主、乡党家的

“祭田冶之类的产业,租税获利息专做祭祀之用。 提

到祭祀产业,我们不能回避的是祭祀产业和族产的

关系。 族产,是属于宗族的财产。 在当时,田地被视

为最可靠的产业。 因而大多数宗族的族产是土地,
这些土地可统称为族田。 而族田根据土地收益的用

途,又可以做出如下区分:族田出租的谷物主要用于

祠堂祭祀的族田,叫祭田。 主要用于维修和祭祀祖

墓的,叫做墓田。 主要用于学塾开支的,又叫做学

田。 主要用于救济贫困族人的,又叫做义田。 同时,
部分宗族在城镇还有一些房产和店铺[2]。

因此,祭祀产业属于族产的一种,而且属于族

田。 这类产业主要包括所出租获得的谷物主要用于

祠堂祭祀的祭田和主要用于维修和祭祀祖墓的墓

田。 当然不论用于祠堂维护还是祖墓维修,这类财

产的设置都是为祭祀提供经费,可以统一认定广义

的祭田。 然而这种规定并不全面,大宗族往往还存

在一类祭祀产业,这类土地专门用于葬坟以及修建

主人守制、祭祀休息用的房屋,并不出租收取租金,
这类财产抄家时候也是不入官的。 清初历史学家谈

迁在《枣林杂俎·国初抄札法》有云:“令各处抄札



人口家财,解本处卫所,犯人家产田地外,内有坟茔

不在抄札之内。冶 [3]253这里面的“坟茔冶就是指坟地。
《红楼梦》第九十二回描写到在贾府走向衰落之际,
有人提议购置珠宝、屏风等修饰大厅,凤姐表示反

对,说道:“像咱们这种人家,必得置些不动摇的根

基才好,或是祭地,或是义庄,再置些坟屋。 往后子

孙遇见不得意的事,还是点儿底子,不到一败涂

地。冶 [1]这里的祭地,是以其收入供祭祀之用的田

地,即上文说的祭田;而凤姐说的坟屋、坟地,包括埋

葬棺材用的坟地以及修建房舍备主人守制、扫墓、奠
基用所需的土地。

(二)祭祀产业的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

祭祀产业的社会功能是通过祭祀产业的收益维

持家族祭祀延续,从而把整个宗族联系在一起。 在

封建社会,人们有着很强的家族观念,一个人首先是

家族的一分子,然后才是社会、国家的一分子,而把

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血缘。 “祖宗以一人之身,
衍为子孙千百之身冶 [2],后代共居组成一个大家庭

的纽带则在是共同的祖先,即使某些族人因为为官、
经商在外,这种家族意识也是根深蒂固的。 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种血缘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疏远,而
且家族人口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分散。 单纯靠血缘

已经不足以维系家族的联系,因此唯有通过定期地

举行家族祭祀召集各地的族人,唤起他们的宗族意

识,从而保持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祭祀产

业的存在就在于维持这种祭祀活动,可以避免主持

祭祀的人因为陷入经济困境而中断祭祀,影响家族

的联系。
祭祀产业的经济功能是实现家族财产的保值增

值,同时为后代提供基本生存权保障。 有学者在对

无锡寄畅园由园改祠的评析中用了一个很恰当的词

来形容祭祀产业的功能,即“侍祠而守以田为养冶。
利用祭祀产业的特殊性质来达到家族产业的维持,
不致因为政治原因充官,同时还能使后代凭借祭田

在乱世中维持生计。 无锡寄畅园本属于清代秦氏家

族祖传的私家园林。 乾隆元年(1736 年)春闱殿试,
秦蕙田高中探花,授编修,入值南书房。 而秦蕙田的

生父秦道然尚圈禁在无锡,衰朽不堪。 蕙田上了一

本《陈情表》,愿革去职衔以赎父罪。 乾隆考虑到秦

道然也并非有罪,只是前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于

是豁免秦道然的罪,并发还没官至寄畅园。 经此一

劫,秦氏族人认为“唯是园亭究属游观之地,必须建

立家祠,始可永垂不朽冶 [4],于是在政府的公证下将

私家园林变为祠堂。 这种财产性质的转变,对寄畅

园的保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在战乱的时候使

整个家族得以延续。

二摇 清政府保护祭祀产业的原因

清朝政府认可置地行为的合法性并且抄家时祭

祀产业给予“不入官冶的优待,经过对当时文化、政
治、法律规定的考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祭祀产业不入官冶制度的产生受到儒家

文化的影响。 儒家“百善孝为先冶,其中对尊长做到

生养死葬被认为是孝文化主要的内容,孟子甚至认

为“养生者不足以为大事,唯送死者唯以为大事冶。
因此,死后的供养也被认为是后代尽孝的延续。 清

朝政府入主中原后,已深深濡染汉人的孝道观,“厚
葬必先立坟茔,尊祖需设祭田冶、“祭所以报本,无田

则祭无所出冶。 清政府特殊保护祭田,有利于减少

自己统治的阻力。
(二)“祭祀产业不入官冶以及与之相关的祭田

保护制度,可以预防旗地流失,防止汉族富户兼并土

地。 清兵入关时通过“跑马圈地冶的方式占有了大

量良田,这些田产通过圈地、划拨、购买的途径分配

给政府机构、王公贵族、大宗族,形成官地、王地、旗
地[5]84。 大家族又将获得祭田用于祭祀,巩固本宗

族势力。 圈地运动之后,农民耕种的土地所剩无一,
不得不租种旗地,并没有多余的田产用于祭祀。 随

着大家族的没落,旗人纷纷出卖田亩给富户以维持

生计,旗地流失现象非常严重。 法律承认并保护祭

田,有利于防止旗地流失,符合本族旗人的利益。
(三)“祭祀产业不入官冶制度有利于巩固清朝

统治。 封建社会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虽说是此消彼

长的关系,但地方秩序的稳定有利于中央政权的稳

定。 中央权力体现为君权,而地方权力往往由世家

大族把握,因此可以说体现的是一种族权。 封建社

会两千年来,“地方上小族依附大族,大族之间互相

联姻,又尽力攀附皇族,形成了以皇族为核心、以大

族为支柱、以中小家族为基石的家天下的宗法社会

结构冶 [6]。 大家族是封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而且

彼此联姻,利益盘根错节,如红楼梦的四大家族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 大家族作为利益既得者的同时,也
维持着地方的秩序。 在一个等级社会,如果不维持

这种既有的等级秩序,对维护专制统治百害无一利。
由于有能力购置祭祀产业的多数是大家族,通过祭

祀产业制度保护大家族的既得利益,获得大家族对

政权的支持。

三摇 清代法律、家法族规对祭祀产业保护的规定

古代,家族和国家都把祭祀老祖宗作为头等大

事,对于祭祀有关的产业不仅在抄家时享受不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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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待,对违法买卖祭田的行为也给予较重的处罚。
对于祭祀财产的管理与买卖,家法族规、国家法律都

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规范。
(一)祭祀财产的买卖规定

对于宗族名下的一般田产,在宗族成员因贫困

潦倒需要出售田产时,宗族的家法族规并不禁止,只
通过族人的优先购买权或者政府出面购买来防止土

地大家族土地流失[2]。 雍正年间规定:“(户部)动

用公款,由官方照价赎回已经典卖给民间的土地,令
原业主取赎,如逾期不赎,不论本旗或别旗人可照价

承买冶 [5]84。
对于祭田的买卖,民事流转程序更加严格,对私

自买卖祭田的刑事处罚也更加严厉。 民事流转方

面,如果出售的土地内有坟茔的,准许原业主无条件

回赎。 乾隆三十二年规定:“(典卖土地),只要典卖

的旗地内有族中坟茔的,不论段数,准许原业主回

赎。 但三品以内大员赎不过二顷,四品以内赎不过

一顷,闲散兵丁赎不过五十亩冶 [5]84。 而对于宗族成

员私自买卖祭祀田地的行为,构成犯罪并受刑事处

罚 。 《大清会典事例》第 755 户律中规定:“凡子孙

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以上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

地例,发远充边军。 不及前数,乃盗卖义田,应照盗

卖官田律治罪。冶 [7] 由此条可以看出,子孙私自盗卖

祀产五十亩的要发配充军,而不及五十亩的,按照盗

卖官田治罪。
(二)祭祀产业的继承与管理

对于祭祀产业的继承和管理,一般由各宗族的

家法族规规定。 规定措辞不同,无外乎两种做法:一
是由尊长们选择正直、有威望的族人来管理,被选择

的人员一般都是长房嫡长嫡孙把持,嫡妇协助办理

祭祀;另一种做法则由各房轮流掌管,也称“值年冶。
《红楼梦》中多数采用的是嫡长子管理制度,由

长房嫡子把持,嫡妇协助。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
《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回写到荣国府史太君死后祭

祀事务的料理,由于嫡长子贾赦不管事,由嫡妇刑夫

人料理,“奉祭祀,接宾客冶,一向嚣张的凤姐等人也

只得跟着邢夫人行事,尽管邢夫人平时地位远远不

如王夫人,甚至不如自己的媳妇王熙凤。 同样,在宁

国府也是如此。 宁国府第三代当家贾敬(第一代宁

国公贾演、第二代神威将军贾代化、第三代贾敬)沉
迷于炼丹之术不理家务。 根据宗法制度,其子贾珍

(宁国府第四代)承袭爵位。 同时作为整个贾氏家

族的长房长孙,贾珍还是贾氏一族的族长,掌管族中

大小事务。 虽然贾珍是荣国府第三代贾赦、贾政两

人的侄辈,但平日里交际随的份子钱与叔叔同样多,

足以说明嫡子嫡孙地位之高[8]。 然而不论哪种做

法,共同的特点都是管理者对财产没有所有权,只有

管理权。 大家族管理者必须逐笔记录祭祀产业的收

益和支出用途,接受其他族人的监督。
(三)清政府对祭祀财产的限制性规定

清政府虽然认可了宗族购置土地的行为合法,
但为了防止大家族利用坟田、祭田等大肆圈地,威胁

国家利益,清政府对贵族坟墓占地面积依官品做出

了规定。 《清史稿》卷九十三《礼十二》规定:“一品

茔地九十步,封丈有六尺,递杀至二十步,封二尺止,
缭以垣。 公、侯、伯同四十丈,守茔四尺冶 [3]253。 也就

是说一品到八品官员都有权购买坟地,但官品不同,
亲人死后坟茔占地面积也不相同,原则上是官品每

降一等坟墓面积减少长十步,宽半尺左右。 不过这

条规定主要针对贵族阶级的茔地,在封建社会中,一
般老百姓,甚至一些小的宗族是没有足够的土地用

于建造大规模的坟茔的。
晚清后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官地大量减少。

清政府为了限制大家族大量购置祭田,对不入官的

田数做出了限制。 同治《户部则例》卷十“存留坟

地冶条:凡八旗及汉员田地应入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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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地悉行入官[9]。 应该说,这种祭祀产业

保护政策的变化也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家族利益的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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