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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
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
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
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
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
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中国经济史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
之七。
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梁方仲文存》中。
梁集共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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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凡种马骒驹——其民牧皆视丁田授马，始日户马，既日种马（《明史》卷九二）。
洪武二十八年，定凡补领，或孳生三岁骒驹，每二年纳驹一匹。
永乐二十二年，令民养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
⋯⋯成化元年，令孳生马每三年纳一驹。
三年奏准复二年纳一驹，额外多余者，官为收买，别给空闲人户。
按《明史》卷九二载：“（成化）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言：‘向时岁课一驹，而民不扰者，以刍牧地广
，民得为生也。
自豪右庄田渐多，养马渐不足。
洪熙初，改两年一驹，成化初，改三年一驹。
马愈削，民愈贫，然马卒不可少，乃复两年一驹之制，民愈不堪。
请敕边镇随俗所宜，凡可以买马足边，军民交益者，便宜处置。
附参考资料——景泰三年，奏准凡儿马十八岁以上，骒马二十岁以上，免其算驹。
成化二十一年，奏准凡补领骒驹作种者，二年后方与算驹。
弘治六年，奏定两京太仆寺种马额数，每二年照例纳驹，其驹更不搭配，于内拣选备用，及补种马之
阙。
其余卖银贮库，遇备用不敷，量为买补种马，每三年楝选一次，老病不堪者卖银人官，拨驹补数。
九年，奏准凡一马两年连生二驹者，除纳官外，听其自用。
正德二年，奏准太仆寺岁取备用大马，止照种马定额，每群派取一匹，其种马生驹，起依变卖，悉听
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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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方仲读书札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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