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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年间,山东农民物质生活呈现困苦状况。由于粮食短缺 ,他们维持着粜细籴粗的饮食结构, 勉

强为生。农民衣着表现出来的普遍情况是费用低微和种类单一。从地方志上看, 山东农家多居住在土屋、草屋, 此

外还有少量的瓦屋、砖屋。总之, 民国年间山东农民物质生活呈现以下特点: 消费结构严重失衡, 不同地区、不同阶

层以及不同性别之间存在消费差距,受近代商品经济的影响,这一时期消费呈现被动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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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涉及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因而成为生

活中最根本的问题。通过对一个地区人们的消费结

构、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发展变迁的历史考察, 能够

更加深入、直观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揭示历史发

展的趋势。本文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从民国时期山

东地区普通农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入

手,对这一时期农民消费水准作一分析,从历史的角

度深化人们关于农民日常生活水准与社会发展关系

问题的认识,以裨益于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现代化

建设。

一、民国年间农民日常生活概况

民国年间,山东农民物质生活呈现困苦状况,艰

难度日,勉强为生。

(一)吃。

由于山东省的人口密度在北方各省中雄踞榜

首,粮食始终不能满足需求。据张一心先生估计,华

北 4省每年粮食供需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口, 而

山东缺粮最严重, 1936年山东就缺 3千 5百万担。
[ 1]

由于粮食短缺,民国年间山东农民想尽一切办法缩

食,维持着粜细籴粗的饮食结构, 勉强为生。如表

1。

表 1 1906- 1936 年山东农民主食变化情况简表(依报告次数)

品目 报告次数 稻谷 小麦 玉米 高粱 小米 甘薯 马铃薯 萝卜

以前不食现在增食 184 4 4 18 7 4 29 38 8

以前少食现在多食 338 8 31 44 22 18 48 15 18

以前多食现在少食 290 6 33 4 51 13 6 8

以前曾食现在不食 49 2 1 1 5 4 1 2

资料来源: 农情报告!, 5 卷 8 期,第 260- 263 页, 1936 年 6 月调查。

从报告次数看, 20世纪初, 直到 1936年止,山东

农民主粮结构的变化趋势,略呈粗粮化,而且是粗粮

低档化和低热量化。极端贫困的生活迫使农民把小

麦、大豆、谷子卖掉, 换取少量的现金,购买玉米、高

粱等杂粮为其主食,以及购买生活必需的灯油炭火、

食盐酱醋,维持着几近原始的简单生活。据统计,当

时农村∀农作物总值百分之三十七为农家所自用,玉

蜀黍、黄豆、绿豆、高粱、谷子、黑豆、甘薯等之为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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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自用者, 皆约在 3 4以上。但是小麦自用者, 仅占

总量 5% ,家畜的出产都出卖, 只有鸡约有 1 4为农

家自用∃。[ 2] ( P634)小麦在农家已成为半商品作物。据

统计( 1929~ 1933年) , 在冬麦小米产区及冬麦高粱

产区(相当于山东区域) ,小麦出售率分别高达 53%

和50%。
[3] ( P309)

农民出售粮食的目的就是以较少的

细粮换回较多的粗粮以弥补口粮的不足。小麦作为

主要的现金作物多用来出卖, 而山东农民多食用的

是甘薯、高粱、玉米等粗粮。

即使是终年食用粗粮杂粮,也不能满足农民家

庭成员基本的温饱要求。 东平县志!记载: ∀农民自

立夏后,每日三餐,立冬后则两餐。∃
[ 4]
∀李村乡民之

食事, 冬季朝夕两餐,春、夏、秋则朝、午、夕三餐。∃ [ 5]

实际上这是一种∀冬伏∃的习惯, 是农民隆冬时节普

遍采用的节食方法。另外, ∀荒岁则多食野菜, 饭疏

饮水∃是这一时期山东农民常见的饮食现象。在粮

食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即使在平年,豆类与根茎作物

如萝卜、甘薯、马铃薯之类便也经常被农家作为主要

的食物来充用, 甚至野菜也是常常食用的一部分食

物。山东馆陶县农家∀食则以谷类为主, 麦不常食,

野菜充食品者正多。∃ [ 6]  东平县志!记载: ∀其多数农

民,终岁勤动,不足供事畜之资,或取树叶、野菜及胡

萝卜、地瓜补充食料, 而号寒啼饥之侣仍复数见不

鲜。∃[ 4]在正常年景下农民尚且终年粗砺, 糠菜半年

粮,灾荒年的生活质量无疑更加恶化。在有些地区,

甚至连人类自身的肉体都已经成为延续生命的食物

了。

(二)穿。

在一个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情况下,民国年间

山东农民对布的消费量是很低的,基本维持着自供

自给的用布结构,农民衣着表现出来的普遍情况是

费用低微和种类单一。

大多数农民还是穿棉布, 一是因为自产自织, 二

是比较耐穿。临邑县∀乡民衣料多自织之土布∃, 郓

城县周庄全村 21 户, 110 人中, 穿自织土布者 103

人,占 93. 6%, 用粗布做被褥者 19户, 占 90%多; 牟

平县∀农村妇女用旧式木机,自织自用者多。∃
[ 7]
至于

呢绒等新布料, 普通农民根本不认识。∀业农无操

衣、职服,故不识呢绒等件。∃ [ 8] 清平县志!记载: ∀清

俗尚俭,衣多布素,绸缎及毛织品用者盖鲜。∃ [ 9]
而用

绸缎者很少, ∀无论男女, 大都布衣, 蓝色无花, 至于

绸缎之类, 仅富家女子出嫁时服之耳∃。[ 5] ∀大率女子

出嫁必备绸缎裳衣, 富者数件, 贫亦十数或三五

件。∃
[ 10]
衣服的制作, 多是妇女手工自做,这样就降

低了衣服的成本。 胶澳志!中记载: ∀成衣,大都由

家庭妇女自为缝纫,不假手于外人,大约成人所着之

单长衫(俗称大褂)须作三日,单短衫(小褂)二日,单

裤一日,夹者各增半日,绸棉袄三日半。其工作之迟

钝较之日本普通女子之手工不及三分之一,盖其缝

纫极细密,不务华美, 而以坚牢耐久为主。∃ [ 5]  东平

县志!记载: ∀妇女主中馈外, 昼夜纺织无暇晷,用供

一家之衣料, 有余或出售以博微利。∃ [ 4]
从衣着的样

式和质量上看,衣能蔽体是民国年间的山东普通农

民的普遍要求。农民服饰颜色单调, 衣服多数漂成

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另外,农民穿

衣服十分节省。 东明县志!中记载∀中农以下, 展转

绽补,非褴褛不易也∃ [11]
,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

补又三年∃的情形是普遍现象,普通农民的衣服总是

补满了补丁。普通农民夏天穿粗布的单衣单裤, 妇

女普遍穿粗布大襟褂、袄和长裤, 在一些贫困地区,

蓑衣也是一种重要的衣物。莱阳∀中产以下皆自织,

单夹棉以时夏葛冬裘者无多。农夫则冬一短袄, 夏

一短褂,热则赤背,雨则跣足,一蓑一笠而已。∃
[ 10]
到

了冬季,农民就光着身子披上一件棉衣,所谓的棉衣

就是将单衣里面放点棉花, 这就是过冬的衣物了,根

本没有什么换季的衣服。根据 东平县志!记载: ∀妇
女衣服较为完整。男子夏秋南亩力作,跣履袒裼,劳

动最苦, 衣服亦最陋。常时只取蔽体, 冬季仅足御

寒。∃ [ 4]
甚至在一些贫困的地区,在寒冷的冬季, 农民

的衣物尚不能避寒。

衣着如此,更谈不上饰物了,在聊城县附近农村

∀女子衣服上的装饰仍是许多年前的样子。女子的

首饰最普通的是白铜器,银器已稀有,至于包金的银

器,殊为少见。∃ [ 12]

(三)住。

从地方志上看, 山东农家多居住在土屋、草屋,

此外还有少量的瓦屋、砖屋。另据卜凯的调查, 在冬

麦高粱区这一区域(山东基本与这一区域吻合) , 农

民的住房草屋顶 55%, 瓦屋顶 13% ,其他屋顶 32% ;

土墙、砖墙、其他墙壁所占所有墙壁的百分比分别

是: 51%、22%、27%;泥地、砖地占地面百分比分别

为 91%、9%。
[ 13] ( P628- 629)

房屋类型不同, 所需费用也各有不同。由于草

房的造价远比瓦屋和砖屋低廉而且建筑简单,所以

大多数农家是草房,如潍县∀全县平均草房居十分之

八,瓦房居十分之二。∃ [14]
普通贫苦农民都是土打墙

的矮屋三间,屋顶是高粱杆,上面抹上一层用细麦秸

调和的泥浆。三间矮屋的两边的房间, 每间里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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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占去整整半间房子的土炕, 白天当座位,晚上

做卧床。 沾化县志!中记载: ∀除官厅、庙宇系瓦屋

外, 普通住户均系土屋。屋内多垒炕洞, 与饭灶通

连,熏火取暖, 间有支床者, 多设在客屋。∃ [15] ∀ 土筑
平屋为多, 瓦屋、草屋次之, 楼屋最少。屋中床炕并

用。∃[ 16]如按照房屋本身的价值,以抽 10%作为租价

的标准来计算房屋的费用。中国农民的房屋用费,

约占全部费用的 5. 3%, 合 20 年代的货币为 11. 32

元。
[ 2] ( P50)

在有限的居住条件下, 山东农民的家庭卫

生环境极差。多数山东普通农家的厨房、卧房、会客

室和劳作室都是连在一起的, 甚至有的贫苦农家的

牛棚、猪栏、鸡圈都是跟他们的住房在一起的。 莱
阳县志!记载: ∀贫户三或五间,灶炕皆于其中。而驴

棚猪圈,鸡巢狗窝,率在一院。∃ [ 10]

(四)行。

民国时期的山东农村尚未被有机地纳入全省的

交通网络中,铁路公路网的扩展,只是加速城市现代

化进程的设施条件, 而其触角远未延伸至农村。

青岛在沈鸿烈主持市政时,乡间公路交通得到

了较大改善,但是普通农民∀仍皆安步当车, 至农产

品及肥料之输送, 犹沿用骡驮挑负之方法。∃[ 17] ( P38)

青岛为沿海较为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内陆地区在路

面设施与交通工具方面则更为落后。邹平县虽∀成

汽车路有四,惟通车者只周清一路, 自周村起, 经长

山、邹平、青城、齐东,以达惠民县境之清河镇∃,水陆

运输工具以槽船、骡车为主。
[7] ( P10)

在平原地区, 乡间

运输农产品、肥料多用牛车,牛车系木制, 车轮亦为

木制,以 2至 3牛牵引, 极为笨重,牛车过处,地上即

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在低洼的粘土地带,阴雨天时

道路尤显泥泞, 车辙变为水沟, 不利通行。1929 年

秋,陶玉田等省农矿厅官员乘汽车至德县境时,即因

汽车道为牛车所压,路而不平,无法行驶, 只得换乘

人力车。
[ 18] ( P13)

农民出行∀骑驴、骑马, 最为普通∃ [ 16]
。而汽车

作为现代交通工具倍受冷落。在山东历城县冷水

沟, 20世纪 20年代后期修筑的一条公路经过该村

与济南连接起来。这条路通客车,但村民们宁愿步

行,因为步行更便宜。
[19] ( P97)

在 30 年代的莱芜, 本来

前两年有汽车通往县城, 但是由于车价太贵, 没人坐

车,最后生意萧条不得不停运了。

(五)杂项开支。

除了吃、穿、住、行之外,农户还有燃料、照明、烟

酒等一些日常消费。

一般的农户的燃料是树根、麦秸和干草。∀燃料

即以禾秸、野草充之, 用煤炭者甚少。∃ [ 15]
而且燃料

只用来做饭生火,十分节省。燃料不足是当时农民

生活的一大问题, 以每户占地 15亩计算,田地里的

麦秸根本不足以解决农民做饭取暖的需求。多数情

况下,农民烧不起开水, 平时都是喝生水, 即使在最

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另外,大量的麦秸都被用做

燃料,回投土地的有机肥源短缺, 地力下降,低产又

造成秸秆量少, 由此循环往复, 生态环境越来越恶

化,使得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关于照明消费, 在 20世纪以前,农民家庭都点

用土制灯盏,用农户自产或本地的食油作灯油, 如用

黑豆榨制的黑油, 菜籽榨制的菜油和棉籽榨制的棉

油等。自煤油输入后, 各村已有使用煤油的,但是大

多数农民还是早早睡觉,从而省去这一笔费用。

由于资金有限, 农民对于烟、酒、茶等杂项的开

支很少。在 胶澳志!中记载: ∀以粟或黍制成黄酒,

饮者最多 (俗称∀即墨老酒∃) , 自制之地瓜酒次之。

饮烧酒者仅占一小部分耳。∃∀ 其次为烟, 本地产甚

少,大部分由潍县运来烟叶。由各市镇购取,吸烟卷

者尚居少数。∃ 即使是少量的消费, 也大多为自制。

另外, ∀乡民平日殆不饮茶, 而以菜连草(亦名车毂轮

草)代之。又由九水至北九水一带地方产竹甚夥,居

民相习煎竹叶以代茶。∃ [ 5]
或者采一些花晒干, 然后

泡水,当作饮料。

二、消费水平分析

综观民国年间山东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我们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山东普通农民消费水平呈现以下

几个特点。

(一)消费结构失衡。

衡量消费结构,主要采用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

恩格尔提出的恩格尔系数。根据恩格尔系数,饮食

费支出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在 59%以上的居民

家庭的生活水平为绝对贫困型; 在 50% ~ 59%之间

的为勉强度日型, 在 40% ~ 50%之间为小康型; 在

30%~ 40%之间为富裕型;在 30%以下为最富裕型。

据民国时期山东 胶县县志!记载, 在农家所有开支

中, ∀以事物为大宗, 大约每年每人需钱三百吊至四

百吊,假定以最廉甘薯计之, 每日平均三斤,约值铜

元五十枚,每年需铜元一万八千二百五十枚,即钱三

百六十五吊余文,加之他项。食物则去四百吊不远

矣,故乡民终辛勤所得十之七八用之于食。∃ [20]
按这

样的计算,胶县人们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便远远

高于贫困线 59%。可见,农民把收入的大部分用来

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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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结构还可以这样划分,按消费需求的不同

层次,将消费划分为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和享受

性消费。而民国年间的山东农民消费基本维持在

吃、穿、住的生存性消费上, 而对于教育等发展性消

费、娱乐等享受性消费投入很低。据统计,一个农民

家庭全年娱乐费仅为 1. 44元。
[21] ( P284)

甚至不够我们

今天看一场电影的费用。即使是对于维持基本生活

的生存性消费中,也存在吃、穿、住、行分配严重失衡

的畸形结构。行所占比例极小, 这反映出农民生活

范围狭小、保守、闭塞,交往甚少。

从具体消费结构来看, 尽管大部分的支出都用

于吃饭,饮食结构也存在明显失衡现象。民国时期

山东农民食品种类单一, 主食所占比重大,几乎谈不

上什么肉蛋的消费。日常饮食大多为粗粮, 至于鸡

蛋、鱼、肉等高档消费品是很少出现在农家的饭桌上

的,只有在逢年过节, 或婚丧嫁娶、祭祀以及招待客

人时才会食用。∀牛、羊、豕、鱼、鸭等肉, 鸡卵等, 价

较昂, 除宴客外几无食者矣。∃[ 4]除了主食, 农民几乎

不购买佐料,甚至连食盐也吃不上。 东明县志!记
载: ∀农村则现金缺乏,恒数日不购油醋硝盐, 不嫌其

苦, 亦俭朴之表现矣。∃ [ 11]
山东沿海地区盛产海盐,

但在鲁西南、鲁西北地区食盐竟成为奢侈品, 1斤海

盐可换 8斤粮食。一般农民买不起海盐,只好买私

制的硝土盐。硝土盐系私人挖碱土晒制或熬制而

成, 又称私盐或小盐。税轻或漏税,价格低, 但盐味

不浓。有所谓∀小盐白不咸, 一两顶三钱(大盐)∃的
说法。

由于农民日常生活中获取的热量主要来自甘

薯、高粱等粗粮, 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量严重不足。

营养的不良使得多数农民都体质羸弱, 农村死亡率

高。根据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1928- 1933

年对 16省人口死亡情况所作的调查,山东省人口死

亡率为 29%。在冀鲁豫三省中,山东省远高于其他

两省。
[ 22]

(二)区域消费差距拉大。

地区差异首先表现在沿海与内陆之间。由于山

东地理环境复杂, 西南、西北地势低洼平缓, 中南部

山地突起,东部丘陵起伏, 地形复杂,又因为近代以

来,沿海比内陆更早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因此山东各

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胶东沿海富庶地区和鲁西

南贫瘠地区经济有着很大的反差,沿海农村物质生

活的变迁更为迅速和剧烈, 物质生活的整体水平也

比较高,相反,内陆变迁就相对缓慢。在东部沿海以

及铁路沿线各县,特别是一些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

的地区,如周村、招远等,由于有副业的支撑,即使在

农村普遍不景气的 1935年,对招远县的调查还显示

∀粉业非常发达∃, ∀近年农村破产,各处皆然,但在招

远一带, 农村生 活程度 及经 济情 形极 为景

气∃。[23] ( P553)但是在内地及鲁中山区、鲁南等地区的

一些县,农民仅守着自己的那点土地, 没有额外收

入,生活苦不堪言,难以为生。位于鲁中部山区的高

苑县∀地方本极贫困, 又复横遭匪患,益形残酷。此

邑与桓台仅一河之隔而万象悬殊,其贫富苦乐, 半由

人事,半属天然∃。[7] ( P1)

其次表现在城乡之间。县城和集镇是农村经

济、政治的中心,较早、较深地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

在物质生活诸方面自然和偏僻闭塞的乡村有所差

别。如济南市∀生活程度, 城乡大异。乡民重节俭,

城区尚奢华。居城者衣食住分三等, 官绅巨贾最奢,

普通工商市民居中,劳动界生活较为困难。乡间农

民,日常生活,尤其简单, 尚不及市内劳动界。∃其郊

区历城县∀人民以务农为本, 劳工次之, 大都自耕自

食。虽地近省会, 并不奢侈。衣食住异常简陋。较

之市民, 不啻天壤。∃[ 7] ( P2- 3)
沿海的胶县也存在着明

显的城乡差别。一般的农民生活俭朴。∀南岭山岳

地带,农民多种甘薯以充食料, 谷类殆为其次要食

品,稍富有者,则多以高粱及谷类为佐食物。非富有

者,决不敢以麦类为日常之需。∃但是城关以及重要

集镇一带,却是∀洋货充斥, 服尚靡丽。∃ [ 7] (P2)

(三)商品化进程中的被动性。

民国时期山东农民的生活以自给性消费为主,

商品性消费为辅。但是, 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是被

动发生的。时代赋予农民生活∀双刃剑∃效应,近代

中国商品经济的被动发展一方面改变了农民的物质

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加剧了农民的贫困。

首先,随着农民与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的加强,

一定比例的生活用品特别是煤油、肥皂等日用工业

品通过市场开始进入农民家庭, 见表 2。

表 2 1935 年山东购买粮食及其它生活资料农户的百分率

粮食 洋布 洋袜 煤油 肥皂 肥料 酒 香烟

27. 8 36. 6 36. 7 92. 7 32. 7 48. 2 54. 9 29. 3

资料来源: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三辑[ M ] . 北

京: 三联书店, 1957, 第 310 页.

为了换取必要的日用品,农产品销售率较高,一

般来说, 20世纪 20年代, 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率,

各地一般不低于 40%, 在专门化的种植区域内, 则

达到 60% ~ 70%
[24] ( P328)

。以 1925 年山东三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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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生消费情况为例,见表 3, 我们可以看到花生当

地消费仅占到 3% ~ 10% , 而输出则达到 90% ~

97%。

章丘、济阳、益都三个地区的花生消费情况

地区 当地消费% 销售邻近地区% 输出%

章丘 5 5 90

济阳 3 7 90

益都 10 10 80

资料来源: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二辑 [ M ] . 北

京:三联书店, 1957,第 232页.

但是商品化同时又将农民拖入一张无形大网,

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

律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是与剩余劳动生产率

的高度成正比发展的。但是, 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

发展却偏离了这一正常的轨道。民国时期山东农民

支出多,收入少, 剩余劳动率一般都很低, 但是小农

为了纳税缴租和还债, 又不得不忍饥挨饿出售本应

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农产品, 而且农民通常将细

粮卖出,然后用卖粮的钱来购买维持一家人生活的

价格便宜、数量较多但质量较差的粮食。由于价格

为人所操纵,农民往往在价格很低的时候卖出又在

价格很高的时候买进, 甚至于买的价格还要高出卖

的价格。

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 由于经济作物受世界

市场的操纵, 价格起伏更大。以烟草为例, 1919 年

~ 1934年潍县每 100磅美种烟叶, 农民所得实际价

格与名义价格相比, 一般只是其名义价格的 45%至

71%。
[ 25] ( P52)

接烟叶一磅,只值大洋五六分,而哈德门

烟一条( 25盒) , 卖价至一元以上, 所用烟叶不过一

磅,即外加各种费用,其成本亦不过五角。∃ [ 26] ( P540)

总之,民国年间山东小农经济十分脆弱, 普通农

民正常年景尚勉强维持生活, 一旦遇到较大的天灾

及较重的人祸便难以维持正常生存。当时农民的生

活就象英国历史学家陶内在 1932 年写到的, 在中

国, ∀在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

站在齐颈深的水里, 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

死∃。[ 27] (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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