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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

刘　涛

[摘　要] 贫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流离失所在都铎时期的英国显得尤为突出 ,都铎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济贫法令以期解决贫困和流浪问题。围绕着对穷人的管制 ,济贫法令发生了重要

转变:由惩罚为主到区别救济为主 ,法令渐趋合理 。都铎济贫法的演变深受当时社会救济观念

的影响 ,而后者又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期救济观念往往来自于天主教 ,宗教改革

后 ,社会救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天主教会的随意施舍到新教的随意惩罚 ,最后回归到基

督教人文主义的理性济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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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贫困问题。都铎王朝(1485—1603)是英国向近代转型的开始阶段 , 这一时期王朝内

部四处流浪的人数逐年增加 ,其中一部分成为前工业时代的廉价劳动力 ,而其他的则成为社会中不稳定的因素。为了消

除这些潜在的威胁 ,王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济贫法令以管制穷人及其流动。经过一系列的法令修订 , 都铎王朝于 1601

年通过了著名的《伊丽莎白济贫法》 ,该法令是在 1597—1598 年法令基础上修订而成 ,这就是习惯上所称的“老济贫法” 。

1601 年济贫法的基本思想一直执行到 1834 年 , 这一年习惯上被称为“新济贫法”的《济贫法修正案》颁布①。老济贫法历

经 200多年而不倒说明它适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然而这部法律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 济

贫法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使其日趋成熟 ,在这些变化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社会观念呢?

一 、济贫法令的演变历程

都铎王朝从 1495 年始制定了一系列管制和救济穷人的法令 , 分别为:1495 年法令 、1503—1504 年法令 、1531 年法

令 、1536 年法令 、1547 年法令 、1552年法令 、1555 年法令 、1563 年法令 、1572 年法令 、1576 年法令 、1597—1598 年法令和

1601 年法令。随着时代的演进 ,这些法令内容及其主旨并非一成不变 ,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对穷人流动的管制。

针对健壮的流浪穷人 , 1495年法令规定 ,“所有流浪汉 、游手好闲和靠可疑手段过活的人”第一次被捕的话 , 他们要

被监禁 3 天 3 夜 ,这期间只给他们供应水和面包 , 之后命他们返回出生地 , 如果他们在同一地方因同一原因再次被捕的

话 ,他们将被监禁 6 天 6 夜[ 1](第 569页)。 1503—1504 年法令在处罚上相对来说有所减轻 , 被捕流民的关押时间为 1 天

1 夜 , 只供应水和面包 ,然后命其返回出生地或他们最后居住了 3 年的地方 ,如果他们第二次被捕的话(同一地区同一原

因)将被监禁 3 天 3 夜[ 1](第 656页)。亨利八世(1509-1547 年)在位期间颁布了 1531 年法令和 1536 年法令。 1531 年

法令规定:“任何身体健全的能工作的而又没有土地 、没有师傅 , 也没有合法谋生手段的人都是流浪汉” 。对于这些人 , 任

何一个国王的官员都可以依法将其逮捕交给郡里的治安法官 , 治安法官可以选择一个他觉得合适的地方对这些流浪汉

施行鞭刑 ,直到出血为止;然后命其毫不延误地返回出生地或者他们在受罚前居住了 3 年的地方 , 而且到达目的地后不

得再靠行乞流浪为生[ 2](第 329 页)。1536 年法令规定 , 流浪汉第一次被捕时要受鞭刑 , 同时规定官员们要为这些健壮

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如果他们不安心工作跑出来乞讨 、游手好闲并且再次被捕的话 , 除了要受鞭刑外 ,还要被截掉右耳上

半部分的软骨;假如这些人因游荡第三次被捕 , 将被监禁到下次季会 , 倘若他们触犯刑律将被判死刑[ 2] (第 560 页)。

1547 年法令规定 ,所有健壮的男人或女人如果不工作靠游荡行乞为生 ,或者是受雇于别人后又半途跑掉而游手好闲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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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视为流浪汉 ,这些人第一次被捕后 , 治安法官将在其胸上烙个“ V”记号 , 并罚做两年奴隶给抓捕他的人;若再次逃跑

而被捕的话 ,将在其面颊上烙个“ S”记号并终生为奴;第三次逃跑将被判处死刑[ 3](第 5 页)。 1572 年 , 积极务实的流民

方案开始出现。1572 年法令规定对年龄在 14 岁以上的流民均要施以鞭刑 ,并用圆周 1 英寸的灼铁烙穿耳朵的软骨 , 除

非有富人愿意让这流浪汉为他服务一年;如果他在服务的这一年期间离开或逃跑的话 ,那被捕后就没有第一次那么幸运

了 ,他要受到鞭笞 , 而且右耳还要被烧红的烙铁烧一个洞;如果他们因流浪第三次被抓的话 , 将被定为重罪犯 , 除非有价

值超过 10 磅财物或 40先令地产的人愿意让这些人为他们服务两年 ,他如果在这期间又跑掉的话 ,就要受到非常严厉的

惩罚———死刑[ 3](第 591 页)。但是与此同时 , 1572 年法令却尝试着为健壮的流浪穷人提供工作 , 该法令将穷人分为三

部分:第一部分是无工作能力的穷人 , 这一部分人因为疾病或残疾而贫困 , 亦或因为太老或太小缺乏谋生能力而贫困;第

二部分是那些有工作能力却找不到工作 ,或是家庭太大而工资太少以至于无力供养全家的穷人;第三部分就是那些有工

作能力但却好逸恶劳的穷人[4](第 217 页)。对于不同类型的穷人 ,济贫法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政府在核算财产基础上按

比例向捐税者强制征收济贫税以救济第一类人;政府或提供资金 、原料 , 或向雇主施压以使其雇佣更多雇工 , 以便向那些

健康的穷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对于第三类人 , 政府则惩罚之。 1576 年法令则强调了为穷人找工作的济贫方式 ,并使之

具体化。该法令中最重要的规定是 ,要求每个城市 、自治镇和集镇治安法官应为流民提供生产资料 ,将穷人安排进纺织

作坊工作 ,治安法官还要张罗出售货品 , 以便有足够的资金将这套机制维持下去 , 目的是“让有希望的年轻人习惯劳动 ,

并在劳动中成长 ,而不是游手好闲……并使其他愿意或需要工作的人也有工可做” [ 3](第 611 页)。这样他们就不会因找

不到工作而四处流浪。此外 ,每个郡的法官还要设立感化院以教化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 , 并将那些拒绝工作的行乞者 ,

或游手好闲者 ,或者工作的时候故意损坏生产资料 、偷工减料者送进感化院 , 强制其劳动。 1593 年 ,政府颁布法令废除

一系列针对流民的血腥处罚条文 ,诸如死刑 、监禁 、烙耳等 ,但并未取消体罚。 英国济贫法开始以救济为主 、惩罚为辅。

1597 年法令规定 ,所有流动的身无凭证的健康人都被划为流浪汉 ,不管是学者 、退伍士兵 、刚释放的犯人 、健壮的乞丐还

是那些靠巫术骗人钱财的人。他们若被发现乞讨或者有什么不轨行为的话 , 就很有可能被捕并受到鞭笞 , 然后将之送回

出生地或他们受罚前的居住地 ,亦或是送到当地的感化院。那些极危险的流民则可能被送往监狱 ,然后流放到枢密院指

定的地方 ,如果他们胆敢回国的话将被处死[ 5](第 899-900 页)。值得注意的是 , 1597年法令在如何为穷人提供工作方面

的规定却更为详细:每年复活节的那个星期里治安法官要任命新的教区执事和 4 名穷人监督官 ,“他们或他们中的大部

分在治安法官的同意下要安排那些父母供养不起的小孩子工作……每周或定期地向有产者征收一定的税额 , 以之作为

资本向穷人提供一定的亚麻纤维 、羊毛 、铁和其它生产必须品以供穷人们劳动生产” [5](第 896 页)。 1601 年的济贫法规

定贫民监督官要为那些不能被其父母供养的孩子 , 以及那些不能够养活自己的已婚或未婚者安排工作;贫民监督官每周

要向辖区内富裕的家庭征收济贫税 ,用于购买供穷人们劳动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5](第 962 页)。

都铎王朝制定的一系列法案在处理健壮流浪汉的同时 , 对那些小孩和不能劳动的流浪穷人(老人 、残疾人)也做了相

关规定 ,这些规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对于那些不能劳动的流浪穷人 , 法令由最初允许其在一定地区(如出生地

或居住满 3 年的地方)行乞(1495 年法令以及 1503—1504 年法令),到对无能力劳动的乞丐进行备案并发放相关证件允

许其在一定地区行讨(1531年法令),再到教区执事或其他官员要为本教区体弱无劳动能力的流浪穷人收集救济物以赈

济之(1536 年法令);1555 年法令规定 , 对于超过本教区供养能力的那部分体弱的乞丐 , 该教区或城镇官员在认真核实

后 ,可以发给他们一件前后都印有明显标记或徽章的特别衣物 ,穿上这样一件衣物便可到教区以外的地方行乞 , 1563 年

法令沿用这一做法;1572年法令和以后的法令对这部分人的照顾则最为周到 , 这些救助囊括了衣食住 , 如 1572 年法令

规定政府要给上了年纪或体弱的流浪穷人提供住所 , 安排官员专门收集和发放用于这部分流浪穷人的救济物质。

对未成年的流浪者尤其是 5 到 14 岁的流浪小孩的规定始于 1536 年法令 , “将 5 到 14 岁的健康流浪小孩送到农夫

或者手工作坊或者其他行当去做学徒 ,以便他们日后有个技艺养活自己 ,任何拒绝这样做的小孩或者是中途无故离开

的 ,当众鞭笞之。” [ 2](第 559页)1547 年法令对如何安置 5 到 14 岁流浪小孩的规定则显得有些严酷 , 他们被送去做学徒

后 ,男孩到 24 岁方可离开 ,女孩要到 21 岁 ,这期间他们不得逃掉 , 否则被抓回后将罚作师傅的奴隶直到法定可以离开的

年龄为止 ,同时规定他们不得伤害师傅或是对师傅耍阴谋 , 否则将被判重罪。 1597 年法令规定去做学徒的小孩不仅包

括流浪小孩 ,还包括治安法官或教区执事确定的其父母无力供养的小孩子;1601 年法令沿用了这条规定 , 只是语言上有

些细微的改变而已。

都铎王朝的第一个关于穷人的法令是 1495 年法令 , 随后比较重要的是 1531年法令 , 这两个法令主要关心的是如何

惩罚流浪穷人以及如何将其遣送回出生地或者居住地 , 不过 1531 年法令增加一条规定 , 即那些值得同情的穷人经许可

后可以乞讨。 1536 年法令虽然又补进了很多实质性的内容 , 但是却在实际运作中销声匿迹。 1547 年法令对流浪穷人的

处罚过于严酷 ,不久便被废止。截止到 1572 年法令颁布之前 ,都铎王朝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管制流浪穷人的法令 ,其中大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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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都在实际操作中归于失败。 1572 年法令是第一个努力为那些健壮的流浪穷人提供工作的法令 , 1576 年法令则强调

了为穷人找工作的济贫方式 ,并使之具体化。 1598 年法令又设立了贫民监督官办公处———征收济贫税和为那些健康的

穷人提供工作 ,到 1601 年 ,都铎王朝的济贫法趋于合理。

二 、法令演变与社会救济观念的变化

都铎王朝济贫法在其发展过程中渐趋合理 , 这个变化过程所折射出来的观念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济贫法的演变深

受当时社会救济观念的影响 ,而后者又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早期救济观念往往来自于天主教 , 宗教改革后 , 社

会救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天主教与随意施舍

早期的慈善救济方式主要有个人施舍 、修道院施舍以及慈善院的救济。个人施舍往往被当作“善举” 、“必尽的责

任” , 这些个人往往是达官贵人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在自家门口施舍食物给那些前来乞讨的流浪汉 , 凡是前来者都有份。

“这种慷慨的施舍似乎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 如果毫无区分地去施舍的话很容易滋生更多游手好闲的流浪汉 ,而不会减轻

那些勤劳穷人的艰辛。” [ 4](第 18 页)而修道院的施舍 , 除了无区分性外 ,还具有无序性。修道院与修道院之间常常是孤

立地施舍 ,它们之间因缺乏协商而造成浪费 , 再加上那些修士修女门无意协助政府官员管理救济 , 因此修道院的施舍在

济贫 、维护治安方面效果亦不明显。慈善院的施舍因为院方资金缺乏妥善管理以及彼此间的孤立而效率低下。

早期慈善救济之所以有这些弊端有其深刻的宗教文化因素。天主教宣称穷人是高尚谦卑的化身 , 认为他们是上帝

特派到人世间的使者 ,宽裕的信徒要尽力去救济这些穷苦的上帝使者以净化自己的灵魂。人们认为通过施舍给乞丐一

块面包 ,灵魂就有机会被拯救出地狱 , “今天的施舍将会在你的灵魂踏上去往炼狱的可怕旅途中给你千倍的回报。” [ 6]

(第 261 页)

由于教会一味地鼓励对穷人的施舍而不问贫穷的原因 , 故早期救济实施者对所要救济的对象往往不加以区分 ,凡是

前来乞讨的人 ,不管是真是假都予以满足。这种见“穷”即施的做法 , 笔者称之为随意施舍 ,这些不加区分的施舍在救济

流浪汉的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流浪汉。陶德(Todd)认为 ,无区分的施舍是一项罪恶 ,因为它扶养了一批“闲散的 、不道

德的健壮乞丐和流浪汉” [ 7](第 164 页)。随意施舍在社会变化不剧烈情况下尚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当社会发生剧烈变化

而流民数量大增时 ,随意施舍便捉襟见肘 , 新教惩罚性的济贫观便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

(二)新教与随意惩罚

宗教改革家同样关注贫困问题。虽然路德 、加尔文 、慈温利在宗教主张上有较大差别 , 但他们都认为贫穷并非像传

统教会说鼓吹的那样。他们主张 ,由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懒惰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劳动则是神圣的 ,劳动的

意识不仅要得到加强 ,而且必须付诸实践。这些观念在都铎王朝早期的管制流浪汉的法令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 1572 年以前的济贫法令认为(穷人)只分为体弱的穷人和(健康的)流浪汉 , 潜意识地以为所有健康的人只要他尝试了

他就能找到工作。” [ 8](第 120 页)(这种状况直到 16世纪的后 30 年才得以改变 , 其时政府开始试着去解决那些由非主观

失业造成的麻烦)。这种观念认为凡是流浪汉皆要受惩罚 ,即抓到就惩罚而不问原因。这就由以前的不加区分的施舍演

变成了不加区分的惩罚 ,可称之为随意惩罚。

早期济贫法虽然有给那些只能靠行乞为生的人发放凭证允其乞讨的规定 ,但仍掩盖不了法令对其他流浪汉惩罚的

感性和严酷性 ,这与新教的贫穷观不无关系。随着都铎政府宗教改革的深化 , 国内的新教徒日渐增多 , 新教思潮越来越

重。在新教思想那里 ,贫穷是由懒惰造成的 , 是可耻的 ,他们相信只有勤俭节约 、辛勤工作才能创造财富。 故此新教徒大

都厌恶那些流浪汉 ,认为这些人的贫穷完全是他们自身懒惰不愿工作所致 ,他们主张对流浪汉进行严厉的惩罚直到他们

愿意工作为止。甚至到 16 世纪末期 , 很多清教徒为了丑化穷人还在不遗余力地诋毁他们 ,“许多清教徒千方百计将穷人

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威胁联系在一起。清教徒的布道者和作家或许会承认存在着高尚品德的穷人 , 但是在议事程序和法

令中那些清教官员却说着不同的话 ,强调贫困孕育着罪恶” [ 9](第 238页)。事实上 ,流民中大部分是那些准无产者 ,他们

迫于无奈 ,不得不流浪他乡边寻找雇佣机会边乞讨。“一个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其它生活来源的人 , 要么不得不乞讨 ,要么

不得不偷盗……镇压措施得到过尝试但却失败了 , 因为暴力并不能限制一个人去乞讨 ,如果那是他能逃避饥饿的唯一方

法。” [ 10](第 221 页)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一通并不能解决问题 , 1572 年以前的法令都没有处理好 16 世纪的流民问题。

(三)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理性济贫

1572 年法令是英国社会济贫的第二个转折点 , 由以前的随意惩罚开始转向较为合理的济贫。这种救济的合理性表

现在对流浪汉区分具体化 ,表现在对造成穷人流浪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 ,由此而建立了一个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的框架。这种框架就是: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 , 给那些身强体壮的想工作而又找不到工作的穷人制造就业机会;给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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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强体壮 、好逸恶劳的职业流浪汉两条路 , 要么劳动自食其力要么受惩罚进监狱。政府把解决贫困问题的重担同时放在

政府和个人肩上。王国解决个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 ,个人则在政府创造的机会中尽力谋生。这样就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

同时政府也让人们找不到不去工作的托辞甚至是对抗社会的咎辞。理性济贫并不代表没有惩罚 , “惩罚这个词并没有从

工作法令的时代中消失” [ 7](第 167 页)。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在为穷人提供工作的同时允许对那些拒绝工作的人实

施鞭打。但惩罚并非像从前那么随意 ,它只是在拒绝接受劳动的情形下才被使用。惩罚的力度比以前要轻 , 主要是在鞭

刑后将他们送往感化所以教化之 ,死不悔改的则投往监狱。至于那些贫穷的未成年人 ,法令则要求政府官员将其送往行

业师傅那里当学徒 ,一方面为那些师傅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另一方通过改造个人 、培养他们的谋生技能来减少由社会因

素和个人因素合力造成的贫穷 ,从小就开始对这些未成年人进行管制也有利于减轻他们的野性 ,从而有利于维持未来一

代或数代的社会秩序。这一套全面济贫体系可称之为理性济贫。

理性济贫在很大程度上所折射出来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救济观念。基督教人文主义救济观出现的比较早 ,但在

16 世纪前 70 年里却一直得不到政府青睐 ,议会在一系列济贫措施失败后 , 把目光盯向了人文主义 ,在这以后出台了一

系列较为务实的法令 ,建立了一个理性的济贫体系。它观念上的理性化以及措施上的人性化是 1572 年以后法令不同于

以前济贫法令的核心之所在 ,同时也是老济贫法延续到 1834 年而未作大变动的关键所在。

马格·托德(Margo Todd)认为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济贫方案以区分性 、合理化以及世俗管理为特征;以改良来处理

致贫的社会因素为特征;以纪律和勤奋强制穷人为特征;以相信教育的力量为特征。”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济贫观念集中体现

于 Vives 体系中。首先, 在施舍方面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采取穷人细化措施 , 认为施舍应给予那些弱势群体 ,包括那些残疾

人、身体虚弱者 、疾病缠身者以及那些不能劳动的弱者, 而那些领取施舍的健全的人应被视为贼和强盗 , 这些人应被逐出王

国。在细化过程中 ,其穷人的出身、行为 、致贫原因以及年龄和健康状况都在考虑之列。其次 ,在失业方面 ,人文主义者认

识到失业的社会因素 ,没有把责任统统都推到失业者个人身上。其智教人文主义济贫观的基本思想就是用职业和对工作

的投入来打消人们流浪的念头。 16 世纪时, Vives 的方案被译为英文在英国出版。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是基督

教人文主义救济方案的英文版译者 ,他根据人文主义者的方案设计了早先的济贫法。在他的建议下 , 1531年设定了贫民监

督官 ,穷人小孩学徒制以及一套用合理工资雇佣穷人去做公共工作的方案。1536 年法令又是以他的建议为模型而订立的,

很遗憾的是由于公共工作系统没有建立起来, 这两部法令也归于失败[7](第 137-147 页)。

都铎王朝进入伊丽莎白时代后 ,新教势力在经济 、政治领域占据领导地位 , 这一时期关于贫困问题 ,无论是立法还是

实际的济贫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这时相对成功的济贫体系只不过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改革方案的翻版 , 此时的济贫

观念也是基于基督教人文主义关于工作和财富的哲学而产生的。托德(Todd)认为清教徒所津津乐道的“有益的法律” 、

“上帝是法律的化身”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在实践 Vives 方案层面比 16 世纪其它济贫法令都更深入。

三 、结　语

英国近代早期 ,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三个关于穷人的观念:第一是恐惧 ,如果穷人得不到救济 ,他们就会在绝望中反

抗;第二是如果穷人们得到有用的雇佣 , 那么他们就能自己照顾自己并且或许会有利于他人;第三 ,认为富人应该为那些

比他们运气稍差些的同胞们做些事情。正是这三种观念贯穿于近代英国的早期济贫史中 ,使得社会救济在实际操作和

立法中能够延续下去并得到不断完善。都铎王朝时期救济主体渐渐由个人 、教会转化为政府 ,救济立法也由感性向理性

发展。

然而 ,在完善过程中 , 济贫法走了很多弯路 ,都铎王朝济贫法大部分归于失败 ,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法令受宗教影响

过重。新教那套财富观念适合于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理财 , 但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并不构成一个社会 , 并不是每

个人只要勤勤恳恳就都能致富 ,因此用这一套价值观来苛求社会中的每个人 ,希冀整个社会的危机完全由个人来化解是

不现实的。 1572 年法令开始考虑政府和社会在贫困产生方面的责任以及如何有效地解决它的方案 , 后来的法令则继承

这一观念 ,虽然这以后的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并不尽如人意 ,但在缓解近代早期英国的贫困和社会紧张方面 ,它们依然功

不可没。如今在全民共建和谐社会的中国 ,那一套照顾孤鳏弱小 、以工代赈 、防穷于未然的济贫体系所体现出的理性观

念仍值得我们借鉴。

注　释:

①　有关济贫法的专门研究 ,主要有:韦伯夫妇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各个地方的济贫机构及其救济行为 , 在意识层面上

的分析相当少。伦纳德分析了济贫体系的管理却同样没有阐释意识观念在政策变化过程中的作用。 托尼注重清教

意识与社会 、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 他认为在 17世纪时 , 清教教义使得当时社会对济贫的态度由赞成慈善救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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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谴责施舍和流浪。参见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English Local Government:Eng lish Poor Law H istory:

TheOld Poor Law;Leonard , E.M.TheEarly History o f Eng lish Poor Relie f;Taw ney , R.H.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A H istorical Study 。斯莱克探讨了旧济贫法的演变 、实施以及修订。斯莱克对意识和观念的

重视使得他的观点区别于伦纳德 、韦伯夫妇和庞德。 20 世纪 90 年代 , 斯莱克对政府济贫政策进行了更深入的分

析 ,揭示出政府济贫动机由“革新” 转向“ 改善” 。 参见 Slack , Paul.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 London;F rom Re f ormation to Improvement:Public Wel f a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关于宗教改革

对穷人和济贫的影响 ,史学界尚有很多争论。部分学者强调新教价值观在 16 世纪济贫转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莱汶(Levine)和赖特森(Wrightson)认为清教与济贫有着莫大的关系 。部分学者则关注宗教机构改革对济贫的影

响:马乔里· K.麦金托什(Mar jo rie.K.MacIntosh)认为宗教改革导致了济贫体系的崩溃 , 引发社会对贫困的新反

应 ,并认为清教观念只是在 1570 年以后的济贫中起了一定作用。罗伯特·蒂特勒(Rober t T ittler)认为解散修道院

是城市史的一个转折点 ,清教教义为时人管理城市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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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 Poor Law of Britain in Tudor

Liu Tao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Intend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poo r and the vag rancy , Tudor government

constituted a series o f poo r law s.Surrounding the contro lling of the poor , there was a great change in

Tudo r poo r law s:punishment gave the w ay to discriminative almsgiving , poor law gradually became

rational.The evolvement of Tudo r poo r law s w as af fected by cotempo rary almsgiving concept w hich

had count less connect ion w ith religion.Early almsg iving idea came from Catho licism , then af ter the

Eng lish Refo rmation , social almsgiving idea transformed:f rom the perceptual almsgiving of

Ca tholicism to the perceptual punishment of Pro testant , and then back to the rational poo r relief of

Christian Humanism.

Key words:Tudor;the Poor Law ;rat ional poor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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