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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城市一般比较容易获得自治权 ,城市特权是以向封建领主承担义务为交换而享

有的封建权利。因此 , 11- 13世纪的英国城市尚不具有反封建性 ,其作为权利主体 ,在法律地位上

只是封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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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西欧城市因其自治特权的获得往往被视

为具有“反封建性” ,实际上 ,西欧封建割据局面的广

泛存在决定了城市争取自治权的必要性 ,而且即便

是王权相对强大的英国 ,在 11- 13世纪其自治城市

也还不具备反封建性 ,通过对城市自治特权内涵的

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一、英国城市自治特权的取得

11- 13世纪是英国城市大量兴起的时代 , 1100

- 1300年间 ,英国新兴城市有 140个左右
[ 1]

(第 73

页 ) ,它们兴起的途径尽管各不相同 ,但其所在地必

然是某个领主的领地 ,因而城市的建立至少都得到

了领主的允许 ,因为“如此兴师动众不可能瞒过封建

领主的耳目” [2 ] ,城市与领主的这一关系对理解城市

自治权至关重要。

诺曼征服使英国建立了王权相对强大的封建君

主制 ,王室领地占全国可耕地的 1 /5,城市中王室城

市占 70% [3 ]
(第 42页 )。 城市所具有的经济功能使之

成为国王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对俗人领主和教会

领主来说 ,兴建城市亦有利可图 ,“如果领主有一个

值得开发的地点的话 ,经济的增长就会使他愿意放

弃一些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应得之物 ,以换取房租和

税收” [4 ]
(第 53页 )。早期城市特权往往是国王和领主

主动给予而非居民要求的
[ 3]

(第 94页 )。 与世俗领主

控制下的城市相比 ,教会领主治下的城市争取自治

权的斗争持续了更长时间。

英国绝大多数重要城市都属于国王 ,这些城市

较容易获得自治权 ,只要向国王交纳一笔数额较大

的款项 ,每年再交纳一定税金 ,就可获得特权证书 ,

亨利一世时赐林肯和伦敦以特权证书 ,亨利二世时

的证书现存的有 50件 ,其中大部分是重申亨利一世

所赐特权
[4 ]

(第 104- 105页 )。理查一世和失地王约翰

急需金钱以维持他们的战争 ,更大量分赐这种证书。

属于世俗领主的城市 ,尤其是许多由领主创建的中

小城镇 ,通过赎买的方式 ,也比较容易获得特许权 ,

如 1294年 ,庞特弗拉克特花 300银马克从罗吉德拉

西处买得特权证书 [5 ]
(第 120页 )。而教会城市要获得

自治权则要困难得多 ,在这类城市中 ,城市市民争取

自治的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由于王权常站在

教会一边 ,教会往往占据上风。圣阿尔班斯即颇具代

表性 ,市民们为了获得自治权及建立自己的漂磨的

权利 ,进行了长期斗争 , 1327- 1330年获得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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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后又被迫交出特许状并放弃漂磨 ,直至 1553年 ,

才从国王那里重新获得特许状 [5 ]
(第 185页 )。有些教

会领主 ,即使给予其治下的城市一定的特权 ,也心有

不甘 ,仍保留了行政管理权、司法权力及税收 ,如贝

弗利、雷丁、弗德韦谢姆等等
[5 ]

(第 182页 )。

因此 ,对封建主阶层来说 ,授城市以特权 ,其目

的在于获得更多的金钱 ,在各级封建领主心目中 ,城

市与农村的庄园 ,都是其领地 ,教会领主之所以对城

市的各项权利紧握不放 ,原因也在于把城市视为其

当然的领地。

二、英国自治城市所获特权及城市

作为市民共同体所承担义务

　　英国城市自治特权主要包括市民人身自由、土

地保有权自由、独立司法权、自由贸易权 ,后两项进

而扩展为成立自治政府、选举市政长官及成立商人

行会的自由 ,免除通行税、过桥税等税收的权利。

人身自由是市民阶级所获特权的第一要件 ,因

为市民要进行工商业活动必须是一个自由人 ,城市

可以把不自由人变成自由人: 农奴逃入城市一年零

一天 ,领主不再有权领回。 据格兰威尔的记载 ,早在

亨利一世时期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习惯法中就有

这一规定 [4 ]
(第 100页 )。当然 ,并非所有领主都情愿

如此 ,直到 1391年 ,领主们还向国会抱怨 ,农奴逃入

城市后 ,市民们常用暴力拒绝领主抓获农奴 ,领主们

要求国王同意他们抓获逃亡农奴 ,但被国王拒绝 [ 5]

(第 194页 )。有的领主给市民以人身自由时却保留了

结婚税、继承税等有关人身的税收。有时这项特权还

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的借口—— 1267年 ,林肯市民抱

怨市长和其他市政官员利用暴力扣押城中人的财

物 ,威胁他们要为其自由交钱 [5 ]
(第 195页 )。 有的领

主在特许状中明确规定有权领回其农奴 ,如 1285

年 ,普林顿特许状就规定: “伯爵的农奴如无伯爵的

特别同意 ,逃入城市中也无权获得任何自由。” [5 ]
(第

195页 )。不过 ,通过对这项特权的确认 ,城市可以吸

收外来的定居者 ,并保护市民免受外来干涉。

所谓土地保有权自由 ,即作为自由占有权的一

种形式 ,城市土地的领有条件是自由的 ,领有城市土

地的唯一条件是交纳租金。许多领主建立的城市 ,为

了吸引定居者 ,常常兴建一些房屋出租给居民。城市

土地的租金是城市领主的收入来源之一。 租金相当

于交给领主的货币地租 ,但领有者对领有的土地有

处分的自由 ,可以出租 ,转让甚至出卖。“ burgage”这

种表达方式最早出现在 1124— 1133年间亨利一世

批准约克大主教授予贝弗利市民的特许状中: “根据

约克市民的法律和习惯赐予他们自由地产 ,和商人

行会拥有自己的法庭和税收 ,以及所有自由的习惯

和特权” [4 ] (第 198页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 ,授予城市

的特权开始包括土地的自由保有权。城市土地的自

由保有权保证了领有者不负担沉重劳役 ,不发生人

身依附关系 ,也不受领主审判 ,其意义已不仅仅在于

自由领有土地 ,而在于牢固附着于土地上的权利一

旦放松 ,市民所受领主的人身控制也就减轻甚至不

复存在了。不过这种自由远未使土地成为资本主义

法律意义上的私有财产 ,而只是封建法权的一种演

变 ,领有土地的条件由负担劳役、接受领主法庭审判

变成了缴纳相对固定的货币地租。

独立的司法权 ,即城市有权成立自己的城市法

庭 ,除非案件涉及国王的司法权力 ,以及受国王派出

的巡回法庭管辖外 ,市民一般不受其他法庭管辖。城

市法庭的出现相当早——早在 1131年 ,伦敦就已获

得“市民无须到城墙外参加任何诉讼”的特权 [5 ]
(第

193页 )。城市法庭可以说是城市政权机关的核心部

分 ,负责上交国库的税款的估价、收集和交纳 ,司法

管理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城市官员的选拔。免受外来

的司法审判之所以受到市民的重视 ,不仅仅是使市

民免受领主司法权的控制 ,更重要的是使市民把城

市视为一个“共同体” ,使城市能够相对独立于领主

的控制之外 ;还便于把司法收益留在市政机关手中。

城市法庭的相对独立性 ,为 14— 15世纪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使市民向资产阶级转化

成为可能。城市法庭的进步意义还在于通过城市法

庭的设立及其活动 ,负责经济活动的司法管辖活跃

起来 ,城市法至此开始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城市法庭作为城市司法行政管理的中心 ,在城

市获得自治权后 ,进而演变成市政机构的核心部分。

12世纪早期 ,伦敦市民就从亨利一世手中获得了推

选自己的城守和法官的权利 [6 ] (第 125页 )。城守直接

对国王负责 ,由他收齐税款上交国库。 1200年约翰

王授予伊普斯威奇的特许状为我们提供了 13世纪

初英国城市政权机构的生动情形: 2位城守和 4位

警官由全体市民推举产生 ,他们在全体市民同意的

前提下 ,在每个教区推举 4名守法之人 ,这些人一同

选举 12名基本的市政官员。 这 12人要宣誓负责管

理伊普斯威奇 ,维持其自治权 ,公正地主持城市法

庭 [7 ]
(第 23- 26页 )。 13世纪以后 ,其他城市也有了类

似机构 ,通常由 12人或 24人组成。表面上看 ,这种

选举颇具民主意味 ,但实际上 ,两名城守也兼任警

官 , 4名警官则是市政官员 ,市政长官之一又是商人

行会的首脑 ,另有 4名市政长官 (包括一位警官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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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前者负责城市的贸易
[ 4]

(第 121页 )。 因此 ,这种选

举和市政管理并不真正民主 ,城市的主要职位被少

数人把持 ,他们代表的只是少数富户的利益。

英国城市的另一项重要特权是自由贸易的权

利。自由贸易的权利不仅是保证城市经济正常发展

的必要条件 ,而且是领主获得固定而丰厚的收入的

基础。这种权利包括:市民定期举行集市或设立市场

的权利、经商可免交市场税、成立商人行会的权利、

在领主辖地范围内可免交通行税、过桥税等税收。根

据格罗斯对获得成立商人行会的权利的英国城市及

获得时间进行的统计 ,获得该项特权的英格兰城市

有 110多个 ,其中绝大部分城市在 14世纪以前就已

获得 [7 ]
(第 9- 20页 )。自由贸易权具有之重大意义在

于: “城市自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是控制商业并保

护城市商人与消费者免受外来竞争和敲诈式税收之

扰”
[7 ]

(第 117页 )。

城市作为市民们的共同体所获得的特权是以向

封建领主承担一定的封建义务为交换的。 英国城市

最重要的义务就是由城市与领主约定 ,每年交纳一

定钱款 ,以取代领主到城市征收各种捐税的权利。在

取得自治权的城市里 ,由城守或其他市政官员——

如城镇长官—— 直接征收后上交财政署 ,如前面提

到的伊普斯威奇 ;在那些未取得选举自己市政长官

权利的城市 ,则由城市法庭负责
[5 ]

(第 249页 )。这种

办法类似封建主把土地以出租的方式交给承租人 ,

只不过承租人是一个城市的全体市民。这笔税款包

括市场税、城市法庭的收益、城市土地的租金。 这种

权利义务关系往往是有一定期限的。 如 1227年 ,亨

利三世赐予布里斯托尔的特许状期限为 8年 ,每年

应纳税款 245镑 ,后来总数还有所增加 [5 ]
(第 191

页 ) ,城市经济情况好转 ,税款要增加 ,若城市遭到什

么天灾人祸 ,税款也可能减少。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

统辖下的城市也有此义务 ,如格洛斯特市民除向附

近的领主交纳实物 ,如铁、犁头等外 ,还有 78人向该

郡的 13个庄园交纳数量不等的货币
[2 ]
。另据《末日

审判书》记载 ,圣阿尔班斯的 46个市民 ,每年要向修

道院交纳将近 20镑的通行税和其他税款 [5 ]
(第 168

页 )。

世俗领主城市和教会城市 ,除交纳税款外 ,往往

还保留了一些其他的义务 ,其中教会城市所承担的

义务更多一些。如领主对一些市民仍有封建权利 ,这

是一种特殊的封建依附关系。如海尔索文的修院领

主就常对该市市民施以农奴式的压迫 , 1282年 ,一

位名叫玛杰· 霍尔的女市民被罚在其有生之年内每

个秋天为领主干 1天的活 [8 ]。就是这个修道院长 ,早

在 13世纪 60年代就已授予该城以特权 , 14世纪初

仍要求市民每年要为他收割 3天的庄稼 ,直到领主

意识到商业利润的重要性 ,市民才得以用一笔钱取

代劳役
[9 ]
。教会领主还对司法权力和税收紧抓不放 ,

如在贝弗利 ,主教控制了司法行政管理 ;在雷丁 ,修

道院长有权选择市长 ,有权决定是否批准商人行会

新成员的加入等等
[5 ]

(第 182页 )。

三、英国城市的法律地位

所谓法律地位是指权利主体在法律上的地

位 [10 ] (第 9页 ) ,也就是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 , 11- 13世纪英国城市

的法律地位就是城市在英国封建社会中所处的地

位。

通过对城市特权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所谓城

市自治是市民们以赎买或交纳年税为交换从领主那

里获得的有限特权 ,城市与领主之间关系实际上是

封臣与封君的关系 ,市民们与领主之间互相负有义

务、享有权利。城市特权是封建领主在获得经济收益

的前提下所作的有限让步。英国城市把封建领主颁

发的特许状视为确认城市特权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

的法律文件 ,无条件地承认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在政

治上的绝对统治权 ,封建领主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城

市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从城市特权的获取到实

施 ,都说明城市与封建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 ,

可以说 11— 13世纪市民阶级与领主是相互依存的:

城市通过领取特许状获得各项特权 ,保证市民自身

的安全及其权利的合法性 ,对封建主的要求 ,只要不

超过一定限度 ,保证市民有一定利润 ,城市是乐意与

封建主分享收益的 ,关键在于必须把这种要求固定

成一笔税金 ,城市争取特权的意义就在于此 ;而各级

领主则通过对城市特权的确认 ,换取大笔金钱。 同

时 ,封建主虽然贪得无厌 ,但也不竭泽而渔 ,因为城

市经济的衰败 ,最终会使封建主的利益受损 ,所以在

可能情况下 ,领主还会给城市一些经济上的便利条

件。

由此 ,对 11— 13世纪英国城市的法律地位 ,我

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 ,即这一时期的英

国城市实际是作为集体封土 ,以向封建领主承担义

务为交换而享有特权的 ,特权本身具有明显的封建

性 ,特许状是记载城市所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法

律文件 ,城市自治是封建割据的一种形式。在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前 ,城市与封建主之间并无矛盾 ,

这一时期的英国城市既无经济实力、也无政治需要

反对封建统治 ,城市特权的获取本身是出于求存于

·122·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第 53卷



封建社会的需要。

不过 ,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欧来说 ,城市的这一地

位并非一成不变 ,恰恰相反 ,变革时代即将来临 , 13

世纪可以被视为西欧城市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城

市居民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始于 1200年左右。 在其

后的 200年内 ,种种力量脱颖而出 ,它们至终将会促

成 18、 19世纪的几次市民大革命。”
[ 10]

(第 113页 )导

致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经济

基础上的 ,尽管 11— 13世纪这种商品经济对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来说几乎没有多少优势可言 ,但是随

着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商品经济不仅很快占据了

上风 ,而且成为加速封建社会瓦解的动力 ,市民阶级

也因此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

城市法在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亦值得注意 ,由于

西欧广泛存在的封建割据局面 ,审判权处于分散状

态 ,城市既作为集体封土 ,审判权亦相对独立 ,尽管

中世纪城市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大多已经衰落 ,但

是在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市法对近代资

本主义的影响则不可低估 ,如对市民人身自由权和

法律地位的肯定 ,对市民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承认 ,

市民阶级的形成对议会制度的影响 ,乃至近现代西

方国家人们的法制观念的形成等等。 从法律发展史

的角度看 ,城市法的贡献还在于 ,在自然经济的海洋

中 ,重新确立了商品流通的法律保护规则 ,从这个意

义上说 , 13世纪以后 ,英国乃至整个西欧城市的法

律地位的变化是势所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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