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逆产冶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袁证明野逆产冶
乃强势政治集团对敌对势力的严厉财产惩治袁 是为

各代政治斗争重要方式袁 亦为刑罚之附加刑即财产

刑之应用遥频繁出现于各类文献之野逆产冶一词袁囿于

时代局限袁所指并非一致遥 学界研究野逆产冶问题时袁
多就所论时段简单界定袁未将野逆产冶放入长时段历

史场景加以考察袁由此多显不足袁亦为深入研究留下

空间遥笔者查阅有关文献资料袁发现野逆产冶一词历经

长期演进与变化袁不同时代野逆产冶界定涉及政治尧经
济尧军事尧社会各个层面遥 梳理分析野逆产冶于历史长

河之变袁 利于解读中国产权观念变迁尧 法律意识演

变尧人权思想增进尧民主民族主义兴替等历史问题遥
由此袁不揣浅陋袁以已有研究为基础袁就野逆产冶演变

及相关问题试作考析袁期待有助于野逆产冶研究的深

入遥

一

野逆产冶一词见诸文献究竟起始何时钥史学界已

有研究仍付之阙如遥依笔者所掌资料袁明清之前袁野逆
产冶一词文献并未单列袁表述方式存异袁多指反逆罪

财产处罚袁亦为籍没刑重要组成遥 自两汉尧三国而南

北朝袁所谓没或没官表现之一即为财产没收袁当时作

为重罪附属刑罚加以运用袁使用范围已较为广泛遥犯
谋反尧降叛尧大逆罪者皆斩袁妻子女妾皆没为奴婢袁赀
财没官已为梁律所规定遥叶隋志曳载袁大逆谋反叛者家

口没官[1]遥 罗彤华叶唐代反逆罪资财没官考论曳认为

反逆罪汉代属不道罪袁其来源于战国遥 最终谋反尧谋
大逆尧 谋叛罪名正式成立当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 [2]

渊P3冤遥 唐律认定反逆罪为十恶中的谋反尧谋大逆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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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野逆产冶一词于文献明确提出并单独使用最早当在明代遥 其源流可追溯至战国时反逆罪者财

产遥 清承明制袁野逆产冶为叛逆者财产袁查抄叛逆者田产入官成为定例遥 辛亥至抗战前袁野逆产冶指向卖国军

阀尧反动分子尧贪官污吏尧土豪劣绅财产遥抗战时期与战后之初袁野逆产冶主要指汉奸产业遥解放战争与建国

初期袁野逆产冶划分新旧两类袁旧野逆产冶为汉奸财产袁新野逆产冶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尧反动分子尧恶霸尧首要特

务等人财产遥由古而今袁各代政权均将野逆产冶界定尧处置作为政权维系与政府威信树立重要手段袁并将自

身政治需求作为野逆产冶诠释依据遥 所不同的是袁伴随社会进步与法制观念增强袁野逆产冶处置与使用方式

随之演进遥野逆产冶处置进步表现为人员籍没剔除尧法制意识引入尧人权观念增强遥野逆产冶使用显示王室独

占向公众运用倾斜尧军政攫取向社会公益移转遥
关键词院逆产曰政治集团曰敌对势力曰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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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袁 并根据犯罪行为阶段与是否有实际行动判定谋

反与大逆罪犯者资财没官遥唐律贼盗律野谋反尧大逆冶
称院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曰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袁十
五以下及母女尧妻妾尧祖孙尧兄弟尧姊妹若部曲尧资材尧
田宅并没官[3]遥 谋反尧大逆犯罪除受刑罚主刑外亦将

家产特别处分袁成为主刑外附加财产刑遥 谋反尧大逆

犯罪资财没官包括物没官与人没官两类遥 没官资产

涵盖动产尧不动产曰人的没官即将犯罪者亲属尧奴婢

等人员纳入没收范围遥
反逆罪资财没官袁史料常以籍没名之袁如裴炎请

太后返政袁御史崔察谓炎曰院若无异图袁何故请太后

归政钥 故光宅元年十月斩炎袁籍没其家[4]遥 叶崔宁传曳
述及朱泚之乱袁崔宁被诬陷与朱泚通书袁宁既得罪袁
籍没其家遥 中外称其冤袁乃赦其家袁归其资产[5]遥 叶新
唐书宦者下窑刘克明传曳载袁克明等弒帝袁枢密使王守

澄等发兵讨之袁克明等斩首以徇袁籍入家赀 [6]遥 叶外
戚窑武攸暨妻太平公主传曳载袁公主谋逆事败袁籍其

家袁财货山积袁珍奇宝物袁侔于御府 [7]遥 此处所指谋

逆袁亦称野谋反尧谋叛尧大逆冶等袁是以各种形式危害

国家安全的谋反尧叛乱等行为[8]遥 叶元史窑刑法志曳规
定院诸谋反己有反状袁为首及同情者凌迟处死袁知情

不首者减为从一等流远袁并没入其家[9]遥 元代元年袁
凤翔府龙泉寺僧超过等谋乱遇赦袁 没其财羁管京兆

僧司[10]渊P99冤遥元代中统三年七月袁山东世侯李擅发动

叛乱遥 平叛后之李擅马群尧园林尧水碳尧海青尧银鼠裘

之属尽被籍没遥余党毛璋继叛于益都袁二子及其党崔

成并伏诛袁资产亦被籍没[11]遥 元十二年袁西川沧溪知

县赵龙遣间使入宋袁救流远方袁籍其家[12]遥 元代统一

江南后袁新附地面歹人每叛乱袁人口不安有袁各地叛

乱活动频频发生[13]遥 元十七年朝廷颁布圣旨院今后做

歹的人袁为头儿处死袁财产尧人口断没[14]渊P192冤遥 元二

十年十二月江西行省上奏院近为作耗草贼数多袁已令

军民正官一同亲诣贼巢诏谕噎噎今后获到草贼袁于
作耗地面对众明正典刑袁籍没家产[14]渊P286冤遥 元二十

八年九月袁兴宁县主簿李宇告发李英俊谋反袁将各

贼处断袁家产籍没[15]遥 籍没反逆罪犯资财目的史料亦

有体现遥罗彤华认为袁反逆罪之所以要让罪人家产没

官袁 并非着眼财政利益遥 唐律彼此俱罪之赃条问答

曰院谋反尧大逆袁罪极诛夷袁污其室宅袁除恶务本[16]遥 既

曰除恶务本袁便有斩草除根之意袁此所以反逆罪之缘

坐家口要配没袁室宅资财要入官遥 盖此背逆君亲尧罪
大恶极行为袁绝不可宽恕袁为永绝后患袁务必使罪人

之家一无所有袁永不得翻身遥野除恶务本冶只是惩治反

逆罪手段之一袁曾有人言曰院没入家赀者袁所以彰有

罪也袁未有利人妻孥赀产而并杀其人者也[17]遥 由此袁
反逆罪采用籍没法惩治犯罪袁 重要考虑显然是政治

性的[2]渊P10冤遥
反逆罪没官资财主要用于赏赐忠臣遥 统治者经

常将籍没之反逆者资财用于赏赐大臣或将吏袁 以笼

络人心遥如诸将咸请赵郡王孝恭籍没萧铣将帅之家袁
以赏将士[18]曰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无臣节袁代宗贬为永

州刺史袁并以其资财田宅回赐立功者袁节级酬赏 [19]曰
宣武军大将李万荣乘隙逐节度使刘士宁袁 德宗诏命

籍没士宁家财分赏军士[20]遥 五代后唐以后袁籍没之土

地皆归户部掌握袁除部分充作官田外袁主要是用于对

将帅功臣的赏赐遥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敕院诸州府籍没

田宅并属户部袁除赐功臣外禁请射[21]遥 亦有小部分土

地归还被籍没者家属遥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敕院京兆尧
凤翔府袁先因攻讨之时及收复之后袁应有诸色犯罪人

第宅尧庄园尧水硝曾经籍没遥及本主未归者袁已宣下本

道却给付罪人骨肉为主[22]遥 元代中统四年三月袁沂州

胡节使范同知有人言其尝为宋兵向导袁 于是其妻孥

资产被分赐有功将士[10]渊P91冤遥 无论籍没财产用于充

作官田袁抑或分赏功臣将士尧发还籍没者家属袁政治

目的均在于利用没官资财创造利于中央之政情遥
存入国库或出卖遥 籍没反逆者财产使用方式之

一为直接存入国库袁成为君主私产遥武则天赐侯思止

官宅袁高元礼教之曰院诸反逆人袁臣恶其名袁不愿坐其

宅[23]遥 叶新唐书窑食货志曳载院刘辟尧李锜既平袁訾藏皆

入内库[24]遥 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曳称院进路府刘渊稹冤家
资财钱物尧宝佩尧家具等袁每度七八乘袁金装车载袁送
到城中袁进纳内库[25]遥 籍没资财由政府机构管领尧存
放袁藏于王室内库袁成为王室私财[25]遥 五代时期袁南方

诸国将籍没部分土地出卖与民[26]遥 前蜀王建武成元

年敕院 今年正月九日以前袁 应在府及州县镇军人百

姓袁先因侵欠官中钱物袁或保累填赔袁官中收没屋舍

庄田除已有指挥及有人经营收买外袁余无人射买者袁
有本主及妻儿见在无处营生者并宜给还却袁 据元额

输纳本户税赋[27]遥

二

明清之前袁统治者对反逆者财产使用籍没法袁可
谓野逆产冶之雏形遥史料中所见野逆产冶直接出现袁依笔

者所查当在明代遥 明清时期袁野逆产冶 指向叛逆者财

产袁亦有学者称为叛产遥明崇祯三年五月袁毕自严叶题
覆叛臣李致和等逆产疏曳称院为审究奸细事袁福建清

吏司案呈噎噎清查叛贼白养粹尧崔及第尧贾维钥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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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恭尧李致和等房屋田产等因袁备咨前抚臣许如兰遵

行所属各道转行府州县备查外袁 续准户部咨查卫圣

夫人奏讨李致和地土庄房拨给袁是否妥便袁有无干扰

等因备咨到臣袁 除逆犯马思恭家属并产业文册已经

咨送刑部阴将产业见行遵化县变价外袁其白养粹尧崔
及第等家产屡行永平道严查未报袁 贾维钥逆产数目

文册已经遵化县开报到臣袁屡催估价亦未报袁该臣会

同廵抚顺天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可训尧 廵按直隶监

察御史甘学涧看得逆犯李致和逆产袁 该臣等遵奉明

旨屡次驳查噎噎冶[28]遥 由此袁明代史料明确出现野逆
产冶概念袁并将野逆产冶指向叛贼资财袁亦即叛产遥

清承明制袁野逆产冶 主要指叛逆者财产袁 且查抄

野叛逆冶田产入官成为定例遥 乾隆四十九年平定甘肃

通渭县石峰堡回民起事袁 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台湾林

爽文起义袁乾隆六十年平定湖南尧贵州苗民起义等皆

有查没野叛产冶尧野逆产冶之举措遥 嘉庆年间袁曾爆发五

省白莲教起义遥起义不久袁清政府即制有处置野逆产冶
相关规则遥嘉庆元年八月袁福宁尧观成开始筹划龙山尧
来凤等县善后袁而难民产业应严禁侵占尧逆产应行查

明入官即为主要内容遥郧县县志载袁早在嘉庆元年袁清
朝已有野凡逆贼家属袁照律缘坐袁田产入官冶之措施[29]遥
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爆发后袁 参与镇压起义之毕

沅奏言院 楚北教匪肆逆四处蔓延袁 节经官兵分投剿

捕袁已将孝感尧当阳尧枝江尧郧阳尧施南等处以次荡平袁
仅止襄宜余氛未靖袁现在大兵会剿袁不难克期竣事袁
所有逆产例应籍没入官袁自当随时淸厘袁以免欺隐侵

占[30]遥 同治年间袁参与剿办白莲池起义的僧格林沁曾

奏请将山东省查出野逆产冶田地一并入官交租遥 钦定

意见为院 山东白莲池等处查出逆产亦照该大臣所请

谕令[31]遥 明清时期袁野逆产冶主要界定为叛逆者财产遥
叛逆情况可分二种袁一为统治集团内部反叛袁二为被

统治者即农民阶级起义遥
野逆产冶处置使用遥明清时期袁野逆产冶没收后使用

方向大致如下院兴屯发租袁即将没收野逆产冶用于屯

田遥 明崇祯三年袁 大臣祝世羙奏请严查李致和等人

野逆产冶袁分配应用遥奏言曰院叛贼马思恭尧李致和等率

多田连阡陌袁 素称膏腴袁 合将所遗房屋田产逐一清

查袁分别等则段落袁限半月内据实奏闻袁仍造清册报

部遥嗣后或责成将士俾分伍而作屯袁或转付居民俾按

亩而科租袁务期有益于上无损于下袁方称良图遥 之后

奉圣旨依议袁逆产尽查入官袁系逃故的另行区处袁还
须清稽袁有法毋漏毋扰袁募种荒芜袁兴屯课租等事袁都
着该督抚按熟计行[32]遥 崇祯四年袁太监宋晋等传奉圣

谕院近来每议兴复屯政袁今有李致和尧白养粹等产并

军民所遗地宜及时种收袁本色少息输挽之劳袁如何地

方官通不上紧料理遥 着该部传谕该督抚按道即将永

滦尧蓟遵等处一应叛逆故绝产业勒限通查造册速奏袁
不许奸民侵占欺隐袁 亦不许积棍猾胥指称扰骗袁仍
议授亩耕种袁立何规则袁收获子粒抵何款项袁凡所有

应行事宜一并确摘详酌具奏施行[33]遥时至嘉庆年间袁
云贵总督鄂辉尧贵州巡抚冯光熊跪奏查勘黔省兴义

苗疆逆产归公办理袁并请酌给新设苗弁钱粮袁以资差

遣[34]遥
变卖充饷尧补给公益亦为野逆产冶使用方式之一遥

明崇祯年间袁顺天府请将野逆产冶银两建造营房遥奏折

称院为恳恩准留堪动银两亟建营房以安民安边袁并以

清兵核饷事袁 请议将蓟库见贮李致和逆产变价银一

万五千七百余两留建营房遥后谕批准行袁安军始能安

民袁创建营房洵不容缓袁这所请逆产银两该部速与覆

行[35]遥 同治初年袁曾参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刘蓉

出任陕西巡抚袁其下令各州县袁逆产尧绝产共有若干袁
分别村庄亩数袁详细查明遥 叛产概行入公袁用资官军

口食[36]遥 嗣后刘蓉建议将入官野叛产冶办理营田袁招民

佃种收租袁以解决军饷问题[37]遥 同治四年袁陕甘总督

扬岳斌建议将甘肃秦州一带野叛产冶查明变卖袁以充

军饷袁刘蓉反对变卖办法袁谓当地人民无力购买袁将
影响土地垦复袁请照陕西营田办理[38]遥

清光绪年间袁时任云贵总督岑毓英上奏光绪帝袁
请将云南所属野叛产冶认真清查袁酌量变价安置勇丁遥
滇省军务业经一律肃清袁 所有本省团勇拟次第遣撤

归农遥各部勇营将欠镶算明拨给清款后袁如系外省投

效之人袁遣撤回籍袁其余挑补绿营兵丁遥 此外尚多无

业可归袁必须妥为安置遥历年阵亡及带伤残废各员弁

兵勇家属袁零丁孤苦袁深堪悯恻袁尤须筹款周济遥各属

原建昭忠祠尧书院袁凡坍塌朽坏者均应分别修理遥 迤

西地方叛产颇多袁当此百姓凋零袁乏人耕种袁若任其

荒芜袁不惟国赋虚悬袁且旷废可惜遥 现拟檄饬迤西道

陈席珍督饬各府厅州认真清查袁 叛产较多之处安置

无业勇丁袁酌量分给耕种袁照纳钱粮袁竝酌提变价袁为
该处昭忠祠尧书院各修费遥 其余招佃耕种袁每年收获

租息袁除纳钱粮外袁分作该处膏火卷金之资袁竝分给

阵亡伤废各弁勇家属养赡袁余项添发孤贫口粮遥叛产

较少之处袁毋庸安置勇丁袁酌分为修理昭忠祠尧爵院袁
竝阴备膏火卷金之资袁其余招佃纳租袁分济伤亡各弁

勇家属遥 如此办理袁庶兵民有恒产而有恒心袁于善後

事宜不无裨益[3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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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辛亥至抗战前野逆产冶界定与明清时期相较袁实
质确有所同袁称谓则存差异遥 冯玉祥 1922 年占领河

南后组织野逆产冶处理委员会袁该会宣布将赵倜尧寇英

杰等人逆产拨作教育经费袁 抚恤革命战役中死亡或

伤残之难民及其遗族曰或改建公共场所袁贷助确系赤

贫安分无不良嗜好及游惰恶习之农工曰 抑或拍卖充

饷遥 当时逆产主要认定为卖国军阀尧反动分子尧贪官

污吏尧土豪劣绅四类人的财产[40]遥 卖国军阀尧反动分

子以确有卖国殃民事实及反革命行为者为限曰 贪官

污吏尧 土豪劣绅以确有吞款纳贿证据经法庭判决属

实者为限遥 北伐时期袁湖南省通过的叶没收逆产问题

决议案曳称院欲求反动势力之肃清袁必首先没收其财

产遥 逆产没收主张为督促清查逆产委员会从速没收

一切军阀及其党羽贪官污吏尧土豪劣绅的财产曰各级

民众协会负责调查当地逆产并报告清查逆产委员

会曰逆产用作抚恤老弱残废兵士尧赈灾[41]遥
没收野逆产冶与一般财产刑性质迥异袁其归属革

命手段之一种袁目的在于没收一切反革命势力财产袁
以最终毁灭该势力赖以存在之经济基础 [42]袁故在国

民革命初期袁因应需要而实施遥 革命军进抵武汉时袁
所有野逆产冶案件均由财政部湖北野逆产冶清理处负

责袁当时并无法规足资遵循遥北伐胜利后袁受民众尧舆
论与政治利益驱动袁武汉国民政府将野逆产冶问题提

上政治议程遥于 1927 年 5 月 10 日颁布叶处分逆产条

例曳遥 条例对野逆产冶对象尧范围尧没收程序尧用途等均

作明确规定遥 野逆产冶处置提升至法制层面袁以制度尧
规则对野逆产冶加以规范[43]遥 凡为帝国主义工具压迫

人民以巩固封建制度社会尧侵吞国家地方收入袁剥削

人民生活利益而饱私人贪欲尧与国民革命为敌袁动摇

革命势力而操纵金融之人的财产袁均属逆产[44]遥 逆产

于革命战争时期当全数收为军政费曰战争终了之时袁
除保留一部归第三条机关管理者外袁 剩余者分配于

革命军人和人民遥逆产以实质分配为根本袁利益分配

为补充原则[45]遥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袁仍依武汉时

代叶处分逆产条例曳办理袁后因该项条例过于宽泛袁易
滋流弊而加以修改遥由之袁叶处理逆产条例曳得于民国

十七年渊1928 年冤七月一日公布施行袁与此同时袁叶处
分逆产条例曳为国民政府明文废止遥叶处理逆产条例曳
规定袁 凡民国元年以后有危害民国行为罪迹昭著经

国府通缉者袁或 1925 年 7 月 1 日后犯暂行反革命治

罪法第二条至第七条之罪经法庭判定者之财产遥 虽

有以上情形袁 若非于反革命政府或军中占重要位置

或为重大活动者应免除其财产没收遥 因犯罪情节或

家属状况亦得免除一部之没收遥 逆产禁止移充军政

费用袁专门用作办理地方救济尧教育尧慈善等类似之

事业遥 公司商店财产一部为逆产时不得侵及其他投

资者权利[46]遥
伴随叶处理逆产条例曳之颁布袁各级处理逆产委

员会如雨后之春笋袁竞相成立遥 之后不久袁国民政府

国务会议决议裁撤各级逆产处理委员袁 其理由为各

级处理逆产委员会无单设必要遥 原设之各级逆产处

理委员会所掌逆产处理事宜由内政部督同各省民政

厅各特别市政府分别接管办理遥 野逆产冶处理中央既

经决定不设专管机关而由各级民政机关办理袁叶处理

逆产条例曳随而亦存修正必要遥 以此为背景袁1929 年

11 月 23 日叶修正处理逆产条例曳即予颁行遥 叶修正处

理逆产条例曳野逆产冶标准较叶处理逆产条例曳更为严

格袁凡 1925 年 7 月 1 日后犯反革命罪经法庭判决且

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尧 死刑者之财产得

视为逆产袁但经国府通缉者之财产照旧属于逆产[47]遥
逆产专用于教育救济事业遥 第三人保护方面袁 除如

叶处理逆产条例曳规定对于逆产所有者之共同投资人

及不知情之承受移转人予以保护外袁 对于被没收人

家属必要生活费亦规定酌留部分遥叶修正处理逆产条

例曳于 1946 年 11 月 9 日国民政府宣布废止[48]遥

四

九窑一八事变之后袁社会各界的反日情绪日趋高

涨袁声讨汉奸之声亦此起彼伏遥媒体报道与官方指令

均将汉奸财产界定为逆产遥一二窑九运动爆发之前三

天袁平津各校联合通电称袁为保持行政尧领土完整袁必
须讨伐首倡叛乱之殷汝耕遥 汉奸逆产在我境内者全

部没收[49]遥 镇海县民众要求宁波防守司令部组织逆

产清查委员会袁处分汉奸傅筱庵逆产[50]遥 之后袁宁波

反奸会开始清查拍卖逆产[51]遥 两则报道之核心人物

为时任伪沪市长的傅筱庵遥 傅筱庵梓乡人士对其就

任伪市长一职异常愤慨袁 认为此行为乃甘做汉奸之

举[52]遥 中共领导之抗日地区亦有多家报纸在报道中

将汉奸财产界定为逆产遥叶晋察冀日报曳尧叶抗敌报曳等
报纸 1940 年 3 月 1 日报道称袁灵丘县捕获和枪毙宫

银柱等汉奸 22 名[53]遥 军政联席会议决定由政权与群

众团体共同组织逆产处置委员会处置汉奸财产 [54]遥
这种将汉奸财产界定为逆产之认定袁 在有关资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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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中得到印证遥魏宏运主编之叶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

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曳中有叶公产的整理调查工

作曳一节袁涉及晋察冀边区公产调查情况遥 调查机构

认定边区公产主要包括没收之汉奸逆产以及事变前

属于省立机关学校的公产土地[55]遥 次年袁山东省战时

行政委员会以指示的方式对这一界定加以说明袁背
叛民族国家利益已受国家法律裁判没收充公之财产

为逆产[56]遥
抗战胜利后袁 南京国民政府上层及社会各界通

过多种方式和场合认定汉奸财产为逆产遥 1945 年 9
月袁何应钦发出缉捕汉奸及查封逆产之指示[57]袁要求

新六军宪兵南京市区司令部首都警察厅本部制定处

理逆产办法遥 次年 5 月 4 日袁行政院通过叶在逃汉奸

财产处理办法曳袁要求将在逃汉奸已查封扣押逆产造

具目录连同有关资料移送当地高等法院检察处 [57]遥
同年 3 月 6 日的叶申报曳指出袁胜利前未制裁而死亡

之汉奸逆产是否与未死及已被捕汉奸逆产同样处

置袁由汉奸继承人继承或充公政府未有明文规定遥行
政院随后批准的叶处理逆产原则曳认为袁敌伪产业处

理局查封之汉奸嫌疑犯财产尚未经法院侦讯者应移

送法院查封[58]遥 次年修正的叶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

伪产业清理处清算逆产规则曳 规定汉奸逆产非经司

法或军法机关裁判没收确定后不得清算曰 逆产在本

管辖区域内者由本处清算处理遥 本处管辖以外者由

该管敌伪产业处理局处理 [59]遥 可见袁抗战时期与战

后袁 国统区抑或中共领导根据地均认定汉奸财产为

逆产遥 但需注意之处在于袁在逆产处置方式上袁国共

两党存有雷同之处袁但在使用方向上存有差异遥抗战

胜利后颁布的 叶广东省清理逆产委员会投变逆产充

公办法曳对逆产投变程序等事项曾有涉及袁逆产投变

程序为测绘图说尧规定底价尧公告开投尧开放逆产尧发
给凭证等步骤[60]遥 叶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

理处清算逆产规则曳规定逆产应根据实情区别对待遥
法币袁银尧铜等币存入中央银行专户曰金条等蛤赤金

制品尧家俱尧车辆尧书画尧古董尧土地尧房屋变价后亦存

入上述银行专户[61]遥
中共领导之根据地所颁法令对逆产使用问题亦

有涉及遥 1938 年 2 月公布的叶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

会修正处理汉奸财产办法曳称袁没收汉奸动产移交边

区银行充准备金或分赏游击队遥 笨重什物由所在地

县政府呈准行政委员会拍卖曰不动产归边区公有袁土
地则无租分为贫苦人民耕种袁 房屋无租分给贫苦人

民居住[62]遥 1940 年 3 月 13 日袁叶晋西北没收汉奸财

产单行条例曳将没收之汉奸不动产充公袁由财产所在

地县政府租给或分给贫苦人民耕种或居住[63]遥 叶山东

省处理汉奸财产条例曳 将汉奸财产用于优待抗属或

为抗日军费[64]遥 叶晋冀鲁豫边区没收处理汉奸财产暂

行办法曳则将汉奸财产分配给参与反蚕食尧锄奸斗争

的抗属尧赤贫农民尧斗争积极的贫苦干部尧荣誉军人尧
报告人尧抓获人尧出力干部[65]遥 不能分配之财产将拍

卖所得款项分配与群众或购买武器弹药分配民兵使

用袁或充社会救济费[66]遥 叶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惩治

汉奸施行条例曳认为汉奸财产可充优抗尧救灾尧生产

经费[67]遥
抗战时期袁除中共与南京国民政府对野逆产冶加

以清理外袁受日本扶持的伪满洲政权亦有野逆产冶处
分活动遥九窑一八事变后袁因事发突然袁政府及东北军

将领财产多未及转移遥 日军侵占了政府出资兴办的

各种企业及东北军将领家私[68]遥 伪满政府经咨询参

议府袁于 1932 年 6 月 20 日发布叶逆产处理法曳袁该处

理法规定袁凡扰乱国家之安宁秩序袁使人民遭受较大

损害及其他有危害建国行为罪迹昭著袁 依据旧政权

或以旧政权为背景而利用其势力图不当之私利者所

有之财产为逆产袁均予没收[69]遥 对于逆产处理委员会

判定不得声明不服曰没收逆产均归国有[70]遥 1933 年 3
月 16 日袁伪满洲国野逆产冶处理委员会曾发布一份邓

铁梅野逆产冶判定公告遥 公告称院逆产所在地袁凤城县

下龙王庙警备队内之仓库曰 凤城县下西方约六里黄

地之野地中遥 逆产种类及数量袁粗制食盐八万斤遥 判

定理由袁邓铁梅尧蟠居鈾及凤城县下结合多数匪贼抵

抗官宪袁 扰乱社会安宁秩序袁 国家人民受其损害颇

大袁主文之物件系邓铁梅为筹措军饷起见袁于附近海

岸地方强制掠夺而得之者袁 故合依逆产处理法第一

条认为逆产袁适用该法第二条而没收之遥至没收之该

盐袁今已用以救恤受邓铁梅扰害之地方贫民袁以上依

照逆产处理法第十条袁特此公告 [71]遥 以公告内容观

察袁伪满洲国野逆产冶处理委员会切实依照叶逆产处理

法曳处分野逆产冶袁且将判决没收之野逆产冶用作当地贫

民遥然其判决对象邓铁梅却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袁
指挥民众抗日救国遥由此袁伪满洲国所定野逆产冶主要

指奉系军阀官僚资产尧抗日组织或民众所有财产遥以
至有学者认为袁伪满洲国结束野逆产冶处理事务袁实际

上意味着日伪对奉系军阀官僚财产的剥夺活动基本

完成遥 这一政治事件结束之标志当为 1934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叶废止逆产处理法宣言曳的公布[72]遥

解放战争与新中国之初袁野逆产冶 界定大致为以

下几种院汉奸财产遥北京解放初期袁对城市公尧私房地

产进行总登记袁至 1952 年 10 月基本完成遥 清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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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主要为敌渊日本冤逆渊汉奸冤产尧公旗营产和国民党

高级党尧政尧军尧特人员尧官僚资本尧反动会道门的房

产[73]遥 解放初期袁逆产有新旧之分袁旧逆产指汉奸之

房地产[74]曰新逆产则为国民党主要军政人员的房产尧
反动分子尧恶霸尧首要特务等人财产遥 1949 年 9 月 8
日袁 广东省各县军管会组织系统与职权任务第五条

为野没收官僚资本尧反动特务逆产冶遥野逆产冶处理原则

为院没收反动头子尧恶霸和首要特务等分子土地与财

产袁按清还原则没收分配遥分配时除留出一份供其家

属维持生活外袁其余按照贫苦程度适当交给贫雇农遥
至于一些在外参加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袁 与乡中

家属已无密切关系袁其家属的土地尧财产与彼无关者

则不能没收袁有部分关系者只没收其有关部分袁不能

株连其他遥 由此袁解放后野逆产冶范围应当包括两方

面袁一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遗留之汉奸野逆产冶问题袁
由中共接手继续处理曰二为中共界定之新野逆产冶袁即
国民党军政人员尧反动分子尧恶霸尧首要特务等人的

财产遥野逆产冶使用方式为没收入公袁统一分配使用或

直接分发与贫苦农民遥 处理过程注重保护第三人正

当利益袁给予逆产所有人家属适度财产保留遥

结 论

通过上文野逆产冶问题提出与浅析袁笔者初步得

出几点尚属粗略并有待进一步验证的认知院野逆产冶
为充斥浓厚政治色彩之概念袁 不同时代界定存有差

异遥 野逆产冶一词于文献明确提出并单独使用最早当

在明代袁其源流可追溯至战国时反逆罪者财产遥历经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袁谋反尧谋大逆尧谋叛罪名正式成

立袁犯罪者财产以叛产为名加以籍没遥野逆产冶没官包

括资财没官与人的没官两种遥 资财没官主要包括犯

罪者之动产尧不动产袁人的没官则指向犯罪者亲属尧
奴婢等人员遥籍没反逆罪犯资财目的袁政治动机高于

经济利益遥 直接目的为除恶务本袁斩草除根遥 反逆罪

没官财产流向主要为赏赐忠臣尧 存入国库尧 变卖充

饷遥 明代袁野逆产冶一词于史料中明确显现袁并于政治

案件广泛使用遥 野逆产冶指向叛逆者财产袁亦称叛产遥
清承明制袁野逆产冶 为叛逆者财产袁 叛逆存有两种情

形袁一为统治集团内部反叛袁一为被统治者即农民起

义遥 与明代不同之处在于查抄叛逆者田产入官成为

定例袁统治当局制有叛逆尧野逆产冶查抄具体举措遥 明

清时期野逆产冶使用大致相当袁主要为兴屯发租尧变卖

充饷遥
辛亥至抗战前袁野逆产冶 指向卖国军阀尧 反动分

子尧贪官污吏尧土豪劣绅财产遥与明清及其之前不同袁
古代籍没刑中的身份效果已得以摈弃袁 明确限定判

决没收财产时以没收犯罪分子本人所有之财产袁而
不得累及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应有财产遥同时袁处于

人道考虑袁 没收全部财产时应对犯罪分子家属之生

活问题加以考量袁 保留必须生活费用予犯罪分子及

其扶养之家属遥 此举之目的在于既发挥没收财产刑

之威慑尧惩罚作用袁亦贯彻罪责自负原则遥 野逆产冶定
义由单指走向多元袁拥有野逆产冶界定权之政治主体

变换频繁遥武汉尧南京国民政府与各政治团体均根据

自身需要对野逆产冶加以界定袁并实施野逆产冶没收政

策遥武汉国民政府建立后袁野逆产冶界定始以法律形式

固定袁 主要体现于 叶处分逆产条例曳尧叶处理逆产条

例曳尧叶修正处理逆产条例曳之颁布遥法制层面观察袁条
例颁布当为野逆产冶处置之进步袁其一定程度上改变

之前各时期野逆产冶处置乱象袁使野逆产冶处分有章可

循袁有法可依遥 虽具体推行仍存不足袁毕竟显示野逆
产冶处置是于法律名义下进行的政治活动遥野逆产冶流
向变化明显遥叶处分逆产条例曳规定袁野逆产冶革命战争

时全数收为军事及政费之用袁 战争终了保留部分归

第三机关管理袁余则分配人民与革命军人遥 叶处理逆

产条例曳尧叶修正处理逆产条例曳规定野逆产冶专用以办

理地方慈善尧救济尧教育等事业袁不得移充军政费遥
抗战时期与战后之初袁野逆产冶主要指汉奸产业遥

处置方式多为变卖与直接使用遥 野逆产冶分配国共各

异遥国民党规定野逆产冶没收充公袁野逆产冶流向限定模

糊遥 中共强调野逆产冶变卖充抗日经费或直接分配与

贫苦民众尧抗战有功人员遥伪满洲国政府则将东北军

将领家私尧军阀官僚资产与抗日组织尧个人资产划归

野逆产冶范围遥 规定野逆产冶没收充为野国有冶袁判决野逆
产冶用作当地贫民遥 解放战争与建国初期袁野逆产冶划
分新旧两类袁旧野逆产冶为汉奸财产遥新野逆产冶则为国

民党军政人员尧反动分子尧恶霸尧首要特务等人财产遥
野逆产冶充公后由政府统一分配或分发贫苦农民遥 没

收野逆产冶过程强调第三人正当利益保护与野逆产冶所
有人家属适度份额财产留置遥综之袁中国历史上各代

政权依靠强权制造为数较多的野逆产冶遥 野逆产冶界定

与处置成为历朝政府务须面对之问题遥 囿于各代政

权所处政治地位存异袁野逆产冶范围与处分尧使用方式

亦不尽相同遥类似之处在于袁历代政府均将野逆产冶界
定尧 处置作为政权维系与政府威信树立重要政治手

段袁并将自身政治需求作为野逆产冶诠释依据遥野逆产冶
解读具有双重意义袁 处于正统地位之集团以此镇压

被统治者反抗袁达到权势争斗斩草除根之效遥试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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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正统地位之政治集团则藉此诋毁政敌袁 铲除其余

威袁并以此发动民众袁争取政治支持袁扩大统治基础袁
为夺取政权奠定基础遥所不同的是袁伴随社会进步与

法制观念增强袁野逆产冶处置与使用方式随之演进遥与
古代相较袁近代野逆产冶处置进步表现为人员籍没的

剔除尧法制意识的引入尧人权观念的增强遥 野逆产冶使
用则显示王室独占向公众运用倾斜尧 军政攫取向社

会公益移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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