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耳熟能详的古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

有三个度量衡单位，一是“跬”，二是“步”，三

是“里”。《小尔雅》载，“跬，一举足也，倍跬

谓之步”，也就是说1 步=2 跬；《榖梁传》曰，“古

者，三百步为里”，唐代以后“三百六十步为里”。

从“步”“跬”来看，起初它们都是像吴承洛指出的

“以人体为则[ 标准][3]”的度量衡单位。从字面理解，

它们似乎都是测量长度的单位。其实不尽然，特别

是“步”，大有讲究。本文着重谈一谈度量衡领域中

的“步”。

一、清代以前的“步”

在我国，“步”“里”等单位虽然使用较早，但

是在清代以前，一般将它们视为地亩面积单位，大

致“以周为始[4]”，其中“步”是“基本单位”，而

且“步”也称为“弓”，史料记载“六尺为步，弓之

古制六尺，与步相应”。

在地亩划分上，秦汉以前以“井田制”为主；秦

汉以后以“亩”为主。在“步”与“尺”“亩”的换

算上，周制“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一亩”，此所谓

“古者建步立亩，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

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秦汉至隋“六

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史记》载，“秦

始皇纪[ 非记] 数，以六为记，六尺为步”；唐以后

仍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但“步”“尺”关系

已改为“五尺为步”，《旧唐书·食货志》曰，“凡

天下之田，五尺为步”。需要说明的是，不管“六尺

为步”也好，还是“五尺为步”也罢，因历朝历代

的“尺”度有较大变化，“步”的量值也有相应的

较大变化，比如秦汉时1 尺约合23.1 厘米，而明清时

1 尺已是32 厘米左右。可见，中国古代所说“亩”的

大小，并无定数，它随“步”的变化而变化，“步”

随“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前文提到“步”是“基

本单位”时，特意在基本单位四个字上打了引号，

也是这个原因。

上文提到“一百方步为一亩”和“二百四十方

步为一亩”中的“方步”如何理解呢？是“一百步”

或“二百四十步”的平方吗？简单计算一下，便可知

道肯定不是。“一百方步”比较合理的理解应该是

一百个平方步的和，“二百四十方步”比较合理的理

解应该是二百四十个平方步的和。

二、清末以后的“步”

《清会典》中记载，“起度，则五尺为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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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步为里；丈地，则五尺为弓，二百四十弓为

亩”。由此可以看出，尽管1步=1弓，均等于五尺，

但是以“步”专司长度计量，以“弓”专司地亩计

量。清代在地亩面积上也使用“步”，但称之为“方

步”。清末“新政”期间，1908 年，清政府农工商

部和度支部会奏拟订的《度量权衡画[ 划] 一制度总

表》中规定了关于“步”的条款：一是，规定在“尺”

和“丈”之间引入“步[ 此时也称‘五尺弓’]”作为

法定的长度计量单位，量值合1.6 米[ 清代1 尺约合32

厘米]；二是，规定在“方尺”和“方丈”间列入“方

步”作为法定的面积计量单位，与“方尺”的换算关

系为1“方步”等于“二十五[ 平] 方尺”。

1915 年，民国北京政府颁布的《权度法》中废

除了“步”或“方步”作为面积单位，但是在其规定

的“甲制[ 营造尺库平制]”中依然将“步”作为法定

的长度计量单位，规定1 尺=32 厘米，1 步=5 尺=160

厘米。1929 年，民国南京政府颁布的《度量衡法》

全面废止了“步”，“步”既不再作为长度计量单位

也不再作为面积计量单位。

三、革命根据地的“步”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根据地在土地丈量上也曾一度使用“步”“弓”等

作为土地面积的单位，也通常规定1 步=5 尺。不过

“尺”度不尽相同，有的尺用的是“营造尺”尺度，

有的尺用的是“市尺”尺度，当然也还有一些杂制的

尺度。笔者曾在《革命根据地地亩面积尺度问题的

初步研究》一文中对此有较全面论述，此处不再赘

述，仅略举几例。

1941年10月，山东省战时推行委员会颁布的《山

东清查土地登记人口暂行办法（草案）》中明确指

出，“地亩面积……每亩240 方步（杆），每步5 尺

（营造尺，即潍县活尺之合起者）”[5]。1942年7月，

晋冀鲁豫边区冀鲁豫区发布的《新合理负担暂行办

法施行细则的令》中指出，“土地面积以240 步弓为

1 亩（每步弓5 市尺）”[6]。1942 年，晋冀鲁豫边区

冀南区颁布的《新修正公平负担暂行办法》中规定，

“地亩，以5 市尺为1 步，240 方步为1 标准亩，不同

单位者，以此折合”[7]。1943 年12 月，华中根据地

的淮海区印发的《清查田亩实施纲要》中要求，土地

“丈量时均以‘五印官弓尺[ 营造尺尺度]’为标准，

以60[ 方] 丈为1 亩”[8]。1944 年，华中根据地的盐阜

区发布的《清查田亩暂行办法》中也规定，“业主陈

报土地，俱须实地丈量计算面积，其计算尺度规定

以各县‘五印官弓尺’为标准，以60方丈为1亩”[9]。

1946 年10 月，山东省战时推行委员会颁布的《山东

秋季征粮工作补充指示》中要求，“统一地亩、统一

杆杖……勿要把地亩统一折成240 弓的官亩，并统一

用5 营造尺的杆杖丈量，重新登记划级（每地区发标

准杆子一根，照样制发）……鲁南之杆杖应依省杆

杖统一”[10]。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

于农业税土地亩数及常年应产量制定标准的规定》

中指出，地亩面积“县以上政府悉以营造尺（木斤

尺，即32 公分[ 厘米]，合0.96 市尺）60 方丈（即240

方步）为1亩（即习惯所谓‘官亩’）折合核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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