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物价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宋代物价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1657

10位ISBN编号：7010071659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程民生

页数：6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物价研究>>

前言

　　摆在书案上的，是一部长达40多万字的文稿，宋代物价史的专著。
随着治史的深入，经常会有意料之外的作品问世。
人们过去向来认为，辽、宋、金史自然是可以出书的，至于小小的西夏，史料稀少，出些论文就不易
了。
然而当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问世，穷搜冥索，竟网罗了那么丰富的史料，人们在吃惊之余，那
种西夏史不能出书的旧观念也就不攻自破了。
中国传统的史料，当然是东部多而西部少，在自己的思维框架内，更从来没有设想过，宋代的吐蕃和
大理有多少东西可写。
然而刘建丽先生的《宋代西北吐蕃研究》和段玉明先生的《大理国史》问世后，又使我吃惊。
如今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又同样使我吃惊。
近年来，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欲更进一步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确实很不易。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在《文史知识》2006年第9期《宋史研究要点》一文中，就曾设想过区域经济
、赋役等课题，但物价就根本在个人视界之外。
所以出现吃惊的现象，无非还是个人学力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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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物价研究》的作者程民生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兼治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文化史。
作者考证和研究了宋代的土地、房屋、矿产、服饰、家畜、家禽、文房四宝以及日杂用品等的交换价
格并作了剖析，从而使读者了解宋代同一物品由于质量差别、地区差别、时代差别而显示不同价格的
动态变化，是读者深入了解宋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钥匙。
作者征引了大量的史料，纠正了以往相关研究的不少错误，为查阅宋代物价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
资料。
是作者在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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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民生，男，回族，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校跨世纪优秀学术群体（历史学）带头人，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第一带
头人，省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省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钱币
学会会员，省优秀跨世纪人才，开封史学会会长，《河南大学学报》主编。
专长宋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地理，并有重大成果和创建。
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及省教委科研项目四项。
1992年完成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项目《汴京遗迹志》（合作）；1997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
地域文化》（独自）；1992年完成省教委资助项目《宋代地域经济》（独自）；2000年完成教育部高
校教改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史课程体系及内容改革》（合作）。
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多部：1、《宋代地域经济》2、《中国神祠文化》3、《汴京遗迹志》（合作）4
、《白话容斋随笔》（主编），5、《宋代地域文化》6、《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合著），7、《中
国北方经济史》，8、《河南经济简史》，9、《宋代物价研究》。
此外，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丰富的成果和重要贡献，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有较
大的知名度。
1990年以来，该同志先后获得河南省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省教委科研成果二等奖（2次）、三等
奖（2次），省社联优秀成果青年奖，省钱币学会首届“豫泉奖”，曾宪梓教育基金优秀教师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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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土地　　自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以来，以往的土地国有制再也不占统治地位，代之以土
地私有制。
作为不动产的土地，立即成为商品领域流通频繁的、最主要的大宗商品。
正如宋人生动表述的那样：“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换一家。
”土地私有化是历史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活力，在社会生活中，土地的多少直接决定着经
济实力。
受自然条件限制，土地的肥沃与否，水利设施及地理位置的便利与否，直接决定着其价格高低。
同时，　　当地人口密度、阶级关系等社会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宋代地价，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漆侠先生和朱瑞熙先生，均从不同角度对宋代土地价格做了比
较透彻、比较全面的论述。
但学无止境，仍然有研究的余地。
在此，笔者以本书的角度和一些新资料，分地区再做补充和概括，对前人所引用过的有关史料，取舍
理解也不尽相同。
　　一、开封府及京西　　一般来说，城市的地价普遍贵于乡村。
正如王禹偁所说的首都开封那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
”正是所谓的寸土寸金。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曾多年担任河南尹的向拱，“表献西京长夏门北园，诏以银五千两偿之”。
西京洛阳的北园，大约价值5000贯。
然而，由于不知道园林的面积，所以意义不大，仅供参考。
　　天圣元年（1023年），河南府报告说：巩县因建造宋真宗的永定陵，“占故杜彦珪田十八顷，凡
估钱七十万”。
宋仁宗诏令“特给百万”。
占用民田地18顷，估价钱70万即700贯，每亩平均388文。
而宋仁宗为显示对先帝的孝心和皇家的慷慨、恩典，将价格提高到1000贯，即每亩555文，这显然已不
是市场价了。
嘉祜八年（1063年），京西转运使吴充下令济源修复了唐代温造所建的渠堰，使当地大量土地由旱地
变成了水田，重新种植水稻，土地价格随即上涨：“向时亩为钱百余者，今几贰千钱，则厚薄可见。
”原来每亩旱地只值100余文，此后升到了将近2贯，增值约20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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