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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作者斯波义信灵活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方式、历
史研究传统的证实主义原则及区域经济、广义社会史学等研究手法，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的诸层面进
行了系统考察，令人信服地对江南地区的生态演变、农田水利、经济开发、移民定居、城市发展、社
会流动、商业交通、户籍税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独树一帜地提出宋代分期说和自宋至明初4D0年间的周期演变说，是对宋代
文明令人耳目一新的生动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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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波义信，当代最有影响的宋史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之一，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1年后任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
写有《宋代商业史研究》和《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等著作（包括合著）十余部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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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化、宗教区
 （四）小结
 五 局部地区事例
 1.宋代湖州
 （一）引言
 （二）初期的定居史（五代以前）
 （三）宋代湖州的农村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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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宁波辐辏的商业组织
 （九）整合的时间推移
 （十）小结——从宁波的事例看经济的整合
 三 绍兴的地域开发
 1.概况
 2.绍兴府萧山县湘湖的水利
 （一）序言
 （二）《湘湖水利志》和《湘湖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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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宋代以后的绍兴水利
 （四）湘湖的形成及其水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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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结
结束语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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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临安的官米岁费150万～160万石已如本书第251～252页所述，这一数额主要以两浙
秋苗85万石的上供和76万石和籴补足，其中大半依靠商人的市贩获取。
150万石宫米中，两浙的上色苗税白米在行在省仓上界收纳，蓄贮额为三年合计150万石，供给宰执、
侍从、管军、职事官、宗室、百官、省、台、寺、监的官员禄米支遣；次色苗米在行在省仓中界收纳
，同样蓄积150万石，以充班直、皇城亲事官、辇官、五军等口食；糙米收纳在行在省仓下界，也蓄
积150万石，充五军的月料、三衙、厢、禁军及诸司、库、务等的口食月料。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咸淳（1265—1274年）年间，省仓上界有库8栋，受纳浙西苗米，上贡以外，以给
宰执、百官、亲王、宗室、内侍、皇城班直、省部胥吏；中界38栋库房收纳浙西苗纲、正常和籴、公
田椿积等米，朝廷科支及大农（司农寺）宣限给饷，凡诸军诸司、三学与百司雇募、诸局工役等皆给
焉。
和籴米已知是在中界以下仓收纳。
如上所述，行在省仓仓储的450万石是行都临安岁费米数三年的贮存额，所以以前加藤繁、池田静夫两
位教授据岁费米额450万石逆推临安城内官员、军卒数，则显然有误。
 孝宗时代，迎来了暂时的和平局面，仓储的维持也仍比较充裕。
平时的运营则依常平法，采用丰年从农民那里大量和籴，凶年向富室招籴等方法，或实行把军粮的余
粮坐仓收籴（再购入）。
乾道六年（1170年），省仓的坐仓及和籴场的客米和籴又停止一年。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以来，又设作为预备仓的丰储仓（贮100万石）。
此外，还在乾道五年（1169年）把行在省仓北仓（中界）暂时改称为丰储仓，淳熙十年（1183年）定
额为150万石。
其后，丰储仓的蓄积逐渐充实，南宋末达到500万石，但供禁军征戍的廪给相反却止于100万石，因此
，这一数额相当于五年的蓄积。
另外，与宁宗朝发生的军事行动（开禧北伐）相关，开禧三年（1207年），在平江府（苏州）置百万
西仓；理宗嘉熈（1237—1240年）未又建百万东仓；宝祐五年（1257年）建宝祐百万仓。
这些仓库分别以100万石为额，随时籴买以蓄贮余粮，专备充淮南军粮。
嘉熙三年（1239年）九月，淮浙发运司在乎江府创置，百万仓即属其管辖之下，以备两淮军食。
据徐鹿卿《徐清正公存稿》卷一（第二札》称，百万仓的蓄积达到200万石，专供淮郡军饷，淮浙发运
司递年的和籴多在约不下100万石之额，因此，通计有二年的贮蓄。
这样，宁宗朝开禧用兵以来，浙西路在供给行都外，又加上为筹淮南军饷而市籴的负担。
而在理宗朝，丰储仓和百万仓总计实行三至数百万石的和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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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是《宋代商业史研究》的续编。
作为历经宋、元、明持续的经济变化、发展动力参照的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则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
力的增长、地域间的产业分化、特产商品的发展成熟。
换言之，即为“比较有利的观点”的普及。
为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探索，其先决条件是：经济史家应达成共识，必须共同占有作为这一研究
课题基础知识的“地区经济史”方面详尽且正确的资料。
为此，《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首先着手对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主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变化加以考察。
以江南为观察焦点的理由，是因为该地区的基础资料比较丰富而别无其他原因，也丝毫没有江南是代
表全中国社会典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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