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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终是动手编辑了这部论文自选集，但一直犹豫、惶恐。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在自身的学术生涯中，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现在即以自选集的形式结集出版，似
乎有些妄作总结的意味；二则近年来，自己一直在进行学术转型，即从原来的经济史研究转入社会史
的研究，努力拓展学术视野，希望写出更有价值的成果，与同行构成对话；三是回首既往的学术道路
，已有的成果不乏缺憾，因此缺乏集中展示的勇气。
但历史系统一的学术文集出版规划让我盛情难却，感激之余，细细想想，将以往的成果做一个了断，
汇集成册，日常也好警示自己做出更好的成绩，岂非一桩好事。
整理过程中，确实更加明了自己的不足以及日后努力的方向。
　　二十年的学术研究，多半时间投入到了古代经济史领域，其中尤以清代漕运费时为多，这是我在
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在吴量恺先生的指导下，精心选择和确定的一个课题，这个选题在我进入学术
领域之后，成为了一段时间的主要研究方向，并引领我由浅入深地探究中国古代的诸多社会历史问题
。
劳作之余，常由衷地感怀指引我进入学术殿堂的吴量恺先生。
也常想起师兄周积明先生在同桌研读时对我的点拨：选题一定要有很好的可延续性。
多年来，我不仅谨记他们的恩泽，而且不断地把他们给我的许许多多，传达给我的学生们。
　　漕运的研究，大体以《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完成和出版而告一个段落。
虽然拙著出版之后，仍发表了数篇关联文章，但皆为零碎思考。
《漕运与中国社会》的成稿，受益于我博士学位的攻读。
1994年，我成为了熊铁基先生的第一届博士弟子，在熊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确立了“漕运与中国社
会”的学位论文选题，恰逢教育部将这一选题列为“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基金项目，于是，借
两股东风。
一就二便，将多年思考的漕运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思考。
　　此集收入的有关漕运的文章基本属于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从学术价值来讲，客观评价，多是有学
术创见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同时，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两度前往北京，数月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
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材料。
这两个方面是我在漕运问题研究中颇感安慰之处。
但对于《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我始终不甚满意，主要问题在于，我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去把握漕
运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因为当时自身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素养不够，并且全书仅从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制衡等几个大的方面观照漕运与社会的关系，没有进一步深入社会的基层和深处，因
而，是书的不足也便显而易见了。
不过，这也便使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志向，就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重写《漕运与中国社会》，或
从一个更为具体的视角，切入漕运领域，真正运用社会史的范式，揭示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这个愿望的实现确有了一个很好的契机，2006年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
社会秩序”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推进漕运研究的平台。
　　近年来，对我学术研究触动最大的，莫过于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和国内学术界的动向。
一批学人在不断深化、细化学术研究领域的同时，又不断促成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如今，多学科交叉下的史学研究可谓风起云涌，精彩纷呈。
大概是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在接触了大量学科前沿的学术成果之后，学术理念发生了巨大的转
变，并决意实施自己的学术转型。
转型的过程大致费时5年，文集中收录的这个时期的论文，大致反映了转型中的一些思考。
转型是必须的，作为一名学者，如果脱离学术发展的主脉，不能站在一个合理的学术平台，与学术界
不断进行对话，那么其学术研究是不具有生命力的。
不少学者喜于标榜自己的研究属于无人研究的空白之域，属于开拓性研究，然其成果始终不能与学术
界形成对话，这种研究便在研究基础和学术意义等方面存在问题，同时，这种研究也无法实现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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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创新。
　　其实，许多人对于学术创新存在误解，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或者成果不多的研
究，便为创新研究，殊不知，这种创新或为浅层创新，或者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近二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可谓日新月异，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一是
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二是国内学术研究强烈的转型需求。
显然，这一时期国内学术领域所遭受的国际学术发展潮流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
国内学术界在国门封闭三十多年之后，重新审视国际优秀学术成果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研究，无论是
理论和方法，还是视角与基点，甚至于材料的运用，竟然如此的狭隘。
于是，在大量接受海外学术思潮的同时，学人们纷纷改进学术研究的路径，力图使自己的研究与国际
接轨。
尽管不少学人由于种种原因，仍固守原来的阵地，甚至排拒一浪紧随一浪的学术潮流，但一批学者（
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成功地促成了自身的学术转型，或直接以后来居上的姿态，整合相关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并运用于具体的学术研究中。
其中，这些学人孜孜以求的便是不断的学术创新。
 　　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创新，否则学术发展便无从谈起。
然而，“学术创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这可能是不少学人经常挂在口头却鲜有认真思考的问题。
学术创新有其特定的内容，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
学术创新是一种素养，一种自觉。
以史学研究为例，学术创新至少应该具备如下内涵： 　　第一，必须与学术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并具
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对于学术界（尤其是自身耕耘的学术领域）的发展动态与时代脉搏保持高度的关
注和把握，否则便易导致重复劳动或保守的学术理念；同时，对于不断推陈出新的学术范式予以重视
，这是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标志，科学的发展一直就是在新范式与旧范式的不断更替中前行
的。
 　　第二，广泛涉猎或掌握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及其发展动向，对于史学研究而言，人类学、社会学
、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史学研究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拓展研究
领域、更新研究范式；其实，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无不
得益于相关学科的启迪和交互渗透。
 　　第三，培养良好的问题意识，这是深化学术研究、不断开拓学术领域的前提条件；明确地确立我
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建构解决问题的论证体系，是当前史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转型的环节，人们往往习
惯于提纲式的研究路径，在一个完整提纲的设定下，完成为我所用的材料的填充和取舍；事实证明，
这种做法确非解决问题的良方，相反，在这种庞大而宽泛的体系中，人们更多的是只见框架建构而鲜
见深入的发掘，只见对于历史的勾勒而鲜见对于问题的解析和理论的提升。
 　　第四，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对话意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可对
相关研究形成修正、补充，或者推翻、取代，这些需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学术观点的
明确提出，形成与已有研究成果和学术体系的交流，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惯于标榜自己的研究是如何的具有开创意义，如何具有填补空白之功，这种研究并非
不好，但是，其一，没有任何一项研究，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前人的研究；其二，没有“对话”的研
究，与传统小农经济中的小块土地耕作无异。
脱离大的学术研究环境，又怎能对整个学术发展形成助益。
 　　第五，必须要有开阔的材料视野，材料收集、整理、运用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任何史学成果都不
可能脱离这个环节；但是，史学研究长期基于对传世文献材料的理解和挖掘，这不存在错误，因为传
世文献（尤其是传世经典文献）是我们考察那个时代的主要依据。
但是，客观地说，一个时代留存后世的绝非仅仅只有传世文献，换言之，传世文献只是那个时代流传
后世众多实物的一种。
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必须全方位地收集材料，诸如地下出土文物、地上遗存实物、民
间文书、口传资料等等，都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审视某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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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历史研究，不少成果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很好的示范，通过广泛的材料收集和运用，极大地拓展
了史学研究的领域，给史学研究带来了生命活力。
 　　学术研究只有在不断创新的态势下，才能取得不断发展的成就。
但是，学术创新必须避免三种倾向，其一，学术研究中贪图新异，以标新立异为终极目标，如在缺乏
理解的情况下，套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直接搬用新的研究范式；大量使用新概念、新名词等，
但缺乏实质性的新的内涵，这种创新只是形式上的新，无异于学术创新的废品；其二，抱残守缺，不
问学术发展的趋势和变化，无视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研究的进展，孤芳自赏，这种现象近乎把玩学术
；其三，排斥、抵抗史学研究中大量相关学科的渗人和新的研究范式的冲击，致使其研究离学术发展
的主流越来越远。
 　　当然，学术创新还有许多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倍加关注和解决的，如在引进国际学术研究中
新的范式的同时，我们如何建构好本土化的学术体系；在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如何使
史学研究能够始终保持本学科的特色；在不断的创新中，如何发扬史学、研究的优秀传统，等等。
 　　此论文集选择了30余篇论文，虽然只是这一期间所发表成果的一部分，但确是我着力较多之处。
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漕运研究系列论文，二是对于明清社会群体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理解
，三是研习随感。
 　　漕运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这些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其一，从总体上条缕中国漕运，总结
其特质，具体论证了“漕运”的定义、漕运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动因、漕运发展的阶段特征；其二，漕
运与古代政治的关系，分别探讨了漕运与集权政治的关系以及漕运吏治、漕运改革、漕运秘密组织等
问题；其三，漕运与社会制衡的关系，从籴与粜、赈济灾荒等政策措施，揭示漕运在社会调控与制衡
方面的功用；其四，漕运与农业经济的关系，着重探讨了漕运与农业发展、小农经济及商业经济的关
系；等等。
 　　明清社会群体是我近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学术研究的重心，通过对于社会群体生存状况及其互动
关系，审视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
研究中，力求从社会史的视角，运用多学科交叉，进行深层次考察。
文集中选取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士人群体与官僚群体。
如对于《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复社士人群体和岭南士人群体的研究，通过对其时代背景和行为特
征的考察，把握明清之际士人的价值取向、救亡意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人的年龄与寿命去关照历史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视角，但长期以来却被人们所忽视。
对于明代阁臣寿龄的研究，以寿龄为切入点，探讨明代内阁大臣的高寿现象，考察其高寿现象的普遍
性，及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包括：政治格局、君臣关系、阁臣的性格与品质、阁臣的致仕等；论文
力图通过对阁臣寿龄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那些尚不被人们重视的方
面及问题。
阁臣群体是明代政治生活中最具特色的景象之一，选文从明代阁臣的人阁与在阁资格、籍贯分布与履
历、入阁年龄与任阁职时间和阁臣群体的机缘关系等方面，考察了阁臣群体的构成特征，揭示出明代
阁臣群体的构成机理及其与明代政治的律动关系。
 　　研习随感，则是近年来笔者在史籍阅读和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感想，多发表在《光
明日报》的理论版。
这一组文章不成体系，但也都集中于明清时期社会历史的相关问题中。
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史学研究成果不仅要对同行们有所启发、有所助益，同时，还应该以一种大
众化的表达方式，让更多的读者感受你的研究和心得，否则，仅有严谨而艰涩的表达，便会藏在深闺
人难识了。
文集中收录的随感，多与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一定的关联，如《晚明社会一个特殊的经世群体》、《明
代储才养望之所》、《儒释之间——古代士人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等皆属此类。
 　　四 　　文集中收录了数篇我与他人的合作成果，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合作者都是跟随我学习
多年、共同研讨学术问题的学生。
《编纂群体之研究》一文是我与冯玉荣的合作，《寿龄与政治：明代阁臣的寿龄及其影响因素》一文
是我与唐洁的合作，《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一文是我与唐金英的合作，而《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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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特征及其内在动因》、《明代财政的症结：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明代地方财政
结构及其社会影响》等文章，则是我与赵秀丽的合作。
此外，近期与洪早清合作的《明代阁臣构成的主要特征》、与肖丽红合作的《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
以及与袁阳春合作的《晚明复社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思想》，也都收入了文集。
尚有一些成果，因有其他考虑，暂未收入此集。
这是我近年来着力在硕士、博士中建构社会群体的研究团队的体现，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学生在参
与研究中提高学术素养”培养模式的实践成果。
 　　近年来，在硕士与博士的培养中，深感作为一名导师的重要作用和实际意义。
一名合格的导师，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养：一是责任心，导师的责任意识和态度、时间和精力
的投入程度，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二是导师自身的学术素养，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识和能
力；三是导师的指导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进步速度与程度。
导师在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研究风格的前提下，应该有意识地把学生纳入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对
于学生的选题、阅读资料、思路和构架、思想和观点，包括学术规范，进行积极的引导，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一种与学生共同研讨的氛围和形式。
这种方式对于初人学术殿堂的学生十分有效，学生往往能够在共同研讨中，迅速感知解决一个学术问
题的大致路径，并在研究能力上发生显著的变化。
当然，我们必须杜绝导师在不付出任何劳动、强行挂名学生研究成果而有违学术道德的做法。
同时，我们也反对那种一味标榜不占用学生的劳动成果，其实是置学生学习与科研于不闻不问的极端
不负责任的做法。
 　　在近几年进行学术转型的同时，我规划了一个中长期的研究课题——明清社会群体与社会转型（
包括社会力量与地方社会变迁）。
在思考与研究的同时，我几乎把所有没有形成相对稳定学术兴趣点的学生，都纳入到这个研究体系中
，形成一个共同研讨、共同成长、逐一考察明清时期各重要社会群体的格局。
目前，在培养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中，已有十数人在分别研究明清历史上的大小群体，由于l司时代各
群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学生们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形成了诸多的交接点
，于是，大家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和直接的对话。
我坚信，在不久的时间内，将有一批颇有意义的学术成果面世。
我也将在这样的一个学术氛围中，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
 　　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学问之路漫漫，自二十年前踏人史学之园便不敢有所懈怠，好在这条路走得虽不轻松，但并不孤独，
既有前贤提携扶助，复有同侪交流激励，加之有弟子共灯下读史，每有所得，不必奔走相告，常得人
分享，深感为学之乐、为师之乐。
固步自封、敝帚自珍乃治学者大忌，只固守一方小小的天地便只能是井底之蛙，此次将部分研史心得
结集出版，不仅仅是对过往岁月的一个交待，更是为了求救于方家，粗疏浅陋自所难免。
好在，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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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漕运·群体·社会：明清史论集》选择了30余篇论文，由浅入深地探究中国古代的诸多社会历
史问题。
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漕运研究系列论文，二是对于明清社会群体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理解
，三是研习随感。
漕运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所收入的有关漕运的文章基本属于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从学术价值来讲，
客观评价，多是有学术创见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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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漕运”辨义漕运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清后期漕运衰亡的综合分析——兼评胡林翼漕运改革中国历
代漕运改革述论清代漕粮在京城的社会功用清代湖广粮食流向及其社会功用清代湖广漕运的礼会功能
漕运与古代农业经济发展漕运与社会制衡清代漕运水于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漕运研究文
献材料述论明代皇帝及储君教育的缺失寿龄与政治：明代阁臣寿龄及其影响因素叫代阁臣群体构成的
主要特征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论晚明“异端”思想的礼会化晚明复社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思想——兼
论复社学术的经世取向《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研究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及其内在动因
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明代财政的症结：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
差异明代地方财政结构及其社会影响晚明至清的社会风尚与民俗心理机制从地方志书看明清甘肃的商
业经济“方志乃一方全史”——章学诚方志理论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一项社会公益事业的考察
：清代湖北的救生红船晚明社会一个特殊的经世群体儒释之间：古代士人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脆弱
本质：朱元璋重典治吏于谦的困惑明代的言官群体明代储才养望之所明代祖制之弊明代的地方临察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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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漕运”辨义　　[提要]漕运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与历代王朝（尤其是统一王
朝）相始终，是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古代朝野人士曾有过大量的记载和论述。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漕运似无一个清晰的认识，或曰对漕运涵义的理解过于简单，故
此，漕运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深度和广度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拓展，这也是漕运研究没有受到重
视和难以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
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漕运涵义进行基本的阐释和辨析。
漕运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漕运”的字词本意　　许慎的《说文解字》诠释：“漕，水转谷也。
一日：人之所乘及船也。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则日：“车运日转，水运日漕。
”由此可见，“漕运”的本意是指水运，尤指水运谷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水上运粮的活动，便有了漕运。
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注》“漕”字中按：“《汉书·赵光国传》：‘臣前部
士人山伐材木，大小六万枚，皆在水次，冰解漕下。
’颜注云：‘漕下，出水运木而下也。
’是漕之为用，不专于转谷矣。
《玉篇》云：‘漕，水转运也。
’于义较妥。
”确实，漕运“不专于转谷”，历朝历代无不如此。
但是，“漕运”的主要含义是指“水转谷”，这是十分明确的事实。
　　（二）漕运的原始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中国历史上的漕运活动有其特殊的含义，即
指古代各王朝通过水道将各地的粮食等物运至京城（或其他地点），以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的消费
。
所谓漕运的原始意义，实指统治者设置漕运的初衷。
这里有几点需要明确：第一，漕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转谷”或“水转运”，而是特指朝廷的水上
转运，即“官家水道之运输”；第二，漕运是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粮物征调，而非各地自下
而上的粮物朝贡，这与先秦时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三，漕运是统一王朝的粮物运输，只有高度集权
的政治制度方可确保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常年物质运输，也只有庞大的中央集权政权才需要这种
大量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
　　历代漕运都是以京城为中心，都是为了满足京城的需要，保证京城用粮的相对稳定。
故而，古人将漕粮视为“天庾正供”，一致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漕。
应该指出的是，隋唐以前北方的农业生产尚属发达，所产粮食足可维持京城的粮食供应，故而早期统
一王朝多就近取粮，而少有隋唐以后那种大规模的“南粮北运”活动。
另一方面，隋唐以前军事行动较多，对于粮食的需求甚大，所以早期漕运的军事性质较浓，但这仅是
统治者利用漕运加强集权的一种手段，漕运始终是为中央政权服务的。
　　今人研究漕运多持此义，在概念和研究范围上鲜有突破。
　　（三）漕运的社会意义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漕运，仅有上面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漕运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粮食运输活动，年复一年地向京城输送官粮等物质。
正因为如此，人们历来多注重漕运本身的诸多问题，而忽视了与漕运相关联的其他问题和现象。
事实上，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诸如国家的
政局的稳定、战争的成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畅达、区域社会的开发、
社会生活的安定等等。
尤其是唐宋以后，漕运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粮食的运输仅只是漕运的一种形式，漕运实则
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对社会进行广泛的调控，对于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和失衡的社会
现象，统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运（或漕粮）来达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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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漕运还起着一些不属于王朝中央调控范围、客观上却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
通、刺激商业城市的繁荣、促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漕运、探讨中国古代经济以及其他一些课题时尤应多加注重的问题。
　　综上所述，漕运的涵义指述应该是：漕运是历代王朝通过水道转运官粮等物质的一种形式；漕运
主要运往京师，以满足京城宫廷、官兵及百姓的用粮需求；漕运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
　　漕运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　　[提要]漕运的发展轨迹与整个古代社会经济动向密切相联。
秦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处于起步阶段，漕运体现出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的特征，漕粮多
为军事费用，漕运方向由东至西。
唐宋时期是漕运的大发展时期，由于运河的开通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漕运方向由东西向转为东南西
北向，漕运渐趋稳定，有相应的成法、固定的职官和额定的年漕量，漕运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经济体系
。
元代由于种种原因，主要采用海运的形式运输漕粮，所以这是一个漕运发展中的特殊时期。
明清两代是漕运制度的完善时期，由于历代的积累和统治者的重视，此期漕运的组织、机构、政策都
十分严密和健全；明清漕运涉及的范围很广，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漕运不断发挥诸多的社会功能；
此时，漕运重心已完全落在南方，漕运方向转变为南北向。
　　漕运始于秦汉。
《古今图书集成》按：“前此未有漕运之名也，飞挽始于秦。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初期，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和措施都还处于起步和摸索的阶段，
因此，漕运也只具雏形，无定制，缺乏统一的组织和计划，没有从其他部门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经
济系统。
　　有关漕运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的一些著作。
秦时，“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今为山东黄县）、■（今为山东文登县）、琅■（今山东胶州一
带）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其转运的粮食主要用于攻胡掠地。
同时，秦南攻越地，在南方开凿运粮渠道，深人越地。
汉代，漕运用于战争也颇为频繁。
高祖二年，楚、汉两军会战荥阳，萧何转漕饷军，保证了汉军的胜利。
武帝时，通西南夷，攻朝鲜，击匈奴，皆“劳中国人，漕中国粟”，“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
宣帝元康年间，为了远击乌孙，通渠转谷。
⋯⋯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最初的漕运与军事行动紧密相关，而且属于临时性需求，无
定时，无定量。
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尚属富裕之区，对于“凡事草创”、官僚机构还不十分繁冗
的秦汉政府来说，其地所产的粮食尚能满足朝廷的需求；而秦汉两代的军事活动极为频繁，需要大量
的粮食作为后盾，因此，朝廷把漕粮大量用于军事，这是很自然的事。
相对来说，漕粮运于京师，供帝王与百官之用则较少，汉初，运于“中都”之粮仅数十万石，“不啻
足矣”。
不过，随着经济的恢复、河渠的开凿及政府的重视，元狩四年，河漕达400万石；元封元年，致粟山东
一度高至600余万石。
这一方面说明汉代的漕运规模和发展程度，“一岁之中，太仓、甘呆仓满”，而“天下用饶”；另一
方面表明当时漕运的不稳定性。
　　秦汉两朝均定鼎西北长安，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关中和山东最发达，漕粮多半取给于
这两个地区，漕运则经由横贯中原的黄河和渭水。
因而，漕运方向大致为东西向，即由东向西。
这一时期，虽也屡凿河渠，但多利用自然水道，负担馈粮者颇多，加之造船技术低下，漕运经验不足
，缺乏统一、严密的组织，因此，漕运费用、损耗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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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三十钟才得一石；汉时，至少也需十余钟乃至一石。
　　从以上分析，我们对秦汉漕运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1）漕粮多为军事费用；（2）漕运随需
而作，属临时性的粮食运输，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3）漕运方向为东西向。
　　这一时期，由于南方尚未开发，因此，这一地区的漕运活动并不突出。
但是，汉代漕运的地域范围已及江南。
元鼎二年，汉政府将水潦移址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说明汉统治者已经注意并利用这一地区。
《后汉书·张纯传》记载：东汉光武建武二年，朝廷委派大中大夫张纯领颖川突骑，安集于荆、徐、
扬，“部督委输”。
不过，秦汉统治者对这一地区还不是十分重视，事实上，秦汉两代无力也无需从这一地区转输大量粮
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重心已出现南移的端倪。
就漕运制度而言，这个时期发展甚微。
但是，随着南方经济地位的提高，江南已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并进而认识到这一地区的经济作用。
西晋时，陈敏奏日：“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因此，一些统治者比较注重沟通南北的水路交通，漕运南方粮食。
魏正始二年，开广漕渠，“又通漕运，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舟而下，达于江淮”。
广漕渠的开发，沟通了北方与江淮地区的水路联系。
江淮地区日受重视。
北方政权在两湖一带漕粮的运输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江淮达汴（河）、黄（河），一是经由“沔、汉
达江陵”，溯汉水，运抵北方。
晋时，杜预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水道，“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
　　南方各政权则就地取材，对本地的漕运工作极为重视。
南齐时，萧衍令郑绍叔督江湘粮运，以“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
说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漕运.群体.社会-明清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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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