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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研究唐代工商业史的专著。
作者在上编着重考察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十几类手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编则将商业
分为国内商业、边境互市、对外贸易三大类，逐一探索其各自特点。
在说明工商业在唐代社会经济中所处地位时，作者不仅运用大量材料作出分门别类的具体论述，还密
切关注各门类在发展中的源流，上溯汉魏，下穷赵宋，借以揭示唐代工商业在古代发展演变中的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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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中唐以后，相当长期地出现了通货短缺的钱荒现象，朝廷采取开源节流方针，在严禁销钱和带
钱外流的同时，奖励各地开发铜矿。
毁佛销铜亦是重要途径之一。
《新唐书》卷54云；“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
益多矣。
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
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
”这是我国铸币中第一次以州名铸于钱面。
毁佛所得大批铜制器物熔化为铜’迅速满足了诸钱监对铜的需要。
朝廷并允许全国诸道皆置钱坊各以州名铸钱。
宣宗即位后，下令恢复佛教，“新钱以字可辨。
复铸为像”。
但很难完全做到，至今仍有不少会昌钱传世，记有全国很多州府的名称。
由于会昌铸币的数量史文缺记，现已无法知晓。
       唐亡以后，后周世宗立监铸钱比较有名。
《五代会要》卷27称为“采铜兴冶，立监铸钱，冀便公私，宜行条制”。
这是五代诸国中最有名的铸钱。
《旧五代史》卷146记南唐在饶州置水平监，池卅置永宁监，建州置永丰监，杭州置保兴监，都用以铸
钱。
《十国春秋》还记载了前、后蜀、南汉等国分别兴铸铜钱、铁钱事，则是和诸国境内分别生产铜、铁
密切相关的。
    钱币官铸而外，还有私铸和盗铸。
唐初铸开元通宝时，已明令禁止盗铸。
“盗铸者论死，没其家属”(《新唐书》卷54)。
《唐律疏议》卷26《杂律》，“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若磨错成钱
，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徒一年”。
唐高宗时，盗铸钱已很流行，《新唐书》卷54记“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
“仪风中(676—678)，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蜡过百斤者没官”。
“永淳元年(682)，私铸者抵死。
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
“武后时，⋯⋯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
朝廷对盗铸的惩办很严厉，但实效甚微．原因在于盗铸者可藉此获得大利，以致私铸始终不能止绝。
大致说来，唐前期盗铸钱通常是在铜中掺入过多的铅、锡，中唐以后直至五代十国时，盗铸者往往很
少用铜，而仅以铅、锡为原料，以致钱质很差。
《通鉴》卷242记杨于陵说，“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便是一例。
    (二)铸镜    铜镜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用品。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多年的铜镜，出土时仍光黑如漆，可以照人，工艺水平相当高。
汉人诗作中提到的青铜镜便很有名。
现存传世的汉镜花纹开始增多，格式也不一样，汉末曹操所上杂物疏，即有“金错铁镜”、“纯银漆
带镜”等品种。
《三国志》卷30记魏明帝赐给倭女王铜镜百枚，近年在湖北鄂城吴墓出孙吴时的神兽镜，洛阳晋墓出
土了二十多面晋朝的铜镜。
南北朝时期，铜镜的花鸟浮雕具有层次起伏，扬州生产的铜镜已颇有名。
     唐朝铜的产量不敷各种铸造使用，朝廷格外宽容，允许用铜铸镜。
《册府元龟》卷501代宗大历七年(772)十二月，“禁天下新铸造铜器，唯镜得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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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89《泉货》，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诸道盐铁使张滂奏称，“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
镜外，一切禁断”。
唐末五代混乱已极，《旧五代史》卷146记“天福二年(937)诏，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于
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去”。
  《五代会要》卷27周显德二年(955)九月敕，“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磐
、钹、相轮火铢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
朝廷如此长期重视铸镜业，在于满足广大群众生活的必需。
一再禁铸铜器，在于秦汉以后的铜器使用已排除在日常器用之外，铸铜为器耗铜既多，而又并不适合
生活的迫切需要。
    铜境照容的事例极多，以唐代为例。
《通鉴》卷202开耀元年(681)三月，少府监裴匪舒“为上造镜殿成”。
帝与宰相刘仁轨一道去参观，“适视四壁有数天子”。
其后，《旧唐书》卷153《薛廷老传》，敬宗“造清思院新殿，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簿十万番”。
镜殿自是要使用大批铜镜。
白居易的诗作多次谈到以镜照容，“皎皎青铜镜，斑斑白丝鬓”(《白居易集》卷9《照镜》)。
“一与清光对，方知白发多”(《同上》卷14)，“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恣容半老身”(《同上》卷17)
。
“白头老人照镜时，掩镜沉吟吟旧诗，二十年前一茎自，如今变作满头丝”(《同上》卷21)。
他的好朋友刘禹锡也说，“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全唐诗》卷354)。
唐代诗人不仅谈到铜镜照容，还在不少诗中谈到铜镜的不少花色品种。
从骆宾王、李白、王维、岑羲、韩愈、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等等诗作都有广泛涉及
。
孟郊清楚指明，  “铸镜须青铜”。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
卷71)。
他将镜子作用提上政治高度，意义十分重大。
《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四年(736)八月初五日玄宗生辰，“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进金镜绶带以
示庆贺。
    铜镜照容而外，还用于赠送。
早在汉代，已将它视为爱情的标志。
《乐府诗集》卷63辛延年《羽林郎》云：“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
此后，长时期出现了破镜重圆的美妙传说。
有的铜镜铸有年号、作工乃至某些文字，如“长宜子孙”，“铜以徐州为好，工以洛阳著名”。
唐镜图案中的吹笙引凤、仙女跨鸾、花鸟镜中鸳鸯相追逐的形象，镜的铭文中常出现对女性美的赞颂
，图案常有花鸟蜂蝶，表现十分生动活泼。
    唐、宋时期，南方的扬州和北方的太原都以优美的铜镜作为贡品。
《朝野佥载》卷三记“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
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
《酉阳杂俎前集》卷3《贝编》记玄宗开元中，内库存有扬州所进铜镜，背有盘龙，“此镜五月五日
于扬子江心铸之”。
“天宝三载(744)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
，势如生动”(《太平广记》卷231《李守泰》)。
韦应物《感镜》云；“铸镜广陵市，菱花匣申发，夙昔尝许人，镜成人已没”(《全唐诗》卷191)。
自居易《百炼镜》说：“百炼镜，⋯⋯江心波上舟中铸，⋯⋯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史手自封，人
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
这些是扬州铸成宝镜的一二事例。
    沈从文先生所编《唐宋铜镜》一书，共收录各地出土铜镜165幅图版，其中唐代占96幅，揭示了唐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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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业的发展，增加了银、锡合金的成分，镜色卣如银，造形大小不一，图案多种多样，突破了传统
圆形格式。
包括宝相花、珍禽异兽花草、串枝葡萄鸟兽蜂蝶与故事传说镜四大类，造型活泼逼真。
嫦娥奔月镜、水火八卦镜、狩猎纹镜，还有融合外来文化迹象的骑士玩波罗球镜、黑昆仑舞镜，麒麟
狮子镜，以及某种特型加工的金银平脱花鸟镜，螺钿花鸟镜、槌金银花鸟镜、彩漆绘嵌琉璃镜，铸镜
的装饰图案都是非常华美动人。
    唐代铸镜的数量现在已不可知，大致来说。
中唐以后的铸镜数量比前期增多，但精美往往不及前期。
铸镜也分官铸、私铸二大类。
上面已介绍允许铸镜的诏敕即可充分证明。
陶谷《清异录》卷下《器具门》记“有刁萧者携一镜，色碧体莹，背有字曰‘碧金仙’，大中元
年(847)十二月，铜坊长老白九峰造。
余以俸粒五石换之”。
铜坊乃是私人作坊，长老是作坊的熟练工人，镜上铭刻州县及人名，自是符合唐制的有关规定。
在安徽合肥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墓出土的铜镜，铸有。
都省铜坊匠人李咸”，都省的铜坊自是官府作坊的产品。
    铜镜在唐代作为商品是大量用以赠遗和进行买卖的。
玄宗《千秋节赐群臣镜》云：“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分将赐群后，遇象见清心”(《全唐诗》
卷3)。
杜甫赞誉为“宝镜群臣得”。
安史乱事期间，独狐中丞于淮阳特地铸镜二枚，“以金龙饰镜，以表圣德”，天长节时，遣僚属携二
镜，一献玄宗，一献肃宗，作为祝寿礼物。
市场买卖铜镜事例很多，上述后晋诏敕，允许商人到东京收购官府所铸铜镜，到各地去转卖。
不少唐代诗人带着铜镜去酒店换酒喝。
白居易《镜换杯》云：“欲将珠匣青铜镜，换取金樽白玉卮”(《自居易集》卷26)。
刘禹锡《和乐天以镜换酒》诗，“把取菱花白练镜，换取竹叶十旬杯”(《全唐诗》卷360)。
只是其中一二事例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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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工商业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比较恰当地描绘唐代工商业状况，有必要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在唐以前的发展概
貌先作简略交代，从而有助于说明唐代工商业在我国古代工商业史中所处的历史地位。
    人类社会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向前发展。
远古时代，茫茫大地，混沌初开，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采集某些天然产物或是捕获若
干野生动物以供消费，藉以维系自己的生命。
随后，人们逐渐学会生产，依靠自身生产的成果用以维持生存，并繁衍后代。
随着野生动物的减少，人们必须设法繁衍牲畜，畜牧业与农业的劳动由是开始了初步的分工。
生产部门的日趋增多，那是任何某个人所不能独力兼作的。
经历漫长岁月，虽然缓慢但却又最终地促进了手工制造业和农业的分工，生产者区分为农业劳动和手
工业劳动。
他们生产的成品除了自身消费而外，还有部分剩余，而某些他们所必需的用品却又并非自己所能生产
，由是，人们便将自己生产的剩余物资去交换某些自己不能生产却很需要的成品。
因此，社会生产便包括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内容，生产变成了商品生产。
非常清楚，社会分工乃是商品生产的基础，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又逐渐出现了某些不事生产、专
门以经营产品交换为职业侨仗人。
由此可见，社会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至商业的经营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这是
古代世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社会分工的扩大，在从事生产的人群中，逐渐分离出大大小小规模不同的劳动群体，分出管理者和
生产者。
负责管理的人通常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夺取丁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屈从于自己
，从而使社会群体产生了不同的阶级划分。
商人的出现，日益促使社会发生重大的变革。
显然可见，阶级的产生是随着社会分工而出现的。
手工业和商业是社会历史上早巳存在的古老行业。
    我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阶级的产生及其长期对立地存在乃是古代社会的客观现实，为了
保证上层统治者豪奢生活物资的供应以及为了生产供镇压使用的武器，至迟自周、秦以来，统治者控
制部分优秀工匠为他们从事生产，是为官府工业。
与之并存的是生产供大众消费的民营工业产品。
古代中国长期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官府工业生产在手工业生产中长期占居重要的地位。
我国自古人口众多，人民大众的消费物资除了出自个体小农的副业产品而外，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
多的消费品要依赖于市场的供应。
古代官府工业产品原则上不投向市场，由是工业生产长期是官营与私营双轨并存，两者在社会生产中
所占比重，各个时代并不完全一致，在此，我想粗略地将唐宋以前的工业发展试作回顾，藉以窥知唐
代工业发展之所由来。
  《国语》卷10《晋语》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一清楚地指明了先秦时存在着官府工业。
因此，《国语》卷6《齐语》记管子之言；“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各地优秀工匠例被安置于官府作坊从事生产。
那时的生产规模，据《周礼注疏》卷39《冬官·考工记》介绍，区分为攻木(木器业)、金(金属冶铸)
、皮(皮革业)、色(染色业)、刮摩(玉石雕琢业)、搏埴(制陶业)之工，共达30种，大致包括了当时工业
生产的各个方面。
凡有一技之长的百工都被驱使为官府服役。
于是，“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郑注云：“父子世以相教”，形成父子世袭的传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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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主要工业部门，历代官府都设置作坊制造，它不仅存在于都城，也分布于各地。
例如西汉京师长安，设少府考工令以制作兵器，大农以制作农器，东西织室以制皇室服用，而在齐地
也设有制做天子服用的三服官，在西南广汉设金银作，全国各地广置铁官、铜官和盐官，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汉元帝时，贡禹表称：“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
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
”(《汉书》卷72)可见官工业占有大量能工巧匠和开销巨额费用。
庞大，包含门类繁多，在我国古代工业史上，它是长期占有着重要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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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代商业状况在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或说它处于中古自然经济阶段，或说唐前期商贸停滞、唐
后期商品经济繁荣是畸形发展，也有人说唐代已形成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等等
。
《唐代工商业》这本书将详细的为读者朋友们介绍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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