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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中华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
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虽远不及现代旅游发达普及，但却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当时的西方国家无与
伦比。
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风景非常美丽、经济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所以旅游活动一直比较兴盛。
张建融编著的《杭州旅游史》对于了解杭州、宣传杭州、促进杭州旅游业的发展，把杭州建设成旅游
强市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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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杭州城内的市场活跃，秩序井然。
马可·波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他提及杭州的市场时说“大型的市场有十所”，市场“周围建有高屋
，屋之下层则为商店，售卖种种货物，其中亦有香料、首饰、珠宝”，在卖酒的店铺里，能不断酿制
的米酒，更是物美价廉。
沿街的小市场则更多。
每星期有三日为集市，约有四五万人来做买卖，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市场的产品种类丰富，而且价格低廉。
像自家在湖中养殖的鹅、鸭等家禽“其价甚贱，物栩齐亚城银钱一枚，可购鹅一对、鸭两对”。
瓜果蔬菜琳琅满目，不但有各色本地的品种，还有葡萄等从域外输入的水果。
杭州城内的行业有自己的行会组织。
“此城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
”在这些行业的作坊中，有官办的、个体经营和私营的三种类型。
元末来华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对官营作坊进行了这样的记载，官办的作坊中，手工业者“皆是可
汗的奴隶，都戴着脚铐”从事繁重的劳作，“如年属五十岁，可免除服役，并供应生活费”。
个体手工业者为了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往往一户从事多种行业，其家营利非一端。
私营手工作坊发展迅速，出现了拥有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大作坊主和出卖劳动力的手工作坊工人。
在元末明初的学者徐一夔的《织工对》中，叙述了钱塘相安里纺织工场的情况。
作坊主自备织机，雇工生产，工人领取计日工资，二者之间产生了雇佣关系，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资本
主义萌芽的经营方式。
他还提到一位技术精湛的手工作坊工人，要求作坊主“加薪”，否则就“跳槽”，求“倍直者为之佣
”，而作坊主为了留住人才，满足了他的要求。
由此可见，当时私营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
作为人口逾百万的大都市，杭州是重要的消费市场和商品生产基地。
就消费而言，以胡椒为例，每日杭州消费量为四十四担，达四五千斤。
可想而知，日常消费品如粮食、酒、肉、香料等的消费数量是何等之大。
杭州作为传统的丝绸产地，除本地产出的生丝原料外，还要大量的从外地输入，以满足丝绸生产的需
求。
此外，杭州的谷麦加工业、制糖业、酿酒业、制瓷业等也十分兴盛。
同时，杭州还是出口商品的吸纳地和钱塘江流域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
由于有着便捷的交通，杭州可以通过船舶把会聚于此的进出口商品，由钱塘江通过澉浦港以人海。
澉浦距离杭州25里，是杭州湾的对外贸易港。
这个港口“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冲要之地”，是元代优良的对外贸易港。
在对外贸易中，杭州的进口产品主要是珍宝和香料，出口产品则为丝绸织物和瓷器、竹编制品等。
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服务行业的繁荣，众多来往的商旅使餐饮、旅店业很红火。
为了满足不同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人群，除了传统的南北口味，还有清真、素食饭馆，丰富了杭州
人的饮食生活。
这里的酒楼生意兴隆，成为亲朋好友聚会的最好场所。
旅店为数不少，且每家都有十到十二个房间。
娱乐业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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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杭州旅游史》是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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