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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简明地论述了从古代夏、商、周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度量
衡学的兴起、逐步演变进步和迅速发展的历史。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行文顺畅筒炼，对有关史料和出土文物考证较为全面，通过比较分析合
理地解决了一些历史资料中的矛盾和疑难问题。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可供从事度量衡学研究和考古、经济史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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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慧，1927年生，江苏吴江人，中共党员，1949年7月毕业于江苏无锡教育学院农业教育系。
先后再商业部办公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职称为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
　　著有《桑弘羊研究》、《井田制考索》、《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商业政策史》。
《中国盐法史》，《中国的酒类专卖》，《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中国经济史中若干问题的
计量研究》等专著（论文及通俗读物不计），并主编了《中国商业通史》五卷本，400万字。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为作者在计量研究方面的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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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以尺度来说，秦汉时征收谷物（地税）都用量，而不用尺，尺与赋税的关系不大，故当时尺度
较为稳定。
到南北朝，北朝所用的官尺长度骤增（调律尺无大变动），这一变化就是上已约略提到的在“户调”
制度下按丈匹征收绢布所致。
贪官污吏增匹（一匹由四丈增至七八十尺）之不足，再加增尺，说是弥补损耗，实欲溢取浮收，故“
代有增益，北魏尤甚！
”。
唐宋时虽仍以不同名目征收布帛，用尺较多，但政局比较稳固，经济比较繁荣，对官吏控制也较严密
，尺度的变动和增长就较平稳。
金元以后封建政府已“不课绢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王国维语）。
后世的营造尺同唐宋尺制实有承袭关系，营造尺本身受技术成规的制约，变动不大，故唐宋以来尺度
增益甚微。
　　增率最大，量值节节上升的量器，也是在官吏贪残的北朝变化突出起来。
隋开皇时更以古升三升为一升，是量制长期以来变化的历史总结。
其中既有承袭北朝量器已经加大的因素，又有隋代自己的新的情况。
北魏行均田制，丁男受露田四十亩，租粟二石，不计休耕之地，以当年实际耕作之田而言，其税率为
每亩平均5升，隋丁男受露田八十亩，租粟三石，平均每亩出3.7 5升，用加大了的量器（隋比魏齐之石
加大一半）征收租粟，实冲减了租税率的下降（四分之一）。
北魏每亩租粟合隋开皇量为3.3 3升，出入有限，还不能说隋时的租税是与量器同步加重。
唐承隋制，宋石又加大一成，田税总入又大增加（《宋史·食货志》）。
林勋说：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其所以然者，除了户税并入外，大概是作为承认并保护土地
所有者可自由地购买土地和拥有充分的支配、处理土地的权力的交换条件。
这里有深刻的经济原因，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度量衡问题。
元代地税低于宋代很多，其量器加大，也未始不有藉此找补一些回来之意在内。
　　权衡重量（指标准器）。
白周至秦汉很长时间比较稳定，这是因权衡与赋税关系还不算大的缘故（只在收藁税时要用权衡）。
北朝魏齐权衡之重在尺度容量显著增大的同时也不能例外。
隋开皇时又进一步增重五成，其中道理与容器扩大相类，同赋税征收标准的变低有关。
均田制下的农民在交田租外还要负担户调，调的内容为绢、布、绵、麻，后两者都是按斤两计算的。
隋开皇时户调绵由北齐的八两减至三两，负担率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权衡重量加重正是与之冲销，并且总的比较负担是有所减轻的（由227.3 克降至127.5 克）。
唐代权重用隋制，收绢标准亦同于隋时。
宋代原用唐制，只是因为宋以来大力推行专卖制度，茶盐等主要商品都在专卖范围之内，官府出售茶
盐时总想克扣分量，故权衡币量在官方本身转而出现了减轻的趋势，由一斤重680克减至640克、625克
，至明清才稳定下来（近600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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