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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浙江商品经济较宋元有较大发展，此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浙江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则与
世界海洋贸易发展大势互为因果。
尤其是新航路开辟后。
中西交通形势为之大变，全球海洋贸易开始出现频繁互动态势，欧洲对东方商品的需求与中国对白银
的渴望互动结果给浙江海洋贸易长足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明代贡使贸易与走私贸易向清代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多元化态势的转化，更是新航路开辟后浙江海洋
贸易出现的新动态，从而把明清浙江社会进一步纳人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同时也促进了浙江商品经济
的发展和海洋社会的形成。
如何从海洋贸易和商品发展互动视角动态研究浙江海洋贸易，客观估计鸦片战争前的明清浙江海洋贸
易在东南沿海贸易带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属于本书的关注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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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盈，1965年9月生，陕西富平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先后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独著、参著《转型期的北魏财政研究》、《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简明中国经济通史》等专
著7部，发表论文60余篇，曾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和浙江省社科联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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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代浙江商品经济发展概论　　元末农民战争以及朱元璋与张士诚、方国珍集团的争斗对
元代已经快速崛起的江南经济造成不小破坏，江浙地区又是朱元璋与张士诚逐鹿的主战场，战争使江
南地区近百年的安定局面不复存在，兵燹之灾严重破坏了江浙社会经济。
如朱元璋夺取扬州城后，昔日繁华的扬州，“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①；浙西一带更是“市镇乡村多
被摧毁”②。
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又开始打压包括浙东地主在内的江南地主，众多江南富民被强制迁徙到北方地区，
并利用“江浙赋独重”手段，借机对江南地主的不合作态度进行报复。
这种做法对遭受战乱的浙江地区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随着朱明政权的稳固和朱元璋对政敌清除工作的完成，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生产的举措，
从而使得江南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商品经济开始出现繁荣。
　　一、明代浙江商品经济发展概述　　前文我们引用明代学者张瀚对其所处时代的浙江商品经济发
展水平的论述，并认为张瀚所论与唐宋时期人们看法相较已经有了更为宏观的考量，并将浙江商品经
济发展纳入全国贸易网络进行论述，这是一个很大进步。
但张瀚所论，仍侧重于明代国内贸易市场，尚未触及到对浙江商品经济影响更为深远的海外贸易市场
，这不能不说是张瀚所论的局限性所在。
　　明代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宋元时期相较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明代浙江民众商品意识进一步增强。
如浙东的宁波、绍兴等地民众，　“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
不通商贩不甚富”。
杭州地区民众的生活环境已经是“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
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觳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
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有则无自存之策”。
在绍兴、金华二郡，许多当地百姓“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①。
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商品意识和“以海为生”的海洋意识的增强，重商主义思潮开始在浙东社会蔓延，
尤其是地处海滨的宁波，更是“有等嗜利无耻之徒，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资本，无力者转展称贷，
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话假借，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
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蹲，率得厚利，驯至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
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②。
而《三刻拍案惊奇》的描述更为形象：　　浙江一省，杭、嘉、宁、绍、台、温都边着海。
这海里，出的是珊瑚、玛瑙、夜明珠、砗磲、玳瑁、鲛蛸。
这还是不容易得的对象，有两件极大利，人常得的，乃是鱼盐。
每日大小鱼船出海，管什大鲸、小鲵，一罟打来货卖。
还又有石首、鲳鱼、鳓鱼、呼鱼、鳗鲡各样，可以做鲞；乌贼、海菜、海僧，可以做干；其余虾子、
虾千、紫菜、石花、燕窝、鱼翅、蛤蜊、龟甲、吐蚨、风馔、嬗涂、江鳐、鱼螵，哪件不出海中，供
人食用、货贩。
至于沿海一带，沙上各定了场，分拨灶户刮沙沥卤，熬卤成盐，卖与商人。
这两项，鱼有鱼课，盐有盐课，不惟足国，还养活滨海人户与客商，岂，不是个大利之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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