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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汉、唐之后的第三个鼎盛时期。
无论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方面，明朝都有辉煌的成就。
明朝又是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缓慢发展时期的一个较后的朝代，即将向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过渡，所
以在社会面貌方面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显示了某些时代特点。
如：专制主义皇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封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趋势日益明显，旧制度的
腐朽性有了进一步的暴露。
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市镇经济更为兴盛，市民力
量不断壮大，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也稀疏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从世界范围来看，16世纪后半叶以后，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对工商业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大力帮助
发展海外市场，使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
同时的明朝，国内工商业却遭到特权阶级的横征暴敛与皇帝的疯狂掠夺，最终致使商品经济的发展遭
到重挫，社会经济处于萧条的境地。
从此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就远远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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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文章，皆为明朝经济史中的重要问题，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多年以来明史研究中存在争议较
大的问题，至今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只是着眼于参予，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二是明史范围内，人们尚未涉及，或者很少注意的一些领域，本人只是先走一步，作些尝试性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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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兵役四、余论关于明代后期“长工”的身份地位问题一、万历“新题例”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二、明代后期现实生活中“长工”的身份地位三、明代后期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四、余论明代关
中地区农业经济试探一、关中地区耕地面积的变化二、关中地区粮食生产的概况三、关中地区经济作
物的种植四、蔬菜、水果的栽培五、明中期以后关中地区农业经济落后的原因六、余论明代的交通一
、驿传制度二、全国主要交通干线的兴修(一)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的驿路(二)北京至江西、广东
的路程(三)北京至河南、湖北、广西三省水陆路(四)北京至陕西、四川路程(五)北京至贵州、云南二省
路程(六)北京至山西布政司路程(七)北京至山东布政司路程三、国内外水陆商业路线的开辟(一)国内几
条主要的商路(二)海上交通的发展四、交通工具五、商业运输六、余论明代商业的繁荣与兴盛一、明
前期的商业状况：(一)明政府大力推行专卖制度和控制海外贸易(二)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三)南京商业的
兴盛二、明中期商业的活跃(一)商业的发展(二)市镇商业的兴起(三)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三、明后期商
业的发展与繁荣(一)商品生产的扩大(二)地区间商品交流的繁忙(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城镇增添了
活力(四)商人集团的活跃和商业资本积累(五)明朝后期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掠夺四、明代的海外贸易(一)
明前期的朝贡贸易(二)明中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三)明后期海禁开放与国际贸易五、余论明代官府
手工业一、官手工业的多元管理体制(一)工部管理的官手工业机构(二)内府监局管理的官手工业机构(
三)户部和都司卫所管理的官手工业机构(四)地方官府管理的官手工业(五)监督官手工业的监察机构二
、明代的工匠制度(一)轮班匠、住坐匠和军匠(二)工匠对明政府的反抗(三)工匠制度的瓦解三、官手工
业的原料征收与管理(一)庞杂的物料(二)物料的来源(三)物料的改折和召买(四)物料的管理与支用四、
官手工业的行业生产状况(一)瓷器(二)丝织业(三)冶炼业(四)铜冶铸业五、余论明政府库银储存研究一
、朝贡贸易给明政府带来的利益二、明中期赏赐范围的扩大三、宪宗、孝宗的奢侈与迷信四、正德年
间财政的竭蹶五、嘉隆万时期财政的亏空六、明末“三饷”的加派和“内帑”的贮藏七、余论论明代
“藩王”地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王庄大量占有土地二、藩王地主对商品经济的破坏三、藩王
地主对分封地区社会经济的破坏四、藩禄为明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五、余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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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条是大运河。
元末明初，运河淤塞，利用海运，风险很大，损失沉重。
明政府便在元朝运河的基础上，遂于永乐九年二月，命工部尚书宋礼，“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
民三十万”疏通挖掘，“二十旬而工成”。
永乐十三年五月，又命平江伯陈碹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为清
江浦，导湖水人淮，筑四闸以时宣泄”，大大节省了挽运之劳①。
这两次工程完成之后，南北水路畅通。
从此这条河不仅成为明朝的漕运要道，又是南北货运的主要干线。
南北河道长达1794公里，连接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
河中经常船只达12000只。
每年南粮北运达五、六百万石，又把南方的丝织品、棉布、纸、糖、瓷器大量北运，广销北方各地。
同时，利用运粮的空船南运大批的北方棉花、杂粮等货，销售东南沿海各地。
李东阳作诗描写运河航运的盛况：“南京马船大如屋，一舸能容三百斛。
高帆得势疾若风，咫尺波涛万牛足。
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鹾⋯⋯倏去忽来谁复知，乘时射利习成俗。
”②万历时，南北的货物交流更为频繁。
所以李鼎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
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③南北昼夜行驶在运河的船只是难以数计，经常发生“舳舻挤塞”的现象。
因之，明政府曾规定：即“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入这些运河的，但居住在北面这运河之间
的人们除外。
通过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
这条法律并不能解决运河中船只拥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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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50年秋天，我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大约于次年春天，听了侯外庐校长《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发
展的规律》专题报告。
同时，又选修了许兴凯教授讲授的《中国经济史》课。
这样使我对中国经济史开始产生兴趣，遂爱浏览报刊上的这类文章。
到北京工作后，1955年旁听了一年向达教授给中科院历史研究所青年同志开设的《史学概论》课。
向先生学识渊博，讲解透彻，其中对明清档案、地方志，讲解尤为详细，使我认识到明清经济史的史
料如此丰富，大有搞头。
从此自己钻研明史，侧重面一直是经济部分。
为时不久，平静的生活秩序竟被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所打乱。
于是知识分子面临着思想改造、劳动锻炼的任务，不是下乡，就是下厂。
登峰的杰作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创办五七干校，或轰到农场集体"走五七道路"，一去就是三、四年。
在那样的苦难中，谁还有心思搞学问呢？
暑往寒来，一晃20多年过去了。
在这期间，我经受了各种磨练，体会千万，总算是苟全了性命，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中全会后，学校复课，我才有机会正式进行科研，陆续发表论文，安心工作不到10年，1988年秋天
退休。
这样一生的大好时光都被报废了，很遗憾，许多该作的工作，都要推迟到退休之后来完成。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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