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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因

此 ,认真探讨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或许对突破我国传统农业经济模式 ,促进商品性农业

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明清时期①农业领域的商品经济确有长足发展 ,在粮食和经济作物的

种植生产以及畜牧业、林业、渔业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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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来看 ,虽然古代社会里占

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但商品经
济自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便已经产生并有了一定程

度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明清时
期 ,农业领域的商品经济确有长足发展 ,对此 ,学术

界有颇多研究。然而 ,明清经济史研究自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以来 ,与明清手工业、商业领域内的商品

经济的研究相比 ,学界对明清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
系统研究却较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

国 ,农业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因
此 ,认真探讨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或许对突
破我国传统农业经济模式 ,促进商品性农业经济的

发展有所裨益。农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农业
指粮食及经济作物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等

提供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产业。近年来 ,我国已有
学者从这一概念入手对战国秦汉时期和唐代农业

领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做了系统论述。②

一、粮食生产的商品化趋势
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是农业部门的重中之重 ,

粮食商品化是农业领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典型表现。

因此 ,这里首先谈谈明清时期 ,满足人类基本生活
需求 ———粮食生产的商品化问题。十四世纪晚期

入明以后 ,统治者采取了移民垦荒、军民屯田、兴修

水利等措施 ,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 ,从而增加了每种农产品的生产量和商品交易

量。此外 ,城市的繁荣、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工

商业人口的不断增加 ,促使商品粮的生产不断发

展 ,贩鬻祟买往往有之。屈大均称“东粤少谷恒仰

资于西粤。”[ 1 ] (卷 14食语 )万历《秀水县志 》卷三

《食货 》也说秀水县“其待籴而炊者 ,市日不下千

石 ”。可见其时商品粮交易频繁 ,粮食商品化进程

加快。

清初 ,由于入关后所施行的大破坏 ,商业性农

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滞 ,粮食的商品生产也不例

外。直至十七世纪八十年代 ,才得以恢复发展。十

八、十九世纪 ,当城市工商业发达 ,非农业人口增

加 ,经济作物和渔业等侵蚀粮食作物生产面积时 ,

工商业先进地区粮食需要量增加 ,价格上涨 ,就刺

激工商业落后地区增加粮食作物生产 ,以满足工商

业先进地区粮食供应之需。松江府各属县城镇 ,

“每年口粮全赖客商贩运 ”。其中崇明一县 ,乾隆

二十年 (1755年 )前 ,每年从外地运进粮食“不过二

十余万石 ”,此后历年增加 ,至乾隆四十年增至 30

余万石。[ 2 ]苏州府则“无论丰歉 ,江广安徽之客米

来售者 ,岁不下数百万石。”[ 3 ] (卷 26)广东是盛产

经济作物的地区 ,粮食主要靠广西、江西及湖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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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雍正朱批谕旨 》中提到雍正年间广东“即丰

收而乞籴于 (广 )西省犹不下一二百万石 ”。乾隆
年间 ,由东北开往天津的粮船有数百艘。“关东豆

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 ”[ 3 ] (卷 1)。当时“全国
粮食的供应情况是广东仰给于广西、湖广、安南和

南洋 ;江浙仰给于湖广、江西、四川、安徽、河南甚至

辽东 (安徽、河南、辽东供应麦、豆和杂粮 ) ;而福建

则仰给于江、浙、台湾、广东 ,并通过这些地域而仰

给于湖广、江西、辽东等地。”[ 4 ]

明清时期粮食的商品性生产还可以从榨油、酿

酒等加工业的发展中反映出来。列宁曾指出 :“当

农业同农作物的技术加工 (如磨粉、榨油、制马铃

薯淀粉、酿酒等等 )结合在一起 ⋯⋯在这种场合
下 ,农业将是商业性的 ,而不是自然的。”[ 5 ]明清时

期榨油业的商品性经营取得了显著发展 ,有关史料
屡见史籍。据万历《崇德县志 》卷十二《外记 》载 :

“商人从北路夏、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作

油作饼 ,又或转贩于南路。商人豆船皆集包角堰 ,

为之小瓜洲。”万历十七年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

碑记 》也记载 :“镇油坊可二十家 ⋯⋯坊须数十人 ,

间日而作 ⋯⋯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可见。祟德

县的榨油业在当时很发达 ,规模也不小。崇祯《吴

县志 》卷一记载江苏吴县“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 ,

多开油坊榨菜石油。”晟舍镇也有许多人开油坊榨

油 ,《晟舍镇志 》卷六称乾嘉时 ,“夏间襄饼市极盛 ,

远近数百里咸来购焉。”其卷一还引用凌介禧诗 :

“春花共喜今年熟 ,五月车忙竞打油 ”来描写这一
景象。当时 ,榨油业利润很厚 ,乌青镇竟“有中人

之家贷钱开油饼坊。[ 6 ]

明清酒基本上都是粮食酒 ,道光《滕县志 》卷

十二载山东滕县“酿户大者池数十 ,小者三、四 ,池
日一酿 ,费粟一石二斗。”那时人们酿的酒大多是

作为商品出售 ,酿酒业的商品性经营取得了显著发
展 ,营利性的酒店、酒肆、酒楼等分布城乡各地 ,可

谓“荒郊野巷 ,莫非酒店 ”[ 3 ] (卷 26) ,孔圭《上邑侯
彭少韩书 》就云“十宝之聚 ,必有糟房 ,三家之村 ,

亦有酒肆 ”。乾隆年间 ,直隶省宣化等十多个县 ,

就有酿酒“缸户共五百二十一座 ”,而且都是有“牙
贴 ”(营业执照 )的。另外 ,“尚有无贴烧缸五百六

十一座 ”。[ 7 ] (卷 107)西北五省酿酒所耗粮食非常
多 ,“专计城镇之坊 ,大小相折 ,以县四十为率 ,每

岁耗谷已千数万石 ”[ 8 ]。很明显 ,这部分用粮的生
产无经完全是商品粮的生产了。

二、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兴盛
1. 烟草的种植生产

烟草原产美洲 ,十六世纪晚期传入我国。明清

时吸食者增多 ,厚利所在 ,刺激了烟草的栽培。王

士祯《香祖笔记 》卷三云“ (烟草 )田家种之连畛 ,颇

获厚利。”明末杨士聪《玉堂荟记 》卷下载 :“自天启

中始也 ,二十年来 ,北土亦多种之 (烟草 ) ,一亩之

收 ,可以敌田十亩 ,乃至无人不用。”乾隆《赣州府

志 》卷二《物产 》也载江西赣州府属各县遍植烟草 ,

甚至“致良田为蔫畲 (种烟 ) , ⋯⋯以获厚利 ”。嘉

庆以前的陕西“今汉中郡城 ,商贾所集 ,烟铺十居

其三四 ,城固胥水以北 ,沃土腴田 ,尽植烟苗。”[ 9 ]

(卷 36《户政 》)清方苞就指出 :“江南、山东、直隶

上腴之地 , 无不种烟 , 而耳闻于他省者 , 亦如

之。”[ 8 ]当时 ,南北各省都兴起种烟高潮 ,种烟遍及

全国二十个省区。

明清尤其清代 ,烟草制造工业发展迅速 ,许多

地方都能见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制烟业。据乾隆

《瑞金县志 》卷二《物产 》记载江西瑞金盛产烟草 ,

于是福建漳、泉的商人 ,遂“麇至骈集 ,开设烟厂 ”。

“ (济宁 )出产以烟叶为大宗 ,业此者六家 ,每年买

卖白金至二百万两 ,其工人四余人 ”[ 3 ] (卷 6,闸河

日记 ,道光九年 )。玉山的烟草产品 ,尤负盛名 ,道

光《玉山县志 》卷十二称那里有“日佣数千人 ”在从

事烟草制造生产 ,并远销到大江南北。当时这种为

市场而生产的制烟业 ,到处茁壮成长。烟草制造工

业的发达 ,必然刺激烟草种植业的兴盛 ,从而促进

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2. 桑麻苎棉花的种植生产

桑麻苎棉花的种植在明清时期遍布大江南北 ,

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 ,亦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据

《明史. 食货志 》载朱元璋洪武初年下令 ,“农民有

田五至十亩各种桑、麻、棉半亩 ,十亩以上倍之 ,麻

一亩征八两 ,棉一亩征四两 ,种桑以四年起科 ,不种

桑、棉、麻 ,则各出绢、棉布、麻布一匹 ,以示惩戒 ”。

清代则“官吏视以为常 ,亦皆习而不察。”[ 2 ]以致明

清时期 ,桑麻苎棉日见丰盛 ,遍地种植。嘉庆《嘉

善县志 》卷三《区域志 》载嘉善“六乡远近 ,桑麻蔚

然 ”,而湖州“家家种苎 ,多者为布 ”[ 10 ]
,“宁津种棉

者几半县 ”[ 7 ] (卷 74)。这一时期 ,许多农民种植

桑麻苎棉已不再仅仅是为了自身需要 ,而是为了出

售。对此 ,史料多有记载。张履祥在《横山纪略 》

中说 :“蚕桑之利 ,厚于稼穑 ,公私赖焉 ”。正德《新

市镇志 》卷一记载“苎西乡洛舍等处所出为多。市

肆收积 ,以时逐利而卖 ”。奉天各处“旗民种棉

者 ”,“皆售于商贾 ,转贩他省 ”[ 9 ] (卷 35和其衷《根

本四计疏 》)。

明清时期桑麻苎棉种植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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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董蠡舟在《乐府小序 》中就提到一些农民专门

种桑叶出售和专门卖桑叶的市场 (桑市 ,亦称叶

市 ) ,“叶莫多于石门桐乡 ,其牙侩则集于乌镇 ,买

叶者以舟往 ,谓之开叶船 ,饶裕者亦稍以射利 ,谓之

作叶 ,又曰顿叶。”在桑农中还分离出专门种植桑

叶种的专业户 ,“有地桑出南浔 ,有地桑出于杭之

临平。在鬻之时 ,以正月之上中旬 ,其鬻之地 ,以北

新关的之江将桥。”[ 11 ]《余杭县志 》中提到了专门

种植苎麻的蓬民 ,“山区多有闽广人侨居 ,他们佃

地堆阜 ,种麻为业 ,称之蓬民 ”。同治《安吉县志 》

引乾隆县志也谈到了这一现象 ,“安吉所产苎麻有

限 ,自闽人及江右人租乡村旷地 ,设厂开掘而种 ,时

壅既工 ,获利始倍 ”。此时 ,也有一些人专门开办

棉花庄 ,钱泳说 :“余族人有名琨者 ,位居无锡城北

门外 ,以数百金开棉花庄。”[ 12 ]列宁说过 :“商业性

农业的增长 ,表现于农业专门化中。”[ 5 ]桑麻苎棉

专门化程度越高越是反映出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

发达。

3. 茶叶的商品性生产

茶很早就在中国作为商品出售 ,十七世纪中叶

起欧土渐兴饮茶之风 ,茶叶外销数量剧增 ,《顺治

安庆府太湖县志 》卷八称当时“树茶所入不减稼

穑 ”。在著名茶区如安徽霍山、福建武夷山、广东

广州等地 ,都出现以种茶为专业的经营者。安徽霍

山县城附近一百里以内山区的农户 ,“皆种茶 ,

⋯⋯民惟赖茶以为生 ”,从春天到夏天这里挤满了

收购茶叶的商人。[ 13 ]《古今图书集成 》记载福建武

夷山下居民“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檀萃《滇海

虞衡志 》卷十一《草本 》也载云南的普洱 ,“入山作

茶之人数十万。茶客收买 ,远于各处 ”销售。此

外 ,广东农民种茶也很多 ,屈大均称“珠江之南有

三十三村谓之河南 ⋯⋯其土沃而人勤 ,多业艺

茶 ”[ 1 ] (卷 14)。可见 ,明清时期茶叶的商品化进

程加快 ,茶叶的多少竟成为人们衡量财富的标准 ,

光绪《湖雅》卷二《茶 》称“千树茶比千户侯矣 ”。

4. 甘蔗的种植和蔗糖生产

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甘蔗的种植 ,明

清时期继续发展 ,很多地方还出现了专业种植区。

广东地区种植的甘蔗是“连岗接阜 ,一望丛若芦

苇 ”[ 1 ] (卷 25《木语 》)。范端昂《粤中见闻 》也说广

东的番禺、东莞、增城一带“其蔗田几与禾田等 ”。

台湾也是著名的甘蔗产区 ,康熙帝间 ,诗人描写台

湾的甘蔗种植是“蔗田万顷碧萋萋 ,一望葱茏路欲

迷 ”[ 14 ] (卷 4,杂著 )。江西赣州、南康二府种蔗也

颇为兴盛 ,乾隆《南安府志 》卷四《物产 》称农民“种

蔗不种麦 ,效尤处处是 ”。

甘蔗一可直接食用 ,另可用以榨糖。明清时

期 ,甘蔗种植业和蔗糖加工业相互促进 ,发展迅速。

何乔远《闽书、南产志 》载“附山之民 ,垦辟硗确 ,植

蔗煮糖 ”。漳州乾隆时 ,“俗种蔗 ,蔗可糖 ,各省资

之 ,利较田倍 ”,“人多营焉 ”。[ 13 ]雍正《揭阳县志 》

卷四《物产 》称蔗农“以牛绞出蔗浆 ,炼成乌糖 ”,出

售给商人。那时糖的制作技术提高 ,品种多 ,并且

有多种再制品 ,这一点明人范端昂在《粤中见闻 》

中曾提到 ,说 :“广东祀灶须用糖砖 ,款客或以糖

果 ,其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葱糖、乌糖等项 ,以为

杂食。葱糖称潮阳糖 ,极白无滓 ,入口酥融如沃雪。

⋯⋯乌糖者 ,以黑糖烹之成白 ,又以鸭卵清搅之 ,使

渣滓上浮 ,精英下结 ”。此外明清时期的糖除销售

国内各地外 ,还远销到今朝鲜、日本、菲律宾、伊朗

等国。《天下郡国利病书 》卷九六《福建 》载吕宋、

日本等国对“福建糖品 ,果品诸物皆所嗜好 ”。广

东的白糖也供出口 ,据李调元《南越笔记 》卷十四

记载“最白者以日曝之 ,细若粉雪 ,售于东西二

洋 ”。说明明清时期甘蔗和蔗糖商品性经营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

5. 蔬菜、果实、花卉的种植生产

明清时期蔬、果、花卉的生产由于社会需要的

增加 ,商业化趋向进一步加强。蔬菜方面 ,北京郊

区附近发展了温室栽培 ,如“ (北京 )京有韭黄 ,盖

地窖火坑中所成 ”[ 7 ] (卷 73) ;广州郊区出现有种

蕹的水上浮田 [ 1 ] (卷 27,《草语 》) ,如范端昂《粤中

见闻 》卷二五中提到“ (广州 )西园 ⋯⋯每池塘十

区 , ⋯⋯其四为蕹田 ”;而据清吴敬梓《儒林外史 》

第五十五回载南京有进行三百亩大规模种蔬的菜

园经营者。该时期商业种菜已形成相当规模。

果产方面 ,则北方桃、梨之产尚滞于小商品生

产阶段 [ 15 ]
,但南方亚热带地区的柑橘、龙眼、荔枝

等 ,则因消费者爱好之故成为较大经营的生产事

业 [ 1 ] (卷 2《地语 》,卷 25《木语 》)。有关史料颇多。

王士性《广志绎 》卷四说“桔林傍河十数里不绝 ”。

屈大均也说 :“吾粤多桔柚园 ”[ 1 ] (卷 25《木语 》)。

可见 ,该时期柑橘种植已成为较大规模的商品生

产。而荔枝、龙眼的种植更是如此。如广东“顺德

有水乡曰陈村 ,周围四十余里 ,居人多以种龙眼为

业 ,弥望无际 ,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

十三四 ,比屋皆取荔枝、龙眼为货 ,以致末富。”[ 1 ]

(卷 2《地语 》)番禺的荔枝 ,南海的龙眼 ,也是覆盖

几百里。屈大均称“南海评浪之山而东一带尤多

龙眼树 ,又东为畜番禺之东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

06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5卷



龙眼叶绿 ,荔枝叶黑 ,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 ,

地土所宜 ,事以为业 ,称曰龙荔之民 ”[ 1 ] (卷 2《地

语 》)。咸丰《顺德县志 》卷三提到当时还有一些人

专门种植荔枝、龙眼苗 ,被称为“秧主 ”,“担负诸种

花木贩之 ,近者数十里 ,远者二三百里 ,他处欲种花

木 ,荔枝龙眼之率 ,率就陈村买秧主“。

花卉经济用途的增加 ,也使其脱离小规模种

植 ,而进入到较大规模的专业经营 [ 16 ]。《古今图书

集成 》就谈到北京、扬州、杭州等地在明清时期出

现了专门供应市场需要的花卉经营 ,称“ (北京草

桥 )居人以种花为业 ,冬则蕴火暄之 ,有莲池香闻

数里 ,牡丹、芍药栽如稻麻 ”,又说扬州所产菊花

“多从洛中移植 ”等等。漳州的水仙化 ,由海道运

到台湾 ,有时又自台湾转运到广州 ,广州市上“标

写台湾水仙花头“者即是 [ 14 ] (卷 3《物产 》)。清顾

禄《清嘉录》卷六中也提到很多当时的花卉经营情

况 ,如“珠兰、茉莉来自他省 ,熏风欲拂 ,已毕集于

山塘花肆 ”,又如“广南花到江南卖 ,帘内珠兰茉莉

香 ”等。

三、林牧渔业生产
1. 林业

就林业生产而言 ,当时很多山民以种竹为生 ,

如光绪《杭州府志 》卷五五《水利三 》载“余、临所产

毛竹 ,每年不下千舫 ”,“被湖州人买去 ”。宿松县

“西北之各山产竹甚富 ,所产之竹除远销本境各埠

外 ,多由竹简贩运至湖北属之黄梅孔垅、江西之湖

口、彭泽等县镇售卖 ”。[ 17 ]竹的种植和销售非常繁

荣 ,竹器业也因而取得了较大发展。据民国《嘉定

县续志 》卷一记载石冈门镇 ,“镇北沿冈身两旁三、

四里 ,居民多业竹器 ,行销远近各市镇 ”。光绪《桐

乡县志 》卷一引《旧志 》记载嘉兴地区桐乡陈庄镇 ,

“居民以竹器为业 ,四方贸易甚远 ”。竹的收入成

为山民生活的重要来源。种乌桕树经济效益显著 ,

“一次种植 ,即为子孙数世之利 ”[ 18 ] (卷 38《种

植 》) ,因此明清时种乌桕树的人特别多 ,凡“高山

大道 ,溪边宅畔 ,无不种之 ,亦有全用熟田种者 ”[ 18 ]

(卷 38《种植 》)。当时 ,柴薪和木炭的商品生产也

存在 ,炊爨燃料“除自供炊爨外 ,有余则贩售他

人 ”,“凡山林丛窑之区 ,亦有採取树枝 ,燃烧成灰

炭 ,贩运售卖 ,藉为营业之一种 ”[ 19 ] (《实业志农

业 》)。

明清时还有许多专门从事木业经营的木商 ,据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 》卷七二《江先生家传 》载“江

蓉东先生者 ,婺源江湾人也。. . . . . . 家人为木客 ,贾

吴楚或数千章 ”。又如乾隆《周至县志 》卷十载“每

年木植出山之日 ,黄巢山谷地方 ,木商山客互相交

易者 ,不下数万人 ”。这些木商不但资本巨大 ,且

随带很多的家丁或雇佣许多的工人 ,从事贩木活

动。《详状公案 》卷二《断强盗掳劫 (阮大尹审 ) 》

条云 :“且山多竹木 ,适有徽州府戊源县 (婺源县 )

客人王恒 ,带家丁随从十余人 ,往贩杉木 ,闻得丁宅

山多 ,用价银一千五百两 ,登门买拚 ,凭中交银 ”。

《婺源县志 》卷三十二《义行四 》也载“俞日升长滩

人 ,常贩木筏 , ⋯⋯佣工百数十人 ”。可见 ,其经营

规模的巨大。

2. 畜牧业

明清时期 ,畜牧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有所发展。

两个朝代都设马市 ,拿汉族的布、绢、铁器等物 ,换

取少数民族的马、牛、养等。广大农村的家庭畜牧

副业也发展良好 ,鸡鸭牛猪等无所不养。如“吾地
(浙西 )惟鹅、鸡可蓄 ,然多蓄鸡不如多蓄鹅 ,若非

留种及家用 ,则六七斤即宜卖。”[ 10 ]又如“畜牛为

利者 ,买瘠牛 ,使童子牵之 , ⋯⋯养一二月 ,则牛肥

而价倍 ,一牛尝得数金之息 ”[ 10 ]。《古今图书集

成 》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情况 ,称“家鸭江湖间养

者千百成群 ,高邮泰州极多 ⋯⋯未孵者曰蛋 ,土人

盐藏之以售于四方。”

该时期畜牧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 ,还表现在

饲养技术的提高方面。一些养鸡户“从市买肉骨

碎而饲之 ,又积草于场 ,俟其蒸出杂虫 ,日番几次 ,

则鸡不食米谷而肥 ”[ 10 ]
,大大降低了养鸡成本。为

了繁育大量的家禽以供人民的食用 ,鸡鸭的大量孵

化 ———火抱法应运而生 ,又因为火抱法能孵化大量

的鸡鸭 ,所以当时孵化业成为专业 ,包括有检温、转

卵、凉卵、验卵等种种技术经验 [ 20 ]。此外 ,人们已

开始重视马、牛、羊、猪粪便的经济价值 ,《沈氏农

书、运田地法 》载“⋯⋯但近年来粪价贵 ,人工贵 ,

载取费力 ,偷窃弊多 ,不能全靠租窖 ,则养猪、羊尤

为简便 ⋯⋯计羊一岁所食 ,取足于羊毛 ,小羊而足 ,

所费不过垫草 ,宴然多得肥壅 ”。

3. 渔业

渔业生产 ,明清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从副业

性质的生产发展为商业性与专业性的生产。《唐

栖志 》卷二十《杂记 》中就提到“丁山湖民以养鱼为

生。⋯⋯塘栖水乡数十里荡漾溪河 ,渔者尤伙。”

当时“其 (养鱼 )利岁亦十倍 (于农 ) ”[ 3 ] (卷 25《齐

民四术、树植 》)。该时期先购鱼秧来饲养然后卖

鱼花 ,已成为一个专业 ,黄省曾《养鱼经 》称“今之

俗惟购鱼秧 ,其秧也 ,渔人泛大江 ,乘潮布网而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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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初也如针锋然 ,饲以鸡、鸭之卵黄或大麦之麸

屑 ,或炒大豆之末 ,稍大则鬻池养之家 ”。

其时鱼的采购、运输、饲养、管理技术等有了很

大提高。有关养鱼方法中 ,已提出凿池养鱼的改进

办法 ,如“用方一丈的小池 ,饲养体长一寸上下的

鲢鱼和草鱼 ;以方二三丈的中池 ,饲养分塘后的较

大鱼种 ;以方二十至三十步 (一步约六尺 )以上的

大池 ,饲养体重一斤以上的大鱼。”[ 18 ]是建筑大、

中、小三池 ,分别饲养不同成长阶段的鱼。徐光启

还提出鱼种按“一草三鲢 ”的比率放养 ,称“小池放

养草鱼二百尾 ,鲢鱼六百尾 ”[ 18 ]
,这一比率至今仍

在沿用。说明明清时期养鱼技术大大提高。

四、结语
自从明中叶以来 ,农业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日

益增大 ,农业中种植何种作物 ,已受市场规律的制

约 ,以粮食生产为主要内容的自给性农业经济结构

正日益瓦解 ,农业经营不再是单一稻作制 ,而向着

多种经营的种植经济作物的综合商品经济发展。

这是当时农业中的普遍现象。不用说 ,对维持封建

经济的内部平衡是很有用的。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 ,明清农业领域商品经济发

展的同时 ,人们已注意到维持生态平衡是促进农业

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广东南海九江乡 ,素“以鱼

桑为业 ”(参见《九江儒林乡志 》和《广东新语 》) ,

九江地狭 ,而鱼桑占其半 ,塘以养鱼 ,堤以树桑。

《乾隆广州府志 》卷十《风俗 》也载人民多将洼田挖

深 ,取泥复四周为基 ,中凹下为塘 ,基种桑 ,塘蓄鱼 ,

桑叶饲蚕 ,蚕矢饲鱼 ,以桑、鱼为业。这种桑基鱼塘

会促进经济综合利用 ,保持生态平衡 ,加快商品经

济的发展。

不过尚须重点指出的是明清时期随着农村商

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规律起了作用 ,引起了农

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治《新城县志 》卷

一《风俗 》载 :江西新城 (今离川 )的栽烟业 ,有从外

地来的、没有土地的 ,称为“莳烟家 ”的人 ,他们“专

靠赁地栽烟 ”。严如翌《三省边防备览 》也称“商人

写地数十里 ,遍载之 ,须数十年方成 ,常年佃棚户守

连 ,一厂辄数十家。”两则材料中提到的莳烟家和

商人是产业资本家的前身 ,即是租地农。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三卷中曾深刻地指出租地农的历史作

用 ,他说 :“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

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 ,一切从农村旧

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 ”。因此 ,这个生

产形态的出现 ,说明明清时代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

已露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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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 evelopm en t of Comm erc ia l Econom y in the F ield of Agr iculture

D ur ing the Per iod of the M ing and Q ing D yna sties

W E I Xiao - ying, CAO M in
( School of M axism X ihua N orm al U nvisity, N anchong S ichuan 637000)

Abstract: The commercial economy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gained the great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sueh as grain growing , p lanation of the econpm ic crop s, husbandry , forestry and so on .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develop2
ment of commercial economy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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