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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 　大规模移民与劳动力流动及其所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与商品的流动和组合 ,在江

南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移民的技能、资本在城镇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工商服务业 ,在农村进入土

地交易与租佃市场 ,移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与开拓意识 ,都促进了江南各类市场的发展。临安

大都会市场是移民因素最集中和深刻的体现 ,江南市镇在南宋的成长 ,亦广泛地烙下移民的

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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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形成市场并实现资源配置。历史时期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发育有限 ,

既受到交通运输等技术条件的制约 ,也受到劳动分工、社会流动迟滞的影响 ,当然与其他相关市场的

发展程度亦密切相关。两宋之际大规模移民进入江南 ,不仅形成劳动力流动 ,也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

与资源的流动 ,从而促进了江南市场的发展。

中原文化与移民对南宋特别是临安的影响 ,所论越来越深入 ,如程民生 (1997) 、吴松弟 (1997) 、徐

吉军 (2008)等。本文侧重于北方与外地移民对江南市场的影响进行论述。分析江南移民进入市场的

几种途径与作用方式 ,并以临安的事例具体分析这种作用的深度 ;在宏观层面上 ,则从南宋江南市镇

兴起的移民动因进行考察。宋代史料有限 ,本文挖掘了宋史界有所不及的明清方志中辑录和反映的

宋元史实 ,并利用明清整理的宋元话本 ①的细节描述 ,以求在资料运用上也有所突破。

一

移民具有不同类型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经济环境中移民的形态及其作用迥异。移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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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引用了不少宋元白话小说的材料。小说可以作为史料之参证 ,尤其是其细致描述有助于理解史书中语焉不详的史
实。这些话本 ,多是元明刻本 ,在流传的过程中 ,不少有所改动 ,但基本上可视为主要反映宋元历史实际 ,今人从不同方面进行了
鉴别 ,如 :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 2000 年版 ;欧阳健、萧相恺《宋元小说话本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路工、谭天编《古
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亚东图书馆辑《宋人话本七种》,中国书店 1988 年版 ;萧欣桥选注《西湖古代白话小说
选》,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



可能出现边缘化、或主流化、或有机融合三种趋势 ①。在历史上 ,移民及其后裔容易形成自我封闭性群

体 ,东晋的南迁家族与侨州郡县是其极至。客家人在闽粤赣地区 ,筑土楼自保 ,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自

我延续 ②。两宋之际的两浙路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 ,“四方之民云集两浙 ,百倍常时”③。南宋江南

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 ,而是源源不断的连续现象。这一基

本特征已为学术成果所证实。本文要强调的是 ,与以往的移民潮相比 ,南宋移民的政府强制色彩较

弱 ,家族共同体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强 ,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 ,进而发挥不同的作用。北方移民迁入

江南后没有形成家族或政府控制下自我封闭的社群 ,数量之巨使移民没有边缘化 ,没有形成与原住民

相对隔绝地或相对独立地发展 ,而是迅速融入当地社会与经济特别是市场之中。

政府强制性迁徙与家族举族而迁 ,定居后往往形成凝固性与封闭性的经济单位。历史上曾多次

迁徙豪强 ,唐代长安尤为突出 ,这也是一种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两晋之交的移民南迁 ,则往往是举族

而迁 ,筑坞堡自固 ,东晋政府实行侨州郡县制 ,以集中安置大部分北方移民。世家大族作为汉魏以来

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 ,在迁徙过程中及定居后进一步加强。在朝廷的支持下 ,大面积开发 ,垦田与围

田由此得到突出发展 ,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逐渐结成不可分割的牢固整体

“乡族集团”④。

南宋江南的移民 ,虽然史载多称“扈从南迁”,但大多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 ;虽然也有举族

而迁 ,但不复为主流形态 ,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移民的迁徙与定居谋

生。水陆交通与运输工具 ,沿途市场补给 ,使小家庭能完成迁徙行为。白话小说中颠沛流离南迁者多

是小家庭 ,常见者二三口而已 ,饱尝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⑤。

不可忽视的是 ,除了北方移民之外 ,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 ,以及江南区域内的人口

流动 ,为数也很可观。例如福建 ,“居今之人 ,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 ,在在有之 ,而唯闽

为多。闽地褊 ,不足以衣食之也 ,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 ,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 ,

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⑥。许多福建技艺人员与商人就来到了江南 ,特别是临安 ,发达的市场为他们谋

生与营利提供了机会。明清时期引人注目的商业移民 ,实际上宋代就已开始。区域内的人口流动 ,同

时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 ,就是一个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过程 ,所谓“自村疃而迁于邑 ,自邑而迁于郡者

亦多矣”⑦。

北方移民及商业移民、城市化移民 ,通过市场寻求生存机会 ,同时其所带动的生产要素流动也推

动了资源配置与市场发展 ,这是中国历史上此前少见的移民与市场相互促进的现象。

第一 ,个体移民形式推动土地交易与租佃市场。个体移民形式与小农家庭经济的成熟与独立性

增强相关 ,同时也与市场的发展相关。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至宋代已趋于成熟 ,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

一方面表现于小农家庭经济体在北方的成熟 ,家族与庄园的经济功能弱化 ,已经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

单位 ,也不再成为移民单位。另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恢复和重建经济体的能力增强 ,江南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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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西方殖民者在美洲 ,将土著印第安人赶向山林 ,反客为主 ,移民经济主流化。欧美唐人街则是一种典型的边缘经济形态 ,
海外华族作为少数民族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中。泰国等地的华族则与当地居民有机融合 ,华族经济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有机
组成部分 ,不可分割。详见龙登高《跨越市场的障碍》,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在近代的东南亚穆斯林社会 ,华侨华人相对独立地发展 ,强烈地表现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内部网络化联系。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85。
胡阿祥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葛剑雄 :《中国移民

史》第二卷 ,第十章第二节。
话本《冯玉梅团圆》、《卖油郎独占花魁》、《西湖三塔记》、《错斩崔宁》、《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乐小

舍拼生觅偶》等 ,主人公家庭 ,少则二三口 ,多则三四口。本文所引话本 ,出自《宋人小说七种》、《古今小说》等 ,经考证多源出宋代。
曾丰 :《缘督集》卷 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
《宋会要·食货》70 之 106。



的经济基础已足以容纳小家庭单位的经营 ,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不像东晋时期必须以乡族集团为

单位才足以进行经济开发。移民抵达后 ,通过租佃或购买小块土地 ,就能较快恢复个体农耕经营。移

民在江南购买土地、房宅 ,促进了地权市场的发展 ;或者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推动了劳动力与土地

的租佃市场。租佃市场的发育程度 ,从宋代至明清 ,江南在全国都是最为突出。

第二 ,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长途迁徙过程中 ,技能、工艺、知识等可携带的人力资本 ,较之铜

钱、贵金属等形式的物质资本 ,更不用说土地、商品等实物 ,更容易随移民抵达江南。但它们必须与其

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创造财富。为数众多的移民 ,辗转来到江南后 ,一贫如洗 ,除了出卖劳动与技

能之外 ,他们无以为生 ,从而为江南特别是临安等城镇市场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 ,为外来的

商业资本提供了充沛的雇佣对象 ,并降低经营成本 ①。移民少部分受雇于农场 ,少量成为富贵家庭的

佣人 ,一部分受雇于城镇工业 ,相当部分则在服务业中充当雇工 ,江南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引人注目。

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之兴盛尤赖于此 ,在杭州 ,人力婢仆、歌童舞女都有专门的官私牙嫂中介雇买。

第三 ,在城镇中从事工商业 ,相当多的移民从事行业门槛低的小本生意 ,成为新的从业群体与资

本来源。依靠江南市场的机会与潜力 ,在城镇内外或交通要冲处启店谋生 ,或做点小生意 ,像《夷坚

志》中不少此类事例一样 ,以小本经营也能迅速在城镇市场获得谋生之资。宜黄人詹度 ,“业伶伦”,在

城外只能“行丐而前”,到城市后 ,其吹笛技艺获人赏识 ,有了市场 ,“自是以技得名 ,渐亦温饱”②。小家

庭移民容易为城市接纳 ,如果是举族而迁 ,大家族的众多成员统一在城中安插则要困难得多 ,生活成

本高 ,因而他们往往选择市镇定居。

移民相当部分进入城乡市场 ,仰赖原有的市场体系为生 ,并扩大了市场规模。南方和区域内的流

动人口与工商业移民更是如此。在江南 ,南北习俗与各地文化相互融会 ,商品生产与技术共同发展 ,

市场获得进一步发育。流动人口和移民似乎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联系 ,侨居异地 ,唯求迅速谋生致

富 ,不惧市场风险 ,善于捕捉市场机会。庆元府象山县市户胡三十太等 ,“各系经纪小民 ,赁屋居住开

店”。他们显然是外来人口 ,有趣的是 ,房东也和房客一样不是本地人 ,“本县乡里屋主 ,皆系寄居官

户”③。

世俗社会所投影的神祇崇拜 ,也随移民落户江南。源泉于婺源的五通神、湖州的张王、福建的天

妃、四川的梓潼 ,1110 年前仅在镇江等少数运河沿线城镇出现 ,1275 年则在杭州与镇江分别达到 12

个 ,苏州、常州、建康也都有好几个 ④。这与各地的移民与市场水平大体呈对应关系。江南的北门户镇

江府 ,南宋嘉定时期的商税额达到 20. 6 万贯 ,超过北宋熙宁年间杭州府的商税额 (18. 3 万贯) ,咸淳

年间更高达 33. 6 万贯。

第四 ,安顿家庭需要从市场购买家居器皿与生活用品 ,市场消费需求大增 ,随着城镇扩大 ,道路桥

梁等基础设施 ,居民修建住宅等就会形成为数甚大的建材市场。同时北方移民与外地人口特有的生

活习俗 ,也形成新的需求。建康府城“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 (衒)讴歌 ,尚传京城故事 ⋯⋯习气大率

有近中原”⑤。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不同的人口构成与多样化的消费取向激发了市场需求 ,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

又使之进一步扩大。没有这一移民因素 ,同样数量的人口不可能形成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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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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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雇工稍有不慎 ,就会面临解雇。如面食店中的“行菜”,“或有差错 ,坐客白之店主 ,必致叱骂罚工 ,甚至逐之”(《梦粱录》卷
16《面食店》) 。

洪迈 :《夷坚三志壬》卷 4《陶氏疫鬼》。
《许国公奏议》卷 4《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间钱》。客寓他地的寄居官户 ,宋人文献中时可见之。
韩森 :《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至正《金陵新志》卷 8。



第五 ,最后还值得指出的是移民意识与网络。移民群体形成的人际网络 ,通常会成为信息传递、

人员流动与资源组合配置的新渠道。移民脱离了原居地的人际氛围与文化环境 ,脱离了在一定程度

上受制于这种环境的观念约束与人际约束 ,因而有可能自由开放一些 ,有可能突破传统的制约而形成

开拓创新意识。话本《计押番金鳗产祸》有一则事例 ,庆奴和张彬逃亡至镇江 ,无以为生 ,庆奴道 :“我

会有一身本事 ,唱得好曲 ,到这里不怕羞 ,何不买个锣儿 ,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 ,趁百十文 ,把来使用。”

移民容易突破旧有的框框 ,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更具冒险意识与创新精神。

二

移民对南宋江南市场的影响 ,在临安市场表现最为突出。临安堪称为一大移民城市 ,在中国历史

上的大都会中 ,可能最具移民特性。这一重要因素推动了临安经济在战后的迅速恢复 ,城市市场与市

民阶层的发展 ,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临安“建炎及绍兴间三经兵烬 ,城之内外所向墟落 ,不复井邑。继

大驾巡幸 ,驻跸吴会 ,以临浙江之潮 ,于是士民稍稍来归 ,商旅复业 ,通衢舍屋 ,渐就伦序”①。有人甚至

估计移民在临安总户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六七成 ②。更重要的是 ,南宋临安移民与上文所论历史上建

都或迁都的移民现象有所不同。北方移民之外 ,其他地区的工商业者与流民及周边农民都涌向这个

中心市场来谋生。短期流动人口 ,包括官员升降 ,游走商贩 ,以至行僧道士等 ,为数亦不少。三年一次

的会试 ,尤为壮观 ,“到省士人 ,不下万余人 ,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 ,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

之需耳”。混补年更多 ,据称达十万之众 ,还不包括几乎同等数量的随从 ③。《夷坚志》与话本中记录着

不少应考秀才的趣闻韵事。数量巨大的移民迅速融入杭州市民社会 ,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 ,

促进了临安城市市场进一步发育。

其一 ,消费需求格局的变化。宋廷驻跸临安 ,吸引了南下移民汇聚 ④,移民的涌入 ,填补了战乱人

口锐减形成的需求缺失 ,更重要的是 ,人口构成的变化形成需求格局的改变 ,表现于需求层次的提升

与需求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官僚贵族迁居临安 ,形成高水平消费需求。除了皇室之

外 ,移民中“今之富室大贾 ,往往而是”⑤,周边地区迁入临安的一般也都是各地的富有家庭 ,这些富有

阶层 ,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 ,尤其是高消费 ,从而推动奢侈品、高档商品和娱乐享受服务的市场需求 ⑥。

如每逢岁时节庆 ,迎神赛会 ,都人不论贫富 ,倾城而出。“公子王孙 ,富室骄民 ,踏青游赏城西 ,店舍经

纪 ,辐辏湖上 ,开张赶趁。”⑦

另一方面 ,各地不同消费习俗的人口 ,形成不同的消费需求结构。最为明显的就是 ,为数巨大的

南迁北人 ,带动了面食消费的剧增。商品市场的多样化 ,除了原来稀见的面食类商品成为大宗商品之

外 ,其他北方的风味产品与特色商品也为数不少。牛羊乳及制品出现 ,丝织品、服饰、陶瓷、肉、酒等品

种都有所增加 ⑧。《清波别志》载 ,“自过江来 ,或有思京馔者 ,命效制造”,形成“临安所货节物 ,皆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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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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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曹勋 :《松隐集》卷 31《仙林寺记》。
吴松弟 (2000 :577) 。吴氏据《系年要录》“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 ,户口所存 ,裁十之二三”,推断十之六七为移民 ,恐难成

立。一则史料显系夸张 ,一则战乱后有相当部分应为原居民回归。
《梦粱录》卷 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
话本《单符郎全州佳偶》说 ,百姓从高宗南渡者 ,不计其数 ,皆散处吴下。闻临安建都 ,多有搬到杭州入籍安插。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73 ,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叶适亦谓“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叶适集·水心别集》卷 2《民

事中》) 。
龙登高 :《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西湖老人繁盛录》。“纪”字为笔者所校 ,涵芬楼秘笈本原作“营”,夹注云“营 ,原误绝”。原来的“绝”,系“纪”之误。“经

纪”一词 ,在宋代是指代小生意者的流行语言。涵芬楼秘笈本错误地将“绝”改为“营”。
徐吉军 :《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 ,2008 年。



都遗风 ,各色自若。”临安娱乐市场有“学乡谈”的表演 , 学各地方言以取乐 ,如学萧山、绍兴、宁波及苏

北等地方言 ,表明这些方言及其移民群体在临安为人熟知 ,从而丰富多彩。消费需求格局的这些变

化 ,推动了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的发展 ,也吸引了商人资本的流入。

其二 ,服务业的多样化发展。

手工业因移民从业而扩大 ,服务市场的多样化表现更为明显 ,因南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而多姿多

彩。大量的北方移民 ,使得北方尤其是东京的文化娱乐成果南传 ,成为移民带给杭州的文化大餐 ,大

大丰富了文化娱乐与服务市场 ①。饮食业最为人津津乐道 ,开封的名食名店 ,各地的小吃名点 ,在临安

随处可见。《都城经胜》说“都城食店 ,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其中不少成为美食品牌 ,如袁褧《枫窗小

牍》所举“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 ,皆当行不数者也”。宋

元话本中 ,时有“老郎们传说”、“京师老郎流传”等说法 ,娱乐市场中的说话人同行之间称“郎”,来自于

开封的资深者谓“京师老郎”。《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 ,南渡至临安 ,就参加才人书会。街头吆

喝 ,小贩叫卖 ,勾栏表演 ,瓦舍娱乐 ,汴京话声声入耳。北方移民传来的神祠庙宇 ,带动了相应的祭祀

活动与庙会交易。临安东岳庙就有 3 处 ,东岳诞辰节庆热闹非凡 ;二郎祠就是东京的清源真君祠 ;惠

应庙 ,在城中者 4 所 ,即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 ②。

除了北方风俗南传 ,移民在杭州也兴起一些新的文化习俗。如杭州中元节有接祖之举 ,就是因为

移民无从到祖宗坟茔祭祀 ,逐渐相沿成习。移民本身的悲欢离合与谋生创业 ,成为临安瓦舍勾栏中说

话等曲艺表演道不尽的题材。话本《冯玉梅团圆》中徐信与刘俊卿在战乱中的“交互因缘”的悲喜剧 ,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汴梁六陈铺主莘善父女曲折经历 ,等等 ,无不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与主人公共悲

欢 ,尤其吸引众多的移民成为忠实的听众。北方移民之外 ,其他地区的移民也带来了各自的社会风俗

与文化服务。地方曲艺汇聚临安 ,如福建鲍老达三百人、四川鲍老亦有一百人。源自温州等地的南

戏 ,也流传临安。深受杭州市民喜爱的济公和尚 ,就是一名来自天台山的外来和尚 ③。杭州成为其各

地文化之集大成者 ,南北混杂 ,斑澜多姿 ,异彩纷呈 ,娱乐服务市场富有生机。

其三 ,商业移民与商人资本的注入。商业移民十分突出 ,北方移民中富商大贾不少 ,许多的汴京

著名店铺 ,都以旧名在临安重新开业 ④。南方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与流动人口更为可观。临安凤凰山

因客商云集 ,习称“客山”:“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者 ,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 ,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

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 ,穹桅巨舶 ,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 ,四方百货 ,不趾而集 ,自此成家立业

者众矣。”⑤仰山二王庙 ,祀神出自江西袁州 ,它是随着江西至杭州的木材贸易传播而来的。徽州商人、

福建商人是杭州人数最多的两大外地客商 ,徽州婺源灵祠 ,在杭州有 7 个行祠 ;福建自南宋流行的天

后信仰很快传播杭州 ,并设有顺济圣妃庙及其行祠 ⑥。这位外来的海洋女神林氏 ,其影响后来似乎超

过了本地的海洋 (男)神冯氏 (同样有顺济庙) ,反映了外来的福建商人在临安尤其是在海洋运输贸易

中的影响之大 ⑦。商人资本伴随商业移民流入 ,促进了临安市场的兴盛 ,尤其是临安与外地的经济

联系。

移民迅速融入杭州市民社会 ,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他们离乡背井 ,渴求文化娱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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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徐吉军、龙登高等文。
《咸淳临安志》卷 73《外郡行祠》。东岳诞辰节庆还见于周密、吴自牧诸书。
许尚枢 :《济公生平考略》,《东南文化》1997 年第 3 期。
吴自牧、周密诸书均有记载 ,白话小说中亦有反映。其他城市亦然 ,如话本《碾玉观音》述 ,潭州有人挂上“行在崔待诏碾

玉生活”的招牌。
吴自牧 :《梦粱录》卷 30。
《咸淳临安志》卷 73《外郡行祠》。《梦粱录》卷 14 亦录之。
祭祀冯氏的顺济庙 ,事见《咸淳临安志》卷 71《山川诸神》。



活 ,其旺盛的需求促进了杭州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除了富豪显宦外 ,一大批工商业主 (店主)和经纪

(小生意人)等商业移民 ,为临安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资金、技艺和从业人口 ,丰富了娱乐市场的消费需

求与服务供给。杭州继承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 ,兼容各地移民带来的文化成果 ①,成为其各地文

化之集大成者 ,南北混杂 ,斑 多姿 ,异彩纷呈 ,服务市场富有生机。可见 ,与移民相伴随 ,临安消费需

求格局发生较大变化 ,商业资本流入 ,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活跃 ,廉价的劳动力降低营运成本 ,商品市

场与服务市场都有显著的扩展。

三

移民对江南城镇市场的影响 ,论深刻以临安最为突出 ,论广泛则辐及相当多的市镇。以断代研究

之所囿 ,两宋文献资料之不足 ,宋代市镇的时代特征与发展历程的研究仍不够清晰 ,遑论移民的作用。

所幸明清江南地方志文献丰富 ,包含了不少今存宋代文献所佚的珍贵史料 ,对宋史研究而言值得深入

挖掘 ,而且从宋代开始延续到明清的通贯性记载 ,有助于把握市镇演进的历史脉络与宋代市镇的历史

地位。笔者翻检明清方志 ,特别是乡镇志 ,不惮繁复加以论列 ,或于同仁有益焉。

第一 ,移民在村落或市镇落脚后 ,利用原有的市场基础 ,个体经营迅速恢复 ,市镇随之获得新的成

长契机。濮院镇 ,北宋为一草市 ,高宗时 ,曲阜濮氏扈从南下卜居于此。南宋时农桑、机杼之利 ,“日生

万金 ,四方商贾云集 ,遂置镇”②。湖州新市镇 ,周围物产丰富 ,原有陆市 ,后为交通更为便利的水边新

市取代。宋廷南渡 ,衣冠鳞集 ,继而建镇 ③。明清时地据两省三府七县的乌青镇 ,其繁盛始于移民的经

营 ,“青镇与湖郡之乌镇夹溪相对 ,民物蕃阜 ,第宅园池盛于他镇 ,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其地”。南宋

时渐由草市发展成市镇 ,“市逵纵横 ,尤称富丽”④。因“江淮流民避地 ,税物经过 ,偶有增羡”,额定商税

由年 1. 57 万贯增至 4. 4 万贯 (后减额仍达 3. 1 万贯) ⑤,成为南宋最大市镇之一。商业移民对商道市

镇的作用亦可见诸记载 ,港口澉浦镇在南宋盛极一时 ,就与福建商人的活动相关 ⑥。

第二 ,移民大量定居 ,人口增多 ,市场需求增加 ,开张或扩建交易设施 ,推动了新的市镇的建立。

苏州元和县周庄 ,南宋时北人侨居 ,人烟渐密 ,元末沈氏自南镇徙入 ,始辟为镇。湖州更为突出 ,同治

府志所载就有 :菱湖 ,宋南渡后兴市廛 ,治桥梁 ,渐即稠密。双林 ,“宋南渡时聚商 ,名商林”。还有几个

聚落也是在南宋开始了作为镇的阶段性发展。连市 ,又称练市或琏市 ,宋南渡设酒坊以课税。长兴县

和平乡 ,宋设税务及犒赏酒库一所。该县四安镇 ,“宋设监镇一员 ,以京官为之。又犒赏酒库一所”。

南浔 ,宋高宗时止称浔溪 ,理宗淳祐末立为镇 ⑦。设置税收机构 ,或派出官员 ,表明此类乡村都因移民

的开发而开始或已经具备置镇要素。

尤其是一些大家族迁居后 ,在扩建市场设施、发展市场交易方面更具优势 ,更有效地利用江南发

达的市场网络。马陆里自宋陆秀夫长子南大与马氏共居于此后 ,“市廛渐以稠密 ,元明以来由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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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的辽宋金元时期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中全面论
述了南宋北方移民及其对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 ,程民生 (《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则强调了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
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徐吉军前引书则有全面的论述。

《濮川所闻记》卷 1、卷 4。又据《桐乡濮院镇志》,濮院镇之成为丝绸名镇 ,肇始于高宗时附马濮凤迁居于此 ,经营蚕织。
正德《新市镇志》卷 1 ;嘉靖《德清县志》卷 1。
乾隆《乌青镇志》卷 2 ;《乌青文献》卷 1。
《宋会要·食货》卷 19“商税”,“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僚言”。
澉浦镇有医灵祠 ,奉闽中吴真君 ,开禧三年“闽商绘像传塑 ,俱祈疗病者 ,甚验 ,四方咸集”。该镇另有广福庙 ,所祈之神 ,

亦有泉州之风 (海盐《澉水志》卷 5《寺庙门》) 。
同治《湖州府志》卷 22 之 1《舆地略村镇》。



镇”①。杨行 ,宋时“有杨 (垕)从高宗南渡 ,卜居于斯 ,工于会计 ,代客卖买 ,诚一无伪 ,商民共信而咸集 ,

就成市焉”②。鄞县小溪镇 ,“宋绍兴中 ,北客多乐居之。魏文节公结圃墅 ,与大粱张武子为诗友 ,其他

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③。

第三 ,江南市场格局在宋廷驻跸临安后政府需求的刺激下有所变化 ,一些聚落获得新的发展契

机 ,特别是运河的地位与功能加强 ,沿线一批交通运输型市镇成长起来。杭州临平镇与秀州崇德县之

间有座长河堰 ,为行旅羁留之所 ,在其附近 ,北宋有修川市 ,筑长安堰 ,南宋其地理位置更为显要 ,遂置

镇 ,因堰以名。常州奔牛镇 ,“自天子驻跸临安 ,牧贡戎贽 ,四方之赋输 ,与邮置往来 ,军旅征戍 ,商贾贸

迁 ,途出于此者 ,居天下十七 ,其所系不愈重哉”④。奔牛镇和附近的吕城镇 ,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

以谋食者”,就逾数百家 ⑤。临安府的长安镇、汤村、临平等镇市 ,都因南渡人口的迁入而繁荣。《梦粱

录》说 :“临平、汤村等镇市 ,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 ,二百年户口蕃盛 ,商贾买卖十倍于昔 ,往来辐辏 ,非

他郡比也。”表 1 所示市镇商税额的在南宋的增长 ,南宋临安府浙江场的商税额 ,与北宋熙宁年间杭州

全城相若。常州万岁镇、青城镇、临安府江涨桥镇、龙山场 ,相对于北宋熙宁商税额的增长指数 ,高达

1000 - 4000 多。常州湖濮镇、湖州乌墩镇、新市镇、临安府浙江场等 ,增长指数亦在 200 - 900 之间。

只有张渚一镇减少。

　　　　　　　　　　　　表 1 　宋代江南若干市镇商税的增长 　　　　　　　单位 :贯

镇场 北宋熙宁商税额 南宋商税 增长指数

常州湖濮镇 2814 10800 284

张渚 2216 1440 - 48

万岁 161 6840 4148

青城 197 4759 2316

湖州乌墩镇 3 2104 20484 873

新市镇 1771 6470 265

临安府浙江场 16447 81910 397

江涨桥镇 2806 45018 1504

龙山场 2992 36969 1136

　　引自 :龙登高 (1994) 、梁庚尧 (1997 下 :30)

3 湖州乌墩镇、嘉兴青墩镇毗邻 ,合称乌青镇。南宋商税祖额 1. 5 万贯 ,绍兴 31 年 4. 2 万贯 ,

淳熙年间减放为 3 万贯。

表 2 　江南市镇数量的增加 (北宋 —南宋)

府州 杭州 嘉兴 湖州 镇江 江宁 常州 苏州 松江 太仓州 合计

北宋 14 11 13 4 14 15 14 10 1 106

南宋 27 24 19 8 16 25 21 34 12 186

增长率 93 % 118 % 46 % 50 % 14 % 67 % 50 % 240 % 1100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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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马陆里志》卷 1《疆域》。
嘉庆《杨行志》卷 4《凡例》。
袁桷 :《清容居士集》卷 19《鄞县小溪巡检司记》。
陆游 :《渭南文集》卷 20《常州奔牛闸记》。
黄震 :《黄氏日抄》卷 72《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



据魏嵩山 (1993 :第 11 章)改制 ,太仓州非宋代建制 ,南宋数据包括元代记载。江宁府为“镇”的数

量 ,据龙登高 (1994 :68)江南市镇的数量 ,南宋较之北宋增加了 80 % ,尤以松江及后来的太仓州地区

为甚 ,如表 2 所示。这些市镇大多数至明清延续着南宋奠定的市场基础与发展势头 ,呈现出不可逆转

的历史演进脉络 ,显示出经济地理布局上较强的合理性 ,表明市镇演进的历史连贯性和持久的生命

力。但也有不少明清时衰落下去 ,因为南宋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再具备。大多为自然地理的沧桑变

化所致 ,水陆变迁 ,亦或由天灾人祸造成 ,有的则是因为市场格局的变动 ,凡此都显示出市镇发展的曲

折性与脆弱性。吴江县 (庉) 村市较典型 ,据村志载 ,宋时因移民定居而兴 ,明时则因居民移出而衰。

该村市唐时即盛 ,宋“南渡寄居于此地者千余家”。明初居民迁徙 ,地多闲旷 ,乃易市为村 ,有前后二

村。有的市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厂头镇 ,“在宋元时代亦一巨镇。⋯⋯父老传言 ,当时商埠之广袤

较胜于真如。迄如今不过四五百年间 ,仅存二三店肆 ,无异村落”。明清时被附近的真如镇所代替 ①。

有的宋代名镇 ,虽然不完全是因移民而兴 ,但显然不无关联 ,明以后亦趋于衰退。青浦大蒸镇“宋元时

人烟稠密 ,明时遭倭寇 ,市遂衰落”。小蒸镇“自宋元以来人文蔚起 ,为一邑望。铺户毗接 ,商贩交通。

国朝道咸以来 ,河道淤塞 ,市廛日衰。粤贼焚掠 ,更非昔比矣”②。月浦“相传建于宋 ,盛于明 ,衰于倭

变”。由于自然地理变迁 ,一些商道市镇特别是海港市镇凋弊。与月浦相隔六里有黄姚镇 ,为宋之名

港 ,“已没入海 ,亦不知没于何时”③。嘉定县钱门塘 ,宋嘉定十年设嘉定县后即为一大镇 ,人烟稠密 ,街

巷纷岐 ,元明时两代规模渐小 ,改称市 ④。澉浦镇 ,“自南宋以来 ,为吾国重要之海口”,明代 ,“人情事变

与前代大异 ,盖自禁筑城 ,官兵守御 ,利源既绝 ,往迹俱非 ,不见异物 ,也无外慕”。水道湮塞 ,缺少疏浚

而淤浅 ⑤。这些市镇的沧桑变化 ,显示出南宋移民作用与市场环境的特殊性 ,某些市场促进因素明清

时期不复存在 ,或者格局发生了改变。

与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府支持下的举族而迁聚居开发不同 ,两宋之际的北方个体散居移民 ,大多融

会于江南市场中寻求生存机会。移民的技能、资本在城镇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工商服务业 ,在农村进入

土地交易与租佃市场 ,移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与创新意识 ,都促进了江南各类市场的发展。不仅在临

安大都会市场得到集中和深刻的体现 ,而且在江南各地市镇的成长进程中广泛地烙下移民的印迹。

大规模移民与劳动力流动及其所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与商品的流动和组合 ,实现资源配置 ,推动了江

南市场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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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民国七年《真如里志》“真如商业概况”。
宣统二年《蒸里志略》卷 1《镇市》。
《月浦志》序。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 1《市集》。又载 :“钱大昕曰 :俗所谓小钱门塘者 ,宋元以前 ,北水深通 ,居民鳞比 ,商贾辏集。宋时实

税务于此。”今衰落。
嘉靖《续澉浦志》卷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