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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程民生教授的大作《中国北方经济史)，是以北方经济重心演

变为主线，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这是一部别具

一格的、高水平的中国区域经济史专著。

关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的演变和移动，是研究中国古代

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热门课题。但对这一热门

课题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厚重的专著，有的是在中国古代史著作的

经济章节中作为一个问题着重提示一下，有的写成专题论文加以

论述，而民生教授的《中国北方经济史)，则是目前惟一的一部全

面、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移动、演变的学术著作。

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的论著，基本上都着重研究

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而本书首先研究的是从商周时期起，北

方经济重心东西向移动问题，直到秦汉这种情况基本未变。以上

的历史事实，应该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

史的学者所共知的常识，但很少有人从经济重心东西向移动的角

度来论述这一问题，民生教授是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北方经济东西

移动学说的首创者，功不可没。

关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逐渐向南移动，这是中国史学界

的共识，但是，对于北方经济重心什么时候开始向南方转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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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完成了向南方的转移，则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民生教授在本

书中对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的各种学说，都作了简要的分绍。如~

张家驹为代表的"两宋经济重心南移说"，以建筑夫为代表的"东汉

说'\以王仲牵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说"以用鼓杰为代表的"南代

说"以李剑农为代表的"唐代说"以李伯重为代表的"中窟或安史

之说"。对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岳薛移完成时间，本书也简要地

介绍了各种不同说法。计有以李姐为代表的"魏晋南:lt朝说"以

全汉升为代表的"陪代说"，以冀朝鼎为代表前"隋唐说"以林志华

为代表的"窟代说"，法草文澜为代表的"窘代后期说"，~挠如雷为

代表的"五代说"以吴琦为代表的"北宋说"，以葫道修为代表的

"北宋晚期说"以张家驹为代表的"南宋说"。真是"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看了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所以作者在分绍了北方

经济重心南移的各种学说之后，不无感慨地说"像经济重心南移

是一个漫长面复杂的过程一样，或者说正因为其过程复杂，学术界

关于完成这一过程的时间判断景然有跨度 1倒多年的不同说

法。"当然民生教授不单是对繁多的不同学说发出感叹，佳在书中

对各派不同学说都进行了分析和辩驳，并提出了自己的全面、系统

的丑解。关于民生教授对北方经济重心演变及南移的观点，在本

书第十章最后一段话交待得最为清楚，现转引如下:

我留经济重心培区，长期保持在黄河中下带一线，变化是

魏晋以前曾发生过东西移动。西题时期移动到西部的关中地

区，春秋时期又移至东罄。践雷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北方

东静地区完成了开发，正式奠定了经济重心地位。战国末至

百汉前期，关中地区再次成为经济重心。西汉中期以后至唐

代首期，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有波动，经济重心地位至

隋代、唐代前期在华北平原得到充分发挥和巩固。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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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北方经济重心地位受到魏哉，开始南移，经 3∞多年柜

持和反复，直到北宋末年终于完成了南移的历史进程，以宋室

南渡为荐志，我国的经济重心移至东南地区。即由黄河中下

潜地区移至长江中下带地区，现今以上海、拉判、南京为代表

韵"长三角"经济发展龙头，就是历史的延续。这种兴衰更替

变化，是北方经济关键性的转挤，也是我国经济地理格局最大

一次超时代的转折。>>..金朝至明前期，丧失了经济重心的北

方社会经济仍在顽强地发展，并没有衰落。北方经济的第二

个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明中后期，由原来的发展速度键于南方

商变为衰退。清代前期扭转了这一趋势，但到了清代后期再

一次衰退。北方经济的发展变化历程，如同一轮红日，经历了

她烂的朝贾、辉煌的正午、悲壮的黄善和气息奄奄的混沦。

以上厨引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民生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

心演变、移动，乃至经济重心移至南方后，立方经济发展趋势的自

成体系的、全面、完整的学说。尽管这一学说不一定为所有的中国

经济史学家所认岗，侄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家

之言，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纵观本书对中理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史的研究，可以用七

个字来模括，即有破、有立、有吸收。所谓蔽，即对各家成说进行了

辩驳，指出其不当之处，甚至对已有前统计，经重新计算也得出新

的数据z所谓立，即作者形成了对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开

始、转折、完成过程的演变的一整套学说(己见前引文);所谓吸收，

即在辩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演变、南移各种不同学说时，吸收了各

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民生教授曾很谦虚地对我说过"关于中国

古代北方经济重心彭成、演变、离移的时间，我并没有什么新发理，

只是把各家学说的合理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论述。"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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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讲，本书对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问题的研究乃是集大

成之作，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书既然以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渍变为研究主线，为什么

书名又定为《中国北方经济史)7 根据我读过此书的程浅体会，是

因为作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的形成、形成的原因及重

心的演变、南移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北方经济的发展状况，包括

历朝历代的人口增长、土地开垦、水利兴修、生产技术、农产物的品

种及产量和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的发展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详

细、深入的论述和考证。在精唐以前，由于南方经济发展状况缺乏

量化的数字记载，而北方的量化数字记载也不多，庚以作者主要是

根据丰富丽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来论述北方经济发展史。在陪窘

以后，中国南方经济发展状况也有了大量的数字记载，所以作者除

了引证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外，还以表格前形式，对南北方经济发

展水平的对比，用数字加以表述，这样，对北方经济重心南移问题，

如什么时候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什么时候经济重'L'离移已经完成，

就可以一目了然。以上情况说明，作者在论证北方经济重心移动

时，对北方的社会经济已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商时本书在论证

南宋的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之声，又用了将近一半鸪篇蝠对金、元、

明、清时期北方经济演变状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说萌北方经济

虽然曾出现上升景象，但比起南方经济仍有逊色，经济重心在离方

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由于本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北方经济重心

移动问题，对北方经济的研究又深入到北方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

本书定名为《中国北方经济史》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以"经济重沓的

转移及演变"作为国题，也是名实相符。

在阅读《中国北方经济史》时，令我非常叹攘的是民生教授的

勤奋、踏实的研究作风。持恩、运筹之苦自不待言.{又从书后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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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书吕来看.ìt有古籍书目 m多种，西且均注明版本，另有论文

及现代学者著作各 80余种，由此可知，民生教授为写这部书耗费

了多少精力!正由于民生教授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科

研信息，因此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各种论点，都是言必有据，具有说

服力，令人信服。

要说本书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我认为作者在论述中国古

代北方经济的发展及北方经济重心离移时，对劳动人民的作用强

羁得很充分，如在论证北方经济重岳南移原因时，强调北方捷民充

实了南方的劳动力，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生产

经验，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a是，对国家政权及地主阶级对生产

的组织作用周注意不够。我的研究方向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我

知道西汉中期以后兴起的多种产业综合经营的自庄组织结构，比

以前单一经营方式有进步性，对南汉的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题。

在东汉末年及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方流民大量南迂，若不是南方

有吴、驾政权，若不是有官僚、地主组织的田庄较容了大量的流畏，

南方经济也不会得到迅速揭开发。在当时战乱的北方也是这样，

若不是存在着坞壁组织，若不是北方政权适时地采取屯自制、占田

割、均m1曾j及其他相应措施，北方经济也不会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

展。我想在窟代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南方，在宋代经济重心已经

在南方确立，在这种重大经济形势演变、发展过程中，唐宋政权和

当时的地主除级及其知识分子，也一定会有一些适应南方经济发

展的政策措施和组织生产时积极作房，对此也应正面提出进行研

究。在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的一般倾向都是强羁生产力、强羁劳

动人民在生产中、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对于生产关系与生

产力相适应时期国家政权和地主所级在组织生产时的积极作用，

则是有意避开丽不敢提及，只强调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一面。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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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祖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期，历史主义地研

究国家政权及地主阶级对生产发展也起过积极作昂，对现实也有

可借鉴之处。

民生教授是我教过的学生，但现在已是博士生导辉、省级特聘

教授，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尽管如此，他仍将其新著《中国北方经

济史》书稿拿来请我"指教"，并向我索穿。我虽年迈，但仍有"先读

为快"的兴趣。读后产生一些感蟹，写出来权充小序，以应民生之

邀。

朱绍侯

2004 年 2 月 21 吕

于雏飞书屋



言:

本书是一部以北方经济重心演变为主线的北方经济史。北方

是相对南方面言的，说到北方与南方，话题不妨从地屡时代开始。

地质时代的我国大陆并不是一个整体，分为扬子陆块和华北

陆块。这两大黯块在演化过程中曾多次分合一一共有 5 次裂开和

6次碰撞。在古生代时，两大陆块曾被海水隔开，其间是一个广阔

的海盆。到了中生代三迭纪一一才$时哺乳类硝嗣出珉，印支运动

使扬子陆块北移，并与华北黯块结合，造成拉丁期海退、秦岭的崛

起。经沧海桑田的巨变后，两者最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地

台。这一巨大碰撞造成的高压变肆带，西起西JII北部青川，经挟

西、河南至山东吕黑、荣成丽进人黄海。@

对于史学弄来说，数也年前的地质历史实在是太遥远了，但由

此我知知道了北方和南方概念的地质基础，两大菇块的结合部与

北南方的界线，在西部完全一致，在东部黯接近一致。

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是人类远袒形成时期，我国北方还有商

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一是陕甘宁盆地堆棋陆相沉职捞一一黄土，

以后地雷抬升，彭成黄土高原，并经凤和南水河流冲刷搬运到东

① 〈北京日报)1991 年4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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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形成华北黄土地带。二是内陆湖海冲开了龙门出等山候，通过

华北平原奔向大海，黄河横空出世。北方地形由此形成。

我国的地影是西北高，东南低，北方地形恰是代表。西部是青

藏高原前昆仑山、祁连山部分，北部是内蒙古高原，西北是黄土高

原。这三大高原正是我国面积第一、第二、第三大高原。东部则是

窝大平原:华北平票和东北平原，又称黄淮海平原和松辽平原，分

别是我茵茵积第一和第二大乎原。北方能地彤，主要由西、北部的

高原和东、南部的平原组成。

:ft方地区的土壤分布有两个特点。一是自东商西，干燥度逐

渐增加，以旱地土壤为主，不像南方以水田土壤为主:二是绝大部

分地区是碱性土壤，愈向西北碱性愈强，不像南方以酸盐士壤为

主。这种地理条件决定北方是旱地农业，生长喜欢徽碱住土壤的

农作物如小麦、高粱等。含碱量高的粮食容易被吸收，嚣茹北方人

体格普遍高大，一些有蹄类动物如马匹能直接从碱土取得所需要

的盐类，因再其骨髓也长得更为壮实。

旱地农业依赖河挠。贯穿北方的最大商流，就是被誉为母亲

河的黄泻。黄河干流现今全长到64 公里，流域面积 75.24 万平方

公里，包捂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南南、山东。

但历史上的黄商曾多夜长期就经河北，所以古代商北属于黄河流

域:还曾多次长期琉经安徽和江苏的北部，因而历史上的黄河流域

又包摇了淮河中下番。黄商漳壤覆盖了除新疆、东北以外的北方

地区，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北方与南方的!tJ分，学术界以准河、秦岭、昆仑由摔一线为葬。

这是我国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也是古代旱作农区和稻作农

区的大致界线。所谓北方地区，包括了现今 15 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分为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华北(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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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西、内蒙古)、西北(挟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 ，通常又

称之为"三北地区"。

历史上的北方概念，则不尽相同。我国古代以黄河中下游的

中原地区为中心，先秦时期的中原以外都是少数民族，曾被称之为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现在看来，所谓东夷、西戎，，~t狄以及中

原本身，都在北方地区。春秋末年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从植物

学角度第一次提出以淮河为北南分界的现点"擂逾准而北为

积…. . .此地气然也。"到了第一次大分袭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北南

方的模念便民政权界限明确，或以淮南为界，或以长江为界。第二

次大分裂的宋金砖期，基本上是以淮河、秦岭为界。明代有江北诸

省、江南诸省之说，表面上看是以长江为界，实搭上是泛指，落实到

有政区划并非如此。明代地理学家王士住在其名著《广志绎》中，

卷 3 为《江北四省)，黯擂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毛都即北直隶另

外单列)，并不包括南都(南直隶)和黯广行省长江以花的广大地

区。与其说是江北，不如说是淮北更接近。清代的"北五省"也是

指北方内地的直隶、河南、陕西、山东、山西。

无论历史还是现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相比，北方和南方交

界的翔、路、省份都互有出人，使我们难以完全按照自然区划进行

研究。嚣为有些统计数据是地方一级有政区划的总数，无法按自

然区划将出人的那些州县数据准确取舍。好在这些问题钗是小部

分，无关大局，个芳自重要部题可用特别方式处理。钝如汉中露于陕

西，但位于秦岭以离，其经济情况一般不作单独分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人常用"西北"一蔼指代北方地区。如

北宋末年，宣宫李彦等在京西汝州(今河离汝州〉置局括公围，革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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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摇京西、京东、淮西等地，史称"李彦结怨于西北"。①黯北宋时

的西北曾包括淮海以北地区。 南宋孝宗时"奖用西北之士"，京东

尧州〈今山东尧州〉人尹疆、淮南宿州〈今安徽宿州〉人王希吕都嚣

此受到提拔。②可见南宋时的西北泛指南宋领土以北的原宋代领

土。费朝也是如此。石声汉先生在《农政全书校注》中发现"明代

所谓西北，与现在概念中的西北，原不是相同的"。举侥说该书"卷

8J3奇引诸葛升《垦田十议):'垦困在西北为利，丽在武阳一属尤利

之利者。'凤阳在安徽，如果连凤翔都算西北，则北与弱，简直是以

长江为界线了"。③古人以西北代表北方，是站在东离立场上商言

的，与以东南代表南方意思一样。狭义的西北和东南，正是经济重

心南移携起点和终点。之庆以如此对比，大概是因为二者在经济

重心南移菌后对比强烈，最有代表性眶。因此，我们在看到有关词

语时，应注意这一特殊情况。

最后将本书前一些体倒作一交代。其一，本着古为今用的东

赂，本书在分区研究各地经济的章节中，一般以现今省区为界，古

代区:tJJ与今省军出人者，文中予以说明。分区研讨的内容是以农

业为主的区域经济概况。其二，既然是从地接角度研究经济，就应

讲究定位，所以文中凡是出现具体的撞名，均注理今地名，以地图

出版社2(0)年出版的《分省中国地图集》为准。所注现今地名一

般以县级为下限，均指治所。为行文简便起觅，在同一自然段内，

再吹出现前地名那一般不注;在该吕标明省区的段落，凡是地名及

治所与今相同者也不须再注。其三，具体的历史纪年，注公元年

代，在同-~然段内，再次出现的同一年号不同年代也不再加注。

① 〈宋史》卷 468(杨戳传}。
② 〈宋史}卷3η〈尹稽传)，卷 388(王希吕传》。
③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凡钝》注[17] 。



第一章

关于我国古代经济

重心南移的研究与思考

在立胁年漫长的历史中，我国细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经济

发展千差万别，银不平衡。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在最与当时

生产力相适应的地区影成一个经济重心，也即与其他地区梧比，人

烟辑密，经济发达，是国家和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区。第一个经

济重心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历史事实。

经济重心是相对稳定的，但撞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

国防形势的演变，必然也将寻找更适宜的发展区域，以扩大经济重

心的范围乃至迁移。宛如江河东流，我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大致

经历了自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程，最终在东南地区结聚成一个新

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海中F番地区经济重合地位。这就是我

国茄史上的经济重心离移。

显而易见，经济重心南移是我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也

是迄今为止经济地理格局锥一棉一段巨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茄

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不仅展示了经济演变的地理臆络，是地域经

济开发史和北薛经济地位消长的主线，面且直接带动了文化重心

的南移。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中牵一发商动全身的关键问

题。对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古人有切身的感受，但并未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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