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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 (鸦片战争以前〉是童书业教

授的遗著。童先生是雷内知名学者，也是一位造诣银深，有厨

建树的史学家。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包括这部

《中自手工业离业发展史》在内，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三百多万

字的学术著作。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原来是他五十

年代的授课讲义，以后又续加修订，于一九六0年初最后完成。

这部书件印前由童先生的学生、现在《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工

作提史学逼胃志进行了加工整理，对引用资料作了核对。

早在一九四九年人丹，青岛解放不久，童先生就由上海博

物馆转到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直到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去

世，我们在一起共事近二十年之久。山大自青岛迁来济南以

后，我们是上r楼邻居，时时过丛，切磋琢磨，共同讨论大家

对之都有兴趣的问题。童先生热爱祖国，据护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择东思想，认真进行思想改

造，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多年来，他满撞热忧，不弹辛

苦，表极主动地承捏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常常一个人同时开设

两三门课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也先后开设过盘算

古代史，古代东方史，中嚣古代史、近古史、近代史，以及古

代史专门化课程一一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手工业商韭发展

，虫，依我所知，累计起来不下十余门之多。

童先生忠诫于党的教育事业。他不t又说其深厚韵学识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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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的课程内容有着深入的理解，而且又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

神和超人的记忆力，对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能做到熟烂胸中，

背诵如流。他讲究教学效果，注重教学质量，在教学上享有很

高的声誉。他孜孜不稽，勤奋好学，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z 他

治学谨严，一丝不苟。可以说=童先生把自己能学生精力布全

部心血献给了祖国的历史科学事业。

童先生学窝精搏，兴趣广泛，在史学领载的不少方面都有

烧成就，而尤精于先秦史之研究。现在出版的这部《中国手工

业商业发展史)> ，虽不及他的代表作《春秋史》、《春秋左传研

究》那样成熟，但也体现了童先生在学业上的深厚功力和刽造

精神。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童先生坚持理诠与史料的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现点的指导下，从我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在

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透过自己的钻研，为国对我国历史上

的有关问题提出个人的觅解。他对我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的看

法也是自成体系，并与他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观点相呼应。他认

为西周春秋时代虽然已经有了自由的工商业者，但当时社会经

济的水平还比较低要从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直到战国时

代才出现了农韭与手工业的分离，才出现社会第三次大分工。

在论及明清时代的柱会经济状况时，童先生认为资本主义萌芽

的产生除需要具备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及市场的扩大等条件

外，他还指出匠户制度的逐步解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

为只有废除了匠户制度，手工业的作坊主和从事手工业劳动部

人才能完全取得自由人的身分。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逐渐产生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指出匠户制度的薇坏，始于明代中叶

以后，百完成于清代康照年间，这与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萌生窥基本上是相一致的。然丽，在童先生看来，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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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前并不曾出现。我觉得毫先生

在对我国工商业发震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考察之后提出的这种看

法是审慎的，并可启发人的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有关我国工商业经济的史料零碎而又分散，数量又多，搜

集颇为不易，早在二十多年前童先生就完成这部著件，的确是

难能可贵的 z 当然它还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和不足之

处。这如，对考古和文献资抖的搜集不移广泛，个别章节和问

题还不移充实、精细。但在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手工业

商业发展史的情况下，童先生这部著作的出版，对当前的教学

和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和提高，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王仲窜

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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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西周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殷商以前的历史，我们知道得比较模模，那还需要大规模

的考古发握和研究，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对于那时

代的手工业与商业，只能根据接不够的考古资料来推翻。这样

得出来的结论，当然是不「分可靠的。西用以后，文献材料出

较完整丽丰富，我们根据地下和纸上两重证据，慎重地分拆研

究，就可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来。本篇的范围，包括"史前"至

春秋末叶的手工业与商业，而标题只列必西周春秋"，就是嚣为

这两个时代的史料比较充足，可以叙述得详细些，而且这两个

时代又是属于窍一社会阶段的〈就是领主制封建时代) ，合并

起来研究，比较方便。

一、太古至殷商的手工业与商业

这一部分的叙述，只举其大要，以见西勇、春秩时代手工

业、商业的来嚣。根据考古发掘和考古家的研究，约当四五十

万年前，生活在现时北京附近题口店出润的"中国猿人飞己知

道帮造租糙的石器和骨器F 他们选最砾石，加以打击使一边现

出薄刃，或将石英打击成有棱角的石片，当作工具使用。这种

1 



石器，考古家称为"韧期 18石器"，也就是最早的"手工业"制

品。、河套等地方又曾发现比较进步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是些尖

状器和刮剖器，考古家认为属于"中期18石器"。在黑白m猿人

洞穴的山顶洞穴里，发现火石、石英、石核制的刮削器和斧状

器、尖状器、刃器等，与西欧"晚期18石器"的制品大致相似。

此外又有用兽骨髓成的各种骨器，在l骨针为最重要，大概这时

已有简单的缝纫。另有穿孔的营销装锦品和用赤铁矿染红的石

珠等，似乎这时人已有爱美的观念。以上都是旧石器时代的手

工制品，其中最晚的髓品的年代也在十万年以前。

在东北等地，曾有原始新石器〈中石器〉的发现=有些石

器已经费蘑过。同时出土的还有种类繁多的骨器，制作技术也

相当高明。这些石器和骨器，表现原始"手工业"的初步发展。

直到"历史时期气还有词武王克商后，东北部族"肃慎民贡桔

〈木名〉矢石薯〈攘) ，其长尺有咫〈八寸) "的传说，见《国

语·鲁语》。

长城外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曾发现用锺石制的细小商

镜科能石器，嵌在骨万或骨抢上，这种石器被称为"绍石器"。

旱的属末期旧石器或"中石器"，晚的属新石器。随同出土的还

有超制的陶器。这些器具中有撞猎和农耕的工具，它们大概都

是兄弟民族祖先的遗物。

再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仰望文住'遗址

中，出现许多新石器、音器、跨器等于工豁品，石器中有磨光

民刀、斧、锡、持、锚、镰租费织用的石能纺轮等。骨器有缝

纫爵的针和锥等。陶器有钵、鼎等。陶器有表面红色、磨先加

彩绘的，称为"彩陶飞为"仰韶文化纱的特征。陶器制作的精美

和纺织工具、缝纫工具的普遍出现，足丑当时的"手工业纱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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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前发展〈在西阴村遗址中发现半全蚕茧，可见养蚕业也已

开始) ，丽旦巳有比较专门从事手工制造的人，无疑当时出现

了~族分工，这种"民族工业气可能就是后来"王宫"制度的先

驱。在西方甘肃遗址中发现玉器和海员，玉可能是从新疆来的，

只是从沿海地区来的，又足证那时交换地区的广远，原始"商业"

已在葫芽、发展了。"部韶文化纱的时代，距离现时约四五千年。

山东济南飞附近龙山镇的旗子崖等地，曾发现更进步的新石

器、骨器和陶器等。掏器最精美的是一种"黑陶'P ，漆黑发光，

薄如蛋壳，丽又坚踵，这种"黑悔"为"龙出文化纱的特征。还有

一种表面漆黑、里面红色的陶器，也很精致。陶器种类的繁多

和制掏技术的精工，以及骨竣和掏制纺轮的应用，都说葫必手

工业给更进步，"武族工业"更发展了。"龙出文化彩的时代，也

在殷商之前。

南方福建、理)11 、广西、香港等地，也曾发现新石器和南

器，但这些遗物的年代，还不能完全确定。

以上所叙都是石器时代的遗迹，包括113石器的裙、中、晚

三期、中石器和新石器时捷。我{n知道E 人类经济和文化的演

进，首先是从生产工具开始的，原始生产工具就是手工制品。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z 手工业的发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前

奏。我的又知道=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主要是在人能帮造工

具，而其结动物不能，那末说"手工业的出现，就是人类的出

现，手工业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飞也无不可。

金属器的出现，是比较晚远的事。一般说z 铜器在世界史

上最旱的出现，大约在公元茵五千年代至理千年代，或许更早

些。青铜器的出现，一般说在公元前四千年代至三千年代主到

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的时候，才达于全盛。在中国，锅器不知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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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开始有的p 最早的"铜器文化"的遗址还不曾发现。殷

代已达青铜器的全盛时期。殷找的青铜器，有矢镰、勾兵、戈、

矛、刀、削、斧、镜等工具有武器，以及艇、爵、嘉、高等礼

器和各种日用器具F 还有各种锯菇。制器的技术己极高明，如

殷墟出土的"司〈祠〉母戊鼎飞重约一千四百斤，高一百三十

七公分，长一百十公分，宽七十七公分，鼎上花纹很是精致z

象这样曲铜器，是足以震惊全世界的。殷代的手工业生产工具

大摄己多用铜制，但农业生产工具还用木、石等制造(有无锢

锚的，还不能确定〉。

除铜器和铜工场外，殷墟还发现精致的石器、玉器、骨器、

陶器等和这类器具的制造工场。骨器主要有骨族。石器、玉器多

是艺术品和所谓α礼器"。陶器主要的为一种白色陶器，特色是

敷慧出技术的发明。据说殷墟的带军在陶器，就是中自瓷器的远

祖。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蚕丝、织布、制

菜、缝努等工业，蒂克于甲骨文和遗物。

根据传说=鼓代的祖先相土创作"乘马"，王亥佳作"服

牛"。王亥ft!乎曾驾牛车J1J黄坷北岸去经营贸易。殷墟中发现

海员和玉等，都是远方的产物。《商书·盘庚中篇》说"具乃

员、玉飞员、玉也就是所谓必货宝'p，大摄都是交易得来的。

员、玉可能已成原始的货币。着殷代手工业已经这样发达，比

较正式的商业也必然已经开始兴盛。有人认为"离人纱的"商"即

是"高技"的"商飞其说法也不无理由。

在殷代，至少有一部分奴隶从事于手工业生产，应当也有

自由人从事于手工业的。商业也许己一使用奴隶，但自由人经商

的应当更多。除掉国王、贵族们所用的手工业部品和为虽王、

贵族们服务的商业外，一般的民揭手工业大摄是与农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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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间商业大概也只是农民、手工业者的副业。这些自然多

属推想，尚待丰富的考古资料来证明。

马克思说"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

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从事农业，使民族的古老部落基

础得以保存 z 而在那居住外来商人和工业者的城市里，民族便起

了变化，同样，原来土著的居民也被吸引到那有利益诱惑的地

方去。凡有奴隶制的地方，被释放的奴隶总企图用他们后来往

往因以积蓄大量财富的那种职业来保证自己的生存z 所以在古

代，这种行业常常落在他们手里，因而便被认为不适合于公民之

事，因此就有允许手工业者获得全权公民身分是一件冒险的事

的意见。... ..." (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 ，中译本12-13

页〉这段精辟的话，乃是我们研究古代手工业者与商人社会地

位的无比重要的指导文献。 根据这段话看来，古代社会的手工

业和商业应当本是"外来民"和解放的奴隶所经营的，后来因

为有利可图，自由民才逐渐参加这类事业。所以在古代，工商

业者的社会地位本是低于农民的，到后来才逐渐上升，最后他

们成为新兴富人。至于东方封建社会中贱视工商的政策，那是

另有原因的，而且也只是古代意识的残余罢了。

二、西周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西周还是青铜时代，铁器虽可能已有，但考古学上还不曾

发现证据。根据考古的发现，西周铜器流传很多，大小贵族常

因纪念小事而制造彝器，铜器的铸作技术和花纹装饰，都很精

美，它们多是用具、礼器和武器，生产工具则少见。 但根据古

书的记载，那时的农具如"钱"、"搏η、"怪" (均见《诗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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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芋，都是从"金"旁的，如果不是后人传写所改，那末西周时代

农具大藏已有用金属铸造的了。看《诗经》中形容农具的话，

如"以我罩裙" ( <<小雅·大田>) ) ，必有略其相" ( <<周颂·载

吏)> ) J "爱爱良租" (同上《良秸>> ) ，据吉注"罩"和"路"、

"星星"都是形容锋利，那末这些农具也许确是金属所制。锅帘j

农具在世界考古学上是较少发现的，则这些金属农具或都是铁

器，也未可知。如农具己多用铜制或铁髓，则手工业工具自然

更多用铜器tl或铁制。

西周时代的手工业，有金属工〈镇工、铁工?等〉、木工、

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营造工、武器工等极多的门

类，各门工人统称为"百工气所谓"百工"主要是指有官长率领

的官府手工业者。但最主要的手工业，还是与表业相结合的家

庭纺织业，多是由家庭妇女担任的。 u男耕女织"的情况，在茄

时早已普遍彭成了。《诗经》上有下列的文句z

"葛之罩兮......是对是嚣，为缔为结，服之无敦" 0 (<<周

南·葛罩>> ) 

"不绩其麻，市也婆婆。纱( <<陈风·东门之扮>> ) 

"女执蘸筐，遵镀微有，爱求柔桑。" ( <<醒风·七月>> ) 

, "蚕月条桑，……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子L 阳，为公

子裳。" (同上〉

"取彼狐狸，为公子袭。纱〈同上〉

"妻兮斐兮，成是贝锦。纱( <<小雅·巷{自)> ) 

"小东大京，持艳其空。 η( <<小雅·大东)> ) 

"践徒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岗上〉

"妇无公事，体其蚕织。 η( <<大雅'瞻印>) ) 

这些文旬里面包括葛布、麻布、蚕丝、皮袭等的纺织。妇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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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体其蚕织"的，更不应在u市"上作"婆婆"之舞，连天上的

"织女"星，也被认为应当做纺织工作。一般良家妇女所官司染色

的纺织品，是做"公子裳芳用的p 男子们打猎打得的猩猩，也把

皮交给妻女，去替"公子"哥哥"袭飞那对东方曲妇女被西周贵族

们剥剧得"抒铀其空勺统治的贵族阶级不但剥削耕男，哥丑剥

部织女F 剥削本主的民众外，剥削被征服边的民众，更是厉

害。

远在灭商之前的公wJ时代，周人已经懂得"取厉瑕锻"

( <<诗·大在·公:XtJ>> ) ，会磨~j石器和锻嫁金属器〈正义

"锻者，治铁之名气未知确否〉。周代制作骨器和玉器等，有

"切飞 a磋"、 a琢飞"磨"等方法〈参《诗·卫凤·滨奥>> ) , 

以"石""为错气用来"攻玉" (参《诗·小雅·鹤鸣>> )。

最值得研究的，是茜周手工业者的社会身分，他{口是自由

人，还是奴隶，还是两种身分者在有呢?如果两种身分都有，以

那一种身分占多数呢?根据比较可靠的文献看来，我们认为西

属的手工业者多是6 自由人飞但其社会地位较低于普通人民。

奴隶大模也有从事手工业的，但似乎不占多数。我们先看金

文z

"明公毒草至于成周，稽令，舍三事令，及魏事案，及诸尹，

及里君，及百工，及诸侯z 侯'、田〈甸〉、男，舍西方

令。" (令彝铭〉

"令汝及胃口足对各，死司王家外内，毋敢有不闻。司百

工，出入姜民令。" (蔡鼓铭〉

"余命女死我家，蜡黯我西捕、东蹄仆驭、百工、牧、臣

妾。" (拥军景殷殷〉

"王呼命尹封册，命伊己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伊殷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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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百工纱与"仆驭'、"牧飞"宦妾"等分列，赔"百工"翻非奴

隶主看"百工'与这些奴隶身分的人并举，又足见他们的社会地

位不高。再看"百工"列在"里君η(小地方宫〉之下，窟于内宫

之末，足见是必吉由人"身分。着"可王家外内"的官也必司百

工飞更足见这些必百工"是属于王家的宫府的。耳看《书经>) : 

"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员和，觅士于周。"

( <<康浩>) ) 

G越在内服z 百撩、庶尹、惟亚、锥腹、宗工、越百姓里

居，……越献垣百宗工， ••• ...又惟殷之迪诸臣，推工乃洒

于酒，勿庸杀之，姑椎教之。" ( <<酒语>> ) 

必予齐百工，怦从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锥

以在周工往新邑......监我士挥工。... ...η( (<洛浩>) ) 

上文许多"工η字， I日注多不解为手工业者，但与金文互酷，也i

应作工人解。"宗〈族? )工"与"百倍纱等并列，"工"与"士师"

并列，都可看出所谓"百工纱是u 自由人"的身分。殷国工人"福

于洒"，得到"匆庸杀之，姑惟教之"的特别待遇，足见他 1n 不

会是奴隶身分。(<逸周书·作锥篇》说z

"凡工贾膏市，臣f~州里，停无交为。纱

这里也把"工贾" (商〉与"臣仆"并举丽分列〈弓i文意义不详) , 

可以作为上面的结论的旁证。同书《程典篇》说z

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 ...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宫E 族不乡

刻，不可以入惠; ......工攻其材，商通其财。"

这篇书虽晚血，尚可窥见古代的情况。"士大夫"不与必工商"相

"杂'P ，可见"工商"的身分之践z 但他们是"族居"而必乡别"的，

所以也不是奴隶，再是"庶民'气纸级自由人〉身分。他们露于

宫府，在Ã"给宫'为任务，所以身分又较一般"!在民"稽链。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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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篇i>> 说z

"常工捕令百工审五库之量z 金、铁、主革、筋、角、齿、

羽、箭干、黯胶、丹攘，无或不良z 百工咸理，监工自

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忌。"

"工郎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

罪，1èÅ穷其情。"

"百工"属"工师"管辖〈杨鼓铭有"司工"、必需工事"的官) ，工

师是监工者，他负考察工人之责。"工有不当，必行其罪飞足

见"百工"是宫府的隶属，并非完全自由的人。

这种必百工"的前身，我以为出于民族手工业者，所在i他们

"族居'气还保持着民族的组织。<<考工记》说"知者创物，巧

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飞后面郑注说=

"其日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z 其日某民者，官有世功，若

族有世业，以民名官者也"。

汉人去古虽己远，但还了解些古时的情况。上古的必民族工业"

都是世袭古号，例如必有虞氏上陶" ( <<考工记>> ) ，而"虞阕父

为周陶王"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0 "民族工人"及其领袖

(族长) ，到了阶级社会，就成为"百工"和工官，替统治民族

服务z 如春秋时薛国的"皇袒案件"也曾"居薛，1èÅ为夏车正"

( <<左传》定公元年〉。周代虽是封建社会，但其"百工"和工

官，似是沿袭前代串j度的。这些"百工"和工宫大概有些出于本

部落的某些民族，有些来自依捕的和被征服的部落的民族p 虫

于其中外来人较多〈甚至有奴隶在内) ，所在俨百工"的身分比

起一般"自由人"来稿低。

西题时代的商人，也与手工业者一样，隶属于官府，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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