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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崔永红君是我省近些年来活跃于史学领域的一位优秀的中青

年学者。他前磺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讨诠朝代屯目的，自此后长期

刻意于经济史的研究，屡见成果。霍松天君是我省经济学界的知名

专家，在经济理论与应用经济学研究方面藏有建树 e 不久前，崔君

执笔古代卷，霍君执笔近代卷，他二人共同完成了新著《青海经济

支队且邀我为之作序。踌躇再三，我终于动笔了。

本来写序这种事，对于我是很不适宜的。道理很简单，我是一

名卑微的人物，为人作序，时俗允之否?再者，常自慨天黯驾钝，比

之有成就的前辈学者，人家学问之浩渺，我自不堪望其项背;看后

起之秀，其患路纵横绵密，如驶辑之马。我何德何能，贸然操麟，岂

不示挡于人?但读完崔君、霍君送来的著作校祥后，我原有的顾忌

便荡然云释，勇气主要得自该著的鼓励，似乎觉得非说点什么不可

了。

如果以一字定褒贬，那只有对该著奉上一个"佳"字。这是发自

内心韵由衷之言，再不是文场所见的说项用词。

先论选题，经济史是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各种经济关系如经

济活动规律的科学，这一研究工作原本有剖析历史和经世济嚣的

双重意义，其重要住无需多说。 {8历代统治者向来注重安邦治国、

拓边扩疆的活动，而甚少关注社会的经济发展。这种假向反映在那

些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文献中，所见连篇累牍的多是有关治乱兴

衰的历史记载，再经济史的资料却如凤毛麟角。青海地处边捶，建



省时间甚晚，关于这一地区在历史长河中经济活动的准确 ìè载就

更少得可怜。以前有人己撰或有关青海员族史、宗教史、交遥史等

方面的著作，但对经济史皆以无米难为炊而却步了。崔、霍二君以

很大的勇气和卓识，选择了这一个题目，寒暑不辍，历时数载，始成

新著，填补了青海地方史研究的空白，功不可灭。

再看内容，史辑与理论有机结合贯穿于通篇，梅成了是著的优

异所在。也就是说，是著器以海实的史料为基戳，但能摆现盯程之

学的繁锁考证 p又以理论为指南，却可力戒空疏黯说之弊。这就使

该著具备了如下特点 z其一，资料搜罗极为宏富。撰者不仅遍寻了

各种正史、政书、在人文集、方志、碑刻、敦煌和哇鲁番文书中有关

资料，有揭必 i碍，不遗余力。还动员了大量考古资料，这不仅在很大

程度上弥补了资料的重乏，且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订

正了文献记载中的一些特梧不实之处。其二，敢于突被成觅，提出

自己的新颖观点 a棋如古代卷在原始经济的产生及其发展一章中，

著者对原始社会的大分工自题，中屋铜铸币使用时间问题，皆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在章节安排上，将秦以前如在累始经济一章，将西

汉到北朝时期名为"早黯封建经济"，皆有著者自己的观点寓于其

间。近代卷在对近代青海经济发展的总体评街、演变阶段划分、各

拚段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民国时期青海社会性质的诠定等方面，均

有作者吉己撞到的见解。其三，考订精审严肃，论述公允合程。具

体反映在古代卷中，对青海地这犁耕推广时间闰题的考证，对历代

中央政府在青海屯国情况的考证，对明清时期这一地区耕地面积

拓展情况的考证，皆能说得丁二卵二，读之，令人耳目一薪。通览全

卷，可以说著者在原始经济一章下功夫最多，他几乎搜罗了所有能

见到的有关考古资料，缀联成篇，给我们认识青海的原始经济，提

供了一个概貌。百著作的精华我以为在费清部分。其中屯臣、水和j 、

宫营养马〈驼)业、手工业、茶马市易凡节，写得尤为精当。在近代卷

中，著者对传统产业部门和新兴的经济行业都进行了全面详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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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其中有对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机器工业发展演变进程的准

确揭示，有对马步芳新办机器工业性质的科学表述，有对近代邮电

通信、金融等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的恰当穰括，有对具有地方特色的

寺院经济的系统研究，这些都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有道是良工不示人以囔，识者自会鉴别，这部著作是经过认真

王家磨的成器。除上说外，其在陈述方式上也有所长。苦先，撰者把

料理经济史的最佳方法，即文字叙述和图表展示结合起来，以文字

‘为主，辅之国表，对浩繁的资料剪裁菱窍，综合排编，制出若干统计

表、核算值，厚实了该书。其次，文字亦堪称通达。写书的目的是要

让人读，这就要求有个文字通畅和表述准确的问题。我曾经读到某

些也称之为"论著"的有字纸，其抄写印棋中造成的鲁鱼亥泵之误

姑且勿论，而著作自身行文的信屈聋牙，就无法让人读下去。有的

几乎无页不有错。回头再看是著，通达直朴的文字，需洁准确的叙

事，蜜谨严的学凤于其间。文如其人，诚信哉!以上意见，可能有言

之不中的，也难释尽道其美之嫌，如果说该著还有某些不是，那也

仅是大醇小疵，兹不作论。

在《青海经济史》面世之际，欣喜之余，谨为此序。

台文因

1997 年 10 月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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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经济史的研究素为史学院辈所注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都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

方式的变更中寻找，全部上层建筑 .93摄到底都由经济基础来说

‘明。因为人类社会历史是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为

基础的。区域经济史是该区域政治、军事、文化等全雷历史的基石

和镇钥，理应受到重视。

位于江湾源头的青海省是祖国一块可爱的地方。这里有着悠

久的历史，勤劳、勇敢、智慧的青海古代先民世芭代代在珉苦的条

件下，为开发经营自己的家吕传出了不容抹煞的努力，也曾取得过

无镇于历史的辉煌成就。中国古代凡番"盛世"的出现，包含着青海

先爵的一甜贡献。‘中华民族负lJ烂文明的历史匮卷中有青海先民的

亮商一笔。 19H1o 约 5 000 多年前青海境窍马家窑文化先良制作的

精美军在酶，至今博得世人普遍的赞叹和称誉 z约 4000 年前青海境

内齐家文化先民冶制的一茵辑镜是迄今己知我国最早的青铜镜 z

在青海高原播牧 3 个半世纪的吐谷挥人培育的"青海辑"等骏异良

种马曾名震华夏 z著名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几度兴盛，在海通中西

经济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5日角厮步时代吐蕃人制造"攘

子甲"的玲锻工艺当时居全昌领先水平 s千余年来，通过互市、朝贡

等形式，青海向内地输送了大量牲畜和其他畜产品，对内地社会经

济揭发展和政治的稳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等等。对于青海先克军

路蓝缕的业绩和艰辛的经济活动，对于自古以来青海地区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情况，今天奋斗在这里的建设者们很有必

要予跃了解。而深入探研青海经济史，并把它尽可能准确、完整地

展示给人民群众，是史学研究工作者不可挂卸的职责 g 经济史研



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县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青海作为

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其自古以来的经费活动历史有着较强的地

方特色，对它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中E经济史研究的深化。吕韵，我

望己开始将经济建设的战略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转移，青海将面临

转折性的开发机遇。值此全省人畏满怀信，心，迎接开发新机遇之

际，回顾千百年来青海先畏的经济活动历程，总结、借鉴前人的经

验与教剖，从带有乡土气息的凝聚着祖先之魂的经济开发史中吸

取深罩的思想营养和历史启示，有辛苦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省悟，捂

握经济发展规律，为青海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笔者从 1982 年 7 月来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街工作，

从 1986 年开始，那担青海经济史确定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开

始围绕这个主题准备资科，并先后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 4 年前，

在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青海经济史》列入者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吕，自我和霍松天副院长承担。本人遂不揣浅随，开始了青

海经济史古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深切感到资料贫

乏、"缺米之炊"的瑕难。中雪古代典籍号称汗牛充栋，但能准确反

映经济状况的史料却颇感缺乏，尤以元代以前为甚。全国尚且如

此，地处偏僻边远的青海，史料之奇缺就更不用说了。所幸的是，新

中匿建立后，文化昌明，学术发展，大量考古学成果不新问世，一些，

散见的金石、街牍、档案等史料陆续被整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史书记载噩乏造成的遗憾。同时，有关经济史研究的论著也呈

逐年增多之势，这就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边障区域经济史打

下了一定基醋，使笔者的科研工作没有中辍。

在现有资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把青海古代经济史分为

四个大的段落来属述。西段的却分，主要是从青海地区经济社会形

态的大的发展演变捞段着眼的。第一段落，从远古到秦汉之际，这

时青海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在这一段落的写作中，考古成果

得以充分利用，常助出土文物和地下遗迹，我们可以租略窥视青海

-2 • 



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情况，以及当

时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等。从西汉中期开始，青

海东部河温地区率先迈入封建社会，并开始缓慢地影响和带动牧

区也逐步自封建社会过接.此后直至本书下限的公元 1840 年，青

海从总体上可以说一直娃在封建社会。其间，经历了漫长、复杂、曲

挤的演变过程，本书将它划分为早、中、晚在部封建社会的初步发

展、兴盛、衰老三个阶段.第一龄段，西汉至北局 z第二阶段，隋唐宋

元时期 z第三阶段，明及清苗、中期。在结构安捧和史料的处置中，

按段设章，即每个除段为一章，每章之下按产业门类和生产关系的

几个方面设节，各节文字依史料的多寡有长有短。每个阶段的发展

水平、特点在各章第一节"概说"中略作穰括。

在写作过程中，我认为整个青海古代经济史有以下凡方面的

主要特点 z

1 、多民族共缸注。数千年来，青海一直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方。周秦两汉时，西羌是占据主体地位的少魏民族，此外有戎、

器、月氏、匈奴等。魏晋以降，相继兴起的鲜卑〈主要有秃发部、乞伏

部、吐谷挥部等〉、吐蕃(后来演变为藏族)，先后取代西芜的位量居

于支配地位，另外有分散的诸羌各部、回鹊、突膜等。元以后，蒙古、

撤里畏吾东、固、撤拉、土族等先后迁入或形成。于百年来，内地汉

族同胞不断向青海地区迁链，也成为这里的主体民族之一。各族人

民长期在同一地域共同生活，他们或从事农耕，或从事游牧，或擅

长子工业，或擅长商业。虽然有时发生争夺和矛盾，但更主要的是

互相学习、互通有无、互相假存、谁也离不开堆的关系。内摇丰富的

青海经济史，是各族人民共自创造的。

2、农牧兼营的主体地位和互补盘。青海先民从境内自然条件

的特点出发，长期以来实行自地制宜的以农牧兼营带动其他产业

的经济发展模式。青海东部河涅谷地气候温和，农牧皆宜，早在五

六千年前，原始农业即己产生，西汉以降，这里更成为重要的灌溉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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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区，同时也兼营畜牧业。青海中医部、南部广大地区天然草场

辽阔，水草丰茂，适宜发展畜牧业。大约从青铜器时代的卡约文化

时起，青海畜牧业部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产

业。之后，这里的人们便世代以经营踌牧业为生，但在柴达木盆地

等个别宜农点兼营零星的小块农业。由于游牧昆主去的生产通常不

能完全满足其全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需要?他们有着从农业

区得到补充的需求，农业区对牧区的畜产品也有需求。实现农牧互

补的纽带便是商业交往。青海的商业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后来

见于史书记载者如清代在承风戌(今拉鸡山西端一带〉、唐代在赤

岭〈今f3Ji山〉者在曾设过互市点，宋毛元、明、清代的西宁辙，清中期

以后兴起的丹噶尔市场等都在农较互补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农

牧盘一直是青海古代经济的基础和主体产业，手工业、商业、交通

业等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农牧业的发展推动起来的，其发展程度

也受农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

3、屯图在地方农业经济中所占份额大，延续时持长。以西汉时

赵充国主持的屯 E为肇始，以后大多数朝代都将向涅地区列入重

点屯图区之内，有时屯困地点廷伸到青南、海亩地区，明代及请前

期境内屯图菌积一直大于科困面积。屯田是封建政府主要出于国

防需要，白宫府在虽有土地上经营的农业生产形式，由于受到历代、

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一般都停随着向屯E区输入劳动力、传递

较先进的在耕工具和生产技术。型商一般能在短期内带动边疆地

区的经济发展。但电回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因为它是在相对落

后的生产关系中进有的，所以历代屯型举办到后期都不得不废罢。

4、封建社会棋度与其他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长期并存。由于

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信患民塞，生产力水平较低，占省境 94%以上

的广大牧区或长时期在中央政府直接辖区之外，或属于实行"羁

廉"统治的区域等原理，青海地区历史上社会发展梧对缓漫亘极不

平衡，少数民族中古老的民族制度残余、奴隶制医素、封建社会的

-4 一



某些早期形态及其制度等延续的时 i哥特别长，甚至可以说几乎与

封建社会相始终。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特点。约略言之，主要的有以上这些。

在本卷的写作过程中，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主

持以之作为指导思想。要求自己在史料上多下功夫，多做一些搜

集、鉴别、考辨工作。使用史料尽量使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相结合，

直接记载与间接资料相参证，汉文史料与少数民族文字史科相补

‘充。论证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力争做到言必有据，史论结合，论从

史出，力戒作缺乏材科掖据的空泛论醋。既注意吸纳已有的研究成

果，又努力发挥自己的管觅。

由于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范围也比较户，笔者虽然患了很

大努力，但是受学识水平的限制，也受其他诸多条件的制约，现在

大家看到的这个本子仍然存在这样那样鸪不足甚至错误，欢迎大

家批评撞正。

在查阅资科过程中，得到中罢第一历史档案锤、青海省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省考古研究所资料室、青海省自书馆历史资料部、青

海师大图书馆、青海省志编委会资科室、青海省档案馆等单位和有

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王星、桂常颇、苏生

秀、霍栓天、卢耀光、许新昌等ff事友的帮助。张生寅 i司志协勤校对过

书稽。全书E草稿后，承青海j哥大白文国教授逐句审读书稿，提出了

宝贵的惨改意见，并拨冗赐序，为本书增光不少，也给了我很大鼓

励。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省

文化厅、青海人民出版社政史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劫，今谨一并深致

谢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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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始经济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一节概说

青海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可追溯Jil约 3 万年前 18石器时代晚

期。继 50 年代在青藏高原意古拉山地区挖沱泻浩、霍霍西里采集

到一些打制石器之后， 1982 年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期读盼地哥、石

层中发现了 18石器遗存，其年代距今大约 3 万年①。 1993 年在东

昆仑由区又发现了万余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②。分于旧石器时代

、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遗存是 1980 年在贵南甚拉乙亥黄词阶地发

现的距今 6700 余年的拉乙亥遗址.那时人们尚未定居，伺以采集

猜猎为生。

青海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马家窑文化，截止 1990 年调查

登记的马家窑文化遗存达 917 处。马家窑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

前 3800一前 2000 年，延续近 2000 年，它从早期到魏期又分为

石龄亨、马家窑、半山、马厂因种类型，马家窑文化以定居的农

业为主要经济形式，有发达的影窝，其较早类型为母系氏族向父

系民族过渡龄段，至半出类型时己迈入父系民族社会，马厂类望

时父权制己比较巩固，贫富分化明显。

青铜器时代诸文化主要有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

①贾兰坡、黄慰文、卫奇<<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汩石器考古). (文物与考古论
集).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 页.

② (c争理地质学家首次发现东昆仑山万年前有人类生存>. <<光碗日报) 1993 年 S
# 2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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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洪文化，这些文化一般认为是我国古文献上记载的羌人及其祖

先创造的文化，其社会形态为父系民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褂

段.

齐家文化自马家窑文化发展而来，省内已樨查登记的齐家文

化遗存共 430 处，乐蕃、民和、循化、化建等县境分布较为密集 e

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000一前 1 600 年左右。毒

卡约文化为青铜器时代青海境内主要的土著文化遗存，是齐

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其分布，东至苦青交界地带，ï!!j达兴海、同

德、刚察县，北至门掠、祁连县，南至泽库、 t耳南县，果洛藏族自

始分i 、玉椅藏族串治州也有零星分布，己提查登记的遗存达 1 766 

处，可见分布既广泛又密集。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1600-前 740 年，

但在不罔地区，其延摸时j目的长短是不平衡的。

辛店文化也是由齐家文化发展ffif来，分布在黄湾上静的支混

渥水、挑河、大夏湾流域，青海省境分布在乐都、民和、循化、大

通、互助等县。主要在乐部以东。己满查登记的遗存 97 处。其年

代约为公元前 1 235一前 690 年。

诺木洪文化可以看作卡约文化的一个分支，分布在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境，谓查登记的遗存 40 处，其年代约当西周至战窜。

拉乙亥遗址及其以前人们的生活来摞为采集和持猪。早在一、

二万年前，以竹木或石头作箭头的弓箭巳被发辑和使用，投掷武

器石球f乃是最常用的持猎工具。采集方式除手摘外，己知用尖木

棒、打翻石器作为挖摇工具。拉乙亥遗址出土的动物雪路有环颈

娃、鼠兔、抄鼠、喜马拉雅旱黯、挺、羊等，这些动物应是当时

人的主要捕食的对象。这里出土的石研磨器〈如工谷物的工真〉表

明至少采集农业已经出现。

马家窑文化早期遗存中己见原始农业遗迹。马家窑文化的农

业耕作方式，虽仍保留了"火燎杖种"的生荒耕作方式，尤其早

期阶段更是如此，但己进入来帮耕作阶段。马家窑文化以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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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摆地工具骨粗的使用日益广泛。家畜饲养业作为农业的捏

成部分黯着原始农鱼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到了卡约文化时，由于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起来，从

原始在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强立的社会经济部门，并逐步使农业

降居次要地f立，实现了以农业为主向畜牧业为主经济类型的转轨。

辛告文化仍以农业为主，诺来洪文化农牧兼营以牧为主。

自马家窑文化以来，随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吕渐进步和发

展，制费、纺织、冶铜、木器加工、皮革加工等手工业也产生并

发展起来，尤其制南、冶铜、木器如工等都曾发展成为梧对独立

或半强立的社会生产部门，从商提成了社会分工的产生。随着社

会分工的产生和扩大，马家窑文化中晚摆以后，原始的商品交换

也产生并得到初步的发展。

青海先民进入生产经济时代以后，采集、持辈作为漾取生活

资料的补充手鼓一直存在。地下出土的不雨时期前箭头、刀、矛、

鱼钩等及兽膏鱼骨等即是明证。到了卡纯文化时期，由于青铜武

器的使厚，使持费业较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畜牧业的产

生和较大发展亦当与此有关。

到了战国初期，即卡约文化中后期，青海羌人的历史己有文

字可考了。秦厉共公在位时〈公元前 476一一前 443 年〉羌人无-t

爱笛被秦国俘去为奴，后来逃归湾逞，将秦昌较先进的农牧业生

产技术传播到海撞地区较阁塞的部落中，使羌人经济租社会得到

了大发展。无斗之爱剑的后代"1!t世为豪'也。在西汉中期中原王朝

势力进入河渥时，青海羌人中最强大的部落已基本具备了建立地

方政权的条件。

① 中华书局本《后汉书》卷 81(在E羌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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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农业

我嚣是最早发明农业的国家之一，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罕

在七八千年篱，我嚣黄湾流域和长江流域己在种植粟、辐等农作

物。青海的农业生产活动，据自前已有资料，至返于距今 5000 余

年前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时期就开始了。

农学史专家一般认为，犁耕出现以前的原始农业可分为刀耕

(又称火耕〉和稳耕〈或称锄耕〉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生产技术的

重点在林木砍饶，实行年年更换土地的生荒耕作制。后一阶段的

特点是发明了租、锄等翻土工具，生产技术的重点由林木砍烧转

到土地加工，实行耕种若干年后才放弃的熟荒耕作制。从民和阳

洼坡石di令下类型遗址出土的带贮境房屋遗迹和石刀、石斧、陶万、

骨铲等农业生产工具看CD，当时的人们已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

生活，距农业起琼的初始状态已有相当距离。耕作方式虽不排除

fß保留"火燎杖种"的古老方式，但己开始使居翻土工具，表晓

己进入京始农业的较进步的阶段了。从现有资料可以明显看出，青

海原始农业受到东部陕甘地区原始农耕文化的强黯影嚼，换句话

说，与东部文化有蜜语的亲缘关系。到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厂类、

型时，为死者题葬粮食的现象较为普遍，表明农业产量有了提高。

到青锯器时代，辑工具运用到生产领域，青海原始农业又有了薪

的发展。下菌利用考古学资料，从生产工具、科撞品种两方面作

些具体的分析讨论，以便又才青海早期农业有较深入的了解。

一、生产工具

考古发现的原始生产工具是古代人类劳动手嚣的遗物。马克

思曾撞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

①青海省文物考古队d青海民和阳洼波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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