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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宋朝是中世纪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那么，宋代的福建就是宋朝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以
泉州港为枢纽的海上交通通达世界各港，以北苑茶、银矿开采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人群；宋代闽人的刻书业和书院教育堪称时代的典范；朱熹、李纲、郑樵、袁枢、宋慈、柳永、蔡
襄、苏颂等文化名人引领时代潮流，并将福建文化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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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晓望，上海人，中国经济史博士。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
会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2年福建省优秀专家。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二、三等奖多次，著有《福建通史》等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论著共计8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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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由于朝廷实行分摊制度，每一家纳税户，都得承担一定的“锦税”，而福建由于朝廷采购
过量，造成银价上涨，反而超过许多其他城市。于县有一些有势力的人家开始包揽各户的银税。他们
以高价向税户售银，然后从杭州等地银价较低的地方购入白银，转交给朝廷，从中谋取极高的利润。
廖刚给现了这一点。便上疏朝廷——其实可以在杭州买银子，不一定要到福建来摊购，增加百姓的负
担。从这一事例看，因为市场对银子的需要，所以，宋代银子已经有了货币的职能。但是，由于宋代
银子的产量较少，无法满足朝廷的需要.在福建市场上，多数银子都被朝廷采购，所以，在一段时间内
，白银在福建无法发挥货币的流通职能。此后，朝廷采购量减少，宋高宗时，“减福建广南岁上供银
三之一”。据《续文献通考》的记载，南宋末年，福建路每年上供银仅68741两。 南宋时期，海外商
人常带白银到中国来换取铜钱，“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竞赍现钱
买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两贯文”。 民间使用白银的记载也可见到。例如，陈淳记载
，南宋漳州有人“劫白金数百两”，白银数百两业已经超过打制首饰的需要，因此，此人存白银数百
两乃至被劫，是因为他将其作为货币存储的缘故。官僚家庭也多以收藏白银为保值方式，“福州余丞
相责盛时，家藏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窖，以土坚覆之”。建安叶德孚的祖母共“蓄金五十两，银三
十铤”。 会子。宋代市场上缺少金属货币，使朝廷的财政感到很大的不便。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
早的纸币——交子与会子，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朝廷在各地强迫发行纸币。例如福州，“提举司
令民以田高下藏新会子，不如令者籍其赀”。地方官若执行不力，会受处分。有一年，“泉州守臣宋
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责降有差”。因此，当时各地官员都大力推广会子，
如陈淳论漳州：“某伏睹朝廷注意会子颁行天下，诸州大率秤提不起。独南涪一邦，得寺丞公严无私
，民间流通，行使一如元钱之数，上下固已相安，为天下之帚矣”。漳州的办法实际上是强行摊派，
强令每户人家都要购进官府的会子。有一次，漳州增加会子的发行量，官府令城里的“富室质库上户
俾藏二百，中户一百，下户五十”。结果，“两日之内，会价腾涌，不惟行使如元钱之数，而兑便增
加与见钱等，顿使钱轻而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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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福建史新编》由线装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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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是福建地方史研究的名家了，从目录看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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