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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甲天下》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耕耘明清江南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作者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商帮贸易的角
度，逐一分析、探讨明清以来江南重赋问题的根源、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江南士大夫文人行为方式
的转变等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当下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明清地域商帮——有精彩的
叙述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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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甲天下》

作者简介

范金民，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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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甲天下》

书籍目录

社会经济篇
试论宋元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
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清前期苏州农业经济的特色
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几个问题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
明代政治变迁下的南京经济
清代前期苏州城市经济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
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
社会生活篇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政繁赋重，划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间江苏升州析县之考察
明清江南宗族义田的发展
乾隆十三年苏松聚众阻粜案述论
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商帮贸易篇
明清洞庭商人家族
“非求生于近邑，必谋食于他乡”——明清时期的无锡商帮
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动
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
贩番贩到死方休——明代后期（1567—1644年）的通番案
清代刘家港的豆船字号——《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见
文书遗珍：清代前期中日长崎贸易的若干史实
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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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甲天下》

编辑推荐

《赋税甲天下》是作者范金民多年耕耘明清江南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作者从社会经济、社会生
活、商帮贸易的角度，逐一分析、探讨明清以来江南重赋问题的根源、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江南士
大夫文人行为方式的转变等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当下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明清地域
商帮——有精彩的叙述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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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甲天下》

精彩短评

1、南大的这套书都太赞了，明清经济史的多维观察和测试提出的种种论断和议题，考据客观详细，
看范金民老师的书真爽快啊。
2、全书共由社会经济篇、社会生活篇、商帮贸易篇，三大部分组成。所述内容大都是作者在各个时
代的研究钻研的成果。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者在全书中逐层递进，剥茧抽丝。将江南经
济的结构组成、比重、特点，以及由此基础上演变出江南特有市风民俗和对外贸易活动特征等方面进
行了极为详实的讲解和论述。其中，在经济社会篇中有关重赋问题的论述，个人结合黄仁宇《明代十
六世纪财政与税收》的内容启发很大。但美中不足的是全文资料虽然丰富，但结构整理上过于笼统和
简单。缺少框架性的承接过度（所以《明财》乱入倒也不十分违和）。不能不说略有遗憾。即便如此
，在洋洋洒洒的四百余页的材料中领略作者在中国各个时间段所撰文的侧重点，却也感慨良多。下面
的一些摘取议论算是对本书中一些内容的体会心得。
3、智商低讀不懂
4、经典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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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甲天下》

章节试读

1、《赋税甲天下》的笔记-第55页

        在本篇论文中 作者着重阐述了几个论点
1：江南自古重赋的原因。在列举了十几个观点后，重新研究江南重赋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得到结论
并不像古代主流论点（例如：朱元璋怒民附寇），或者现代主流观点（例如：根据江南经济发展而定
），这般单一。更具有发展性和整体性。
2：根据明清江南重赋的史料记载对比，分析江南重赋对全国经济收入的重要性。并且提出江南重赋
除了朝廷每年所征收的税赋之外，仍存在隐形负担。二者叠加，更加重了江南地区重赋。
3：研究江南重赋的危害。其中有一个论点我很赞成。江南重赋极大剥削了普通生产者即佃户的收入
水平，导致在重赋压榨下的江南地区，虽有繁荣表象，但发展程度虚高。人民生活依旧困苦不堪。
4：江南重赋的积极意义。值得一提的就是江南地区在重赋压力之下，小农不得不另谋副业贴补家计
。改变经营方式，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

2、《赋税甲天下》的笔记-第67页

        1：杭嘉湖地区农民由种植粮食作物，逐渐向经济作物转移。具体特征如下1／减少田的数量，增
加地的数量。2／无法提高田亩产数量，但提高土地的使用率。3／种植经济作物范围迅速扩大（例如
桑树 茶叶 竹等） 原因：人口愈发密集，人均土地占有过低，重赋下税粮较多，缺粮日益严重；种植
经济作物获利较高。

2：家庭生产内容比例有所变化
种田与手工业或副业相结合，维持农民一家生计。更有成功者，从农民变成业主。

3：自然经济逐渐转变为商品经济
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从事手工业或副业，生产出的产品逐渐转换成商品。用于交换，而不是单纯自给
自足。

4：商品流通范围扩大
市场由农村形成，逐步扩大变成市镇，市镇靠农村生产产品交换再扩大。二者互相依赖 密不可分。

3、《赋税甲天下》的笔记-第22页

        
这是本书的第一篇论文，反对了几个西方学者对江南经济发展的观点。
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认为：江南经济几个世纪以来，都是靠单纯农业发展，以提高农田单亩亩产或加
大人力对耕作农田投入来提高农民个体的收入。
而本文作者认为，此观点缺乏变化性及进步性，先入为主主观因素t较大。

本文从北宋中期开始介绍江南区域如何发展经济。以传统的围湖造田方式大大提高了亩产收入，并且
成功培育了从北方引进的小麦早早确立了一年两熟种植形态。同时围湖造田时的土地兼并也完成了地
主早期的「圈地」实现资本累积。
经元人将棉花引入江南，推广种植及织布工艺，传统农户家庭逐渐形成以种植作物为主，织造棉布为
辅的生产方式。
至于明代，江南地区棉布丝绸生产发展则到达鼎盛时期。掌握先进织造技术的江南生产者，将丝织品
棉织品实现了其自身使用价值外的交换价值。布匹丝绸交易市场逐步在江南地区成型。市场的形成改
变了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产品必须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必须依赖商人的经营。市场经济成为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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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甲天下》

江南经济发展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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